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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10 學年度食農教育優良教案甄選實施計畫  
壹、課程理念 

  一、本校位於濱海，緊鄰海岸濕地，四周都是養殖漁塭，海風盛行，土地鹽化相當嚴重， 

      土壤多散布白色鹽粒，耕種困難。因此試以自製堆肥方式化育土壤，以土壤、落葉、 

      果渣層層疊復，進而運用有機肥進行種植，讓學生學習如何友善土地。 

 

  二、課程選用台灣自產的紅藜、小麥進行栽種。課程上從澆水、拔草、抓蟲到收割，學生 

      不只是學習種植和採收，最重要的是學習尊敬土地的態度，尤其從開墾荒地到收成包 

      裝行銷，都必須親自動手，要怎收穫，就怎麼栽，將幸福落實在農務之中。 

       

  三、學生對故鄉的農作物缺乏了解，希望藉由此課程引發學生對故鄉農作物的關注，進而 

      了解社區運作與發展，認同自己的土地與家鄉。 

 

貳、課程架構 

單元名稱 節次 教學重點 

台灣雜糧種類介紹 一 認識本校地理環境、台灣雜糧種類。 

紅藜種植 一 了解紅藜種植，分蘗、曬藜、煮紅藜飯。 

小麥種植 一 了解小麥種植，製作小麥汁。 

簡易堆肥製作 一 學會製作有機堆肥 

美食分享 一 利用小麥麵粉製作蔬菜大阪燒 

 

參、教學方法:分組合作教學法、實作體驗法 

肆、評量方式: 口頭報告、實作測驗 

伍、教學活動 

 

領域/科目 綜合活動 

實施年級 二年級 

主題名稱 布袋紅藜小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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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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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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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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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IV-2欣賞多元的生活文化，運用美學於日常生活中，展現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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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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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 Dc-IV-2團體溝通、互動與工作效能的提升。 

童 Db-IV-1自然景觀的欣賞、維護與保護。 

家 Aa-IV-3飲食行為與環境永續之關聯、實踐策略及行動。 

核心 

素養 

總綱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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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環 J3 經由環境美學與自然文學了解自然環境的倫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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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融入之

單元 

環境教育-環境倫理 

環境教育-永續發展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社會領域 

學習表現:社 2a-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培養本土意識與在地

關懷。  

學習內容:地 Ae-IV-1 台灣農業經營特色。地 Cb-IV-1 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 

 

教材來源 自編、小麥栽培管理暨病蟲害防治曆(農委會台中農業改良場) 

教學設備/資源 數位電視、社區農場協助、全國教師公會總聯合會咱糧學堂、小麥草培養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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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台灣雜糧種類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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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了解本校種植環境與生態 

二、認識生態養殖系統。 

學習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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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藜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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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訂定農作物種植計畫並執行 

二、了解紅藜生長必要元素 

三、分組實施紅藜種植。 

四、紅藜收成後曬乾收藏 

五、紅藜飯體驗 
學習

內容 

輔 Dc-IV-2團體溝通、互動與 

工作效能的提升。 

小麥種植 

學習

表現 

2d-IV-2 欣賞多元的生活文

化，運用美學於日常生活中，

展現美感。 

一、台灣與世界小麥品種介紹 

二、台灣小麥生長週期介紹。 

三、分組實施種植。 

四、認識小麥草(貓草) 

五、小麥汁榨汁體驗。 

學習

內容 

童 Db-IV-1 自然景觀的欣賞、

維護與保護。 

簡易堆肥製作 
學習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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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友善環境與感恩食物 

二、化學肥料與有機堆肥差異 

三、簡易堆肥製作 

 

 

美食分享 
學習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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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小麥體驗，蔬菜大阪燒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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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台灣雜糧種類介紹 

時間 45 分鐘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一、了解台灣雜糧種類介紹(小麥、紅藜、黃豆、黑豆、薏苡) 

二、了解本校種植環境與生態 

學習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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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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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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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學生在了解本校種植環境的過程中，培養多元的思考與學習方法，並反思環境 

永續的行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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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一、 了解本校種植環境與生態 

