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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 109 學年度食農教育優良教案甄選實施計畫 

 
壹、課程理念 

                    放學後，飢腸轆轆的孩子回到家，「好香的味道」，是媽媽招牌菜：玉米炒蛋，吃

在嘴裡，是滿滿的香甜，感恩在心裡，是媽媽的悉心照顧。讓學生票選記憶中的味道，

最期待的一道菜，玉米絕對榜上有名，就是這樣的契機，本校亦有溫室可種植作物，有

想法、有共識、可實踐，我們從餐桌上出發。近年來食農、食育、食安的議題受到人民

的重視，而農村的青少年更是綠色資源永續經營的根本，根結土地，找到連結，忙而樂、

樂而學、學而教。團體共作、共好。透過「親手做」的體驗，培養知識及技能，實踐健

康的飲食生活。在食農教育的核心素養下，本校更加入科學探究的元素，從學習玉米的

品種、農園耕種、走訪在地玉米田、朴子玉米產銷履歷、在地玉米改良場了解育種並重

現孟德爾的遺傳學、收成後做成美味料理、爆米花的實作與科學探究、玉米紙環保再利

用，富有意義及感情的將食農教育融入學校情境及教學中。 

貳、課程架構 

 

 

 

 

 

 

 

 

 

 

參、教學活動 

領域/科目  彈性課程(自然、綜合、科技領域) 

實施年級  一年級 

主題名稱  懂吃!懂吃!翻滾吧番麥 

主題內容 

勾選 

可複選 

■農事教育、■人類與糧食生態永續、■產銷履歷 

□綠色生產與消費、□碳足跡、□食品安全 

■健康飲食、□午餐禮儀、□感恩惜物、■其他  ____科學探究__ 

懂吃!懂吃! 

翻滾吧番麥 

趣體驗  趣探究  趣感動 

農園耕種 

烹調實作 

設計菜單 

飲食生活 

玉米構造 

玉米紙再生

科學爆米花

走訪在地 

產銷履歷

認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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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b‐IV‐2運用問題解決策略，處理生活議題，進而克服生活逆境。 

2b‐IV‐1參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作，並負責完成分內工作。 

2c‐IV‐1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畫與執行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3d‐IV‐2分析環境與個人行為的關係，運用策略與行動，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pe‐IV‐2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行客觀的質性觀察或數值量測並詳實記錄。 

pc‐IV‐2能利用口語、影像（例如：攝影、錄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學

名詞、數學公式、模型或經教師認可後以報告或新媒體形式表達完整之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果、價值、限制和主張等。視需要，並能摘要描述主要過程、發現和可

能的運用。 

設  k‐IV‐1 能了解日常科技的意涵與設計製作的基本概念。 

※設  s‐V‐2 能針對實作需求，有效活用材料、工具並進行精確加工處理。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流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學習

內容 

輔 Ba‐IV‐1 學習意義的探究與終身學習態度的培養。 

輔 Db‐IV‐1 生活議題的問題解決、危機因應與克服困境的方法。 

輔 Dc‐IV‐2 團體溝通、互動與工作效能的提升。 

家 Ab‐IV‐2 飲食的製備與創意運用。 

家 Aa‐IV‐3 飲食行為與環境永續之關聯、實踐策略及行動。 

童 Da‐IV‐2 人類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的理解，及永續發展策略的實踐與省思。 

家 Ac‐IV‐1 食品標示與加工食品之認識、利用，維護飲食安全的實踐策略及行動。

Db‐IV‐7花的構造中，雄蕊的花藥可產生花粉粒，花粉粒內有精細胞；雌蕊的子房

內有胚珠，胚珠內有卵細胞。 

Ma‐IV‐5各種本土科學知能（含原住民族科學與世界觀）對社會、經濟環境及生態

保護之啟示。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核心 

素養 

總綱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領綱  科‐J‐A2運用科技工具，理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出簡易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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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J‐A2釐清學習目標，探究多元的思考與學習方法，養成自主學習的能力，運用

適當的策略，解決生活議題。 

綜‐J‐C1探索人與環境的關係，規劃、執行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動，落實公民關

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行動價值。 

綜‐J‐C2運用合宜的人際互動技巧，經營良好的人際關係，發揮正向影響力，培養

利他與合群的態度，提升團隊效能，達成共同目標。 

自‐J‐A3具備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找出問題，並能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等因素，善用

