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嘉義縣 108 學年度食農教育教案  

 
壹、課程理念 

一、「食農教育」近年來在各縣市與民間社團都蓬勃展開，大家意識到飲食對

健康的重要性。 

二、希望孩子體會氣候變遷對植物的影響與植物的重要性，也建立起「食物足

跡」的概念，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三、學校老師自家的菜園中，種了當季食材(白蘿蔔)，除了讓孩子了解食物得來

不易，且製作的過程中，也體會到農人的辛苦，更能珍惜食物。 

四、在製作食品的過程中，導入食安觀念，讓正確的觀念，從小深植心中。 

五、生活課程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從生活中展開觀察與體驗。 

 

貳、課程架構 

百
變
的
冬
天
白
精
靈 
 

 

 

 

單元

名稱 

活動

名稱 

主要學習目標 

一 
、 

遇 

見 
白 

精 

靈 

認 

識 

白 

精 

靈 

 

1. 能和同學口頭分享冬天當令食材，並發現白蘿蔔

是冬天常見的作物。(2-I-1) 

2. 能在外出的過程中，注意上下車安全。(1-I-4 ) 

3. 能與他人合作一起採收白蘿蔔。(2-I-5) 

4. 能利用五感說出拔蘿蔔的體驗。(3-I-1) 

二 
白 

精 

靈 

的 

日 
光 

浴 

日 

光 

浴 

前 

的 

準 

備 

能聽懂製作過程，並親手參與搓揉、排列、曝曬的過

程。(3-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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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變
的
冬
天
白
精
靈 
 

做 

日 

光 

浴 

了 

1. 能觀察天氣，知道曝曬時機。並在曝曬的過程

中，觀察蘿蔔乾的變化。(6-I-5) 

 

2.能與同學分工合作，一起鋪排蘿蔔乾與合力把蘿蔔

乾放置適合地點曝曬。(7-I-5) 

與 

蛋 

的 

相 

遇 

能利用蘿蔔乾，與同學分工合作製作「蘿蔔乾煎

蛋」。(7-I-4) 

三 
、 

百 
變 

白 

精 
靈 

步 

步 

「 

糕 

」 

升 

1.能說出菜頭粿有「好彩頭」、「步步高升」的意思。

(3-I-1) 

2.知道「菜頭粿」是利用白蘿蔔與在來米製作而成。

(3-I-1) 

3.能學會刨絲的動作並與他人輪流使用器具。(6-I-3) 

4.能與其他同學一起分工合作，完成分裝。 

(7-I-4) (7-I-5) 

5.能與他人分享製作成果。(7-I-3) 

 

參、教學方法 

  1.討論分享:使用問題引發學生探討對生活的發現，引起其興趣，並在活動之

後，請孩子回想活動過程，並檢討分享。 

     2.實際體驗:利用實際體驗的方式，引發學生對學習的興趣，並增加對活動的

印象，也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的訴求。 

 

肆、評量方式 

  1.實作評量:能親身參與體驗並與他人合作完成任務 

   2.檔案評量:能完成老師分派的學習單 

   3.口語評量:能與同學分享體驗心得與說出體驗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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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活動 

領域/科目 生活領域 

實施年級 一年級 

主題名稱 百變的冬天白精靈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的方法，且能適切、安全的行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   

     手做的習慣。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新的事物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7-I-2  傾聽他人的想法，並嘗試用各種方法理解他人所表達的意見。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學習內容 

A.事物變化與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識。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C.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C-I-4 事理的應用與實踐。 

D.人際關係的建立與溝通合作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E.生活規範的實踐與省思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F.自主學習策略的練習與覺察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F-I-4 對自己做事方法或策略的省思與改善。 

核心 

素養 

總綱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

法，進而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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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得的道理，增

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各種探

究人、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

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

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欣賞生活中美的多

元形式與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 生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

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

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

技巧。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一、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應受  

