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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理念 

    本校於110學年度成立食農教育社群，集結綜合活動、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

與英文領域教師，規劃並研擬食農教育模組希冀食農教育能在校內擴大參與及

深耕,茲將教學模組說明如下: 

『番茄紅了』的教學模組 

   本校上學期自然與藝術的跨域課程已經帶領學生進行校園導覽健康檢查，分

析本校了生物多樣性，學生從中發現校園外來樹種大於原生樹種,而且學校的綠

覆面積不足,為了提升綠覆率，可以運用大面積建築物向陽處平台，進行綠化種

植，除此之外為了吸引蝴蝶蜜蜂前來也在彩繪後的寶特瓶種上蜜源植物，有效

提升校園植物種類與數量。 

   為了延續上學期的探究，預計進行『番茄紅了』的教學模組，在學校的兩處

平台進行綠花園設置，一處進行蜜源植物種植，吸引鳥蝶以提升校園生物多樣

性；另一處種植具有民雄特色的水果(玉女小番茄)，因為根據資料,全國每五顆

番茄就有一顆來自嘉義，嘉義縣市產量加總起來是全台之冠，不只如此，在每

年舉辦的全國小果番茄競賽之中，嘉義幾乎囊括所有比賽獎項獲得殊榮。玉女

小番茄改變了農村，帶動年輕人回流，嘉義縣見證了時代的轉變。而民雄更是

玉女小番茄的故鄉 (資料來自行政院農委會食農教育平台) 

為了讓學生瞭解友善環境的農法，課程中更規劃與『蚓菜共生農法與酵素肥料

農法等小農合作，引導學生友善環境之重要並學習與大自然共好! 

『健康饗宴』的教學模組 

   飲食，深度連結每個人的一天，甚至是一生，但我們對於飲食到底了解多

少？食育力等於國力，台灣國人10大死因中有8項與肥胖相關，2020年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爆發後，飲食選擇對健康的影響更受重視。為了扭轉肥胖死的未來，

讓孩子從小就學會如何正確選擇食物，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因此本學期結合

綜合活動課程，規劃『健康饗宴』的課程模組，引導學生探究『如何透過飲食

促進健康生活?』，首先從分析民雄外食的比例、外食的有哪些食安問題？引發

學生的問題意識，然後再思考解決的策略，規劃設計符應青少年發展階段的營

養需求的飲食，將小番茄加入早餐製備的食材中並實際製備健康早餐。 

    為了能夠將成果分享給全校師生，因此由學生規劃成果分享會，分享這學

期以來的種植的點點滴滴與相關產品分享。學生將自主分成三組分別是米穀鬆

餅、成果簡報及公關組(包括米穀鬆餅組:製作米穀鬆餅、簡報組:簡報分享如何

種植小番茄、公關組(負責邀請校長、各處室主任組長、班級導師、農學老師也

是家長的冠軍番茄得主高文聰先生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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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架構 

單元名稱 節數 教學重點＊ 

番茄紅了 8節 

1-1覺察農業與與經濟、社會、環境的關聯與價值 

1-2分析農業科技帶來的助益及環境相關問題 

1-3探究慣行農法與友善環境農法的影響 

1-4運用友善環境的農法如蚓菜共生與自製酵素肥料 

1-5實際耕地以種植玉女小番茄 

健康饗宴 8節 

2-1覺察農產品與健康飲食關聯 

2-2分析民雄外食的比例，有哪些食安問題並反思自己與家

人的飲食消費行為  

2-3分析早餐如何吃得健康 

2-4製作健康早餐 

2-5.討論成果分享會的相關事項:分組擔任各項工作:包括

米穀鬆餅組:製作米穀鬆餅、簡報組:簡報分享如何種植小

番茄、公關組(負責邀請校長、各處室人員、班級導師、

家長:冠軍番茄高文聰先生) 

2-6執行成果分享會 

 

各模組單元架構 

1.單元一番茄紅了 

 

2.單元二健康饗宴 

 

 

 

單元名稱
番茄紅了

活動(一)科技農業
1節

活動(二)慣行VS友善農法
3節

活動(三)校園小農夫
4節

單元名稱
健康饗宴

活動(一)食字路口2節
活動(二)食物金字塔

3節
活動(三)成果分享會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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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方法 

