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桃園市觀音區育仁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課程評鑑實施情形及其效果檢討紀錄 

桃園市觀音區育仁國民小學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與檢討 01(質性~食農) 

食農教育之實施過程和評鑑檢討 

(一)課程實施之計畫 

種植有機蔬菜，健康又樂活 

壹、前言： 

      今日的學校不僅要成為社區的中心，更要成為自然的聰明的經營者。 

    經由學校的營養午餐發現，大部分小朋友都較不喜歡吃青菜，尤其是像青椒、茄

子、小黃瓜等，所以本校利用自然與生活科技認識植物的課程，把午餐時才融入教

學，小朋友們透過在廚房旁邊的一塊空地開闢成蔬菜教材園，透過親手栽種當令蔬

菜，了解蔬菜的可貴與營養價值，進而更喜歡吃蔬菜。   

貳、設計理念 

一、 透過由學生自己種菜的活動，培養正確、安全及健康的飲食觀念 

二、 讓學生自己動手做，培養實用的經驗與能力 

三、 運用小組討論、相互溝通解決問題，培養學生合作學習的態度 

四、 課程設計統整自然與生活科技植物課題，可單獨或抽離進行，以方便教學 

參、課程目標 

一、察覺植物的各部位各具功能 

二、認識動植物的生態 

三、發現植物的繁殖方法，比較植物構造異同 

四、自製有機液肥，豐富自然環境知識，強化環境教育 

五、 養成主動參與實作及合作的態度 

六、能運用科學知識技能於生活中 

 七、透過種植活動讓學生理解食物、生命與環境的關係。 

 

肆、教材分析 

一、植物的繁殖、植物的吸收與蒸散、光合作用、食物鏈等觀念，學生已經具備初步

概念。 

二、教學過程可透過生活化、實用化、遊戲化的課程，讓學生習得與植物相關的各項

知能。 

 

伍、教學資源 

 一、師生課前蒐集常吃蔬菜的圖鑑、錄影帶及實物 

二、上網或上圖書館查詢資料，或訪問學區內從事農作人員及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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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計劃 

主題      種植有機蔬菜、健康又樂活 

學習領域別 跨學習領域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對象  國小五年級  教學者  高年級教師 

教學地點  桃園市育仁國小 教學日期  112年 10 月~113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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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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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有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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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一：我想種的菜 

主題 教學流程 評量方式 執行時間 

主題一 

我喜歡吃的

菜。 

主題二 

我想種的

菜。 

【提問與討論】 

與學生談一談他們喜歡與討厭吃的菜。 

【提問與討論】 

1. 引起學生種菜的動機後,了解一下學生們分別

想些什麼菜 

2. 在談談種菜前該注意的事情,例如(1)這個季節

適合種這種菜嗎？(2)如果適合,該怎麼種？(播

種、扦插…) 

3. 請學生蒐集上述問題之資料(上網、上圖書

館、問專家等)。 

發表 

學習手冊 

 

 

 

蒐集資料 

討論 

彈性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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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種菜真辛苦 

主題 教學流程 評量方式 執行時間 

 

種子的Ｘ檔案 

 

 

 

 

 

 

 

 

鬆土與播種 

 

 

【引起動機】 

師生共同煮一些種子(如花生、碗豆、玉米)，

煮玩後邊吃邊引導他們做種子的初步觀察. 

【觀察與發表】 

〔學習單 3：種子的Ｘ檔案〕 

【討論與記錄】 

師生共同討論種菜的地點、鬆土的工具及方

式、菜圃的規劃、播種的方式，探討施肥、

除蟲、澆水、日照等，並討論出解決的方

案。 

【實做與記錄】 

決定種菜計劃書後,便開始鬆土整地，各組進

行播種，並開始做蔬菜成長過程記錄。 

觀察 

 

 

 

學習單 

 

 

發表 

 

 

 

實作 

 

彈性課 

 

 

 

 

 

 

 

 

 

 

晨光時間數

天 

活動三：菜園的生態 

主題 教學流程 評量方式 執行時間 

 

菜園裡的不速

之客 

 

 

 

【提問與討論】 

1.老師提問：在菜園裡看到活動三：菜園的

生態什麼動物？這些動物對菜有什麼影

響？哪些是對菜有益的？哪些是對菜有害

的？要怎麼防止蟲害？各組討論並發表。 

【整理歸納】 

1.探討防止蟲害可行的方式—蓋網、噴殺蟲

劑、洒植物的汁液。  

2.討論如何設計一個蟲害觀察區  

【實作】 

1.分組抓蟲並記錄種類及隻數 

2.建立蟲害觀察區  

討論與發表 

學習單 

 