       性別的限制。 

二、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 

環 E14 覺知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利用能源及資源，學習在生活中直接利用    

       自然能源或自然形式的物質。   

三、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四、安全教育 

安 E2 了解危機與安全 

安 E3 知道常見事故傷害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全 

五、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師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 

       珍惜環境的好。 

戶 E3善用五官感知環境，培養眼、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 

      能力。 

六、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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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所融入之

單元 

第一單元  遇見白精靈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安全教育、戶外教育、人權教育 

第二單元 白精靈的日光浴 

 環境教育、品德教育、安全教育、人權教育 

第三單元 百變白精靈~ 步步「糕」升 

品德教育、人權教育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1. 語文:康軒首冊第八課「拔蘿蔔」 

2. 數學:康軒 第一冊 「10以內的數、排順序」 

3. 自然:康軒 第一冊 「植物的身體 」 

          第二冊 「種蔬菜」 

     第五冊「植物世界面面觀」 

教材來源 康軒首冊課本、網路食譜(夢幻廚房在我家) 、三四年級的自然課本 

教學設備/資源 ※曬蘿蔔乾 

器具:竹篩 

調味料:鹽巴 

食材:白蘿蔔 3條 

※蘿蔔炒蛋 

1. 鍋具、瓦斯爐、煎鏟、盤子、菜刀 

2. 調味料：油 

3. 主要食材：蘿蔔乾、蔥、蛋 

※蘿蔔糕 

1. 鍋具、瓦斯爐、煎鏟、盤子、菜刀、刨刀、蒸籠、果汁機 

2. 調味料:鹽巴 

3. 主要食材:在來米、白蘿蔔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遇見白精靈 
學習

表現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

顧自己的方法，且能適

切、安全的行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

生活中的人、事、 物，覺

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

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

一、能利用五感說出拔蘿蔔的體驗。 

 

 

 

二、能和同學口頭分享冬天當令食

材，並發現白蘿蔔是冬天常見的

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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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手

做的習慣。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

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

究之心。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

與禮儀，探究其意義，並

願意遵守。 

 7-I-3 覺知他人的感受，

體會他人的立場及學習體

諒他人，並尊重和自己不

同觀點的意見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

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

並完成任務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

程， 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三、能在外出的過程中，注意上下車

安全。聽從老師指令，遵守外出規

定。 

 

 

 

四、能依照老師的指示，觀察成熟蘿

蔔的樣子。 

 

 

五、能知道採蘿蔔所需準備的工具。 

六、能和同學一起完成拔蘿蔔任務。 

 

 

七、能積極的發表並參與討論，分享

分工合作的經驗。 

 

 

 

 

學習

內容 

A.事物變化與生命成長現象的

觀察與省思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識。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D.人際關係的建立與溝通合作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E.生活規範的實踐與省思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

整。 

F.自主學習策略的練習與覺察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

略的提出與嘗試。 

白精靈的日光浴 
學習

表現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

生活中的人、事、物，覺

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

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

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 

手做的習慣。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

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

究之心。 

一、能聽懂製作過程，並親手參與搓

揉、排列、曝曬的過程。 

 

 

 

二、能觀察天氣，知道曝曬時機。並

在曝曬的過程中，觀察蘿蔔乾的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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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

成就感，主動學習新的事

物 

 4-I-3 運用各種表現與創

造的方法與形式，美化生

活、增加生活的趣味。 

 6-I-5 覺察人與環境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

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

並完成任務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

程，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三、能與同學分工合作，一起鋪排蘿

蔔乾與合力把蘿蔔乾放置適合地

點曝曬。 

 

 

 

 

四、能利用蘿蔔乾，與同學分工合作

製作「蘿蔔乾煎蛋」。 

 

 

五、能寫出製作的簡單步驟，並記錄

在學習單上。 

學習

內容 

A.事物變化與生命成長現

象的觀察與省思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C.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

創新應用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

探究。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D.人際關係的建立與溝通

合作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

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生活規範的實踐與省思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自主學習策略的練習與