分組合作學習、體驗教學法、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肆、評量方式 

單元

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番茄

紅了 

1-1覺察農業與與經濟、社會、環境的關聯與

價值 

1-2分析農業科技帶來的助益及環境相關問

題 

1-3探究慣行農法與友善環境農法的影響 

1-4運用友善環境的農法如蚓菜共生與自製

酵素肥料 

1-5實際耕地並種植玉女小番茄 

1-1口語評量 

 

1-2紙筆評量 

1-3高層次紙筆評量 

1-4實作評量 

1-5實作評量 

健康

饗宴 

2-1覺察農產品與健康飲食關聯 

2-2分析早餐如何吃得健康 

2-3規劃並製作健康早餐 

2-4討論成果分享會的相關事項:分組擔任各

項工作:包括米穀鬆餅組:製作米穀鬆餅、簡

報組:簡報分享如何種植小番茄、公關組(負

責邀請校長、各處室人員、班級導師、家長:

冠軍番茄高文聰先生) 

2-5.執行成果分享會 

2-1口語評量 

2-2紙筆評量 

 

2-3高層次紙筆評量 

2-4實作評量 

 

 

 

2-5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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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活動 

領域/科目 綜合活動-家政 

實施年級 七年級 

主題名稱 民雄饗食•響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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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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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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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家Aa-IV-3飲食行為與環境永續之關聯、實踐策略及行動  

童Da-IV-2人類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的理解，及永續發展策 略的

實踐與省思。 

家Aa-IV-1個人與家庭飲食行為之影響因素與青少年合宜的飲食

行為。 

家 Aa-IV-2 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與行為  

家 Ab-IV-2 飲食的製備與創意運用 

輔 Dc-IV-2 團體溝通、互動與工作效能的提升。 

輔 Ac-IV-1 生命歷程、生命意義與價值的探索。 

核心 

素養 

總綱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B2 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 

領綱 

綜-J-C1-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規劃、執行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

活動，落實公民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行動價值 

綜-J-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等資源，並能分析及判斷其適切

性，進而有效執行生活中重要事務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科E1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式。  

科E9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力。  

品J3關懷生活環境與自然生態永續發展。 

資E8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生J5覺察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飲食運

動、休閒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值思辨，尋求解決之

道。 

品EJU1尊重生命 

所融

入之

單元 

單元一番茄紅了 

單元二健康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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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

名稱 

番茄紅了 
時間 8節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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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Aa-IV-3飲食行為與環境永續之關聯、實踐策略及行動  

童Da-IV-2人類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的理解，及永續發展策略的實踐

與省思。 

學習

目標 

1-1覺察農業與與經濟、社會、環境的關聯與價值 

1-2分析農業科技帶來的助益及環境相關問題 

1-3探究慣行農法與友善環境農法的影響 

1-4運用友善環境的農法如蚓菜共生與自製酵素肥料 

 1-5實際耕地以種植玉女小番茄 

領綱

核心

素養 

綜-J-C1-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規劃、執行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動，落實

公民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行動價值 

綜-J-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等資源，並能分析及判斷其適切性，進而有

效執行生活中重要事務 

核心

素養

呼應

說明 

1.透過探究農業與環境關係並實際運用友善農法種植作物，進一步反思與人

與環境永續的關聯。 

2.為了以友善農法種植小番茄必需善用科技、資訊等資源進而有效執行生活

中重要事務 

議題

融入 

說明 

科E9在課程活動中須以組為單位蒐集資料、栽培與紀錄作物，故須具備與他

人團隊合作的能力。 

品J3透過分析農業與環境及經濟的影響，關懷生活環境與自然生態永續發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

結 

綜合活動-童軍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

資源 

筆電、平板、數位大電視、小鋤頭、玉女番茄及聖女小番茄苗，

支架。學習單 

食農教育學

習內容 
食J1探索農業生產與科學應用的關聯性，理解農業科技帶來的助

益及相關的環境議題。 

食J2參與農業產銷相關工作場域的體驗活動，探索農業相關的職

業與生涯發展。 

食J1了解青少年發展階段的營養需求重點，設計並製備合宜的健

康飲食。 

食J1善用在地、當季食材，設計並製作創意餐點或簡易加工食品。 

食J1反思自己與家人的飲食消費行為，實踐綠色消費。 

食J1認識國際進餐禮儀，了解各國飲食文化特色，展現合宜的用

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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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資E8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包括google雲端硬碟及padlet還整理資

