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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08 學年度食農教育優良教案甄選實施計畫  

壹、課程名稱:天神的指引-向鄒族學習食農教育 

貳、課程理念 

一、鄒族與番路的食農文化 

 本校位於嘉義縣阿里山山腳下，是諸羅城通往阿里山鄒族部落的必經道路，也是阿里山

鄒族部落與嘉義人交換貨物的必經之地(探索嘉義，2019)，這條文化多元道路上充滿著各種

族群智慧，包括:原住民鄒族部落、漢人，及新住民。教學者發現鄒族的族人們們受到哈莫(鄒

族天神)的指引，留下許多食農教育的知識及文化，像是採集的生態永續文化，對於大自然萬

物的尊重理解，諸多鄒族節日及習俗均有食農教育之精神得以推廣，像是:生命豆祭及戰

祭……等，這些節日的飲食文化內涵均能引導學生對食物尊重，期待食物能在地球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之精神，而本校每班學生也有一定比例的學生為鄒族之原住民(約15~20%)，故用鄒

族之主題融入課程，對於本校學生是相當好的媒介。 

二、動手做的課程設計及學生建構知識的歷程 

 若是將食農教育的課程以講述的方式單純融入教學，很容易淪為道德說教的課程，卻喪

失「真實情境」的體驗，學生最多也只會口頭認同，對於食農教育的做法卻沒有辦法面對心

情靜得以遷移，因此教學者打算以杜威(Dewey，1916)所提出的做中學進行延伸課程設計，讓

學生在科學探究實驗、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情境中進行社會建構知識，教師為引導者而

非教學者的逆向教案設計。 

三、素養導向與科普識讀 

教學者打算帶領學生認識並體驗鄒族在地食農產業，以自然三大主題進行教學，分別為:

鄒族祭典「生命豆」-認識民俗植物生命豆、鄒族傳統愛玉產業的認識製作，以及無農藥校園

農場設計-從土地到餐桌，帶入科學建構知識歷程的教學法，其中培育學生科普識讀的能力，

教師以提問的方法結合國中科進行教學，讓學生在學習中進行思考，思考中還要學會表達的

能力，像是鄒族愛玉產業的採集，加工甚至販售，因危險人工又較貴的關係，去讓學生探討

為何鄒族人堅持要延續這樣一個產業?鄒族愛玉的價格及販售方式，並告訴學生其實健康無毒

的產品銷售，就是要讓購買者及販售者都具有科學素養，因此，什麼才是目前的主流食農教

育知識，卻要仰賴民眾對環境認同及探索，更顯得食農教育必須在地化的重要性。 

四、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與科學探究(science inquiry) 

 教學者設計自然領域三大教學模組融入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與科學探究(science 

inquiry)教學法，採用教師引導式實驗探究教學(guide-inquiry)，並不用以往課本的食譜式實

驗，本教案，讓學生向科學家一樣從動手做實驗並發現屬於自己的結論，教師再依據學生發

覺的結論進行探討，進行科學知識的建構，並進行食農教育的省思，其中讓學生學習科學方

法及生活中的問題解決能力，其中讓學生用數據去連結食農教育之精神及知識，並進行科學

論證，讓學生體驗到知識從有到無的歷程，對學生來說，較容易進行概念的形成及改變。 

五、自然科學領域跨語文領域合作 

 本教案以自然科學領域的課程為主軸，協同國文科之教學者一同進行教學，教學前教學

者會互相共備討論課程的進行，使兩者科目間得以相輔相成，自然領域的動手做課程可以促

進學生的閱讀理解，但國文領域的文本及教師的引導卻可以讓學生進入食農教育的情境，提

升學生的情感觀感，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其中最大受益的仍然是教師，在新的課程創作中

得以修正自己的教學，跨領域的橫向教學也可以提供教學者更客觀的教學建議。 

參、課程架構 

一、學生背景及教學環境 

(1).學生背景分析:教學使用嘉義縣 oo 國中，國中七年級三個班級，學生大部分為居住地

為偏鄉山區的學生，一個班級約有 15~18 人，約有 3 人為鄒族之原住民，班級對鄒

族文化有些微認識，學生文化刺激較不足，但是學習熱忱相當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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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環境分析:學生經常利用分組合作進行學習，校內資訊設備充足(一人一平板)，學

生資訊能力受過訓練，設計課程和校本精神相符，深得校內行政支持。 

二、教學設計架構圖 

 

 

 

 

 

 

 

 

 

 

 

 

 

 

 

 

 

 

 

 

 

 

 

 

 

 

 

 

 

 

 

 

自然科學領域 語文領域 語文領域 

第一堂課 第二堂課 第三堂課 第四堂課 第五堂課 

森林守護者們，

閱讀我們的山! 

鄒族孟德爾 

種植生命豆 

鄒族勇士 

守護愛玉 

愛山、愛土， 

愛食農體驗! 

謝天謝土 

翻轉之路 

課程

目標 

引起

動機 

活動 

統整 

用「科學素養」及「科學探究」來閱讀我們的鄉土，讓這片土地因你我更永續! 

友善環境 

科普閱讀 

從訪談中進

行科學探究 

愛玉主題學習

問題解決能力 

從土地到餐桌

的動手做課程 

知識行動 

自我省思 

從土地到餐

桌，分享你

我的汗水! 

石虎紀錄

片:大地

的孩子 

主題一: 

閱讀台灣

石虎保育 

主題二: 

成為森林

守護者 

主題三: 

食農精神:

鄒族趕鳥器 

鄒族與大

自然共存

共榮精神 

鄒族 2019

年的「生

命豆祭」 

主題一: 

民俗植物:

生命豆 

主題二: 

科學探究

種植實驗 

主題三: 

生命豆與

鄒族飲食 

敬山謝

山，更要

認識土! 

