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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來又想去，「瓜」田有樂趣 

壹、課程理念  

    嘉義縣中埔鄉是台灣種植絲瓜的大本營，中埔的地理氣侯條件，非常適合絲

瓜的生長。當我們走出校園時，在臨近的田園間就可以看見一棚又一棚的絲瓜園，

透過─「絲」來又想去，「瓜」田有樂趣─的課程設計與編排，讓孩子不再只是

無感的路過每天上下學的必經的絲瓜園，而是隨著課程的進行實作與知識的累

積，對家鄉的土地與農產有感情，進而培養孩子能感恩土地，能愛護家鄉的素養。 

 

 

貳、課程架構 

 

 

 

  

「絲」來又想去

「瓜」田有樂趣

腳踏實地種絲瓜
搭設絲瓜的家

拜訪絲瓜農

美味絲瓜營養多
認識三章一Q

烹飪美味絲瓜料理

絲瓜絡趣味多
絲瓜的一生

絲瓜絡大變身

成果發表
課程成果製作

課程學習心得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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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方法 

一、講述教學： 

透過教師準備教材，傳遞絲瓜檔案知識 ，認識三章一 Q。 

   透過與農民合作，拜訪絲瓜園，與農民面對面提問及了解相關知識。 

二、實作體驗： 

透過腳踏實地種絲瓜，學生必須合作搭起棚架，灌溉、澆水施肥，並紀錄其 

成長過程。 

三、分享表達： 

課程搭配藝術與人文的課程，進行絲瓜絡小夜燈、絲瓜絡筆筒製作，除了作品完成

外，亦能培養學生賞析作品的素養，並且在所有單元完成後，學生能在校園擺攤，分

享並發表相關課程知識的內容。 

 

肆、評量方式 

口頭評量、發表評量、實作評量 

 

伍、教學活動 

領域/科目 校訂課程 

實施年級 四年級 

主題名稱 「絲」來又想去，「瓜」田有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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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pc-Ⅱ-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或圖畫等，表達探究之過

程、發 

現。  

ai-Ⅱ-1 保持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透過不斷的探尋和提問，常會

有新 

發現。 

po-Ⅱ-2 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讀、思考、討論等，提出問

題。  

ai-Ⅱ-3  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成品來表現自己構想的樂趣。  

pc-Ⅱ-1  能專注聆聽同學報告，提出疑問或意見。並能對探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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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過程或結果，進行檢討。  

tr-Ⅱ-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其原因的，

並依 

據習得的知識，說明自己的想法。 

學習內容 

INa-Ⅱ-7 生物需要能量（養分）、陽光、空氣、水和土壤，維持

生命、生長與活動。  

INb-Ⅱ-6 常見植物的外部形態主要由根、莖、葉、花、果實及種

子所組成。 

INb-Ⅱ-7 動植物體的外部形態和內部構造，與其生長、行為、繁

衍後代 和適應環境有關。  

INd-Ⅱ-2 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情形，可以運用測量的工具和方

法得知。  

INd-Ⅱ-3 生物從出生、成長到死亡有一定的壽命，透過生殖繁衍

下一代。  

INe-Ⅱ-11 環境的變化會影響植物生長。  

INf-Ⅱ-3 自然的規律與變化對人類生活應用與美感的啟發。 

核心 

素養 

總綱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

問題。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

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

養。 

領綱 

自- E-A2 能運用好奇心及想像能力，從觀察、閱讀、思考所得的

資訊或數據中，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或解釋資料，並能依據

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 概念及探索科學的方法去想像可能發生

的事情，以及理解科學事實會有不同的論點、證據或解釋方式。  

自- E-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知道

如何欣賞美的事物。  

自- 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

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力。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戶外教育】強化與環境的連接感，養成友善環境的態度；發展

社會覺知與互動 的技能，培養尊重與關懷他人的情操；開啟學

生的視野，涵養健康 的身心。 

【環境教育】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

戰；執行綠色、 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 

 

所融入之單元 環境教育、戶外教育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 藝術與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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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投影設備，農事工具、絲瓜苗 

學校午餐：三章一 Q 專區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單元一、腳踏實地種絲瓜(第一節、第二節) 

 

【引起動機】 

1、教師提問：「臨近學校馬路上，有一個明顯的大型公仔，有沒有人知道， 

它是誰？又代表什麼呢？」 

2、教師提問：「這些照片在哪拍的？」「這些田裡，種植的是什麼作物

呢？」 

3、教師使用 google map 的街景，帶著學生從學校出發，開始從四週的馬路

小巷中找尋絲瓜田的蹤跡。 

 