料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活動一:科技農業 

1.教師播放農業與經濟 PPT 

2.引導學生討論: (1)農業與環境的關係 (2)農業與經濟的關

係  

3.教師引導各組運用 TAP 

論證法來探究【科技是農業

發展的利器還是破壞環境的

凶器】 

4.教師舉例: 

A主張：對議題和問題的回應:選擇『科技是農業發展的利器』

還是『科技是破壞環境的凶器』 

 

B論點：支持的證據是什麼？包含了資料(Data)、圖表(figure、

plot)和解讀(interpretation)。資料包含了從自然界觀察或

測量的資料，或是經過有控制的實驗得到的結果。證據應該要

適當且足夠。適當指的是證據必須和主張相關，加入無關的證

據只會削弱論證的強度。證據的來源可以是由學生第一手實驗

或觀察獲得的資料，也可以是第二手資料，例如來自科學家的

實驗數據，由於有些現象太小如原子，有些太大如宇宙，或者

太久如演化，因此需要使用第二手資料，例如使用他人的研究

結果來當證據。 

C反例: 在科學上，一種現象或問題通常會有多種可能的解釋，

也就是有多種不同的主張。反例是找出另有解釋，即其他的主

張，並且證明它是錯誤的。例如有哪些兼顧科技農業與友善環

境瘩做法 

D限制:所提出的主張只有在某個條件下才成立，無法推論到所

有情境 

5.TAP 論證發表 

A各組發表TAP論證結果  

B邀請學生對各組提出想法或質疑  

6.教師總結 

【時間】 

一節 

 

 

 

 

 

【評量重點】 

1.說出農業與

環境關係 

2.發表TAP論

證結果 

活動二:慣行 VS 友善環境農法 

1探究友善農法與慣行農法對環境的影響 

A教師發下平板 

【時間】 

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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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學生以組為單位查詢什麼是慣行農法?什麼是友善農法並比

較其差異 

C各組發表比較的結果 

2.教師總結 

3,藕遇酵素村踏查:教師帶領學生參訪牛斗山社區友善農法種

植作物 

A社區導覽:老鷹之手拍攝地走讀 

B比較友善農法與慣行農法種植的作物差異 

C了解藕粉製作過程並實際刮藕粉喝蓮藕湯 

D實際種植作物:玉米、小番茄等 

4實際體驗友善農法策略: 

A引導學生用平板探究友善農法策略 

B教師簡介友善農法之蚓菜共生法(本校有蚓菜共生桶)及環保

酵素策略 

C邀請高佩庭講師帶領學生實際製作環保酵素 

5教師總結 

環保酵素製作後放在洗手檯下，每天觀察，如果有氣出來時

要放掉以免爆瓶，為了我們玉女番茄，這個酵素就非常重

要，請大家多努力! 

6活動預告 

下次702要整地以便種植聖女番茄，701準備盆子種植玉女小

番茄704整理蚓菜共生桶種植玉女小番茄(校地不夠大，也藉

此比較地植與盆植差異) 

 

 

【評量重點】 

1.發表各農法

探究結果 

 

 

 

2完成社區踏

查學習單 

 

 

3.製作並紀錄

環保酵素 

活動三:校園小農夫1:辨識小番茄 

1.教師以PPT引導學生辨識小番茄種類 

2.各組運用平板上網查資料以了解小番茄與民雄的關係以及

種植技巧 

3各組分享如何友善種植小番茄 

4.鋤草:全班到舊樹葉的家挖除土香，為未來的食農教育園地

整備 

5.邀請學生分享整地心得 

6教師總結：透過陽光、水分、土壤、空氣與種子之間的相互

作用，觀察與感受生命的力量，嘗試去發現生活中的美好，

嘗試去發現花草間的無窮樂趣與生命的韌性 

【時間】 

二節 

【評量重點】 

1指出玉哪一

個是女小番茄

以及聖女小番

茄 

2.整地心得 

活動四：校園小農夫二:種植玉女小番茄 

1.教師介紹農學教師高文聰(冠軍番茄得主)蒞班指導 

2.全班一起將銀黑布及黑布蓋在土地上 

3.每位同學將小苗種入，分配一周一組，每組兩人澆水 

【時間】 

二節 

【評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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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說明學習單:作物栽培日誌 