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活動。 

自‐J‐C1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自‐J‐C2透過合作學習，發展與同儕溝通、共同參與、共同執行及共同發掘科學相

關知識與問題解決的能力。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環 J4  了解永續發展的意義（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戶 J3  理解知識與生活環境  的關係，獲得心靈的  喜悅，培養積極面對  挑戰的能

力與態度 

戶  J2  擴充對環境的理解，運用所學的知識到生活當中，具備觀察、描述、測量、

紀錄的能力。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樂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度。 

所融

入之

單元 

環境教育─永續發展 

戶外教育─有意義的學習 

與其他領域/

科目的連結 

自然領域、科技領域、綜合領域 

教材來源  自編、農業知識入口網、黑胡桃網路閣、阿簡生物筆記、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教學設備/資

源 

農地、耕種農具、種植日誌、學習單、簡報、實驗器材等 

 

教學方法  主題式教學、搭配講述、討論式、體驗式、合作學習、探究等 

教學評量  學習單、態度、技能、報告等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趣體驗  學習 2b‐IV‐1參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 1. 認識本校種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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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  通與合作，並負責完成分內工作。 

3d‐IV‐2分析環境與個人行為的關係，運用

策略與行動，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1b‐IV‐2運用問題解決策略，處理生活議題，

進而克服生活逆境。 

2. 善用工具除草整地 

3. 菜園設計 

4. 認識玉米構造，知道玉米

是雌雄同株但異花授

粉，鬚鬚是雌花絲狀的柱

頭等知識 

5. 設計菜單 

6. 烹調實作 

學習

內容 

輔 Dc‐IV‐2 團體溝通、互動與工作效能提升。

童 Da‐IV‐2 人類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的理

解，及永續發展策略的實踐與省思。 

家 Ab‐IV‐2 飲食的製備與創意運用。 

輔 Db‐IV‐1 生活議題的問題解決、危機因應

與克服困境的方法。 

趣探究 

學習

表現 

pe‐IV‐2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能進行 

客觀的質性觀察或數值量測並詳實記錄。 

※設  s‐V‐2 能針對實作需求，有效活用材 

料、工具並進行精確加工處理。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流程，實際設計並製作

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1. 認識玉米品種 

2. 製作爆米花及原理探究

3. 玉米紙張再生 

 

學習

內容 

家 Ac‐IV‐1 食品標示與加工食品之認識、利

用，維護飲食安全的實踐策略及行動。 

Db‐IV‐7花的構造中，雄蕊的花藥可產生花

粉粒，花粉粒內有精細胞；雌蕊的子房內有

胚珠，胚珠內有卵細胞。 

Ma‐IV‐5各種本土科學知能（含原住民族科

學與世界觀）對社會、經濟環境及生態保護

之啟示。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趣感動 
學習

表現 

2c‐IV‐1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畫與執行個人

生活中重要事務。 

pc‐IV‐2能利用口語、影像（例如：攝影、錄

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數學公式、模型或經教師認可後以報告或新

媒體形式表達完整之探究過程、發現與成 

果、價值、限制和主張等。視需要，並能摘

1. 走訪農業改良場-朴子

分場 

2. 種植日誌分享 

3. 朴子玉米產銷履歷 

4. 種植傳承 

5. 從產地到餐桌-碳足跡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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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描述主要過程、發現和可能的運用。 

學習

內容 

輔 Ba‐IV‐1 學習意義的探究與終身學習態度

的培養。 

家 Aa‐IV‐3 飲食行為與環境永續之關聯、實

踐策略及行動。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趣體驗 

時間  三節課 

學習目標 

1. 認識本校種植環境 

2. 善用工具除草整地 

3. 菜園設計 

4. 認識玉米構造，知道玉米是雌雄同株但異花授粉，鬚鬚是雌花絲狀的柱頭

等知識 

5. 設計菜單 

6. 烹調實作 

學習表現 

2b‐IV‐1參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作，並負責完成分內工作。 

3d‐IV‐2分析環境與個人行為的關係，運用策略與行動，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1b-IV-2 運用問題解決策略，處理生活議題，進而克服生活逆境。 

學習內容 

輔 Dc‐IV‐2 團體溝通、互動與工作效能的提升。 

童 Da‐IV‐2 人類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的理解，及永續發展策略的實踐與省思。 

