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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理念 

    上學期開始，學校分配給每班級一塊地，希望每班種蔬菜，和學生討論後覺得學校的土地

並不肥沃，很多蔬菜不適合種植，最後決定種植地瓜葉。因為它只需少量肥料， 就可以長得

好，病蟲危害少，不需噴灑農藥，是在校園值得推廣的健康蔬菜。有人說一日無法攝取五蔬果

的話，最好吃一大盤的地瓜葉，研究發現，在眾多的蔬菜中，地瓜葉的營養成份是最高的，熱

量也低，除了各種維生素之外，也含有很多的纖維質喔！ 

貳、課程架構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第一單元 

認識地瓜葉 

1.認識地瓜葉 

2.知道地瓜葉對身體的好處 

3.地瓜葉種植與生長 

第二單元 

開心菜園 

1.菜園開墾 

2. 照顧地瓜葉生長直到收成過程 

   中的工作分配 

第三單元 

地瓜葉創意料理 

1. 採收地瓜葉 

2. 認識地瓜葉料理 

3. 分組討論要做的料理 

第四單元 

我是小小廚師 

1. 地瓜葉料理實作 

2. 地瓜葉料理品嘗 

3. 地瓜葉料理票選 

參、教學方法  

1.口頭發表：先討論本班的菜園要栽種的蔬菜。 

2.閱讀文章：從網路上尋找相關報導來了解吃地瓜葉的好處。 

3.教師說明：教師說明地瓜葉的生長歷程及栽種方式。 

4.實地栽種：在菜園種地瓜葉，進行實地觀察。 

5.分組討論：分四組討論要製作的地瓜葉料理並製作海報。 

5.料理實作與票選：分組製作地瓜葉料理，票選出最美味的料理。 

 

肆、評量方式 

1.口頭發表：個人分享或小組討論。 

2.教師觀察：教師觀察了解學生參與及投入狀況。 

3.學生實作：學生實作票選出來的地瓜葉料理。 

4.寫學習單:學生能完成學習單。 



伍、教學活動 

領域/科目 自然領域 

 

實施年級 高年級 

 

主題名稱 菜園裡的地瓜葉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o-Ⅱ-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觀察，進而能察覺

問題。 

a-Ⅲ-2 簡略表達植物栽種的過程與生長的變化。 

b-Ⅲ-1 清楚說明地瓜葉的營養價值。 

3d-Ⅲ-1 實踐環境友善行動，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 

學習內容 Cd-Ⅱ-1 生活中環境問題的覺察。 

B-Ⅲ-1 日常食用的蔬菜「地瓜」家族。 

INf-Ⅲ-4 人類日常生活中所依賴的經濟植物及栽培的方法。 

Ab-Ⅲ-1 學習計畫的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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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

情境。 

領綱 自-E-B2 能了解科技及媒體的運用方式，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

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或獲得有助於探究的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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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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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 E3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科 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力。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綜合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菜園、鏟子、地瓜葉梗、炒鍋、果汁機、電腦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認識地瓜葉 時間 40分鐘 

【引起動機】 

1. 老師告訴學生本學期開始各班分配到一塊地，要用來栽種蔬

菜。 

2. 學生分組討論想栽種的蔬菜。 

3. 決定要種植的蔬菜。 

【時間】 

10分鐘 

【評量重點】 

踴躍參與小組討論 

能口頭回答各組想種植

蔬菜種類的原因 

 

【發展活動】 

1. 老師先提問，讓學生分組討論吃地瓜葉的好處並派一位上台分

享。再帶大家更了解地瓜葉的營養和對人體的益處有哪些。 

（認識在過去傳統社會，地瓜葉都會拿來餵豬，甚至有些年紀

較長的長輩，還會認為吃地瓜葉的人，是在吃豬食。不過如今，

地瓜葉在台灣相當常見，而且營養價值極高。） 

2. 從網路上搜尋地瓜葉的的生長歷程及栽種方式。 

（1）生長歷程：地瓜葉最適生長溫度是 20~30℃。高溫、長

日照及充足的水份能使枝葉生長快速。夏季炎熱，早晚宜各澆

水一次，而土壤排水需相對良好。 從插枝到第一次收成約需

1~2個月，而後大約 1~2週可再次摘採。 

（2）栽種方式：〔地瓜葉一般以插枝法繁殖。 方法為：剪取

15~20公分之根莖(上留若干節點及 3~5葉片)，將其三分之二

埋入土中(葉片朝上)，每隔 40~50 公分埋一枝，適度澆水(太

潮濕則根莖容易腐爛)〕 

 