鄒族野生愛

玉 v.s愛玉

果凍粉 

主題一: 

真假鄒族

愛玉辨識 

主題二: 

問題解決 

愛玉製作 

主題三: 

愛玉與小

蜂的共生 

水質及「認

識物種特

質」重要性 

主題一: 

從班級共讀認

識「農耕」與

「烹調」 

主題二: 

整個學校都是

我的開心農場 

主題三: 

用在地食材，

也能成小當家 

從動手做中，

認識食農教育 

自我省思 

落實生活 

關懷行動 

 

主題一: 

思考中學生

可以做的事 

主題二: 

行動拍攝

「有故事的

鄒族愛玉」 

主題二: 

陳之藩謝天

之食農省思 

知識產 

生力量 



3 

肆、教學方法 

【鄒族食農文化主題教學】:課程包含: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結合科普閱讀、合作學

習教學法、講述法、討論法、資訊融入教學、科學探究實驗(science inquiry)教學法，協

同自然領域及語文領域教學。 

伍、評量方式 

口頭評量，任務學習單【學習單一~學習單五】，真實情境評量【阿里山的森林守護者保

護海報評分表 rubrics】，【種植成果評分表 rubrics】，【烹煮成果評分表 rubrics】，【有故

事的愛育推廣評分表 rubrics】，課室觀察。 

陸、教學活動 

領域/科目 自然領域(理化)/語文領域(國文) 

實施年級 國中七年級 

主題名稱 天神的指引-向鄒族學習食農教育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生能理解食農教育知識，動手執行食農教育議題任務，並落實於生活中。 

學習內容 學生藉由了解鄒族相關食農教育相關知識情意，遷移至自身環境及健康。 

核心 

素養 

總綱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C1 道德與公民意識 /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解   

領綱 

自-J-C3 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具有差異性與互動

性，並能發展出自我文化認同與身為地球公民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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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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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透過欣賞山川大地、風雲雨露、河海大洋，體驗自然與生命之美。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環 E5 覺知人類的生活型態對 其他生物與生態系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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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U5 採行永續消費與簡樸生活的生活型態，促進永續發展。 

所融入 

之單元 

【國文:第二課 石虎是我們的龍貓】、【國七生物: 2-1 孟德爾的遺傳法則】 

【國七生物:5-2 生物間的交互作用】、【國七生物: 1-3 有性生殖】 

【國七國文(下冊): 第九課 謝天】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本教案採用自然科學跨語文領域協同教學，並結合本校本課程【科普閱讀】

之精神進行教學，並共組教師跨科共備社群，共同討論並研發課程。 

教材來源 【翰林版-國七國文(下冊)  第二課 石虎是我們的龍貓 / 第九課 謝天】 

    教師推薦書目:山豬 飛鼠 薩可努/教學團隊至達邦部落訪談長老資料】 

【翰林版-國七生物(上冊)  1-3 進入實驗室/探究自然科學的方法】 

【翰林版-國七生物(下冊)  1-3 有性生殖/ 5-2 生物間的交互作用】 

【彈性課程: 科普閱讀-自編教材 詳見 ppt/ 懶人農法第一次全圖解】 

教學設備/資源 第一課:森林守護者們，閱讀我們的山。 

  教學 ppt、影片:【大地的孩子】、海報紙、彩色筆，學習單、趕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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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鄒族孟德爾，種植生命豆。 

  教學 ppt、植物培養箱【控制光照波長為 545nm】、生命豆種子、量筒、達

邦土、達邦沙、河邊溪沙、培養土、麥飯石、校園脊土、育苗盆，種植生命

豆科學探究學習單。 

第三課:鄒族勇士，守護愛玉。 

   愛玉果凍粉、鄒族野生愛玉、愛玉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學習單、校內

飲水機的水、煮沸過的山泉水、自來水、去離子水、逆滲透水、教學 ppt。 

第四課:愛山、愛土，更愛食農體驗!  

  【三種蔬菜種子:小白菜、青江菜、湯匙菜】、瓦楞板全開 2 片(1 組)、培養

土、教學 ppt、閱讀種植學習單、全班共讀書目【懶人農法第一次全圖解】，

煮菜炊具、卡式爐(瓦斯罐)、收成蔬菜、在地食材，碳足跡 app，食材履歷。 

第五課:謝天謝土，翻轉之路。 

  教學 ppt、教學回饋心得學習單、海報紙、彩色筆、愛玉設計圖。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第一堂課: 

森林守護者們， 

閱讀我們的山! 

學習

表現 

藉由科學文本及討論鄒族產 

業與環境共存永續發展之連結 

一、BMc-Ⅴa-2 以生態學的理論為基

礎，規劃保育策略。 

二、學生可以藉由石虎的案例，瞭解

進行食農教育，必須了解其精神

及食物鏈等相關知識。 

學習

內容 

學生了解人類之於環境的角 

色，並了解要永續必須維持生 

態保育之平衡之關鍵。 

第二堂課 

鄒族孟德爾 

種植生命豆 

學習

表現 

學生能由科學探究能分析歸 

納、得出鄒族生命豆之特質， 

並歸納在地食材之重要性。 

一、pa-Ⅳ-1 能分析歸納、製作圖

表、使用資料及數學等方法，整

理資訊或數據。 

二、學生能依據教師問科學探究教學

法引導，利用查詢之科學知識及

小組討論社會建構之知識進行。 

學習

內容 

鄒族對於環境之友善，愛物惜 

福精神，及鄒族在地食才特色。 

第三堂課 

鄒族勇士 

守護愛玉 

學習

表現 

學生能藉由問題解決的科學 

技能，了解鄒族愛玉食農產業。 

一、tr -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

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

實驗數據，並推論出其中的關

聯，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正確性。 

學習

內容 

Gc-Ⅳ-2 地球上有形形色色的

生物，在生態系中擔任不同的

角色，有助於維持生態系穩定。 

第四堂課 

愛山、愛土， 

愛食農體驗! 

學習

表現 

學生能了解食農相關知識後， 

執行種質與烹煮兩大任務。 

一、5-IV-4 應用閱讀策略，整合跨領

域知識，增進學習效能，轉化為

日常生活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學生具有食農教育知識後，可以

讓知識遷移具有行動且創造力。 

學習

內容 

無毒蔬菜種植、食物烹煮與健 

康飲食與在地食材相關知識。 

第五堂課 

謝天謝土 

翻轉之路 

學習

表現 

學生能了解並綜合以上食農教 

育觀點，並發揮創造食農作品 

一、Ma-Ⅳ-2 保育工作不是只有科學

家能夠處理，所有的公民都有權

利及義務，共同研究、監控及維

護生物多樣性。 

二、學生藉學習學原住民食農教育觀

點，學習其精神落實於生活當中。 

學習

內容 

2-V-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 

述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並 

給予回應，達成友善平等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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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課: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第一堂課:森林守護者們，閱讀我們的山 時間 2 堂課(90 分鐘) 

