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公立善化區小新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PBL 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糧安至上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節 

學習情境 全球食受到疫情、氣候變遷及戰爭,全球物價飛漲,全球糧食短缺問題浮現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糧食短缺的原因以及如何找出解決的方案？ 

跨領域之 

大概念 
變遷與因果：不同時空條件下糧食生活與生活環境之間變遷過程與因果關係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總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課程目標 學生能夠探索人、糧食與土地環境的問題，建立解決糧食短缺的能力。 

表現任務 

(總結性) 

任務類型：█資訊類簡報  □書面類簡報   □展演類  █作品類  □服務類  □其他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提出全球糧食短缺原因與因應的報告，並製作蔬菜種植的成果展現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問題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 

(學習評量) 

第 1-7週 

(20節) 

1. 世界正在飢餓嗎？ 

 

 

 

 

◼世界糧食日 

 

 

 

 

◼認識世界糧食日的 

起源。  

 

 

 

世界糧食日—零飢餓 

◼ 關注  

1.瞭解訂定 10 月 16 日為世界糧

食日的目的。  

2.關注貧窮與飢餓，面對全球飢荒 

畫出「世界飢餓

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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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有糧食危機嗎？ 

 

 

◼氣候變遷、國際

局勢與糧食危機 

 

 

◼能體察氣候變遷、 

國際局勢與糧食危機

的關係。 

  

 

 

◼能探討世界糧食問 

題與台灣的糧食自給 

率 

危機 

 

氣候變遷、國際局勢與糧食危機  

◼ 體察  台灣物價上漲，限制物

品購買的數量。例如：蛋荒、衛生

紙搶購、口罩快篩劑限制購買數

量……等，再討論氣候變遷、國際

疫情及戰爭與糧食危機的關聯，說

明乾旱、暴雨、洪水、蟲害等極端

現象及戰爭、國家競爭，如何影響

全球糧食安全。 

◼ 探討  

1.探討全球糧食現況與糧食主要的

生產國。  

2.分析台灣的糧食供需現況。 

 

 

分組討論 氣候變 

遷、國際局勢與

糧食不足的原

因。 

第 7-12週 

(16節) 

 

1.台灣人可以調整原有的飲

食習慣嗎? 

◼飲食習慣與糧食

危機 

◼能認識亞蔬-世界蔬

菜中心的功能與工作

重點 

 

 

 

◼能覺察 開發蔬菜優

良品種與糧食危機的

關係。 

 

◼認識  亞蔬中心的研發工作重點

在於開發蔬菜優良品種、安全蔬菜

栽培法、減低採收後損失，及增進

蔬菜的營養價值。 

 

 

◼覺察  開發蔬菜優良品種是消除

極度的飢餓與貧窮的可行方法。 

能認識亞蔬-世界

蔬菜中心的工作 

能 

 

 

 

能描述開發蔬菜

優良品種與糧食

危機的關係。 

1 2.怎麼調整糧食政策? 

 

 

◼糧食政策 

 

 

◼能認識糧食政策 

 

 

糧食政策--動起來 

◼認識  

1.了解他國糧食安全策略， 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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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擬定糧食方案。 

 

 

  

 

◼能說明糧食方案 

 

 

 

◼能選擇合宜的方案 

 

 

 

 

 

本、美國、伊索比亞、澳洲....等國

家為例。 

2.檢視台灣糧食政策。 

 

◼擬定 隨著飲食習慣改變，農業

貿易也越來越高，政府如何推動糧

食政策，確保國人糧食安全無虞。 

 

 

◼說明 以簡報的形式搭配電腦繪

製統計圖表說明所提出的糧食方

案。 

 

◼選擇  依目前台灣國際局勢及國

家農業政策發展，選擇合宜且可執

行的方案。 

 

 

 

 

 

 

 

 

分組討論糧食自

給率提升的方

案。 

 

 

上台報告所擬定

的方案。 

 

 

與同學互動討

論，選出班上同

學可執行的合宜

方案。 

 

 

第 13~19週 

(21節) 

1. 如何種植農作物? 