家 Ab‐IV‐2 飲食的製備與創意運用。 

輔 Db-IV-1 生活議題的問題解決、危機因應與克服困境的方法。 

領綱核心素養 

綜‐J‐C1探索人與環境的關係，規劃、執行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動，落實公民

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行動價值。 

綜‐J‐C2運用合宜的人際互動技巧，經營良好的人際關係，發揮正向影響力，培

養利他與合群的態度，提升團隊效能，達成共同目標。 

核心素養呼應

說明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從飲食生活出發，學生都喜歡的食材─玉米，結合本校農場從鬆土開始，喜歡

吃、願意種、想要學，在鬆土、挖土、作畦、排水溝渠、澆水一系列約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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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學生必須自主行動，討論流程，  規劃活動，小組問題解決，團隊合

作，共同完成玉米的種植，填寫種植日誌，在收成後執行從產地到餐桌的概念，。

議題融入 

說明 

經由環境的介紹，讓學生了解自然環境的倫理價值。 

戶  J2  擴充對環境的理解，運用所學的知識到生活當中，具備觀察、描述、測

量、紀錄的能力。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請各組先到市場採購玉米跟玉米筍，討論： 

玉米筍跟玉米的差異 

玉米鬚是什麼部位? 

朴子主要的種植作物有哪些? 

【時間】 

10 

【評量重點】 

態度、口頭問答 

【發展活動】 

1.  分組討論，利用平板搜尋資料。 

2.  到本校農場查看 

3.  介紹農作工具：鋤頭,鐮刀,園藝鏟,耙子,噴水器,花剪 

4.  示範耕種技術 

【時間】 

25 

【評量重點】 

態度、口頭問答 

【綜合活動】 

1. 口頭問答 

2. 分組分配農地 

3. 家的味道─在家完成玉米料理 

【時間】 

10 

【評量重點】 

態度、口頭問答 

第二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種下玉米種子 

【時間】 

2 

【評量重點】 

技能、參與度 

【發展活動】 

1. 鬆土、挖土、作畦、排水溝渠、澆水等分組分地進行 

2. 介紹學長種植的作物(高麗菜、大陸妹、小黃瓜、番茄、四季豆等) 

3. 施肥方式介紹、農法介紹 

4. 由於甜玉米種子小，播種時深度為 2‐3釐米。 

5. 玉米的生育時期一般為：播種、出苗、三葉、七葉、拔節、抽雄、開花、

灌漿、乳熟、成熟等主要發育時期(簡單分為苗期、穗期和花粒期)，生長

期約三個月，請同學就每個階段做種植日誌填寫 

【時間】 

30 

【評量重點】 

技能、參與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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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 

1. 種植日誌填寫 

2. 本校是網室農場，病蟲害影響較少，但仍需各組定時除草、澆水、抓蟲、

檢查玉米葉等。 

3. 定期至農場查看 

【時間】 

13 

【評量重點】 

態度、技能 

第三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家的味道─在家完成玉米料理，小組推派上台分享趣談 

【時間】 

6 

【評量重點】 

分組報告 

【發展活動】 

1. 說明玉米的營養成分，玉米與玉米筍成分大不同 

2. 網站瀏覽：台灣農業知識入口網─玉米點點名                                           

3.動手做料理─玉米蛋                                                                                   

4.  分配工作 

【時間】 

15 

【評量重點】 

態度、口頭問答 

【綜合活動】 

1.玉米蛋 

玉米粒以濾網洗淨瀝乾  ,  蛋打散備用  。 

熱油鍋放入玉米粒拌炒一下  ,  再加入適量水燜煮至熟軟  。 

鹽調味  ,  將蛋均勻淋在表面  ,  待蛋液約八分熟時再翻炒拌勻即可 

2.總結活動 

心得分享並填寫學習單 

定期至農場查看 

【時間】 

24 

【評量重點】 

實作、參與度 

教學提醒 

1. 使用農具時要小心 

2. 拔草要連根拔，才不會又滋生 

3. 各組定時澆水、拔草等要確實 

4. 家政教室使用要小心 

5. 因玉米從種植到採收約需三個月，僅擷取其中幾節當教案設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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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教學成果（勿出現學校、作者之文字、圖像或是照片） 

一、教學過程（含照片） 

 

 

                      鬆土、挖土 

 

 

 

 

 

 

 

鬆土、挖土 

 

 

 

 

 

 

 

 

 

                學生用心耕種各種農作物 

 

 

 

 

 

 

 

 

 

                          種植1周的玉米 

 