學習目標 1.BMc-Ⅴa-2 以生態學的理論為基礎，規劃保育策略。 

2.學生可以藉由石虎案例，瞭解進行食農教育必須了解其精神及食物鏈等相關知識。 

學習表現 學生能藉由科學文本及討論鄒族產業與環境共存永續發展之連結。 

學習內容 
學生了解人類之於環境的角色，並了解要永續必須環池生態保育之平衡之關鍵。 

領綱核心

素養 

1.BMc-Ⅴa-2 以生態學的理論為基礎，規劃保育策略。 

2.5-IV-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重大議題內涵及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3.5-V-6 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多元品質，人類發展及環

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核心素養 

呼應說明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學生藉由石虎科普閱讀課程開始產生對於環境認識的意願， 

   並具備良好食農教育知能與態度，並展現探索自我價值之任務。 

C2 道德與公民意識 :藉由科普閱讀及閱讀原住民對於環境之友善，培養道德思辨與     

   實踐能力，並培養主動關懷生命倫理議題與生態環境之意識。 

議題融入 

說明 

本課程融入環境教育包括【環 E、環 J4、環 U5】，讓學生理解環境永續對於人類之

重要性，並實際理解原住民族對於環境友善之態度。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一、教師導讀國文課文【石虎是我們的龍貓】，讓學生對於國文課文內容有

初步認識。 

二、教師播放教學影片【大地的孩子:小石虎返家之路】。 

三、【教師提問】:石虎是一個什麼樣的生物? 可愛的? 可怕的? 

【教師引導】:對於誰來說石虎是可愛的?對於誰來說石虎是可怕的?教師

可以反問學生對於森林來說，石虎是可愛的還是可怕的呢? 

【教師參考答案】:石虎對於森林及研究者來說是可愛的，但對於農民

是可怕的，但若是了解食物鏈及自然農法的人來說是可愛的。  

四、【教師提問】:文章說石虎像是【龍貓】?你認同這個比喻嗎?他與龍貓具

有什麼樣的相似點? 

【教師參考答案】:石虎與龍貓均是森林守護者，他們守護的方式較難

被人直接發現，均屬於較隱密的守護者。 

五、【教師提問】:為什麼影片說石虎是大地的孩子? 

【教師參考答案】:學生可以依據紀錄片內容回答，但必須具有邏輯。 

【時間】 

【教師導讀課文 15

分鐘】 

【播放影片 23 分

鐘】 

 

【教師提問問題 7

分鐘】 

 

【評量重點】 

1.教師課室觀察學

生學習態度。 

2.教師口頭評量。 

【發展活動】 

一、【教師協同自然科教學】:教師講述石虎於苗栗之食物網圖，食物網圖

由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所提供((李娉婷，2014)。 

【教師引導】:國小學過吃與被吃的關係，稱為食物鏈，許多條食物鏈

結合稱為食物網，較能符合且能表示一個地區生物之間的交互作用。 

二、【教師提問】:石虎何種生態角色?是屬於自營生物?還是異營生物?  

【時間】 

【教師講授知識 5

分鐘】 

【教師引導提問 10

分鐘】 

【評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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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考答案】:石虎屬於掠食者，異營生物(養分來自其他生物)。 

三、【教師提問】:石虎是屬於生產者?還是消費者?或者是分解者? 

【教師參考答案】:石虎屬於最高級消費者。 

四、【教師提問】:如果石虎消失會有什麼情況發生?什麼生物會大量增加?

什麼生物會大量減少? 

【教師參考答案】:刺鼠、野兔數量大增，導致稻米數量急遽下降，人

類的採收就會大量減少。 

五、【教師提問】:怎樣可以讓食物鏈更加穩定? 

【教師參考答案】:維持石虎的數量，就能一定的保持平衡。 

六、【教師總結】:因為最高級消費者具有控管其他生物數量的關鍵，因此

若是石虎消失，生態系則會大受影響，因此石虎是關鍵生物(Keystone 

species )，因此必須台灣公民及在地農民的保育。 

七、【教師複習課文內所提之石虎米】:「石虎米」提倡的概念，就是當稻

田以環境友善的方式耕作時，鼠類、野兔會來覓食，提供石虎獵食機會，

營造生生不息的食物鏈。 

八、【教師引導問題並帶領學生思考並小組討論以下問題】: 

1.石虎米值得被推廣嗎?石虎米有什麼功用?石虎米只存在苗栗嗎? 

2.石虎米價格高於一般的米，是為了什麼? 

3.如果石虎跟龍貓一樣是森林守護者，那阿里山有哪些守護者? 

九、【教師提出任務】:請挑一種阿里山的森林守護者保護，並將守護原因

及守護方式，圖文並茂於海報紙上。 

【教師提醒】:學生可以用教室電腦或平板，尋找出阿里山的食物網。 

十、請各小組發表 1 分鐘，教師依據【阿里山的森林守護者保護海報評分表

rubrics】給予各組回饋(如附錄一)。 

1.教師課室觀察學

生學習態度。 

2.教師口頭評量。 

【教師引導省思並

講述任務(包含評

分表 rubrics)5 分

鐘】 

【評量重點】 

1.教師課室觀察學

生學習態度。 

2.教師口頭評量。 

 

【學生執行任務 15

分鐘】 

【評量重點】 

1.真實性評量【阿里

山的森林守護

者保護海報評

分表 rubrics】 

2.學生聆聽情意態

度表現。 

【學生分享及教師

回饋 5 分鐘】 

【綜合活動】 

一、教師導讀【山豬.飛鼠.薩可努】的文章【小米園的故事】(如 ppt)。 

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1.薩可努的阿公為何不使用趕鳥器驅趕那一些鳥? 

2.如果不趕鳥會有什麼結果? 

3.原住民在耕作上有什麼特質及想法? 

三、教師介紹鄒族人與【山豬.飛鼠.薩可努】有相同農業情意之食農文化-趕

鳥器在鄒族農業的使用，敘述進入部落採訪及趕鳥器製作經驗。 

四、【教師提問】: 

1.鄒族人為什麼製作的是「趕鳥器」而不是「殺鳥器」? 

2.有農藥的發明後，鄒族人為何還要保存「趕鳥器」的文化? 

3.生態平衡是件重要的事嗎?破壞了生態平衡對人類是好的嗎? 