覺察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

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F-I-4 對自己做事方法或

策略的省思與改善。 

百變白精靈~ 

步步「糕」升 

學習

表現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

及相關人、事、物的感受

與想法。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

顧自己的方法，且能適

切、安全的行動。 

一、能說出菜頭粿有「好彩頭」、「步

步高升」的意思。 

 

 

二、能學會刨絲的動作並與同學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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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

生活中的人、事、物，覺

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

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

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   

     手做的習慣。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

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

究之心。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

成就感，主動學習新的事

物。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

與禮儀，探究其意義，並

願意遵守。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

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

並完成任務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

程，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使用器具。 

 

 

 

三、知道「菜頭粿」是利用白蘿蔔與

在來米製作而成。 

 

 

四、能與其他同學一起分工合作，完

成分裝。 

 

 

 

五、能與他人分享製作成果。 

 

 

 

六、能完成學習單，寫下簡易製作步

驟。 

 

學習

內容 

 A.事物變化與生命成長現

象的觀察與省思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C.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

創新應用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D.人際關係的建立與溝通

合作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

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生活規範的實踐與省思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自主學習策略的練習與

覺察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

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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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一、遇見白精靈 

時間 2 節(80 分鐘) 

學習目標 

1.、能積極的發表並參與討論。 

2.、能和同學口頭分享冬天當令食材。 

3.、能在外出的過程中，注意上下車安全。 

4.、能依照老師的指示，觀察成熟蘿蔔的樣子。 

5.、能知道採蘿蔔所需準備的工具。 

6.、能聽從老師指令，遵守外出規定。 

7.、能和同學一起完成拔蘿蔔任務。 

 

學習表現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與想法 

 1-I-3 省思自我成長的歷程，體會其意義並知道自己進步的情形與努力的

方向。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的方法，且能適切、安全的行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 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

手做的習慣。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7-I-3 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他人的立場及學習體諒他人，並尊重和自己

不同觀點的意見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 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學習內容 

A.事物變化與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識。 

B.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D.人際關係的建立與溝通合作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E.生活規範的實踐與省思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E-I-4 對他人的感謝與服務。 

F.自主學習策略的練習與覺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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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綱核心素養 

生活-E-A1 

生活-E-A2  

生活-E-A3 

生活-E-B1 

生活-E-C1 

生活-E-C2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生活-E-A1 經由平常三餐飲食，能夠主動觀察並發現其當令食材有哪些，從觀

察的過程中，感受學習的樂趣。 

生活-E-A2 能夠知道食用當令食材的好處，並知道如何增加其經濟價值，來減

少農民損失。 

生活-E-A3 體驗拔蘿蔔後，可以分享其步驟與心得。 

生活-E-B1 分享體驗心得時，能接納與尊重他人不同的意見。 

生活-E-C1 能遵守團體規範，聽從老師指導。 

生活-E-C2 能在拔蘿蔔的過程中，與同學溝通並合作一起完成任務。 

議題融入 

說明 

一、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應受  

       性別的限制。 

融入學習表現示例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與想法 

 1-I-3 省思自我成長的歷程，體會其意義並知道自己進步的情形與努力的

方向。 

 

二、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環 E14 覺知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利用能源及資源，學習在生活中直接利用    

       自然能源或自然形式的物質。   

融入學習表現示例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 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

手做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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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融入學習表現示例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四、安全教育 

安 E2 了解危機與安全 

安 E3 知道常見事故傷害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全 

融入學習表現示例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的方法，且能適切、安全的行動。 

 

五、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師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 

       珍惜環境的好。 

戶 E3善用五官感知環境，培養眼、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 

      能力。 

融入學習表現示例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 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六、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融入學習表現示例 

 7-I-3 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他人的立場及學習體諒他人，並尊重和自己

不同觀點的意見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第一節與第二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藉由每日午餐菜色，讓孩子討論當季的食材有哪些。 

A 老師:最近的營養午餐菜色有哪些? 