 
◼農作物的生長日

記 

◼能擬定農作物的種

類及種植計畫–以可

食植物為例。 

 

 

◼能進行種植計畫 

 

 

◼擬定 依選擇的可食植物的種類

制定可實行的種植計畫，包含種植

方式、地點、時間及工作分配。 

 

 

◼進行 依擬定的種植計畫，進行

可食植物的種植。   

  

分組討論要種植

的可食植物種類

及種植計畫 

 

 

分組著手種植蔬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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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修訂種植計畫 

 

 

◼能發表種植成果 

 

◼能體察種植辛苦 

 

◼修訂  依實際種植的情形及所遇

到的困難，修訂種植的計畫。 

 

◼發表  將自己種植的蔬菜進行烹

調並與同學分享。 

◼體察  種植甘苦談，發表種植的

辛苦，體會應該好好珍惜食物。  

上台報告修正後

的種植計畫 

 

發表種植成果–

一道菜 

上台報告種植心

得 

2.如何改造主食? ◼創新米食研發 ◼能識別常見主食的

種類 

 

 

◼能選定可變換的主

食 

 

◼能發明新型態的主

食 

◼能實行在地消費 

 

◼識別 能認識辨別常見的主食種

類有米飯類、麵粉製品類及五穀雜

糧類…..等。 

 

◼選定  選定可變換的主食，以下

以米飯類為例子，如：由麵粉製麵

包改為米製麵包。 

◼發明  製作出新型態主食，如米

吐司、米饅頭…..等。 

◼實行  支持台灣農產品及購買創

新米食產品。 

  

能區分常見的主

食成份來源 

 

 

分組討論並選

定，想改造的食

物。 

分組製作想改造

的食物。 

 

第 20~21週 

(6節) 

你吃過米製的○○○嗎? ◼食物發表會 ◼能發表改造後的食

物。 

 

 

 

◼發表   

1.以產品發表會方式在全校性集會

時，向全校師生發表改造後的食物

及其製作過程，並提供試吃。  

2.宣傳糧食安全及在地消費理念。 

◼能分享改造後的

食物。 

◎待解決問題設定檢核項目，可以如下： 
  (1)真實性-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          
  (2)真實性-在真實情境中應用。 
  (3)開放性-非單一標準答案。 
  (4)挑戰性-待解決問題之解決方法非 google搜尋即可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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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挑戰性-探究過程非單次性活動即可完。 
  (6)互動性/影響性-明述表現任務服務(報告)對象/利害關係人。 
◎任務類型說明如下： 

  (1)資訊類簡報並分享，如 PPT、電子書、Google簡報、KeyNote…等。 

  (2)書面類簡報並分享，如海報、小書、企劃書…等。 

  (3)展演類，如音樂會、說明會、策展…等。 

  (4)作品類，如模型、地圖、程式設計、影片…等。 

  (5)服務類，如社區改造、樂齡服務…等。 

  (6)其他，請自行具體說明。 
◎總結性表現任務為呈現課程評鑑的「課程效果」，故各校應自行建置學生校訂課程 PBL成果資料庫，以利展現學生依據 PBL課程計畫實施後之學習

成效，請於「課程計畫備查網」放置學校資料庫網站連結。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公立善化區小新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六年級【PBL 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消失的土地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4 )節 

學習情境 善化地區因為園區地緣之因，原本耕作的土地正熱烈出售，土地出售了，糧食如何耕作呢? 

待解決問

題 

(驅動問

題) 

土地消失的原因以及如何找出沒有土地如何耕作的解決方案？ 

跨領域之 

大概念 
變遷與因果：不同時空條件下糧食耕作與生活環境之間變遷過程與因果關係 

本教育階

段 

總綱核心

素養 

總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課程目標 學生能夠探索人、糧食與土地環境的問題，建立解決糧食短缺的能力。 

表現任務 

(總結性) 

任務類型：█資訊類簡報  □書面類簡報   □展演類  █作品類  □服務類  □其他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提出善化區土地消失的原因與因應的報告，並製作沒有土地仍能完成蔬菜種植的成果展現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問題 

學習內容(校
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 

(學習評量) 

第 1-4週 

(8節) 

1.農地、建地傻傻

分不清? 

◼土地種類

的不同 

◼認識 認識土

地的分類。  

什麼是都市計畫 

◼ 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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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水良田變工廠

—是誰讓農田一一

消失? 

