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嘉(家)之所在 
 

葚(滲)入我心 

 

 

嘉義縣 112 年度食農教育優良教案甄選  

 

 

   
收件

編號 

（由收件學校填寫） 

組    別 

□低年級組   

□中年級組    

□高年級組    

■國中組 

教案名稱 嘉之所在，葚入我心 



1 
 

目錄 

 

 
壹、課程理念………………………………………………………… 1 

貳、課程架構………………………………………………………… 1 

參、教學方法………………………………………………………… 1 

肆、教學活動………………………………………………………… 2 

伍、教學成果………………………………………………………… 6 

   一、教學過程…………………………………………………… 6 

   二、學生作品…………………………………………………… 11 

陸、教學反思………………………………………………………… 16 

 

 

 

 

 

 

 

 

 

 

 

 

 



1 
 

嘉義縣 112年食農教育教案 

 

壹、課程理念 

    身為農業大縣的孩子，很多學生不了解嘉義縣為什麼敢自稱農業大縣，藉

由融入地理教育讓學生瞭解各鄉鎮的相對位置，利用網路搜尋的功能讓學找出

各鄉鎮的主要的農漁作物，並選擇一個有興趣的農作物進行資料蒐集，進而更

加了解這個作物。 

    身為義竹的孩子，也需要了解自己家鄉的農作物，所以這次選擇桑葚來進

行延伸運用，讓學生更了解桑葚的生長期程、種類、對身體的益處…等，並進

行桑葚果醬的製作，讓學生了解果醬的製作材料與過程。 

 

貳、課程架構 

     

 

 

 

 

 

 

 

 

參、教學方法 

    1.融入地理位置的認識 

    2.融入科技讓學生利用網路搜尋所需資訊 

認識嘉義 認識嘉義縣 2市 2鎮 14鄉的地理位置 

了解嘉義 了解嘉義縣各鄉鎮的主要農漁作物 

運用義竹 運用義竹主要生產的桑葚來製作果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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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邀請達人到校指導學生桑葚果醬的製作 

肆、教學活動 

領域/科目 自由講堂 

實施年級 七年級 

主題名稱 認識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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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IV-1參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作，並負責完成分內

工作。 

2c-IV-2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用。 

3d-IV-2分析環境與個人行為的關係，運用策略與行動，促進環境永續

發展。 

學習 

內容 

輔 Dc-IV-2團體溝通、互動與工作效能的提升。 

輔 Bb-IV-2學習資源探索與資訊整合運用。 

家 Aa-IV-2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與行為。 

家 Aa-IV-3飲食行為與環境永續之關聯、實踐策略及行動。 

核心 

素養 

總綱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U-B2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之素養，進行各類媒體識讀與批

判，並能反思科技、資訊與媒體倫理的議 題。 

U-C2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異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

作的精神與行動。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科 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力。 

品 J1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資 E9 利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閱 J8 在學習上遇到問題時，願意尋找課外資料，解決困難。 

所融入 節次 1-2融入科技領域、品格教育、資訊教育、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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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單元 節次 3-4融入品格教育、科技領域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地理/台灣地理 

綜合/認識學校所在的位置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 

桑葚果醬製作材料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時

間 
4節課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2b-IV-1參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作，並負責完成分內工

作。 

2c-IV-2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用。 

3d-IV-2分析環境與個人行為的關係，運用策略與行動，促進環境永續發

展。 

學習 

內容 

輔 Dc-IV-2團體溝通、互動與工作效能的提升。 

輔 Bb-IV-2學習資源探索與資訊整合運用。 

家 Aa-IV-2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與行為。 

家 Aa-IV-3飲食行為與環境永續之關聯、實踐策略及行動。 

學習目標 

認識嘉義縣各鄉鎮名稱、所在位置、特色產物，了解製作果醬的過程，並

實際製作。 

領綱核心素養 

U-B2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之素養，進行各類媒體識讀與批

判，並能反思科技、資訊與媒體倫理的議題。 

U-C2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異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

的精神與行動。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利用網路搜尋所需資訊，並進行閱讀分析，找到所需的資料 

在小組活動中，學習彼此互相溝通協調的能力 

議題融入 節次 1-2融入科技領域、品格教育、資訊教育、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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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節次 3-4融入品格教育、科技領域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嘉義縣共轄 2市 2鎮 14鄉，提問學生是否了解這些鄉鎮市的名稱與