 

 

 

 

 

 

 

            開心農場種植各種農作物 

 

 

 

 

 

 

 

 

開心農場種植各種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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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機盎然的網室 

 

 

 

 

 

 

 

 

                        努力長大的玉米 

 

二、學習單或其他 

                                     

 

 

 

 

 

 

 

 

 

 

 

 

 

 

 

 

 

 

 

小組蒐集資料，閱讀文本後

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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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

名稱 

趣探究 
時間  三節課 

學習

目標 

1. 認識玉米品種 

2. 製作爆米花及原理探究 

3. 玉米紙張再生 

學習

表現 

pe-IV-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能進行客觀

的質性觀察或數值量測並詳實記錄。 

※設 s-V-2 能針對實作需求，有效活用材料、工具並進行精確加工處理。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流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學習

內容 

家 Ac-IV-1 食品標示與加工食品之認識、利用，維護飲食安全的實踐策略及行動。 

Db-IV-7 花的構造中，雄蕊的花藥可產生花粉粒，花粉粒內有精細胞；雌蕊的子房內有

胚珠，胚珠內有卵細胞。 

Ma-IV-5 各種本土科學知能對社會、經濟環境及生態保護之啟示。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領綱

核心

自‐J‐A3具備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找出問題，並能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等因素，善用生活週

遭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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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自‐J‐C1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自‐J‐C2透過合作學習，發展與同儕溝通、共同參與、共同執行及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識

與問題解決的能力。 

核心

素養

呼應

說明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因為想知道好吃的玉米怎麼生殖，小組開始蒐集資料，並合作討論，最後明白授粉機制、

玉米構造，除了玉米本身可食外，更進一步探究爆米花的原理跟造紙結合環保的題材，

讓課程更加生活化。   

議題

融入 

說明 

戶  J2  擴充對環境的理解，運用所學的知識到生活當中，具備觀察、描述、測量、紀錄

的能力。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樂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度。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1. 閱讀農委會的玉米 DM 

2. 玉米構造大哉問 

3. 播放影片─從產地到餐桌、玉米種植影片 

4. 由龍貓影片中小梅身高這麼矮，為何還能摘到玉米送媽媽，討論玉

米授粉方式 

【時間】 

15 

【評量重點】 

態度、口頭問答 

【發展活動】 

1. 6真 1假─由 DM挑出 7個重點，其中 1個是錯誤的，讓其他組限

時挑戰找出錯誤的觀念 

2. 填圖、用平板找資料，認識玉米構造 

3. 了解玉米生殖機制(雄蕊的花粉傳到雌蕊的柱頭上等知識) 

【時間】 

25 

【評量重點】 

小組討論、學習單 

【綜合活動】 

1. 小組出題、小組發表 

2. 能夠說出玉米的構造及授粉方式 

3. 查詢如何長出漂亮大顆的玉米、玉米跟玉米筍的差異 

4. 定期至農場查看 

5. 整地栽培：玉米根係深廣，前作物收割後宜加以翻耕、碎土、整平

地面 

6. 授粉期間務必防止病蟲害(本校為網室栽培，無噴灑任何農藥)。 

【時間】 

10 

【評量重點】 

小組討論、學習單 

第二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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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動機】 

1. 播放：嘎奇麥唬爛：整支玉米放微波爐 3分鐘。就做出爆米花？   

2. 播放影片：為什麼玉米會變成爆米花？ 

【時間】 

8 

【評量重點】 

技能、參與度 

【發展活動】 

1. 製作爆米花 

(1) 將油倒入平底鍋中，用大火溫熱，熱好了之後再將玉米倒入平底鍋

中，用讓油覆蓋。 

(2) 稍微變白了之後，就可以蓋上鍋蓋，並且搖動平底鍋，等待爆米花

爆開。 

(3) 不搖動平底鍋會讓爆米花燒焦，所以請記得輕輕搖晃鍋子 

(4) 原鍋加入白糖跟沙拉油用小火煮焦糖，一開始不要攪拌等糖開始從

外圍融化成金黃色時，再把剩餘未融化的白糖攪拌均勻成糖漿並熄

火，快速的倒入爆好的爆米花攪拌均勻，放涼即可。 

2. 探究成功跟失敗的爆米花原因? 