  學生:白蘿蔔、菠菜、高麗菜…… 

【時間】 

10 分鐘 

【評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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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老師:蘿蔔有「平民人參」的稱號，我們就去研究一下蘿蔔的廬山真面

目! 

可以說出冬天的當

令食材 

【發展活動】至菜田體驗拔蘿蔔 

1. 老師先介紹菜園的基本植物(5 分鐘) 

2. 教導孩子如何分辨成熟的蘿蔔(5 分鐘) 

3. 採收蘿蔔(20 分鐘) 

4. 收拾與回程(10 分鐘) 

【時間】 

40 分鐘 

【評量重點】 

能自行採收蘿蔔 

 

【綜合活動】 

1. 能說出拔蘿蔔步驟，並將步驟寫在學習單。 

2. 與剛教完的第八課「拔蘿蔔」和拔蘿蔔這首歌做比較，有什麼相同

與不同的感受。 

老師:課文中提到很多動物一起拔蘿蔔才能拔的動，你有這樣的感

覺嗎? 為什麼? 

3. 利用五感說出白蘿蔔的特性。 

(1)老師:請問蘿蔔的外表「看起來」是「什麼形狀?」「什麼顏色?」 

學生:是長長、歪歪的、是白色的 

(2)老師:請問「摸起來」是粗粗的，還是滑滑的? 

學生:是滑滑的、有的有被蟲咬的洞(粗粗的) 

(3)老師:聞起來有什麼味道? 

學生:泥土的味道、青菜的味道 

 

 

【時間】 

30 分鐘 

【評量重點】 

1. 能與同學分享

經驗。 

2. 能利用五感說

出白蘿蔔的特

性 

教學提醒 一、可與課文拔蘿蔔一文和歌謠「拔蘿蔔」做比較。 

參考資料 康軒手冊第八課、歌謠「拔蘿蔔」 

附錄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二、白精靈的日光浴 

時間 3 節(120 分鐘) 

學習目標 

1.能聽懂製作過程，並親手參與搓揉、排列、曝曬的過程。 

2.能觀察天氣，知道曝曬時機。並在曝曬的過程中，觀察蘿蔔乾的變化。 

3.能與同學分工合作，一起鋪排蘿蔔乾與合力把蘿蔔乾放置適合地點曝曬。 

4.能利用蘿蔔乾，與同學分工合作製作「蘿蔔乾煎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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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   

     手做的習慣。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新的事物 

 4-I-3 運用各種表現與創造的方法與形式，美化生活、增加生活的趣味。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學習內容 

A.事物變化與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C.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D.人際關係的建立與溝通合作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E.生活規範的實踐與省思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F.自主學習策略的練習與覺察 

 F-I-1 工作任務理解與工作目標設定的練習。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領綱核心素養 

生活-E-A1 

生活-E-A3 

生活-E-B1 

生活-E-C1 

生活-E-C2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生活-E-A1 經由曬蘿蔔乾的過程，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 

生活-E-A3 排列蘿蔔乾時，會有不同形狀的排法 

生活-E-B1 分享體驗心得時，能接納與尊重他人不同的意見。 

生活-E-C1 能遵守團體規範，聽從老師指導。 

生活-E-C2 能與同學合作一起完成任務。 

議題融入 

說明 

一、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 

環 E14 覺知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利用能源及資源，學習在生活中直接利用    

       自然能源或自然形式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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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學習表現示例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 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手

做的習慣。 

二、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融入學習表現示例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三、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融入學習表現示例 

 7-I-3 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他人的立場及學習體諒他人，並尊重和自己不

同觀點的意見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1. 老師:猜猜看我們中午會吃的蘿蔔乾炒蛋的「蘿蔔

乾」是怎麼製作的? 