 

 

 

 

 

 

 

 

實作 

彈性課 

 

 

 

 

 

 

晨光時間 

下課時間 

 

 

 

 

晨光時間 

下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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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四：自製有機肥 

主題 教學流程 評量方式 執行時間 

有機液肥的 

製作 

 

【提問與討論】 

1.老師提問：肥料的種類有哪些？ 

2.施用哪些肥料種的菜，吃起來對人較

健康 

【實作】 

1.自製落葉堆肥。 

2.自製有機液肥。 

討論與發表 

 

 

 

 

 

 

 

 

實作 

 

 

 

 

 

 

彈性課 

 

 

 

 

 

 

 

晨光時間 

下課時間 

 

菜園裡的其它

族群 

 

 

 

 

 

 

 

菜園中的食物

鏈 

【提問與討論】 

1.討論菜園裡除了菜和蟲外，還有其它

的動植物嗎？ 

【說明】 

1.老師以圖片或影片說明什麼是族群？

什麼是群落？ 

【實作】 

1.各組記錄所看到的動植物。 

【提問與討論】 

1.共同討論菜園裡的族群有哪些？ 

2.討論菜園群落中的食物鏈關係。 

【整理歸納】 

1.菜園裡有很多不同的族群，這些族群

形成一個群落。 

2.菜園群落中有一些食物鏈關係存在 

 討論與發表 

 

 

 

 

 

 

記錄 

學習單 

執行時間 

 

 

彈性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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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五：慶豐收 

主題 教學流程 評量方式 執行時間 

 

成果採收 

 

 

 

 

 

我要如何處

理我的菜？ 

 

 

 

 

【討論與歸納】 

1.讓學生將已成熟的蔬菜採收下來。 

2.各組記錄其採收數量。 

3.比較各組採收數量與品質，並探討造

成差異的原因。 

【討論與活動】 

1. 各組探討將如何處理採收的蔬菜。 

2. 歸納各組的意見後，找出共同採用的

方法。 

3. 如果可能的話，可以進行各種不同形

式的活動，例如以物易物、包裝整理

後販賣、送給弱勢學生、回贈送聖誕

鞋盒禮物的國小或各自帶回家中或在

學校舉行美食饗宴。 

4. 討論並決議以什麼方式進行美食饗宴

活動，例如各自設計出一道蔬菜美

食。 

5. 著手準備活動所需的物品，於下次上

課帶來。 

記錄 

 

 

 

 

 

 

 

討論與發表 

 

 

晨光時間 

下課時間 

 

 

 

 

 

彈性課 

 

          活動六：種菜酸甜苦辣 

主題 教學流程 評量方式 執行時間 

 

美食饗宴 

 

成果發表與

心得分享 

 

【活動設計】 

1.就上次決議的方式進行各項美食饗宴

的相關活動。 

【討論與發表】 

1.各組討論適當的方式做成果發表，並

開始準備。 

2.鼓勵各學生以話劇方式呈現出正確的

飲食觀以及惜物的觀念。 

3.教師對整個活動加以歸納並做結論。 

 實作 

 烹煮 

 

 

討論與發表 

 

彈性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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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學年度彈性食農課程實施情形 

  

說明：小朋友輪流拿鋤頭翻土鬆土 說明：老師帶領小朋友培育菜苗 

  

說明：小朋友種植菜苗 說明：小朋友種植菜苗 

  

說明：小朋友拔草與抓蟲 說明：用午餐挑出的青菜自製有機液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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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小朋友平日的澆水 說明： 大黃瓜收成 

  

說明：參觀附近有機農場 說明：有機農場 DIY種植菜苗 

  

說明：結頭菜收成 說明：在教室烹煮收成的萵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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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實施之檢核: 

     食農課程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鑑 

項目  

評鑑重點  

(請參考教育部課程評鑑

指標擇重點選出)  

實施情形說明  

(實施方式-人、時、 

事)  

產生問題  規劃執行修正說明   

課程 

設計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

/主題之教學設計，適合

學生之能力、興趣及動

機，提供學生練習、體

驗、思考、探究及整合

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

意義化及適性化特徵。  

利用學校後花園空地作

菜圃設計，提供學生做

農事體驗。每學期設計

四個單元主題依序實

施。實施內容主題為:  

