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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理念 

生活即教育，教育不能脫離生活。食農教育無非是希望學生能感恩天地、珍惜

食物、均衡飲食，教師再宣導也不如讓學生參與體驗來得有效。 

有鑑於近年來飲食西化的影響，孩子挑食的情形愈來愈嚴重，對綠色蔬菜更是

排斥，往往午餐結束後就是剩下一堆葉菜，而肉類、加工食品總吃個精光。 

藉由學校推動的食農教育，邀請到「台灣有機食農遊藝教育推廣協會教師團

隊」，透過實際栽種、採收、料理，除了讓孩子對食物的產程更熟悉外，也讓「綠

葉」不再只是陪襯，而能優雅展現它的風采。 

 

貳、課程架構 

 

 

 

參、 教學方法 

一、 講述教學法：因學習者為低年級，課程中關於知識性內容還不足，因此透過講

述方法使課程可以順利進行。 

二、 示範教學法︰透過教師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示範並馬上動手作，可以提升孩子

的成就感且加深印象。 

三、 討論教學法：全班一起經由說、聽和觀察的過程，彼此溝通，以達成教學目

標。 

四、 發表教學法︰透過實作、觀察、記錄，表達自己在課程中的心得及看法。 

 

動

手

種

吃

出

健

康

好

滋

味

小農夫初體驗

藉由實際參與農事，體會農耕的
辛勞。透過圖文記錄，了解植物
的生長過程，分享彼此的觀察心
得，從中發現更多學問。

吃出好滋味
結合節慶活動，動手搓湯圓，也
透過老師的解說，明白湯圓與元
宵不同處。天然色料從何提取？
如何讓湯圓更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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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量方式 

一、口語評量：課堂中教師依照教學內容進行提問，並依據學生回答與上台分享的

表現作為口頭評量之依據。 

二、實作評量：教師依據學生課堂中參與農事實作的表現與態度進行評量。 

 

伍、教學活動 

 

領域/科目 生活課程、校本課程 

實施年級 低年級 

主題名稱 動手種 吃出健康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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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生活】 

2-I-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

素。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

影響。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學習內容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識。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核心 總綱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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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領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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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與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

題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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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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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單元 小農夫初體驗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生活課程、校本課程 

教材來源 自編、繪本、網路資源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網路、栽種所需器具、料理所需食材及器具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小農夫初體驗 時間 2節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生活】 

2-I-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

素。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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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學習內容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識。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學習目標 

1.利用繪本的圖像、故事結構認識青菜於飲食中的重要性。 

2.參與農耕的種菜活動，依循老師的指導、示範完成種植。 

3.能將觀察到的植物成長過程製作成四格小書。 

領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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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與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

題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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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從實際農耕來展開學習，讓孩子動手種植、親自照顧，除

了能提高感知，並強化他們與植物的聯結與情感交流。 

議題融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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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  註 

【引起動機】 

1. 藉由繪本《愛吃青菜的鱷魚》，了解多吃青菜的好處。 

 

【時間】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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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播放網路照片，認識生活中常見的青菜種類。 【評量重點】 

能參與討論、分享。 

【發展活動】-小農夫初體驗 

1. 由教師先示範鬆土，再由小朋友練習、體驗。 

2. 撿拾土中的雜質、雜草，將土撥平。(雜草撿得乾淨

些，日後較不用處理雜草的問題) 

3. 教師介紹小菜苗(奶油白菜、紅橡木萵苣、茼蒿、四

季豆)。 

4. 請學生將土挖洞，保持適當距離。(才有足夠的成長

空間) 

5. 將小菜苗放進洞裡，並把周圍的土略壓。(固定、但

不可壓到植物本身) 

6. 澆水(第一次要把土整個淋濕) 

7. 討論接下來的照顧要點及分組負責的工作。 

8. 進行植物成長小書製作(先記錄第 1次種下的樣子，

其餘的部份，陸續再做觀察。) 

【時間】 40分 

【評量重點】 

專心聽講、認真操作 

 

 

 

 

 

 

 

 