學生 1:用太陽曬，有看過鄰居的阿嬤這樣曬過 

學生 2:用烤箱烤，很多烘乾食物的方法都是用烤箱 

2. 看網路製作影片。 

 

【時間】10 分鐘 

【評量重點】 

能專心觀看製作影片，並記住步驟的

重點 

【發展活動】 

1. 將蘿蔔洗淨切塊。(5 分鐘) 

2. 撒下適當的鹽巴，軟化蘿蔔。(5 分鐘) 

3. 搓揉蘿蔔，加速軟化速度。(10 分鐘) 

 

【時間】20 分鐘 

【評量重點】 

1. 能知道加鹽和搓揉的目的 

2. 能一起進行搓揉的動作 

 

【綜合活動】 

將蘿蔔收進塑膠袋並放進鍋中，以重物壓著。 

【時間】10 分鐘 

【評量重點】 

能分工合作將蘿蔔收入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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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拿出已經殺青過的蘿蔔乾，以五感分享所感知到的變

化。 

1.老師:我們昨天已經加鹽軟化蘿蔔了，你有看到什麼變

化嗎? 

學生:顏色看起來變成黃黃的、好多水跑出來喔！。 

2.老師:摸起來的感覺有什麼變化嗎? 

學生:摸起來變「軟」了！ 

3. 老師:那有聞到什麼味道嗎? 

學生:我覺得臭臭的、我覺得好香……… 

【時間】10 分鐘 

【評量重點】 

能用五感說出蘿蔔的變化 

【發展活動】 

1. 將蘿蔔整齊排列在竹篩上。(10 分鐘) 

老師提醒學生要分開鋪排，不可以重疊 

2. 一起合作把蘿蔔拿到有陽光的地方曝曬。(10 分鐘) 

   請學生討論適合的擺置地點 

 

【時間】20 分鐘 

【評量重點】 

能將蘿蔔鋪排整齊，並合作拿至有陽

光地方曝曬 

【綜合活動】 

討論剛剛曝曬的地點，是否適合?為什麼? 

老師:剛剛擺放蘿蔔乾的地點，你覺得合適嗎?為什麼? 

學生 1:我覺得不適合，放在那邊很容易有螞蟻爬上去 

學生 2:我覺得很好，我們可以很方便的將蘿蔔乾翻面 

 

【時間】10 分鐘 

【評量重點】 

能判斷適合的曝曬地點 

第三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請同學以五感分享「蘿蔔乾」的變化。 

老師:請你說一下你的發現，今天的蘿蔔乾跟昨天有什

麼不一樣? 

學生:顏色變得更深了！ 

學生:蘿蔔都變得更小了! 

學生:味道更香了！ 

 

 

【時間】5 分鐘 

【評量重點】 

能用五感說出蘿蔔的變化 



16 
 

【發展活動】製作蘿蔔乾煎蛋 

1. 將蔥與蘿蔔乾切丁 

2. 再將蛋打入攪拌均勻 

3. 接著將蛋液倒入鍋中煎熟。 

 

【時間】30 分鐘 

【評量重點】 

能合作完成料理 

【綜合活動】 

整理環境 

 

 

 

【時間】5 分鐘 

【評量重點】 

能合作整理環境 

教學提醒 1. 選擇連日晴天的好天氣曝曬，以縮短日曬天數，增加成功機會。 

2. 反覆揉壓與曝曬的動作約三天 

參考資料 網路:CARAL 好生活~製作蘿蔔乾 

附錄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三、百變白精靈~步步「糕」升 

時間 2 節(80 分鐘) 

學習目標 

1. 能說出菜頭粿有「好彩頭」、「步步高升」的意思。 

2. 知道「菜頭粿」是利用白蘿蔔與在來米製作而成。 

3. 能學會刨絲的動作並與他人輪流使用器具。 

4. 能與其他同學一起分工合作，完成分裝。 

5. 能與他人分享製作成果。 

6. 能完成學習單，寫下簡易製作步驟。 

 

學習表現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的方法，且能適切、安全的行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   