五、【教師總結】:鄒族人及原住民他們把大自然的生物都當作兄弟姊妹，

他們必須要去認識物種的特性，了解每一種生物與人類之間的關係，這

些與我們現代都市人想法或西方科學的知識是否相同呢?這些都是我們

在這堂課必須要去思考的。 

 

【時間】 

【教師分享經驗並

引導學生思考問題

5 分鐘】 

【評量重點】 

1. 學生小組討論 

2. 口頭問答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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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提醒 

一、協同教學注意事項:不同領域之教師可以先利用課間時間，討論該如何在課堂間

互相協助，能給予學生較大之助益，也較容易深化學生的學習 

二、教學情境之引導:教師在引導討論時，切勿直接告訴學生答案，請給予學生足夠

時間思考 

參考資料 

一、 李娉婷 (2014)。種米護石虎、保育新模式。台灣動物新聞網。查詢時間:2020年3

月7日。查詢網址: http://www.tanews.org.tw/info/5429。 

二、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2014)。大地的孩子:小石虎返家之路。行政院農

委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發行日期:2014年12月31日。 

三、 亞榮隆．撒可努(2011)。山豬 飛鼠 薩可努。耶魯出版社。出版日期:2011年12月

13日。台北市。 

附錄 教學 ppt，學習單一【森林守護者們，閱讀我們的山】 

 

第二堂課: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第二堂課:鄒族孟德爾，種植生命豆 時間 1 堂課(45 分鐘) 

學習目標 學生能藉由科學探究實驗了解鄒族民俗食物-生命豆之特性，並推廣農業 

學習表現 學生由科學探究能分析歸納、得出鄒族生命豆特質，並歸納在地食材之重要性。 

學習內容 
認識鄒族對於環境之友善，愛物惜福之精神，並了解在地食才之特色。 

領綱核心素養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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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 

呼應說明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學生能藉由科學探究的數據了解生命豆與在地環境 

   之關係，並推估必須使用在地食材，以及保護環境得以永續之重要性。 

A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藉由教師的引導獨立進行科學探究實驗。 

議題融入 

說明 

本課程融入環境教育包括【環 E、環 J4、環 U5】，讓學生藉由科學探究實驗了

解環境每一個物種保存之重要，也推廣在地食材之於當地環境之重要。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一、教師引薦山豬 飛鼠 薩可努延伸閱讀，國三課文〔水神的指引〕。 

二、【教師提問】:台東排灣族，有「水神」的指引，在阿里山山區有「   」

的指引呢? 

【教師參考答案】:天神哈莫(Homo)的指引。 

三、鄒族是否也有值得保存的文化或生物呢? 

【教師參考答案】:生命豆季(團體結婚)、戰祭(豐收後祭神)。 

四、【教師提問】:你有聽過「生命豆」(Fo‘na)嗎? 

【教師引導參考】: 

1.鄒族人的傳統思想中，他們視生命豆延續鄒族命脈根源的象徵，甚至

將鄒族的團體結婚取名為「生命豆季」(陳瑤玲，2015)。 

2.生命豆可以生長在任何地方，不畏懼任何惡劣的環境，默默地展現 

【時間】 

【教師導讀課文 5

分鐘】 

 

【教師提問問題 7

分鐘】 

 

【評量重點】 

1.教師課室觀察學

生學習態度。 

2.教師口頭評量。 

http://www.tanews.org.tw/info/5429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4%BA%9E%E6%A6%AE%E9%9A%86%EF%BC%8E%E6%92%92%E5%8F%AF%E5%8A%AA/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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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堅韌的生命力及旺盛的生長意志(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2014)。 

五、【教師介紹生命豆之並提供以下問題讓學生思考】 

1.在山區的植物生長必須面對何種逆境? 

2.生命豆該從何而來?是否輕易取得?該採集?還是有特定農夫? 

3.了解文化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嗎?有一天生命豆消失了?是誰的損失呢? 

【發展活動】 

一、【教師提問科學探究問題】:探討生命豆在不同土質下，對於生命豆發

芽率及小苗生長情況的影響? 

二、【教師說明實驗桌上之材料，供給學生進行科學探究】: 

1.培養皿、量筒、逆滲透水、育苗盆、尺。 

2.生命豆種子、綠豆。 

3.培養土、達邦土、達邦沙、溪沙。 

三、請學生依據科學探究題目寫出操作變因、控制變因及應變變因。 

【教師引導】:在設計實驗時，我們必須要設立對照組，對照組可以利

用綠豆。 

【教師參考答案】: 

1.操作變因:不同土質(達邦土、達邦沙、溪沙、培養土、麥飯石)。 

2.控制變因:水量、土壤量、光照量。 

3.應變變因:發芽率、生長高度。 

四、請學生依據變因提出假設。 

【教師參考答案】:在水量、土量及光照量及光照時間固定下，在六種

土質種植生命豆環境中，以達邦土的發芽率及生長情形較好/高。 

【教師提醒】:實驗必須重複 3~30 次取平均，結果才會接近真實值。 

五、請學生依據假設設計實驗並進行實驗及記錄數據。 

【教師參考答案】:實測數據【發芽率:第二天/生長高度/第六天】 

 達邦土 達邦沙 溪沙 培養土 麥飯石 

發芽率 56% 46% 23% 30% 15% 

對照組 40% 30% 30% 32% 25% 

生長高度 10 8.6 4.2 6.3 3.6 

對照組 6.1 6.3 6.1 6.7 6.2 

六、依據實驗結果並提出科學解釋並與理論相聯結。 

【教師參考答案】達邦的土對於生命豆的生長最好，可能是因為達邦的

土質內涵較多的礦物質或者達邦的土保濕能力較佳，但是生命豆在達邦

土環境生長卻優於綠豆，但綠豆卻在達邦土的種植下並非最好。 

七、【教師引導科學探究議題】 

【教師引導問題】:為何生命豆在達邦土種植環境下，優於其他組別。 

【教師參考答案】:生命豆可能經由演化適應了達邦環境(包括泥土)。 

【時間】 

【科學探究教學 

引導 20 分鐘】 

 

【評量重點】 

1.科學探究學習單 

2.教師口頭評量。 

3.小組分工合作 

 

 

 

 

 

 

 

【科學探究教學 

紀錄數據 10 分鐘】 

 

 

 

 

 

 

 

 

 

 

 

 

【時間】 

【教師總結與引導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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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 

1.教師引導生命豆是必須要保存的物種。 

2.教師引導生命豆具有抗旱的能力，若是研究其基因，可以用於轉殖。 

3.在極度貧窮區域，耐旱生命豆，無疑地成為這些人重要的蛋白質來源。 

【時間】 

【教師總結1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評量 

教學提醒 科學實驗探究教學:學生在進行相關實驗時，教師可以給予社會建構之鷹架與科

學方法之引導，學生在學習時較容易獲得成就感 

參

考

資

料 

一、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民103)。《嘉義縣阿里山鄉2014年「瘋鄒族娜就嫁給我」生命豆季

