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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課程理念 
  本校所在社區村民多半務農，家長們大部分都是種菜高手，所以學校與在地社區做結合，規劃

出一系列食農課程，讓孩子從自己栽種體驗的活動中，拓展知的世界，認識自己居住地方的特色，培

養自然觀察、愛護環境的思維，知道甚麼是對自己的身體好，什麼是對環境好，進而影響家裡的耕作

態度。 

  本校園可用之腹地小，所以需活化校園場地空間利用，營造食農教育可食地景。從農事栽培中觀

察自然生態，探究生態與環境的關係。透過體驗種植蔬果的過程中，感受農民的辛勞，進而有感恩的

心。把種植的蔬果做成料理，這次是利用地瓜來做為一個主軸，讓孩子在種植地瓜的過程中認識地瓜、

思考地瓜可以如何料理、並完成各式地瓜料理，最後完成地瓜料理的食譜。可以達到表達自我、解決

問題、分工合作、與整理歸納等目標，最終讓孩子能對這塊土地有一份感恩的心！ 

 

 

 

  貳、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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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教學方法 

  本校以荷蘭耶拿教育的理念下去進行課程，課程開始會圍圈進行今日任

務的討論，之後會開始工作，最後再以圍圈討論的方式結束今日的課程。過

程中使用了以下的教學方法： 

1. 講述教學—透過講述方式，討論上課主題，並且把需要做的任務寫

在小白板上。 

2. 問思教學—在過程中會一直出現問題，請孩子觀察與思考這些問題

的答案或者是解決方式。 

3. 合作學習—在烹飪的過程中是需要分工合作的，讓孩子在這個過程

中學習如何分工與合作。 

4. 分組討論—透過分組討論，會讓不同組別的討論過程與結果都不太一樣，在做最後的圍圈

討論時，可以讓大家相互交流。 

5. 實作體驗與觀察—透過種植蔬果與觀察，讓孩子去紀錄他們的生長情形。透過烹飪課程，

讓孩子了解這些蔬果可以如何料理，自己動手做才可以印象深刻。 

 

  肆、評量方式 

1. 口頭發表 

2. 實作評量  

3. 團體合作的精神與態度 

4. 作品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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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教學活動 

 

領域/科目 特色課程/生活 

實施年級 一年級 

主題名稱 地瓜好味！Yam咪～Yam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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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生活 

3-I-1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4-I-2 使用不同的表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享，感受創作的樂趣。 

4-I-1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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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C-I-2 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F-I-1 工作任務理解與工作目標設定的練習。 

核心 

素養 

總綱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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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以社區在地產業作為學習主題，以探索、體驗、團隊合作為主的學習方

法，引導學生認識家鄉的特產，再透過課程活動，讓孩子可以達到表達

自我、解決問題、分工合作、與整理歸納等目標，並且成為愛家鄉、愛

土地的好公民。 

所融入之 

單元 
食農教育、食安教育、健康飲食教育、閱讀素養教育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健康與體育、國語、數學、生活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大張海報紙、彩色筆、烹飪工具、各式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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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地瓜知多少 時間 １節課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生活 3-I-1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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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學習目標 

1. 能專心聆聽教師的問題，並踴躍回答與分享。 

2. 能透過教師的講解，讓學生認識地瓜的生長環境與基本知識。 

3. 能透過同儕的相互分享，認識地瓜製成的料理。 

領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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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索人、事、物的特性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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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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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透過了解地瓜的生長環境與他的基本知識，達到食農教育的目標。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圍圈討論（開始圈） 

1. 教師帶學生到菜園整地，鬆土、除草、澆水。 

2. 在整理菜園中，發現有許多的地瓜，這些地瓜是之前種剩下的。 

3. 學生提出想要做地瓜料理。 

【時間】 
10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發表 

【發展活動】工作 

一、 地瓜知多少？ 

1. 教師拿出地瓜，讓學生仔細看清楚地瓜的樣貌。 

2. 開始介紹我們種植地瓜的根莖葉，並且請學生思考我們吃的地瓜

是植物的哪個部位？ 

3. 教師分享教室中其他植物的根莖葉，並與地瓜做比較。 

4. 教師引導學生發現每種植物的根莖葉都不一樣。 

 