 

 

 

 

 

 

◼農地消失

的危機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國家公園土地 

 

 

 

 

◼能體察都市

變遷與良田消

失的關係。 

  

 

 

◼能探討糧食

問題與台灣的

土地的變革 

1.瞭解都市計畫的目的。  

2.關注土地使用問題，面對全球耕地消失的問題 

 

耕地消失與糧食危機  

◼ 體察  都市化。例如：豪華農舍、都市計畫、工

業區.科技園區的興起……等，再討論耕地的消失、

農地變耕與糧食危機的關聯，說明土地利用，如何影

響糧食耕作的困境 

◼ 探討  

1.探討善化土地使用現況與糧食主要的生產方式。  

2.分析台灣的糧食供需現況。 

 

 

分組討論 農地變 耕、緊

臨工業區對農耕的影響。 

第 5-6週 

(4節) 

 

1.沒地可以種菜? ◼食物耕作

的原理 

◼能認識菜有

機耕作的種類

及工作的原理 

 

 

◼能覺察 在農

地消失後，糧

食的耕作如何

進行? 

 

◼認識  亞蔬中心的研發工作重點在於開發蔬菜優良

品種、安全蔬菜栽培法、減低採收後損失，及增進蔬

菜的營養價值。 

 

 

◼覺察  開發新的耕作方惑是消除失去耕地後食物耕

作的可行方法。 

能認識亞蔬-世界蔬菜中

心的工作 

能 

 

 

 

能描述開發科技耕作與土

地消失危機的關係。 

2.怎麼調整耕作政

策? 

◼耕作政策 

 

◼能認識耕作

政策 

耕作政策--動起來 

◼認識  

 

https://ubrand.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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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擬定耕作

方案。 

 

 

  

 

◼能說明耕作

方案 

 

 

 

◼能選擇合宜

的方案 

 

 

 

 

 

1.了解他國耕作策略， 以日本、美國、伊索比亞、

澳洲....等國家為例。 

2.檢視台灣耕作政策。 

 

◼擬定 隨著都市計畫土地的改變，農業耕作的成本

也越來越高，政府如何推動耕作政策，確保國人耕作

安全無虞。 

 

 

◼說明 以簡報的形式搭配電腦繪製統計圖表說明所

提出的耕作方案。 

 

◼選擇  依目前台灣國際局勢及國家科技農業政策發

展，選擇合宜且可執行的方案。 

 

 

 

 

ubrand/story/12117/5765

222 

 

https://money.udn.com/m

oney/story/5628/6785593 

 

 

 

分組討論耕作自給率提升

的方案。 

 

 

上台報告所擬定的方案。 

 

 

與同學互動討論，選出班

上同學可執行的合宜方

案。 

 

 

第 7-17週 

(22節) 

2. 如何種植農作
物? 

 

◼農作物的

生長日記 

◼能擬定農作

物的種類及種

植計畫–以可

食植物為例。 

◼擬定 依選擇的可食植物的種類制定可實行的種植

計畫，包含種植選用的方式及工作分配。 

 

 

分組討論要種植的可食植

物種類及種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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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行種植

計畫 

 

◼能修訂種植

計畫 

 

 

◼能發表種植

成果 

◼進行 依擬定的種植計畫，進行每週生長誌。   

  

◼修訂  依實際種植的情形及所遇到的情況，提出可

能發生的原因。 

 

◼發表  將自己種植的蔬菜進行烹調並與同學分享。 

◼體察  種植甘苦談，發表種植的辛苦，體會應該好

好珍惜食物。  

分組著手種植蔬菜 

 

上台報告修正後的種植計

畫 

 

發表種植成果–上台報告

科技耕作的種植心得 

◎待解決問題設定檢核項目，可以如下： 
  (1)真實性-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          
  (2)真實性-在真實情境中應用。 
  (3)開放性-非單一標準答案。 
  (4)挑戰性-待解決問題之解決方法非 google搜尋即可得之。     
  (5)挑戰性-探究過程非單次性活動即可完。 
  (6)互動性/影響性-明述表現任務服務(報告)對象/利害關係人。 
◎任務類型說明如下： 

  (1)資訊類簡報並分享，如 PPT、電子書、Google簡報、KeyNote…等。 

  (2)書面類簡報並分享，如海報、小書、企劃書…等。 

  (3)展演類，如音樂會、說明會、策展…等。 

  (4)作品類，如模型、地圖、程式設計、影片…等。 

  (5)服務類，如社區改造、樂齡服務…等。 

  (6)其他，請自行具體說明。 
◎總結性表現任務為呈現課程評鑑的「課程效果」，故各校應自行建置學生校訂課程 PBL成果資料庫，以利展現學生依據 PBL課程計畫實施後之學習

成效，請於「課程計畫備查網」放置學校資料庫網站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