 

 

 

 

 

       ▲路邊的絲瓜公仔   ▲搭配 google map 找尋上學路徑中的絲瓜棚 

 

教師必須事先蒐集相關的照片，例如：臨近校園馬路上的絲瓜公仔，學

校社區附近的絲瓜田，目的在於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接，學生能在看照片與

回答問題的過程中，發現「絲瓜」與自己的生活原來這麼近。 

 

【發展活動】 

拜訪絲瓜農 

1、教師介紹中埔鄉種植絲瓜的種類，並且告知學生接下來我們會利用學校

的食農教育課程中，認識絲瓜並且親自種植。 

2、出發前往臨近絲瓜棚拜訪，教師事先聯絡好相關的在地青農。 

3、請學生準備提問問題，也請絲瓜青農為學生分享種植絲瓜的知識。 

 

 
 
【時間】 
15 分鐘 
 
 
【評量內
容】 
1. 能回答老

師的問題 
2. 能用心聆

聽同學發
表 

3. 能專心聽
講 

 

 

 

 

 

 

 

 

【時間】 

40 分鐘 

【評量內
容】 

1. 能遵守戶
外教育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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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 

搭設絲瓜的家 

1、農具介紹，講解各式需要使用到農具，並讓學生親自操作。 

2、教師需要事先準備好絲瓜苗、鐵絲、土壤、肥料，師生與青農合作，在

校一起將絲瓜棚搭設起來。 

3、請學生觀察絲瓜苗的葉子，並分組種下自己的絲瓜苗。 

 

   架好棚架，種下絲瓜苗後，就是一整個季節的照顧，請學生分組要去澆

水、施肥，要勤於關心自己的絲瓜的成長，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會分享絲瓜

攀架了，開花了，結出小果實等過程，與農作物之間互動。 

 

 

單元二、絲瓜絡趣味多(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 

 

【引起動機】 

絲瓜的一生 

1、透過教師準備的投影片教材，介紹絲瓜的一生，並且對照校園絲瓜棚上

的絲瓜，認識絲瓜的一生。 

 

 

 

 

 

 

 

 

 

▲絲瓜的一生投影片 

 

2、教師準備好絲瓜產品：絲瓜水、絲瓜露、絲瓜面膜等，從中讓學生了解

到絲瓜全身都是寶，除了是親切的食材外，也是婆婆媽媽喜歡的美容保

養盛品。 

3、透過第一節課的照片讓學生回憶起拜訪絲瓜農的活動，當時我們在田埂

裡看見過熟落果後，黑色的絲瓜皮中有老掉的絲瓜，教師提問：「這是不

是很熟悉呢？在家裡的哪些地方看過『菜瓜布』？用途是什麼呢？」 

4、影片欣賞：神奇！一分鐘看絲瓜變絲瓜絡（菜瓜布） 

網址：https://youtu.be/-HDj85eQmVM 

2. 能專心聆
聽絲瓜農
的解說 

【時間】 

25 分鐘 

【評量內
容】 

1. 能分組合
作進行農
事活動 

 

 

 

 

 

 

 

 

【時間】 

40 分鐘 

【評量內
容】 

1. 學生能專
心聽講 

2. 學生能依
據課程內
容回答教
師問題 

 

 

 

 

 

 

 

 

 

https://youtu.be/-HDj85eQmVM


6 
 

 

 

 

 

    

 

 

 

【發展活動】 

絲瓜絡大變身 

1、絲瓜絡藝品欣賞─老師在課程開始前蒐集絲瓜絡工藝品，讓學生知道絲

瓜絡除了可以用來當成清潔用品使用外，也可以變身為藝術品及生活好

用小物喔！ 

2、「絲瓜絡變身為筆筒」實作 

3、「絲瓜絡變身為小夜燈」實作 

 

綜合活動 

集合所有的作品，佈置欣賞，並請學生記錄下課程心得。 

 

   製作絲瓜絡的課程搭配學校藝術與人文課時實施，讓學生親自動手將絲

瓜變身為生活小物。 

 

單元三、美味絲瓜營養多(第六節、第七節) 

 

認識三章一 Q 

1、三章一 Q 大調查：教師準備許多市面上常見的產品，請同學分組觀察產

品外的包裝，包裝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圖案？ 

 

  
▲三章一 Q 介紹投影片 

 

2、分組利用平板電腦或手機掃 QR Code，掃描產品上的 QR Code，讓學生

 

 

 

 

 

 

 

 

 

【時間】 

40 分鐘 

40 分鐘 

【評量內
容】 

1. 學生能依
照步驟完
成作品。 

2. 學生能欣
賞其他同
學作品。 

 