【時間】 10分 

【評量重點】 

能記錄第 1 次種下菜

苗的圖像 

【綜合活動】 

1. 上台分享栽種心得及學習到的重點。 

2. 分享自己的小書名稱及構想。 

第一、二節結束 

【時間】 10分 

【評量重點】 

能參與討論，表達自己

的感受及想法。 

教學提醒 

1. 澆水：最適合的時間為清晨，避免中午澆水，陽光直射

與水分蒸發會傷害葉片。水是澆在土壤上，而非直接澆

在植株上。 

2. 防蟲︰在植物上噴灑「蘇力菌」、直接除蟲，在四周灑

咖啡渣防蝸牛。 

3. 除草︰定時觀察並清除雜草。 

參考資料 
1. 繪本-「愛吃青菜的鱷魚」信誼基金出版社 

2. 台灣有機食農遊藝教育推廣協會教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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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吃出好滋味 時間 2節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學習內容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學習目標 
1.參與搓湯圓活動，依循老師的指導、示範完成任務。 

2.參與討論、品嚐湯圓及青菜。 

綱領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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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與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

題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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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從實際農耕來展開學習，讓孩子動手種植、親自照顧，除

了能提高感知，並強化他們與植物的聯結與情感交流。 

議題融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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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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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  註 

【引起動機】 

1. 冬至的應景食物—湯圓。 

2. 你曾經在吃湯圓時還加入什麼配料？ 

【時間】5分 

【評量重點】 

能參與討論、分享。 

【發展活動】-動手搓湯圓 

1. (因課程時間有限，老師先備好糯米團)說明食材色

料的產生，如︰紫色→紫地瓜、桃紅色→火龍果……

等。 

2. 讓學生動手搓成小圓球。 

3. 煮湯圓囉﹗(由老師協助開火、煮水，並講解注意事

項) 

4. 湯圓好了，還缺什麼呢？我們悉心呵護的蔬菜也要

下鍋唷~ 

【時間】 55分 

【評量重點】 

能參與搓湯活動。 

【綜合活動】 

1. 細細品嘗親手搓的湯圓及自己種植的蔬菜煮出的料

理。 

2. 討論自己種植蔬菜及搓湯圓的過程與心得，上台發

表。 

3. 小書展示與欣賞。 

第三、四節結束 

【時間】 20分 

【評量重點】 

能用心品嚐湯圓滋味，

並分享自己的活動心

得，且能欣賞他人的小

書作品。 

教學提醒 

1. 搓湯圓前務必請小朋友清洗雙手、戴卜口罩。 

2. 烹調時請小朋友勿推擠，以策安全。 

3. 先下湯圓撈起後再放入高湯中。 

參考資料 1. 台灣有機食農遊藝教育推廣協會教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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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說明(小農夫初體驗) 

  

1.種植前，先鬆土。 2.認識菜苗。 

  

3.老師示範如何栽種小菜苗。 4.要輕輕把菜苗旁的土壓一下。 

  

5.第一次要澆多一點的水。 6.長菜蟲了﹗我來除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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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說明(吃出好滋味) 

  

1.把麵糰搓成小圓球。 2.搓好的小圓球放一邊晾。 

 

 

3.通常吃湯圓還會加些什麼呢？ 4.美味的青菜長大要上桌了﹗ 

  

5.運用天然食材色料做作的五行湯圓 6.湯圓美味又健康，青菜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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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作品（學習單或其他） 
 

植物成長記錄-四格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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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省思（教學者反思） 

    從學校營養午餐的廚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剩下最多的就是青菜﹗再多

的宣導也很難改變孩子對青菜的排斥。 

其實學校裡的孩子，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也是務農，但孩子若於假日跟著

父母去工作，多半是看看、玩玩的成份居多，沒有實際參與。學校安排的食農

課程，邀請到「台灣有機食農遊藝教育推廣協會教師團隊」讓孩子能真正參與

農事，透過親手栽種、澆水，看著植物長大，內心更有感受與感動。 

孩子們看到菜蟲，又驚又怕，心中的天人交戰—到底要維護蔬菜？還是要

讓菜蟲餓肚子？下課一忙，忘了幫青菜澆水怎麼辦？看著孩子們彼此的對話與

討論，真的很有趣﹗課程中能自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是最難能可貴的。 

    當期待萌芽，看待事物的心境也會不同。當自己種植的青菜長大，動手搓

的湯圓下鍋，食慾就大開了﹗平常不愛青菜的孩子表示︰茼蒿真好吃～ 

能從「心」體察食物的美味，向健康飲食邁進，那麼一切的辛苦就值得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