二、 地瓜料理有哪些？ 

1.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平常有沒有吃過地瓜做成的料理？ 

2. 學生開始回答，教師把學生的回答都記錄在海報紙上。 

3. 教師請學生討論出最想要先製作的兩道地瓜料理，學生提出想要

先做地瓜泥沙拉和炸地瓜薯條。 

【時間】 
25分鐘 

 

【評量重點】 

①口頭發表 

②實作評量 

③團體合作的精神  

  與態度 

④作品呈現 

 

【教學工具】 

海報紙、彩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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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家一起決定做兩種地瓜料理，並且分兩組討論做這兩道料理的食譜

（材料、工具、料理的步驟）。 

1. 學生分兩組討論如何做這道料理，並把料理的步驟記錄在海報紙

上。 

2. 教師也分兩組下去觀察孩子的討論情形，並且給予一些建議。 

 

【綜合活動】圍圈分享（結束圈） 

1. 兩組相互分享做地瓜泥沙拉和炸地瓜薯條分別要那些材料和工具，還有

料理的步驟。 

2. 請孩子下次上課要記得帶自己分配到的材料來學校。 

【時間】 
5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發表 

教學提醒 隨時注意孩子分組時的狀況，較注重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團體合作的精神與態度。 

參考資料 https://fae.coa.gov.tw/food_item.php識甘藷 - 食農教育教學資源平臺 

https://fae.coa.gov.tw/food_ite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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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瓜瓜饗宴 時間 2節課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生活 

3-I-1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4-I-2 使用不同的表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享，感受創作的樂趣。 

4-I-1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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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C-I-2 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F-I-1 工作任務理解與工作目標設定的練習。 

學習目標 

1. 能專心聆聽老師的說話內容，並踴躍回答與分享。 

2. 能和同儕一起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地瓜製成的料理。 

3. 學生能一起品嘗相互製作的地瓜料理，並且分享烹飪時遇到的困難與問題。 

領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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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索人、事、物的特性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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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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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透過製作各式地瓜料理，達到食安教育、健康飲食教育的目標。 

               第二~三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圍圈討論（開始圈） 

1. 回顧上一節課討論的地瓜料理，並先讓學生照著上次分成的兩組坐好。 

2. 各組先確認大家分配要攜帶的材料，檢查是否有缺少。 

3. 拿出上次寫好的簡易食譜，準備好了~就開始做地瓜泥沙拉和炸地瓜薯條

囉！ 

【時間】 
10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發表 

【發展活動】工作 

1. 學生分成兩組開始今日的工作，分別是炸地瓜薯條組和地瓜泥沙拉組。 

2. 教師也分成兩組，並引導學生準備好需要的烹飪工具和食材。 

3. 烹飪工具和食材都準備好後，開始組內的工作分配，每個人都會分配到

工作。 

【時間】 
60分鐘 

【評量重點】 

①口頭發表 

②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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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始烹飪。 

5. 烹飪完後，請學生幫忙整理工具與環境。 

③團體合作的精神  

  與態度 

④作品呈現 

【教學工具】 

烹飪工具、食材 

【綜合活動】圍圈分享（結束圈） 

1. 各組回到圍圈的位置，開始品嘗炸地瓜薯條和地瓜泥沙拉。 

2. 相互分享今天的心得感想與在烹飪時可能遇到的問題或者是需要注意的

地方。（學生都分享到地瓜不太好切、在炸地瓜時需要注意火侯大小） 

3. 教師預告下一節課要製作這兩道料理的食譜。 

【時間】 
10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發表 

教學提醒 隨時注意孩子分組時的狀況，較注重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團體合作的精神與態度。 

參考資料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譜出地瓜好味道 時間 １節課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生活 

3-I-1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4-I-2 使用不同的表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享，感受創作的樂趣。 

4-I-1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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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C-I-2 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F-I-1 工作任務理解與工作目標設定的練習。 

學習目標 

1. 能專心聆聽老師的說話內容，並踴躍回答與分享。 

2. 能和同儕一起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地瓜料理的食譜。 

3. 各組能上台分享完成的食譜，並相互參考對方的內容。 

領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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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索人、事、物的特性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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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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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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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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透過閱讀各式時普書籍和製作地瓜料理的食譜，達到閱讀素養教育的目標。 