     手做的習慣。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新的事物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7-I-3 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他人的立場及學習體諒他人，並尊重和自己   

     不同觀點的意見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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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A.事物變化與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C.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D.人際關係的建立與溝通合作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E.生活規範的實踐與省思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F.自主學習策略的練習與覺察 

 F-I-1 工作任務理解與工作目標設定的練習。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F-I-4 對自己做事方法或策略的省思與改善。 

 

領綱核心素養 

生活-E-A1     

生活-E-B1    

生活-E-C1        

生活-E-C2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生活-E-A1 能透過製作蘿蔔糕的過程，發現製作問題，並主動嘗試解決，並從

中發現樂趣。 

生活-E-B1 能在製作蘿蔔糕的過程中，表達自己的想法，並與他人溝通使用器

具的順序，對老師和同學的訊息，做適當的回應。 

生活-E-C1 能遵守團體規範，聽從老師指導。 

生活-E-C2 能用合理的方式，與同學友善互動，一起合作完成任務。 

議題融入 

說明 

一、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融入學習表現示例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二、安全教育 

安 E2 了解危機與安全 

安 E3 知道常見事故傷害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全 

融入學習表現示例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的方法，且能適切、安全的行動。 

 



18 
 

三、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融入學習表現示例 

 7-I-3 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他人的立場及學習體諒他人，並尊重和自己不

同觀點的意見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第一節與第二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1.老師:要過年了，家家戶戶都有一道「蘿蔔糕」，知道

他有什麼涵意嗎? 

學生:「好彩頭」、「步步高升」 

2..觀看製作蘿蔔糕影片。 

【時間】10 分鐘 

【評量重點】 

1.能說出菜頭粿有「好彩頭」、「步步

高升」的意思。 

2.能專心看製作蘿蔔糕影片，知道菜

頭粿是利用白蘿蔔與在來米製作。 

【發展活動】 

1. 將蘿蔔刨絲。(10 分鐘) 

2. 將浸好的在來米打成米漿。(10 分鐘) 

3. 將兩者混合攪拌均勻。(5 分鐘) 

4. 倒入模型分裝，並利用蒸鍋蒸熟。(5 分鐘) 

【時間】30 分鐘 

【評量重點】能分工合作一起完成刨

絲與打米漿的任務。 

【綜合活動】 

1. 在等待的過程中，填寫學習單 

2. 與他人分享製作成果 

【時間】40 分鐘 

【評量重點】 

1. 能完成學習單，寫出簡易製作步驟 

2. 會與他人分享製作成果 

教學提醒 等待蘿蔔糕煮熟的時間，會因為容器與火力的不同，而有不同等待時間。

可用筷子插入檢查，如果筷子沒有沾黏，表示煮熟可食用。 

參考資料 網路:客家阿嬤製作蘿蔔糕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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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成果 

 

老師講解如何觀察成熟的蘿蔔 

 

加鹽後，搓揉切成塊的蘿蔔 

 

幫忙白精靈做日光浴 

 

製作蘿蔔乾煎蛋 

 

準備削皮刨絲製作蘿蔔糕 

 

親手製作的蘿蔔糕~與家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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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作品（學習單） 

 

柒、教學省思 

 

1.增加孩子勇於挑戰自己的能力:剛開始接觸刀具的孩子，有些會抗拒不敢使

用，但是採取不強迫和鼓勵的方式，孩子在觀摩學習中，逐漸能勇敢地挑戰

自己。 

2.增加孩子成就感:很多孩子在家很少有「自己動手做」的習慣，尤其是自己

煮東西來吃，配合「食農課程」，除了讓他們對自己常吃的食物更加熟悉

外，也能體會「真」食物的美味，並增加自己的成就感。 

3.課程可以修正之處:因為學校沒有適合的場地可以種植，後來發現可以購買

比較深的盆栽來替代，期待將來的課程，可以加上「種植」這部分，孩子的

印象一定更深刻，也更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