3. 說明爆米花原理涉及物理與化學過程：物理─加熱使壓力增加，瞬

間減壓、氣爆，化學→裡頭所含的澱粉漿，受高溫產生吹泡泡效果，

突然釋壓造成體積驟增，絕熱膨脹使溫度下降，澱粉質冷卻凝固成

海綿狀的固體。 

【時間】 

30 

【評量重點】 

技能、參與度 

【綜合活動】 

1. 小組討論並填寫學習單 

2. 用自己種植的玉米做料理給家人吃 

3. 定期至農場查看 

【時間】 

7 

【評量重點】 

學習單 

第三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1. 播放影片：紙張再生 

2. 用玉米殼製作再生紙 

【時間】5 

【評量重點】 

觀賞影片、態度 

【發展活動】 

1. (2天前預先工作)玉米殼撕碎，泡水使纖維變軟， 

2. 將泡軟的玉米紙+水用果汁機攪拌 

3. 抄紙：用自製的抄紙網將玉米紙漿均勻撈起 

4. 壓紙：玉米紙漿經過抄紙形成紙的形態，再來就是將水份壓榨去除。

將其小心平放到報紙或毛巾上。 

5. 風乾：覆蓋一張報紙，再小心的靜置風乾。 

6. 2天後看其結果 

【時間】 

30 

【評量重點】 

實作、參與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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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 

1. 探究再生紙：依科學方法，探究再生紙與一般紙張的差異性。 

2. 各組選定主題，探究吸水性、吸油性、毛細現象、韌性、耐重度等

3. 完成實驗設計 

4. 定期至農場查看 

【時間】 

10 

【評量重點】 

小組討論、學習單 

教學

提醒 

1. 因玉米從種植到採收約需三個月，僅擷取其中幾節當教案設計的內容 

2. 探究需小組合作各自貢獻。 

參考

資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2u6ACTdfQg 

紙要蔗樣黍於你科展閱讀文本(摘錄一頁如下) 

http://science.hsjh.chc.edu.tw/upload_works/108/655cd015a305b7a279449d67a6b9ed39.pdf

http://n.sfs.tw/content/index/11821    爆米花原理探究網頁，zfang的科學小玩意 

黑胡桃網路閣網頁內容 

附錄  如下 

 

 

陸、教學成果（勿出現學校、作者之文字、圖像或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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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乾玉米葉   

 

 

 

 

 

 

 

泡玉米葉 

 

 

 

 

 

 

 

                    磨碎玉米葉 

 

 

 

 

 

 

    用自製抄紙網抄紙 

 

 

 

 

 

 

變因不同，抄紙結果亦不同 

 

 

 

 

 

 

      玉米加入鳳梨一起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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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澱粉一起抄紙 

 

 

 

 

 

 

 

        加入咖啡渣一起抄紙 

 

 

 

 

 

 

 

        探究爆米花原理 

 

 

 

 

 

 

              手工紙成品 

 

 

 

 

 

 

          手工紙作品 

 

 

 

 

 

 

手工紙作品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趣探究 

時間  二節課 

學習目標 

1. 走訪農業改良場-朴子分場 

2. 種植日誌分享 

3. 朴子玉米產銷履歷 

4. 種植傳承 

5. 從產地到餐桌 

學習表現 

2c-IV-1 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畫與執行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pc-IV-2 能利用口

語、影像（例如：攝影、錄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數學公式、模型或經教師認可後以報告或新媒體形式表達完整之探究過程、發

現與成果、價值、限制和主張等。視需要，並能摘要描述主要過程、發現和可

能的運用。 

學習內容 

輔 Ba-IV-1 學習意義的探究與終身學習態度的培養。 

家 Aa-IV-3 飲食行為與環境永續之關聯、實踐策略及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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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綱核心素養  自‐J‐C1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核心素養呼應

說明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小組分享種植心得後，我們還到玉米改良場了解玉米育種方式，並介紹產銷履

歷跟生產追朔條碼的概念，最後教導吃在地、用在地，減少碳足跡，並將種植

經驗傳承給下一屆的學弟。 

議題融入 

說明 

環境教育─永續發展 

戶外教育─有意義的學習 

第一、二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1. 參觀台南區農業改良場‐朴子分場(嘉義縣朴子市  613  德興里  120  號) 

朴子分場因專司玉米品種改良及栽培生理試驗與示範推廣等工作，簡稱

為「玉米研究中心」，協助培育市面上各種品種的玉米。 

2. 請農改場主任分享改良經驗(與孟德爾的人工授粉相似，學生立刻學以致

用) 