 

 

 

 

【時間】 

40 分鐘 

40 分鐘 

【評量內
容】 

1. 學生能依
照指領完
成三章一
Q 的查
詢。 

2. 學生能專
心聆聽老
師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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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體驗，知道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的網站。 

3、教師利用投影片介紹：食安問題多？營養午餐與三章一 Q。 

   從新聞裡的食安問題，到三章一 Q 與學校營養午餐食材的選擇，告訴學

生為什麼 

4、教師引導學生若到了生鮮超市，可以優先選購有相關標示的農產品， 

能優先選購有三章一 Q 的農產品，才有品質的保障。 

 

 

烹飪美味絲瓜料理 

1、與三章一 Q 課程結合，老師可以購買有 QR Code 的絲瓜當教材，與美味

絲瓜料理課程搭配，才能吃到新鮮有保障的絲瓜料理。 

2、分組準備食材、料理食材。 

3、分裝美食，享用美食並念感恩詞。  

 

 

 

單元四、成果發表(第九節、第十節) 

 

課程成果製作、課程成果發表 

1、教師指導學生分組進行海報製作。 

2、教師指導學生校內擺攤，並分享課程所學。 

 

 

 

 

 

 

 

 

▲絲瓜成果報告 

 

3. 學生能專
心閱覽食
安問題的
相關影
片。 

4. 學生能知
道三章一
Q 是農產
品安全的
重要標章
示。 

 

 

【時間】 

40 分鐘 

【評量內
容】 

1. 學生能分
工合作完
成美味佳
肴。 

 

 

 

【時間】 

40 分鐘 

40 分鐘 

【評量內
容】 

1. 學生能完
成課程海
報製作。 

2. 學生能踴
於發表並
向校內師
生分享課
程的收
穫。 

 

教學提醒 要搭配絲瓜生長的季節週期進行課程，才能在拜訪絲瓜農的時候，讓

學生具體看到絲瓜結果的樣態。 

參考資料 學校午餐，三章一 Q 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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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4b1q.coa.gov.tw/ 

行政院農委會網站：絲瓜主題館 

https://kmweb.coa.gov.tw/subject/subject.php?id=24754. 

附錄 
附錄一、絲瓜一生投影片 

附錄二、認識三章一 Q 投影片內容 

 

  

https://4b1q.coa.gov.tw/
https://kmweb.coa.gov.tw/subject/subject.php?id=24754


9 
 

陸、教學成果 

一、教學過程 

  

▲拜訪學校鄰近絲瓜農 

  

▲開始混土、搭設絲瓜棚架 

  

▲栽種絲瓜苗、種植期間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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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瓜絡課程實作 

 

 

▲看影片介紹學習絲瓜料理，進行絲瓜料理課程 

絲瓜絡小夜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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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影片介紹學習絲瓜料理，進行絲瓜料理課程 

 

 

 

▲學生發表參與課程收成果、校園擺攤 

 

  

◄努力成長的盆栽絲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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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作品 

  

「絲」來又想去，「瓜」田有樂趣記錄 「絲」來又想去，「瓜」田有樂趣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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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省思（教學者反思） 

 

    課程進行大約花了四個月的時間，在種植絲瓜這方面，受限於學校工程的

限制，不能在地上種植，而是在盆裡進行種植絲瓜，這一點是絲瓜農與學校有

種植經驗的老師比較不建議的。或許也因為這個原因，最後此次的收成的效果

也比較不理想，無論是結果的大小或是數量都是低於預期，無法讓學生親自品

嘗自己辛苦所種的絲瓜較為可惜。 

    課中當中有討論到農藥與化肥的使用，一開始有準備一些防治蝸牛的化學

農藥，但與學生共同討論其利弊後，學生一至認為以不破壞土壤為原則，是很

棒的決定，學生也說勤去關心可以解決蝸牛啃食的問題。真正開始種植後，我

們也觀察到不用農藥，葉子還是有生長，影響不大。 

    雖然課程只陸陸續續進行了四個月就結束，但其效果是延伸長遠的。除了

學生對農事知識的提升外，當孩子與你開心分享家裡種的絲瓜田或是上學路徑

的絲瓜田的變化(例：休耕、下苗、攀葉、開花、結果、採收……)，會發現學

生與家鄉這片土地的情感又更進一步，與家中長輩的話題也多了一些，這些都

是無形之寶，很欣慰能設計並實際與學生共同參與課程，也讓我們在「絲」來

想去的課程設計中，找到了無比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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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絲瓜的一生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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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認識三章一 Q 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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