A各組掃描QRCode查詢作物的栽培方法 

B選擇各組的padlet  

C每週都要拍照記錄並上傳並記錄在作

物栽培日誌的學習單上 

6教師總結：作物栽培尤其是雜糧阿小

番茄等，都是一個慢長並考驗恆毅力

的事，作物最需要的就是陽光、水、

土壤、養分，現在我們將地整理好

了，土壤具備，其他就考驗大家的迺

欣和毅力，每天都要澆水，觀察作物

生長以及需求，看它們的需求給予相

對應的滿足，例如生長期需要水就不

能少給，需要肥料就要運用我們的環保酵素(感謝高珮庭講師

先給我們一些酵素，我們製作的須等三個月後)期待三個月後

的成果 

1.各組能夠種

植小番茄並且

使用QRCode查

詢作物的栽培

方法 

2.檔案評量: 

每週拍照記錄

上傳padlet並

寫在作物栽培

日誌的學習單

上 

教學

提醒 

1.走讀社區時可以邀請社區耆老導讀並導入社區文化與產業 

2.友善農法策略中蚓菜共生桶需要特別注意要放入生的菜，不要有油

質 

3.環保酵素製作比例是1:3:10(黑糖:果皮:水)瓶蓋不要旋緊 

4提醒學生使用平板與Padlet線上共編，並用作物栽培日誌學習單紀

錄每週植物的生長情形 

參考

資料 

1.食農教育教學資源平台https://fae.coa.gov.tw/ 

2.行政院農委會農業統計資料查詢

https://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inquiry/InquireAdvan

ce.aspx 

3.「土香」防治沒有捷徑，唯有~勤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7J030F0M4 

4.美容院不剪燙，美妝小番茄出冠軍

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22184/amp 

5.嘉義民雄玉女番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reload=9&app=desktop&v=Vc_Zcep

iuns 

6.玉女番茄種植方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rBNIUU8IwPo 

7製作環保酵素https://health.tvbs.com.tw/review/321717 

附錄 附錄一番茄紅了、作物栽培日誌、環保酵素DIY 

 

https://fae.coa.gov.tw/
https://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inquiry/InquireAdvance.aspx
https://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inquiry/InquireAdvance.asp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7J030F0M4
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22184/am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reload=9&app=desktop&v=Vc_Zcepiu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reload=9&app=desktop&v=Vc_Zcepiu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rBNIUU8Iw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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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健康饗宴 

時間 8節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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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家Aa-IV-1個人與家庭飲食行為之影響因素與青少年合宜的

飲食行為。 

家 Aa-IV-2 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與行為  

家 Ab-IV-2 飲食的製備與創意運用 

學習目標 

2-1覺察農產品與健康飲食關聯 

2-2分析民雄外食的比例，有哪些食安問題並反思自己與家人的飲食

消費行為  

2-3分析早餐如何吃得健康 

2-4製作健康早餐 

2-5.討論成果分享會的相關事項:分組擔任各項工作:包括米穀鬆餅

組:製作米穀鬆餅、簡報組:簡報分享如何種植小番茄、公關組(負

責邀請校長、各處室人員、班級導師、家長:冠軍番茄高文聰先生) 

2-6執行成果分享會 

領綱核心

素養 

綜-J-C1-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規劃、執行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

動，落實公民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行動價值 

綜-J-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等資源，並能分析及判斷其適切

性，進而有效執行生活中重要事務 

核心素養

呼應說明 

在食字路口及食物金字塔活動，學生需要運用CANVA及PADLET等蒐

集整理相關資訊並分析判斷其適切性以有效執行健康早餐，進而執

行利他的成果分享活動落實關懷環境永續 

議題融入 

說明 

生J5覺察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尤其是健康飲食運動等課題上進行價

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科E1透過線上共編資料，引導學生學習運用平板來進行資料整理與

管理 

資E8 透過 google 文件共編，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科E9 透過小組合作種植作物與討論成果分享，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

能力。  

品EJU1藉由收成與成果分享會，培養學生尊重生命與感恩之心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活動一: 食字路口 

教師說明: 
你知道市售的食品從生產、製作，到被消費者購買與食用的過程

中，經歷了哪些程序呢?又隱藏了哪些可能傷害我們健康的陷阱

呢?讓我們以三明治為例，一起當健康飲食小偵探，好好地找出這

些陷阱吧! 

【時間】 

二節 

【評量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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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以PPT說明進行的方式 

2.小組任務:從三明治製作流程的圖片中，嘗試找出製作過程中 

A有哪些農產品?哪些是食物哪些是食品? 