地理位置 

【時間】 

5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回答 

【發展活動】 

1.請學生利用電腦進行搜尋，將各鄉鎮的名稱及位置填入相對應的地

點 

 

2.各組發表各鄉鎮的位置及名稱，並比對各組資料是否有誤 

 

3.利用電腦進行搜尋，將各鄉鎮的主要農漁作物找出來 

 

 

【時間】 

10分鐘 

5分鐘 

 

20分鐘 

【評量重點】 

學習單 

小組合作情形 

【綜合活動】 

請各組將找到的資料進行討論 

【時間】 

5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回答 

第二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各鄉鎮的農漁作物各有特色，提問各鄉鎮是否有他們的特色作物 

【時間】 

5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回答 

【發展活動】 

1.各組將所搜尋到的資料發表，並比對各組所搜尋出的資料 

 

 

2.選定兩項有興趣的農作物，利用網路搜尋介紹其特色 

 

3.發表各組結果 

【時間】 

15分鐘 

 

10分鐘 

 

13分鐘 

【評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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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回答 

學習單 

小組工作分配 

【綜合活動】 

針對各組發表結果進行討論 

【時間】 

2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回答 

第三-四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講師提問桑葚的相關問題，從而了解學生對桑葚的了解程度 

【時間】 

5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回答 

【發展活動】 

1.講師介紹桑葚的產期、品種、對人體的益處…等相關資訊 

 

2.講師說明製作桑葚果醬所需的材料 

 

3.實際製作桑葚果醬 

【時間】 

10分鐘 

 

10分鐘 

 

50分鐘 

【評量重點】 

實作 

【綜合活動】 

1.利用現場製作完的果醬搭配吐司與牛奶讓學生品嚐 

2.利用提問讓學生對果醬製作、保存方法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時間】 

10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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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成果 

一、教學過程 

  

★各組上網搜尋資料，小組成員互相討論 

  

 

★各組將蒐集到的資料發表在黑板上 

   

★各組上台發表搜尋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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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進行統整，並詢問相關問題 

★教師詢問相關問題，學生回答踴躍 

   

★講師介紹桑葚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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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葚樹的觀察，桑葚品種的介紹，學生品嚐不同品種的桑葚 

   

★老師介紹桑葚果醬的製作材料，學生秤重所需的砂糖、冰糖的重量 

   

★將所需的材料放入鐵鍋中攪拌，再放到火爐上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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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老師也加入課程行列，學生認真翻攪果醬避免燒焦 

   

★老師將剛做好的桑葚果醬加入牛奶，學生喝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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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騰騰的果醬包在吐司中也是超級美味 

   

★桑葚果醬裝進玻璃罐中就大功告成啦 

 

★自製桑葚果醬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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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製的果醬夾在吐司中分享給老師們，讓大家一起享受美妙的滋味 

 

二、學生作品 

 

★學習單：認識嘉義縣各鄉鎮市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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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各鄉鎮主要的農漁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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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介紹兩種農漁作物 

   

   

★學習單：桑葚的介紹 

 

★記錄製作果醬所需的材料，並融入英語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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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圖文記錄製作果醬所需的材料 

 

 

 

★利用圖文紀錄製作果醬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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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製作果醬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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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省思 

在教案設計的過程中，我們希望讓學生對自己的家鄉有更多的認識，所以我們設計了認

識嘉義縣的活動，結合地理與綜合活動課程，認識嘉義縣各鄉鎮市的名稱與地理位置，讓學

生對於嘉義縣更認識。 

 

接著，讓學生利用分組合作方式，在小組中一起搜尋資料，進而組織搜尋到的資料，搜

尋嘉義縣各鄉鎮主要種植的農作物、漁產，各鄉鎮之間的相關性與差異性，綜合找到的資料

寫成學習單，在課堂上發表，不僅更了解縣長所稱嘉義縣是農業大縣之外，更在小組合作活

動中學習。 

   

小組也利用網路搜尋有興趣的農作物，並整理成學習單，各組上台發表所搜尋到的資

料，不僅讓學生在小組活動學習合作，更讓學生練習上台發表自己的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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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作果醬的過程中，利用在地的食材製作果醬，不僅是食在地，也讓學生更了解家鄉

的特色作物，學生更了解桑葚對人體的益處，也了解製作果醬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 

   

最後，藉由分享食物達到感恩、惜福、不剩食的良善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