【時間】 

25分鐘 

【評量重點】 

每組至少提出兩項地瓜

葉的營養與對人體的好

處 

 

 

觀賞影片後知道地瓜葉

的生長歷程及如何種植 

【綜合活動】 

知道種植地瓜葉的方法後，請學生從家中帶工具-鏟子到校。 

【時間】 

5分鐘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開心菜園 時間 60分鐘 

【引起動機】 

1. 老師帶領學生實地參觀校園中班級的菜園。 

2. 教師提問：「你們覺得這塊地狀況如何？我們首先要做什麼

事？」〔土壤中有很多小石子及土香（香附子），第一件事就是

要將這些東西挖出來〕 

【時間】 

10分鐘 

【評量重點】 

能口頭回答土壤中有很

多小石子及土香（香附

子）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nutrition/signs-of-nutrient-deficiencies/


【發展活動】 

1. 大家動手挖土壤中的小石子及土香（香附子）。 

2. 用鏟子鬆土（過程中老師要隨時注意學生使用鏟的的狀況，務

必不可對準同學） 

3. 分組種植地瓜葉（每隔 40~50公分埋一枝） 

4. 製作各組的告示牌。 

 

【時間】 

40分鐘 

【評量重點】 

知道土香（香附子）對作

物的危害並將它鏟除 

 

觀察學生是否能正確栽

種地瓜葉 

 

【綜合活動】 

1. 照顧地瓜葉生長直到收成過程中的工作分配（包括澆水、施

肥、抓蝸牛……） 

2. 討論友善種植對環境及生態的影響（是否噴灑農藥） 

3. 填寫成長記錄表 

 

【時間】 

10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好做工作分配 

能做好成長記錄表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地瓜葉創意料理 時間 50分鐘 

【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地瓜葉可以收成了，你們覺得地瓜葉要如何採收？」

（採收時保留地瓜葉的 3 個莖節左右 ,它又會繼續冒出

新芽。） 

 

【時間】 

5分鐘 

【評量重點】 

能口頭回答老師的問題 

【發展活動】 

1. 老師帶領學生採收菜園裡的地瓜葉。 

2. 將採收的地瓜葉做細部的整理，保留嫩葉，將粗梗留下可再次

作插枝種植。 

3. 學生分四組討論各組最想要製作的地瓜葉料理。 

4. 各組分配要帶的物品。 

 

【時間】 

30分鐘 

【評量重點】 

觀察學生是否能正確採

收地瓜葉 

學生能參與討論並做好

工作分配 

 

 

【綜合活動】 

各組製作創意料理海報 

【時間】 

15分鐘 

【評量重點】 

能合作完成創意料理海

報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我是小小廚師 時間 50分鐘 

【引起動機】 

各組發表要製作的創意料理海報內容 

 

 

【時間】 

10分鐘 

【評量重點】 

能上台發表海報內容 

【發展活動】 

1. 各組開始製作地瓜葉料理（過程中老師要到各組巡視，以免發

生危險） 

2. 料理品嘗。 

3. 學生票選出最好吃的地瓜葉料理﹙發給每位學生兩張貼紙，貼

到喜歡的料理海報上，最多貼紙的即是冠軍﹚。 

 

【時間】 

30分鐘 

【評量重點】 

觀察學生是否能合作完

成料理 

能參與票選 

 

【綜合活動】 

創意料理大車拼學習單 

【時間】 

10分鐘 

【評量重點】 

學生能填寫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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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單一〉 

地瓜葉成長紀錄表 

姓名: 

觀察日期及時間 觀察結果 繪圖 

  

 

 

 

  

 

 

 

  

 

 

 

  

 

 

 

  

 

 

 



〈學習單二〉 

創意料理大車拼 

姓名: 

最喜歡的創意料理 喜歡的原因 

 

 

 

 

 

 

畫一畫 活動感想 

 

 

 

 

 

 

 

 

 



 

柒、教學省思（教學者反思） 

1. 透過此次以簡單易種的植物植栽過程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學習經由小組討論、搜查資料、

動手實作、觀察活動、親身收成…等活動，從實作過程中，感受學習活動的樂趣。 

2. 希望學生能透過互動關係的學習成功經驗，提高學生對學習產生樂趣，並能夠複製成功經

驗於其他學科中， 

3. 雖然此次教學活動耗時較長，但觀察學生能一直保持相當高的學習興趣，並能於課餘時間

相互討論，期間並因種植植栽而依附而來的小昆蟲，讓學生也多了一份額外的驚喜與學

習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