宣傳單》。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 

二、浦忠成(民102)。命名、利用與分類:阿里山鄒族植物初探。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頁1-22。 

三、李雅芝、蔡晴羽(民 102)。苦難才是最營養的肥料—「生命豆」的故事。商業週刊。民

102 年 7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careers/blog/4084 

四、林志忠(民 105)。【豆豆不簡單】耐旱營養用途多、窮人的肉類:樹豆。環境資訊中心。

民 105 年 12 月 20 日，取自: https://e-info.org.tw/node/201818 

五、文安農業(民 106)。土壤土質不同，澆水學同大不同!每日頭條。民 106 年 5 月 31 日，

取自: https://kknews.cc/zh-tw/agriculture/bo6r3j9.html 

附錄 教學 ppt，學習單二【鄒族孟德爾，種植生命豆】 

 

第三堂課: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第三堂課:鄒族勇士，守護愛玉 時間 2 堂課(90 分鐘) 

學習目標 學生可以藉由問題解決教學法，深入了解鄒族愛玉產業及水質環境對於食農產

業之重要性，進而了解原住民食農教育之精神。 

學習表現 
學生能透過問題解決教學法，進行實驗(體驗活動後)，能依據數據進行科學解 

  釋並進行反思過後，上台發表並分享小組之科學問題解決結果。 

學習內容 

Gc-Ⅳ-2 地球上有形形色色的生物，在生態系中擔任不同的角色，有助於維持 

 生態系穩定。 

愛玉的製作與方法，及愛玉能凝結之科學原理。 

領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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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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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 

呼應說明 

A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藉由問題解決教學法培育學生具備理解愛玉之科學之 

   後及愛玉產業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依據任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及有效執行之能力。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在團隊中進行團隊合作一起解決問題解決之任務。 

議題融入 

說明 

本課程融入環境教育包括【環 E、環 J4、環 U5】，讓學生藉科學問題解決實驗，

了解民族在地產業愛玉之製作方式及產銷，達到永續與大自然共存共榮特色。 

第三堂課：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時間】 

【愛玉試吃並記錄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careers/blog/4084
https://e-info.org.tw/node/201818
https://kknews.cc/zh-tw/agriculture/bo6r3j9.html


10 

一、【教師引導】教師引導學生進行異質性分組，4-6 人為一組，並將桌椅

合併，方便小組討論，並於每組桌子上放置小白板及白板筆。 

二、【教師引導】 請學生試吃「鄒族部落生產愛玉」及「果凍粉製果凍」，

並請學生討論兩者之間差異在哪?討論並對於兩種食物進行評比(根據

咀嚼口感、氣味味道)?並將結果紀錄於學習單上。 

三、【教師提問】為何這兩種食物都具有果膠，卻有不同的喜好程度?請同

學看看背後的價格，鄒族愛玉每公斤要 1200 元，果凍卻相對便宜，若

是你有 100 元你會選擇購買少少的鄒族愛玉還是大量的果凍粉果凍? 

【教師參考答案】:學生可以依據自己喜好作答，但教師可以引導學生

說出理由。 

四、【教師引導】:鄒族的愛玉貴是有理由的，請學生閱讀文章「長在高樹

上的愛玉果子價格奇貴，是鄒族的特產」，並小組討論以下三則問題: 

五、【教師提問 1】:愛玉對鄒族來說的意義為何?愛玉對於鄒族部落來說是

一種什麼植物? 

【教師參考答案】:採集愛玉時非常危險，但是鄒族人來說，水果有更

神奇的魔力，值得冒這個險。 

六、【教師提問 2】:採集愛玉所需要面對那些挑戰? 

【教師參考答案】:極有可能會從樹上摔下來，需要較高度的專注力。

需要在樹上待 2-3 小時進行摘取，也需要有更高的平衡感。 

七、【教師提問 3】:採集愛玉後是否可以直接食用?還需要經過哪些工法才

可以食用呢? 

【教師參考答案】:必須經過選擇(愛玉為隱果)，需經過曝曬，再經過愛

玉的搓揉製成。 

八、【教師總結】:愛玉採集十分困難且具有生命的威脅，請學生思考鄒族

人們為何堅持採集愛玉?文章中提及鄒族採集及製作愛玉已經有幾千年

的時間，在沒有西方科學介入的年代，鄒族的人們是如何使用「科學探

究方法」進行愛玉製作，並找出最佳的愛玉生物技術製程呢?現今已經

有機器的採收方式，鄒族為何不使用機器大量進行採集呢? 

15 分鐘】 

 

 

 

 

 

【教師導讀並提問

15 分鐘】 

 

 

 

 

 

 

 

 

【教師導讀並提問

5 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評量 

【發展活動】 

一、【教師介紹真實情境】: 00 想製作愛玉卻弄丟配方，卻發現桌上有許多

材料(有一些是用到的，也有一些是用不到)，分別為: RO 逆滲透水、去

離子水、自來水、及飲水機水，絲襪阿里山野生愛玉子(三包各 30 克)，

請利用小組討論及網路資訊製作出品質好且產量大的愛玉! 

二、【教師引導】教師引導學生進行異質性分組，4-6 人為一組，講桌前放

置材料，別分為: RO 逆滲透水、去離子水、自來水、絲襪及阿里山野生

愛玉子(每組三包)，愛玉製作塑膠水盆。 

三、【教師提供學生鷹架】依據「鄒族勇士，守護愛玉」問題解決學習單，

提供並介紹五種鷹架給學生分別為:分析尚待解決問題之科學概念、計

畫尚待解決之科學問題、填寫科學探究實驗之變因、分析並計算個策略

之產量及反思策略之可行性，以提供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以社會建構進

行問題解決。 

四、【教師科學原理參考答案】:愛玉子表層含有豐富的果膠以及果膠酯酶，

在摩擦搓揉的過程中兩者會慢慢溶出，果膠酯酶會將原本在果膠分子上

【時間】 

【問題解決實驗 45

分鐘】 

 

 

 

【評量重點】 

1.問題解決學習單 

2.教師口頭評量。 

3.小組分工合作 

4.上台報告 

 

評分可參閱附件: 

「鄒族勇士，守護

愛玉」問題解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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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許多甲基酯鍵（-COOCH3）去酯化成為羧基（-COO-），當果膠分子

上的羧基遇見硬水中的鈣、鎂離子等二價金屬離子，產生交聯反應 

(cross linking) 而成為凝膠(余家瑩，2018)。 

五、【發展活動】學生依據「鄒族勇士，守護愛玉」問題解決學習單，依據

小組進行問題解決之科學學習。 

六、【教師引導】請各組討論愛玉搓揉成功的關鍵為何?因此在鄒族部落(沒

有自來水資源的年代)，鄒族利用何種資源進行愛玉製作，而這些水資

源來自哪? 