B可能造成健康威脅的陷阱，並歸納分類，寫在padlet上 
3.反思:一個小小的三明治，就可能隱藏那麼多的健康陷阱，你一

天吃進那麼多種類的食物，該如何為自己的健康把關呢? 

4.外食比例分析:教師示範調查外食比例的方法小組討論並執行

民雄國中外食比例調查 

5.分析調查結果並分享自己的感受 

6反思: 反思自己與家人的飲食消費行為，是否能達成健康飲食?

為什麼? 

1.學生舉出

農產品與健

康的關聯 

2.在學習單

寫下分析民

雄外食的比

例，及有哪

些食安問題 

3學生反思自

己與家人的

飲食消費行

為 

活動二食物金字塔 

1.老師提問:早餐都吃哪些食物? 

(1)小組討論並整理於小白板上 

(2)反思以下問題並記錄在筆記本上: 

  Q1我們的早餐吃的健康嗎?哪些地方健康?哪些地方不健康? 

  Q2如何吃得健康? 

2.教師發下食物金字塔的學習單完成任務一閱讀文本後製作概

念構圖的學習策略 

3.教師帶領學生討論任務二:嘉怡的早餐吃得健康嗎?並說明理

由 

4.各組獨力完成任務三:suhaali老師早餐吃得健康嗎?並說明理

由 

5.各組擬定健康早餐的材料 

A每組以500元的預算，購買小組所需的『健康早餐』材料。 

B所採買的早餐須符合健康早餐的條件 

C需標出預算以及產地(以民雄在地生產為主還要有小番茄)以及

分工表 

6.各組發表討論的結果 

7製作健康早餐: 

A到家政教室依據各組的需求，準備相對應的器材與用具 

B清洗所有器材與用具 

C製作早餐 

D小組分享所製作的健康早餐 

8教師提問: 

【時間】 

三節課 

 

【評量重

點】實作評

量 

1,概念構圖

的學習策略 

2,分析嘉怡

及suhaali老

師的早餐學

習單 

 

 

 

 

2高層次紙筆

評量:健康早

餐學習單 

 

3製作健康早

餐需含有小

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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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製作的早餐包含了哪些食物?哪些食品? 

Q2與事先設想的健康早餐一樣嗎?如果不一樣是因為什麼因素導

致的? 

Q3最喜歡哪一組的健康早餐?為什麼? 

9教師總結 

活動三:成果分享會 

1.教師帶領學生採收小番茄 

2.比較地植與盆植的差異:運用五感比較 

3.教師以padlet帶領學生回顧種植作物的歷程，邀請學生分享

看完的感受 

4教師提問: 

Q1我們種植作物的過程中有那些做得好?那些還需要改善的地

方? 

Q2如果有人要種植你會提供哪些建議? 

Q3整作物栽培過程，有需多貴人協助才能成就這件事，回顧一

下有哪些貴人呢? 

Q4怎麼將我們的成果分享給協助過我們的人呢? 

5教師引導學生討論成果分享會辦理的方式 

6各組分工進行:分成三組分別是米穀鬆餅、成果簡報及公關組

(米穀鬆餅組:製作米穀鬆餅、簡報組:簡報分享如何種植小番

茄、公關組(負責邀請校長、各處室主任組長、班級導師、農學

老師也是家長的冠軍番茄得主高文聰先生蒞臨指導) 

7實際辦理成果分享會 

8教師總結 

【時間】 

三節 

【評量重

點】1.回應

教師的提問 

2.學習單寫

下討論成果

分享會的相

關事項 

3執行討論結

果 

教學提醒 
1.早餐製作應扣合在地性及健康需求並且將小番茄放入材料選項中 

2.番茄成熟不一致，可以引導學生依照需求採收及共享給全校師生 

3.持果分享會形式可以讓學生自由規劃 

參考資料  

附錄 附錄二食物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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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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食農教育緣起於欲找回食物的鏈結進而加強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關聯。

為此，結合自然與綜合活動 領域教師成立食農教育社群，規劃並研擬食農教育

模組，希冀食農教育能在校內擴大參與及深耕。  
本校食農教育亮點: 

1.全校師生共享的食農教育:設置虛擬青農農會讓全校師生預約種子種苗花盆

及土壤種植(10個班)以及預約環保酵素製作(有15個班參與)  

2.提供相關教材給師生種植參考:A作物栽培日誌B番茄種植方法 

3.邀請農學教師至校協助師生種植作物(或講座或實際帶領學生從整地到架小

番茄支架等)  