1.認識菜苗種子與實際

農作、均衡飲食與營

養、餐桌禮儀與美食料

理。  

2.實施對象與時間:高

年級生，每周一節。  

此課程設計各單元的

授課時數分配平均，

唯有時配合學校宣導

活動會占用部分時

間，以致影響某單元

的進度。  

對於因配合學校行

事，課程時間被壓縮

的單元，宜將後續單

元的時數再做調整與

重新分配，以利課程

的進行與完成。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

教材、內容與活動，重

視提供學生練習、體

驗、思考、探究、發表

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

習經驗之安排具情境脈

絡化、意義化及適性化

特徵，確能達成課程目

標。  

歷經鬆土、整地、耕

種、澆水、除草、施

肥、抓蟲、採收等過

程，學生在每一次的觀

察中發現變化並做紀

錄，也在體驗中因為看

到成長的喜悅而更關心

植栽的生長。  

此設計的實作活動較

為費體力和操勞，需

與家長先做好事前溝

通，有部分家長怕孩

子過於勞動影響課業

學習。 

由校方提出實作之操

作後增進孩童身心和

學習力增進之說明，

以此和家長溝通，並

於學期初之家長座談

時，提出此食農課程

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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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實施  

16-1規畫必要措施，以

促進課程實施及其效

果，如辦理課程相關之

展演、競賽、活動、能

力檢測、學習護照等。  

為促進食農課程的實施

效果，會鼓勵學生：  

1.瞭解與體驗作物栽植

與繁殖  

2.尋蟲趣  

3.拔草去  

4.完成食農觀察紀錄與

發表  

5.營養午餐吃光光  

6.美味料理上餐桌  

  

透過五感活動，讓食 

1.採無毒種植方式，

作物常被菜蟲吃光， 

收成不易。  

 

 

2.學生對於是蔬菜或

雜草有時易混淆，尤

其是小苗時，較難分

辨，易不小心拔錯。  

  

3.美味料理上餐桌只

能做簡易食物，因 

1.用網子蓋住蔬菜防

蟲害、選擇比較沒有

蟲害的蔬菜種類種

植。  

  

2.需先教學生辨識何

為雜草，何為蔬菜，

並現場示範指導以減

少出錯率。  

  

3.擬訂學生可完成的

簡易步驟點心或料

理，增加自己動手做

的機會。 

  農課程進一步深化學

習。  

  

  

學生的能力有限，需

要動到火或製作複雜

者，需有師長在 

旁協助。  

 

 

4.部分蔬菜帶回家料

理，促進親子交流。  

 

18-2 各領域/科目教學

研究會、年級會議及各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

就各課程之教學實施情

形進行對話、討論，適

時改進課程與教學計畫

及其實施。  

利用食農社群與課餘的

時間，老師間彼此做交

流。進行的形式多為菜

圃間巡禮、現場問題討

論與解決，另外也利用

食農社群時間做教學研

討。  

  

1.田地常因雨水造成

土壤流失。  

2.日照不足影響植栽

生長。  

3.為結合營養與飲食

教育，菜單食譜的設

計，有時容易偏頗 

某一類。   

  

1.可考慮田畦邊利用

磚或木板圍起來。  

2.部分植栽可運用花

盆種植，再移至日照

充足處。  

3.宜強調五大類食物

的重要性，在學生設

計菜單時建議引導他

們每一類的食物都要

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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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效果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

學生於各領域/科目之學

習結果表現，能有助本

教育階段核心素養的涵

養，及各學習重點的達

成。  

從動手做、大家一起分

工合作，透過五官知覺

觀察周遭環境的動、植

物與自然現象。除了一

起觀察植株生長變化，

也學習如何欣賞美的事

物。  

  

1.在工具的使用上，

偶有學生未歸回原

處。   

2.學生對於昆蟲的種

類與辨識較陌生。  

1.加強提醒學生注意

工具的使用安全，及

使用後物歸原位的良

好觀念。  

2.對於隨機出現的昆

蟲，給予簡略的介

紹，引導學習動機，

進而找尋更進一步的

相關知識。  

  

21-1學生於各彈性學習

課程之學習結果表現，

能符合課程設計之預期

課程目標。  

讓學生了解食物來源  

、增進食物選擇能力，

並促進健康飲食習慣的

養成。  

能引起學習動機，培養

愛護自然、關懷生命的

情懷與行動力。  

愛護自然與關懷生命

的情懷與行動力需要

長期培養，有的學生

上了課程很有感、有

行動力，有的還未能

領受。  

情意部分的學習要看

到明顯與巨大的成效

需要時間，除了食農

課也利用每日環境整

理時間及其他課餘時

間讓學生多接觸校園

植物並觀察其生長。  

  

說明：課程評鑑會議情形 說明：課程評鑑會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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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課程評鑑會議情形 說明：課程評鑑會議情形 

  

說明：課程評鑑會議情形 說明：課程評鑑會議情形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