習 rubrics 評分表 

【綜合活動】 

一、【教師引導】請學生閱讀文章「台灣特有種，愛玉身世大解謎」，並進

行小組討論。 

二、【教師提問】:台灣原生種愛玉為什麼值得保育?他需要生長在什麼樣子

的環境? 

【教師參考答案】:必須在在高山的野生環境 

三、【教師提問】:鄒族人採集愛玉為什麼使用最原始的方法?而不是將樹幹

枝條直接趕落?或用使用機器的方式?這樣做有什麼優點及缺點。 

【教師參考答案】:使用蛇字鐮刀一一割取愛玉的果實，因為整個樹木

是昆蟲及其他生物的生存環境，一一摘取果實對於其他生物的影響最

小，但也極花時間，也有一定的危險性。 

四、【教師提問】:如果要保護愛玉這個物種除了要保護愛玉以外，還要保

育何種生物?如果榕小蜂滅絕了，愛玉的命運會如何呢? 

【教師參考答案】:必須保育榕小蜂，因為如果榕小蜂與愛玉互利共生，

如果榕小蜂滅絕了，則無法幫愛玉授粉，則愛玉也會隨之滅絕。【教師

總結】:鄒族人除了必須採集愛玉這個果實以外，還必須進行洗愛玉及

曝曬 愛玉及洗愛玉，而洗愛玉除了必須具備良好品質的愛玉以外，還

必須具備何種資源呢? 

【時間】 

【教師導讀並提問

10 分鐘】 

 

【評量重點】 

1. 口頭評量 

2. 小組討論 

 

教學提醒 【提供教師愛玉搓揉之五大建議】詳如 ppt15 頁(黃兆徽、劉承慈，2018) 

參

考

資

料 

一、陳志東、 鄭任南(2015)。台灣特有種 愛玉身世大解密。中時電子報。出刊時間: 2015

年6月27日。查詢網址: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627001837-260405?chdtv。 

二、農村與多元文化(2014)。重視林相豐富性與氣候變遷，守護台灣原生愛玉。出刊時

間:2014年9年02日。查詢網址: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56203/。 

三、每日頭條(2018)。長在高樹上的愛玉果子價格奇貴，是鄒族的特產。出刊時間:2018年7

月26日。查詢網址: 

https://kknews.cc/agriculture/k296arq.html。 

四、余家瑩(2018)。愛玉的營養科學（二）：親手做愛玉凍的方法和科學原理。出刊時間: 2018

年7年16日。查詢網址: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gOf.html。 

五、蔡慧玉(2013 )。給愛玉一點「顏色」瞧瞧。臺南市103年度國中小獨立研究得獎作品(第

三名)。 

附

錄 

教學 ppt，學習單三【鄒族勇士，守護愛玉】 

【「鄒族勇士，守護愛玉」問題解決學習 rubrics 評分表】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37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627001837-260405?chdtv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56203/
https://kknews.cc/agriculture/k296arq.html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gO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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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風 25% 科學概念 25% 科學結果 25% 小組分工 25% 

A 級 

(25 分) 

上台能清楚表達問題解

決學習單小組討論之內

容，台下同學均能理解其

實驗流程及進行方式。 

上台之科學概

念完全正確，且

能在1分鐘內表

達清楚。 

能以實驗數據

解釋每一種策

略的結果，且說

明清楚。 

能清楚介紹小

組之間的分工

合作，並且分

工合作平均。 

B 級 

(20 分) 

上台能完整表達問題解

決學習單小組討論之內

容，但流程及執行方式有

缺漏。 

上台之科學概

念部分正確，但

能在1分鐘內表

達清楚科學概

念。 

能以實驗數據

解釋每一種策

略的結果，但說

明不完全。 

能清楚介紹小

組之間的分工

合作，但分工

合作不平均。 

C 級 

(15 分) 

上台無法清楚表達問題

解決學習單小組討論之

內容，台下同學無法理解

其實驗流程及進行方式。 

上台之科學概

念錯誤，或未能

在1分鐘內表達

清楚科學概念。 

未能以實驗數

據解釋每一種

策略的結果。 

未清楚介紹小

組之間的分工

合作。 

分數     

加總    
 

 

第四堂課: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第四堂課: 愛山、愛土，更愛食農體驗! 時間 3 堂課(135 分鐘) 

學習目標 
5-IV-4 應用閱讀策略，整合跨領域知識，增進學習效能，轉化為日常生活解決

問題的能力。 

學生具有食農教育知識後，可以讓知識遷移具有行動且創造力。 

學習表現 學生能了解食農相關知識後，執行種植與烹煮兩大任務。 

學習內容 無毒蔬菜種植、食物烹煮與健康飲食與在地食材相關知識。 

領綱核心素養 

5-IV-4 應用閱讀策略，整合跨領域知識，增進學習效能，轉化為日常生活解決

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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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依據烹煮及種植的兩大任務，善用周邊資源以擬定種 

   植及烹煮(食材及方法計畫)，過程中持續且有效執行之能力。 

議題融入 

說明 

本課程融入環境教育包括【環 E、環 J4、環 U5】，讓學生藉由實際烹煮及種植

在地食材，在動手做的過程體會友善環境之實際做法。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一、班級共讀讀物【懶人農法-第 1 次全圖解:與自然共生的樸門設計】 

二、【種植任務說明】:請利用兩個全開瓦楞板創造無毒的菜園，教師提供

三種蔬菜種子【小白菜、青江菜、湯匙菜】，請學生設計出自己菜園。 

三、【烹煮任務說明】:請學生利用自己種植的蔬菜，再搭配在地食材， 烹

【時間】 

【教師介紹雙重任

務 5 分鐘】 

【評量重點】 

種植評分表 

烹煮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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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出一道健康，美味，擺盤良好的菜色。 

【發展活動】 

一、【教師引導提問】 

1.每天要澆多少水?何時才是澆水的時間?若是淹水必須符合何種設計? 