第四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圍圈討論（開始圈） 

1. 教師帶學生回顧上一節課做了哪些事情（分成兩組製作地瓜料理）。 

2. 教師告知今日任務，要製作這兩道料理的食譜。 

3. 拿出各種食譜的書籍，問學生是否有看過食譜。 

4. 請學生想想看食譜大概裡面會有哪些內容。 

【時間】 
6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發表 

【發展活動】工作-開始製作食譜 

1. 請學生分成上次做料理時的兩個組別，然後各組發下海報紙與彩色筆，

並且請學生來領取自己想要參考的食譜書籍。 

2. 教師一樣分成兩組，引導學生開始製作炸地瓜薯條與地瓜泥沙拉的食

譜。 

3. 教師在過程中隨時注意學生的狀況，並適時給予引導與協助。 

【時間】 
26  分鐘 

【評量重點】 

①實作評量 

②團體合作的精神  

  與態度 

③作品呈現 

 

【教學工具】 

海報紙、彩色筆 

【綜合活動】圍圈分享（結束圈） 

1. 各組回到圍圈的位置，開始進行食譜的分享。 

2. 各組在分享的過程中可以相互參考一下對方食譜的紀錄方式，也想想看

是否和自己組別的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時間】 
8分鐘 

【評量重點】 

①口頭發表 

②作品呈現 

教學提醒 隨時注意孩子分組時的狀況，較注重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團體合作的精神與態度。 

參考資料 各種有食譜的相關書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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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地瓜知多少 

  

老師正在介紹地瓜的根莖葉。 各種植物的根莖葉都不一樣。 

  

討論著地瓜可以做甚麼料理呢? 孩子們最後討論出的各種地瓜料理 

  

初步分組討論地瓜料理的製作流程 



11  

2. 瓜瓜饗宴 

地瓜泥沙拉 

  

做料理前，當然一定要先清洗乾淨了啊! 要煮之前，當然要先把地瓜的皮削乾淨! 

  

努力做地瓜沙拉中!! 
耶~我們終於把地瓜沙拉做出了!可以分享

給大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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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地瓜薯條 

  

要把地瓜的皮削乾淨喔！ 把地瓜切成條狀 

  

和老師討論後決定試試看炸地瓜前要裹上

麵粉。 
地瓜切條後，裹上薄薄的一層麵粉 

  

開始炸地瓜囉～ 耶～成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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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譜出地瓜好味道 

 

 

分組完成兩道地瓜料理的食譜 

  

地瓜沙拉／炸地瓜薯條 各組相互分享完成的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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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作品（學習單或其他） 

1. 病蟲害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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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果皮肥料水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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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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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省思（教學者反思） 

 

在進行食農教育課程時可以感受到孩子對於種菜都非常感興趣，也剛好社區的家

長們大部分的經濟產出都是種植蔬菜，所以孩子會把生活經驗帶進課程中，師生一起

討論時就有非常多想法。以下幾點事做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與省思： 

 

1. 在進行食農教育的過程中，因為孩子年紀都偏小，所以大部分都以戶外體驗、實際

操作、相互分享的方式下去進行課程。 

2. 在烹飪的過程中會遇到一些問題，因為孩子較小，所以對於烹飪的安全知識都不是

很清楚，所以剛在執行時場面都會較混亂。 

3. 在把自己種植的蔬菜進行料理時，孩子也從中學習到很多，從一開始的無法分工或

者是不知道該從何著手，到現在已經可以寫出食譜與步驟，並且可以分工合作的完

成烹飪。 

4. 製作地瓜料理的過程，有遇到孩子帶過來裝油的瓶子倒進去時產生了油爆，所以也

因為這件事情讓孩子了解到裝油的瓶子一定要乾淨，不可以有水分。 

5. 行銷體驗執行的比較少，未來還會讓孩子多認識與體驗產銷這一部份。 

6. 未來想再讓孩子進行小小解說家的活動，可以介紹自己的菜園給全校的師生或者是

遊客認識，培養孩子把自己的所學表達出來。 

 

  食農課程對於孩子來說是非常好玩且收穫良多的課程，在這個課程中，每個人都

可以是對方的老師，不僅學生在學習，連老師也都一起在學習中。有時會發現孩子在

種植蔬果的過程中，知道的事情比老師還多，從中就可以感受到孩子深受父母職業與

家中環境的影響，如果家裡是務農的，對於這些相關知識就會比其他孩子清楚許多，

也讓我非常感動，師生共學的氛圍非常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