學生能說出校園有樹、草，有些地是光凸凸的，還有白色鹽粒。 

二、學生分享自己的種植經驗 

【時間】 

10 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主動發表 

【發展活動】 

一、將全班異質性分為 3 組，採拼圖法，五位同學會拿到一份資料袋，會

有紅藜、小麥、黑豆、黃豆介紹。 

二、分組同學將持有的雜糧介紹卡與同組分享。 

三、分組同學討論本校氣候、土壤、日光條件下，選擇小組種植的雜糧。 

四、小組推派代表分享 

【時間】 

30 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參與討論 

【綜合活動】 

一、學生討論分工內容，決定播種、栽種形式、施肥等工作分配。 

二、觀察並紀錄農作物的生長情形 

 

【時間】 

5 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主動查詢資

料解決問題 

教學提醒 雜糧種植有時節性 

參考資料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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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紅藜種植 

時間 45 分鐘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一、了解紅藜特性與分布情況 

二、了解紅藜的實用價值 

學習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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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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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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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學生在了解本校種植環境的過程中，培養多元的思考與學習方法，並反思環境

永續的行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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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一、由成熟紅藜不同顏色，討論是否有紅藜、黃藜、綠藜等稱呼。 

二、同學將先前熟成並曬乾的紅藜整理好備用。 

【時間】 

10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主動發表 

【發展活動】 

一、全班分為三組，分派本校紅藜種植區。 

二、拼圖法讓同學研讀台灣紅藜與黎麥的差別、紅藜的營養價值、紅藜有 

    殼無殼差別。 

三、分組安排曬紅藜，並將曬乾紅藜整理收藏。 

四、將三組曬整好的紅藜煮紅藜飯。 

五、同學討論用餐時應注意的餐桌禮儀。 

【時間】 

30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參與討論 

【綜合活動】 

一、完成心得記錄表 

二、觀察並紀錄農作物的生長情形 

【時間】 

5 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主動查詢資

料並解決問題 

教學提醒 學生採紅藜時注意日曬，曬紅藜時注意是否下雨，採收後紅藜放在冰箱冷藏。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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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單元名稱 
小麥種植 

時間 45 分鐘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一、了解台灣雜糧種類介紹(小麥、紅藜、黃豆、黑豆、薏苡) 

二、了解本校種植環境與生態 

學習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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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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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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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學生在了解本校種植環境的過程中，培養多元的思考與學習方法，並反思環境 

永續的行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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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一、老師播放布袋國中小麥麥浪影片。 

二、同學朗讀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第四段有關麥浪描述部分。 

【時間】 

10 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主動發表 

【發展活動】 

一、請同學分享想像中與親自看見麥浪的感覺。 

二、採拼圖法分組討論，學生研讀小麥生長週期、分布區域、台灣小麥發 

    展概況後分享並討論。 

三、分組安排小麥種植 

四、分組試作小麥汁  

【時間】 

30 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參與討論 

【綜合活動】 

一、完成心得記錄表 

【時間】 

5 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主動查詢資

料並解決問題 

教學提醒 小麥草榨汁注意安全 

參考資料 翰林版第四冊第三課〈我所知道的康橋〉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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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簡易堆肥製作 

時間 45 分鐘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一、學生了解化學肥料與有機肥料的差別 

二、運用簡易堆肥技術嘗試改良貧瘠的環境土壤 

學習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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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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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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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學生在了解本校種植環境的過程中，培養多元的思考與學習方法，並反思環境 

永續的行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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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一、由同學種植報告與照片，老師分享同學種植的實況，很多植物有營養 

    不良或病蟲害問題。 

 

【時間】 

10 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主動發表 

【發展活動】 

一、播放簡易堆肥製作影片。 

二、同學分組採集咖啡渣、落葉、菜渣、果皮，培養土兩包，落葉兩簍。 

三、同學分組製作簡易堆肥箱，一層落葉、一層菜渣、一層土，並澆水。 

【時間】 

30 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參與討論 

【綜合活動】 

一、完成記錄表 

二、安排觀察分配與紀錄事宜。 

【時間】 

5 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主動查詢資

料並解決問題 

教學提醒  

參考資料 影片:垃圾廚餘也可以種菜，這樣做堆肥保證不會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mfgVhKtQj8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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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小麥美食分享 