二、【教師引導烹煮】 

1. 請依據食譜思考食材，哪一些食材須要花大量的錢運輸? 

2. 怎符合健康的飲食(六種營養素均須要有，包括:醣類、蛋白質、脂質、

水、纖維素、維生素)? 

三、教師介紹食物履歷，並且帶學生認識帶來的食材。 

四、教師介紹碳足跡之概念，減少碳足跡也是對地球友善的行為。 

【時間】 

種植花費 2 堂課 

烹煮花費 1 節課 

 

【評量重點】 

種植評分表 

烹煮評分表 

【綜合活動】 

一、請學生依據種植任務及烹煮任務，分享其中的過程及心得。 

二、請學生分享食物及食材，也可以將蔬菜帶回家分享。 

三、【教師引導】請學生省思我們的午餐需要經過那些人的努力才能形成? 

    我們對食物應該有擁有何種態度? 

【時間】 

【教師引導 15 分

鐘】 

【評量重點】 

口頭引導省思 

教學提醒 教師在任務前可以要求學生分段共讀【懶人農法】一書，種植較易成功。 

參考資料 設樂清和(2017)。懶人農法-第 1 次全圖解:與自然共生的樸門設計。果力文化。  

附錄 教學 ppt，學習單四【愛山、愛土，更愛食農體驗!】 

 

第五堂課: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第五課:謝天謝土，翻轉之路。 時間 2 堂課(90 分鐘) 

學習目標 
Ma-Ⅳ-2 保育工作不是只有科學家能夠處理，所有的公民都有權利及義務，共

同研究、監控及維護生物多樣性。 

學生藉由學習學原住民之食農教育觀點，並學習其精神落實於生活當中。 

學習表現 學生能了解並綜合以上食農教育觀點，並發揮關懷行動創造食農作品。 

學習內容 

2-V-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述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並給予回應，達成友 

 善平等溝通。 

學生藉由學習學原住民之食農教育觀點，遷移至真實情境實作任務，並學習其 

  精神落實於生活當中。 

領綱核心素養 

自-J-C3 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具有差異性與互動

性，並能發展出自我文化認同與身為地球公民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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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具備敏察鄒族之食農教育精神，和接納並學習鄒 

   族之食農文化的涵養，關心鄒族愛玉產業及其對於環境之友善。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 學生能學習食農教育相關知識，具備善用網路，書籍 

   及統合資源，以擬定計「友善食農推廣計畫」，並有效執行。 

議題融入 

說明 

本課程融入環境教育包括【環 E、環 J4、環 U5】，最終讓學生去省思食農教育

精神，並思考人類之於環境之角色，讓學生了解「有能力的人必須產生行動，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A8%AD%E6%A8%82%E6%B8%85%E5%92%8C/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reveal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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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知識得以遷移，也藉由活動進行省思，如何有藝術的讓食農教育落實於生活。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一、教師帶領學生讀過「第九課 謝天」。 

二、【教師帶領學生思考】 

1.食農教育是否是要讓每一個人都成為農夫?是否是每一個人都要成為

鄒族人?或崇拜鄒族人? 

2.他們敬畏、順從大自然的規律與力量，尊重、愛惜天生萬物。他們以

祭儀節慶謝天、祭祖，敬天且感恩；以禁地、禁忌告誡後代子孫，

默默維護水源地及山林資源。 

3.你覺得為什麼鄒族人要感謝天?我們每天所需的東西從何而來?需要經

過多少人的努力?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因為需要感

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 

4.他們和大自然又有何關聯嗎?請述說你的理由及觀點。友善的環境對於

我們非常重要嗎? 

5.如果陳之藩感謝的是天，鄒族人感謝是什麼?我們該感謝什麼? 

【時間】 

【教師導讀課文 15

分鐘】 

 

【教師帶領學生省

思引導問題 10 分

鐘】 

 

【評量重點】 

1. 口頭評量 

2. 課室觀察 

【發展活動】 

一、【情境說明】OO 百貨公司即將有一個櫃位即將設立，因為租金的關係

一碗愛玉必須販賣一百元，顧客群均為年輕貌美的青少年(國中生)，以

及愛惜健康養生的貴婦中老族群(中老年)，均附有文化素養，請您依據

你製作愛玉的經驗，評估使用鄒族愛玉還是愛玉果凍粉?請估算出成本

及利潤，並以海報紙畫上廣告加上實體銷售方式，並附上你的愛玉設計

圖，讓同學及教師評比哪一組同學具有潛力入主 OO 百貨公司。 

二、【教師引導】:學生及教師可以先參考「有故事的愛玉互評表 rubrics」

再進行設計海報，並做出愛玉實體。 

【時間】 

【教師介紹真實性

任務 5 分鐘】 

【學生執行真實性

任務 45 分鐘】 

【學生上台分享 10

分鐘】 

【評量重點】 

有故事的愛玉互評

表 rubrics 

【綜合活動】 

一、【教師帶領學生省思】:鄒族的「人是屬於地球的一份子」其實是現代

人最缺乏的概念，每個孩子需要去了解每個食農文化的意義，因為每個

文化被時間的洪流留下，都有他深深的涵義，所以，我希望每個孩子學

到食農教育的課程後，都能了解敬天、謝土、保育水質及農事知識的重

要性，人常常覺得自己可以用科技去超越天地，是否最後會遭到大自然

的反撲，或許這時我們應該要向原住民學習食農教育吧，至少學習到這

些可以讓我們彎下腰感謝身邊的一切! 