【時間】 

25(僅參觀時間) 

【評量重點】 

態度、口頭問答 

【發展活動】 

1. 心得分享及閱讀文本 

(1) 農改場學習單及心得分享 

(2) 閱讀新聞文稿：甜玉米產銷履歷  朴子拔全國頭籌 

(3) 朴子之光─介紹通過生產追溯條碼的農夫 

2. 教師說明產銷履歷的產品即可以符合八大核心價值(可追溯、SOP系統化

生產、友善環境、作物健康管理、第三方驗證、動物福利、資訊透明、

鮮享在地) 

3. 種植日誌、玉米成長紀錄單分享 

4. 各組上台報告這幾周種植的心得與期待 

【時間】 

35 

【評量重點】 

小組討論、學習單

【綜合活動】 

1. 親自採收自種的玉米   

2. 學生討論：(1)什麼是產銷履歷(2)消費時如何確認標章(3)產銷履歷或生產

追溯碼的功用(4)購買這些的好處 

3. 介紹減少碳足跡的觀念，從產地到餐桌 

4. 學會珍惜食材，友善跟感恩大地 

5. 將分享心得製作成影片，傳承給學弟 

【時間】 

30 

【評量重點】 

小組討論、學習單

教學提醒 
1. 戶外參觀須注意安全 

2. 如何採收玉米，認真聽講解 

3. 親自到市場認識產銷履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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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 

https://e‐info.org.tw/node/29988台南區農業改良場‐朴子分場 

https://taft.coa.gov.tw/default.html  產銷履歷農產品資訊網 

https://qrc.afa.gov.tw/ProducerSearch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朔系統 

附錄   

陸、教學成果（勿出現學校、作者之文字、圖像或是照片）   

*學習單、閱讀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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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觀農改場 

 

 

 

 

 

            玉米收成 

 

 

 

 

 

        人工授粉‐育種用 

 

 

 

 

 

 

      學生分享種植心得 

 

 

 

 

 

 

          認真作海報中 

 

 

 

 

 

 

                  飼料玉米 

 

 

 

 

 

 

未開花的玉米 

 

 

 

 

 

 

        準備採收的玉米 

 

 

 

 

 

 

相當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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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省思（教學者反思） 

一、從食開始的課程設計 

        本校配合國三學生的職涯試探，在農業課程以深耕多年，網室種植各式的農作物(葉菜

類、番茄、小黃瓜、四季豆、、大頭菜、結球萵苣、玉米等)，學生在親自捲起袖腕，揮汗

工作的體驗下，更能學會感恩珍惜。 

      因為喜歡吃，所以願意種，更進一步想深入了解，玉米約3個月可收成，除了農事體驗，

學生在課程中還知道朴子地區的農業特色，討論玉米的構造、生殖的原理，親手栽種的玉米

做成美味料理更加入感動的元素，原本無用的玉米殼有了亮點‐造紙，探究爆米花原理，最

後帶入產銷履歷，建立對家鄉的認同感，學生正在潛移默化的落實自發、互動、共好理念。 

一、 食農的感動 

        主題式的學習，讓食農教育不只是農事活動體驗，更將彈性課程與部定課程融合，例如

玉米構造─生物課植物生理、生殖跟遺傳；料理實作、飲食習慣─綜合領域家政課程；產銷

履歷─健康課；探究實作─自然、科技領域；糧食作物─社會科；吃在地─碳足跡；關懷社

區、感恩─輔導課、公民素養─社會科等，學生巧妙的運用學科知識融入生活中，亦在解決

問題中體悟知識的重要，一學期下來，學生收成的滿足、發表種植心得的喜悅、對家鄉的認

同、反思永續經營的方式、在家烹飪重新活絡家庭氣氛。當學生知道爆米花的原理時，眼睛

一亮，我知道他懂了，而且是自動自發去學會，當孩子吃到自己種的玉米，誠懇地說出以後

我會珍惜食物，因為得來不易，這些美好的畫面雖無法用照片捕捉，卻停留在我心裡，讓我

更有力量去投入教學，猶如第一節課的播種開始，我們也在學生身上灑下永續經營的種子並

陪伴他們發芽長大。 

二、 未來期望與課程規劃 

1. 與社區結合─農夫市集，學習銷售與販賣 

2. 蔬果收成，結合分享贈菜理念 

3. 與土地建立感情，注入社區營造 

4. 認識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