時間 45 分鐘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一、了解台灣雜糧種類介紹(小麥、紅藜、黃豆、黑豆、薏苡) 

二、了解本校種植環境與生態 

學習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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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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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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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學生在了解本校種植環境的過程中，培養多元的思考與學習方法，並反思環境 

永續的行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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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一、介紹台灣國產小麥粉 

   學生建立雖有全球化方便採購小麥，仍需自己保有種子種植能力，因應

環境變化。 

【時間】 

10 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主動發表 

【發展活動】 

一、分組製作蔬菜大阪燒 

   1.學生領取麵粉、食材。 

   2.調製蔬菜餅麵糊。 

   3.煎炸蔬菜大阪燒 

   4.擺盤拍照 

【時間】 

30 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參與討論 

【綜合活動】 

一、各組品嘗評分 

二、完成心得 

 

 

【時間】 

5 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主動查詢資

料並解決問題 

教學提醒  

參考資料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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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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 

  

介紹本校環境與食農觀念 雜糧種子介紹 

  

小組小麥種植 大家一起曬紅藜 

  

齊心協力撥紅藜 品嘗紅藜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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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你也來，我也來，一起撥紅藜 採摘紅藜 

   

紅藜紅藜快快長大 來來來吃午餐，去去去滿紅藜 

  

堆肥製作 堆肥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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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以種植盤種植小麥草 採收小麥草 

  

我也來採小麥草 好療癒的感覺 

 

 

小麥草榨汁 
小麥草加料梅子粉，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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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照片 

  

蔬菜大阪燒食材大集合 大家一起來作伙 

  

指導學生煎蔬菜大阪燒 老師講解蔬菜大阪燒製作方法 

 

 

 
 

蔬菜大阪燒好吃 這是我們做的美味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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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作品（學習單或其他） 

學生學習單 

 

學生聯絡簿分享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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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學

習

單 

 

學生學習單分享小麥體驗大阪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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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分享食農教育大阪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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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學

習

單 

 

學生學習單分享小麥體驗大阪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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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分享食農教育大阪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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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省思（教學者反思） 

    大家對布袋的印象有高跟鞋教堂、觀光漁市、好美彩繪村等景點，其實布袋的夕陽、

布新小確幸海灘都別有風情。但海邊漁村鹽化嚴重，影響著在地產業多樣性。身為布袋鎮唯

一的國中，我們有責任藉由食農教育落實於生活的學習，找回在地土地的生命力。 

 

  本次教學所得到的省思，說明如下： 

1.由於烏俄衝突導致原本全球糧食危機更加嚴重，烏克蘭與俄羅斯占全球小麥三分之一出 

口。台灣原有小麥種植受全球化等因素影響，現今僅保留大雅、大成、學甲契作或小規模

種植，此刻正是國產小麥復興時刻。以小麥汁做發想，讓學生從7至10天可看到成果，進

而對小麥種植產生更大的熱情。此次以現成小麥粉做為美食材料，希望有朝一日本校能種

出一大片的麥浪，不僅經濟用途，更有金黃色麥浪起伏的人文意象。 

2.台灣紅藜原是原住民經濟作物，近年政府推廣廣受健康愛好者重視，本校種植的紅藜不僅

教學使用，可以導入午餐團膳，本班與教職員工用餐皆能享受到紅藜飯的幸福，希望日後

朝向精緻點心發展，例如紅藜蛋餅、紅藜雪 Q 餅等。 

3.土壤鹽化是影響本校食農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們採用離地栽種，使用蔗渣等方式，但

總是支出的成本。藉由午餐食用後的果皮、鄰近便利店的咖啡渣、學生掃地工作堆疊的落

葉，也可以成為低成本的黑金。這學期雖然是塑膠箱試做堆肥，堆肥竟然長出紅藜，而且

非常茁壯，希望下次能有更多堆肥箱投入。 
4.水果鬆餅製作運用到台灣風味麵粉，內含15%國產小麥麵粉，讓學生實作外能體驗小麥美 

食，進而形成愛鄉愛土，深耕嘉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