4.辦理食農體驗活動共計2場次A富春農場室外栽培(聖女小番茄)D牛斗山溫室

栽培(玉女小番茄)  

5.辦理成果分享會:由學生分享作物栽培要領，以及將採收作物製作成美味料理

分享給農學老師及師生們 

茲將教學過程及學生作品以圖片輔助說明如下: 

 一、教學過程（含照片） 

  

702整地除草(尤其是除土香) 702參訪友善農法種植溫室玉女小番茄 

  

體驗在地特色刮藕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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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確診也要線上一起上課 環酵課程也吸引教師及圖書館志工來

參與 

整理年久失修的蚓菜共生桶 



15 

 

  

玉女小番茄達人家長用農機協助整地 農學教師引導學生種植聖女小番茄 

  

校園土地不大故而善用泥地，704整理之前廢棄的花盆雜草以便進行盆植 

  

番茄紅了課程探究 701盆植的玉女番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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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平板查詢資料並上傳 PADLET 健康饗宴課程學生表示吃早餐的情況 

  

健康饗宴:用五感辨識玉女還是聖女番

茄 

製作健康早餐:含在地作物 

  

觀察並記錄小番茄生長情形 用酵素進行病蟲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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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番茄公主帶的班上的同學檢視番
茄健康情況 

 
成果分享會學生邀請校長致詞不僅稱讚學生更賦予未來食農教育高期待 
 

小番茄園除草:除了澆水施酵素
肥還要鋤草尤其放長假後 

為了讓小番茄園能夠保水，學
生想出寶特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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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學生作品 

 

  

 
 

 

寫卡片感謝農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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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結合雙語教學健康早餐製作

步驟 

健康早餐作品 

  
健康早餐作品 原本不太投入的學生，自動自發管理

食農教育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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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省思（教學者反思） 

(1)『番茄紅了』的教學模組(綠花園模組)在學校的兩處平台進行綠

花園設置，一處 進行蜜源植物種植，吸引鳥蝶以提升校園生物多樣

性；另一處種植具有民雄特色的水 果且與『蚓菜共生農法與酵素肥

料農法等小農合作，引導學生友善環境之重要並學習 與大自然共

好。完成主題課程後，學生一改

農業就是夕陽產業、書讀不好才

會從事的職業的刻板印象，紛紛

表示很想從事農業，因為農業很

重要，是很有影響力的職業，尤

其是結合科技，能讓農業益加精

彩。尤其聽完冠軍番茄的高爸爸

分享後，玉女番茄的拍賣價可以

到一斤500以上時，更是躍躍欲試! 

 A特殊生的療癒 

 對於班級的特殊生而言，農務活動可以讓過動的學生慢下來可以獨

處，甚至從一開始的詩離到最後不僅跟上農務節奏，還能自己觀察

食農教育園地的需要自動自發的整理與維護。 

 B恆毅力與負責任態度的培養  

  本次食農教育特別規劃需要三個月以上的番茄栽培活動，而不是

蔬菜，主要是要培養學生的恆毅力與負責的態度，依據學生的表現

以及導師的回饋，本教學設計非常有成效!甚至連冠軍番茄的家長都

讚嘆連連，因為同時間富春番茄園(番茄公主家)也是因為氣候變遷

災損連連，故而本校農園可以結實累累，有賴學生們的負責栽培以

及酵素發揮很大的效果! 

C共享共好 

  玉女及聖女小番茄是陸陸續續收成的，學生會天天採摘新鮮的番

茄分送給各處室主任組長導師享用，並且還想辦理成果分享會，讓

一些有做環保酵素的班級也共享成果 

 (2『健康饗宴』的教學模組讓孩子從小就學會如何正確選擇食物，

透過飲食促進健康生活 ，學生以前覺得健康的食物不美味，藉由這

爪提課程不僅珍惜食物，甚至覺得太好吃(明明下一節課就是午餐，

仍覺得自己做得早餐太美味了，寧可不吃學校午餐，也要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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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摘錄學生及導師的回饋 

(4)建議 

A本次種植在事前即著手製作環保酵素為環境盡心力外，更是作物的

重要肥料以及防蟲劑，所以未來如果有作物栽培，強烈建議要事先

先做環保酵素(因為需要花費三個月時間)，本次感謝社區媽媽贈送

製作好的環酵，使得師生的在培成果豐碩 

B作物栽培非常重視節令，小番茄如能在九月種植，才能在學期結束

前採收，學生更有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