二、【教師總結】:因為了解環境與科學知識，所以懂得尊重自然。用知識

產生力量，得以翻轉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村」因你我更溫暖，永續

存在這片土地上~ 

【時間】 

【教師帶領學生省

思引導問題 10 分

鐘】 

 

【評量重點】 

1. 口頭評量 

2. 情意評量 

 

教學提醒 教師提供任務時，須結合食農教育省思及互評表，學生學習較符合食農精神。 

附錄 教學 ppt，學習單五【謝天謝土，翻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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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成果 

一、教學過程（含照片） 

教學照片/活動說明 

   

學生開始整地清除雜草 學生整地後開始翻土 學生設計菜圃並倒入培養土 

   

學生挖排水溝後建立菜園 用不同水質進行愛玉製作 聆聽長老介紹哈莫的精神 

   

在家屋聽鄒族的食農教育 訪談長老介紹生命豆的特性 老師介紹並示範趕鳥器製作 

   

學生進行趕鳥器 DIY 學生採收自己種植的作物 採收後自行設計料理烹煮 

   

學生採集達邦沙進行研究 學生採集達邦土進行研究 學生進行果凍粉愛玉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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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活動說明 

   

學生進行生命豆之科學探究 自製植物培養箱進行實驗 繪製鄒族愛玉推廣情境海報 

   

教師進行國文領域教學 教師進行自然領域教學 班級進行種植前班級共讀 

   

學生繪製推廣海報成果 學生自製光照植物培養箱 學生參與生命豆季並分享 

二、教學投影片 

教學投影片/頁數 

   

ppt 第1頁(page 1) ppt 第 2 頁(page 2) ppt 第 3 頁(page 3) 

   

ppt 第4頁(page 4) ppt 第 5 頁(page 5) ppt 第 6 頁(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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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投影片/頁數 

   

ppt 第7頁(page 7) ppt 第 8 頁(page 8) ppt 第 9 頁(page 9) 

   

ppt 第10頁(page 10) ppt 第 11 頁(page 11) ppt 第 12 頁(page 12) 

   

ppt 第13頁(page 13) ppt 第 14 頁(page 14) ppt 第 15 頁(page 15) 

   

ppt 第16頁(page 16) ppt 第 17 頁(page 17) ppt 第 18 頁(page 18) 

 

  

ppt 第19頁(page 19) ppt 第 20 頁(page 20) ppt 第 21 頁(pag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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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單及課程問卷 

學生學習課程學習單及課程問卷 

 

 

學習單一:國文領域協同自然領域學習單 學習單二:科學探究學習單 

  

學習單三:問題解決學融入食農教育學習單 課程心得與回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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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單及心得 

 

 

 

五、學生問卷分析 

學生問卷分析結果(樣本數 50 人，3 個班級) 

    

   對此次食農教育

融入國文及自然教

學課程的設計，你覺

得有趣程度。 

    對此次課程設

計，你懂得老師要傳

遞食農教育的精神。 

  此次食農教育教

學，你對於鄒族愛

玉、鄒族生命豆及鄒

族食農文化的了解。 

  此次食農教育融入

課程，你覺得實用，

而且這樣的學習，讓

我更愛學科的學習。 

學生問卷分析結果(樣本數 50 人，3 個班級) 

   

 此次的課程學習後，你對於

你對於食物的來源及履歷，你

會有興趣了解並求證。 

   你覺得此份課程，是

否應該設計並融入於國

中課程。 

   我可以認知到「農業知識及

食育的學習」及「科學方法」對

於氣候變遷及生活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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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教學省思與經驗分享 

一、教學建議與遭遇困難 

問題 遭遇問題 解決方法 

教師對於「鄒族文化」

及「食農教育」先備

知識不足。 

教師對於民俗植物-生命豆，及愛玉的產業

知識不足，經網路查找資料，仍覺得科學

知識資料不足。 

教師連同學生前往達邦

部落，與鄒族長老進行

訪談並且實際實驗。 

教師擔心學生科學建

構歷程太長，以及學

生討論能力不足。 

雖然教師體認食農教育對於學生發展重

要，但課程時間短暫，頂多進行教師講述， 

較少教師願意進行實作任務教學。 

跨領域協同，進行科學

技能及科學知識培養， 

提升學生科學素養。 
二、教學課室觀察 

層面 學生表現敘述(學生學習評估) 

科學知識 學生在真實情境(種植及愛玉 DIY)，反而更有學習動機討論及建構科學知識。 

語文能力 學生在社會建構的歷程中及科普閱讀情境中，可以有效提升口語表達能力。 

科學技能 學生藉由此課程之設計，學會科學探究方法、科學問題解決能力(多重策略)及

多重任務設計中，逐漸在科學閱讀以及科學論證能力層面有所提升。 

科學態度 學生在真實情境中主動建構知識，問卷回饋中可知學生非常熱愛科學課程。 

分組學習 學生初始第一堂課較欠缺合作學習的能力，經過五階段課程逐漸有進步! 

三、教學經驗分享 

撰寫教師 語文領域 ooo 老師 撰寫時間 2020年3月3日 

     因為這次的教案，讓我有機會跨科合作，在設計討論教案期間，和伙伴激盪出很多 

不同的火花，也讓自己有了不同的想法，從各種層面設計課程，切入主題，使學生可以在 

各種主題上獲得他們所需的知識，也讓主題間環環相扣，從生態保育、大自然，進而了解 

原住民及其文化，更而推之食農教育。 

     從實際課程中，看到學生們眼睛發亮的眼神，求知若渴的表情，可知道這樣的課程 

是吸引學生的，也是學生很想知道的，能啟發他們多去關懷社會環境，了解生態保育及 

友善農業，推動食農教育的重要性。藉由引導學生了解課程的同時，也看到學生發揮創 

意，懂得去觀察與思考，讓學生能親自去體驗並了解食農教育的重要，讓他們懂得飲水思 

源，謝天、敬土，珍惜食物，懷著感恩的心情來面對這個社會。希望未來能夠設計出更有 

趣好玩，結合身邊資源，提升學習動機的課程，讓學生主動要多了解身邊的社會環境，積 

極學習，擁有更廣闊的視野。 
 

撰寫教師 自然領域 ooo 老師 撰寫時間 2020年3月3日 

【教師專業成長】:發展此課程前，我對食農教育及鄒族文化沒有相關教學的經驗，  

由合作夥伴教學團隊的共備討論設計及縣府舉辦的研習，我發現學生可以經由主題動手做 

並以學習者中心的方式進行食農教育學習，並且在學生的回饋當中，看到課程的成功，我 

心中是相當雀躍的，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為了研發這個課程我們團隊帶著學生利用週 

末的時間搭公車前往達邦部落，針對鄒族長老進行訪談，長老帶我們進入鄒族博物館介紹 

鄒族的食農教育文化，他們善用大自然每一樣資源，從來不選擇速成的方式進行生活，這 

種慢活慢食的方式，謙卑卻不知其智慧，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內心。 

     我發現要教授食農教育跨原住民文化的議題，若是學習者若沒有在真實情境中去學 

習，則會淪為空談說教，在這段課程產出期間，我發現自己的 PCK(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也成長不少，謝謝學生及食農教育團隊的陪伴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