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LEPDC)生命教育非正式課程教學示例(單元教案)109.03 

1 
 

臺南市志開實驗小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年級彈性學習 

小學堂大教室「食農教育」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一、內容說明 

(一)設計理念與規劃： 

現代的孩子少有機會接觸土地，少了與大自然環境有連結，身心從小就感受到不少

壓力，如果能讓孩子去和土地親近、和周遭自然環境接觸，引領孩子體驗自然，學習與

大自然友善共存。透由食農教育，學習簡易農業生產的方法，理解農業生產和環境永續

息息相關；學習飲食健康與消費，認識飲食的均衡營養與健康，理解綠色消費的重要

性；再者，學習進餐禮儀和輕食料理，以期達成「產地到餐桌」的完整歷程。 

        一年級學童以體驗活動為主，以遊戲、知識為輔，期待透過食農教育課程，達到學

校推展食農教育的目標。 

(二)活動架構圖： 

 

(三)單元內容： 

領域/科目 小學堂大教室「食農教育」 設計者 志開食農教學團隊 

實施 

年級 

█第一學習階段：█一年級、□二年級 

□第二學習階段：□三年級、□四年級 

□第三學習階段：□五年級、□六年級 

教學 

節數 

上學期：每周1節，共21節 

下學期：每周1節，共21節 

合計：每周 1節，共 42 節 

實施 

類別 

█單一領域融入 

□跨領域融入（ 健康與體育 領域） 

□跨科融入 

□跨議題融入 

實施 

時間 

□領域/科目 

█校訂必修(實驗課程)/選修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單元 

名稱 

略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總綱 

核心

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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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 

核心 

素養 

具體 

內涵 

健體-E-A1 具備良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健體-E-A2 具備探索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體驗與

實踐，處理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健體-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力，並以創新思考方

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健體-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理心應用在生活

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健體-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

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有關的美感體驗。 

健體-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識與是非判斷能力，理解

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識，關懷社會。 

健體-E-C2 具備同理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樂於與人互動、

公平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健體-E-C3 具備理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認識及

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健康

與體

育領

域 
主題

軸 

1.群體健康與運動參與：含「健康環境」、「運動知識」、「水域休閒運動」、

「戶外休閒運動」與「其他休閒運動」5個次項目。 

2.個人衛生與性教育：含「個人衛生與保健」與「性教育」2個次項目。 

3.人、食物與健康消費：含「人與食物」與「健康消費」2個次項目。 

4.身心健康與疾病預防：含「健康心理」與「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2個次

項目。 

學習

內容

主題 

1.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省思 

2.環境之美的探索與愛護 

3.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 

4.人際關係的建立與溝通合作 

5.生活規範的實踐與省思 

6.自主學習策略的練習與覺察 

健康

與體

育領

域 

/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a-Ⅰ-1 認識基本的健康常識。 

2a-Ⅰ-1 發覺影響健康的生活態度與行為。 

2b-Ⅰ-1 接受健康的生活規範。 

2c-Ⅰ-1 表現尊重的團體互動行為。 

2c-Ⅰ-2 表現認真參與的學習態度。 

3b-Ⅰ-2 能於引導下，表現簡易的人際溝通互動技能。 

4a-Ⅰ-2 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學習 

內容 

Da-Ⅰ-1 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衛生習慣。 

Ea-Ⅰ-1 生活中常見的食物與珍惜食物。 

Ea-Ⅰ-2 基本的飲食習慣。。 

Fa-Ⅰ-2 與家人及朋友和諧相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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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

教育 

議題

融入 

學習 

主題 

█農業生產與安全    █農業與環境 █飲食與健康  

█飲食消費與生活型態 █飲食習慣   □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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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內涵 

食 E2.認識農產品生長過程及農業生產方法的演變，透過農業相關體驗活 

動，體會農業工作的樂趣與價值。 

食 E4.瞭解農業對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的價值與重要性。 

食 E5.瞭解農業提供人們糧食、衣物原料、生活能源等各項生活基本需

求。 

食 E6.認識常見食物，瞭解飲食習慣對身體健康及罹患疾病風險的影響，

並能選擇健康的食物。 

食 E7.瞭解個人的營養需求，於學校午餐及日常生活中實踐均衡飲食行

為。 

食 E12.樂於與他人共食，展現分享的情懷，增進與家人、朋友和諧相處的

關係。 

食 E13.瞭解食物來源及餐食製備 過程中的辛勞，養成惜食與感恩的情

懷。  

食 E14.認識基本餐桌禮節，展現 良好的進餐習慣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設備 電腦、電子白板、學校農地、大型美植袋、小鏟子、水桶等 

學習目標 

1.「自發」實踐健康的飲食生活：培養飲食相關知能及選擇能力，養成良好的飲食習慣，落

實健康飲食生活。 

2.人際「互動」與文化傳承：展現合宜的進餐禮儀、樂於與人分享交流，敏察和接納多元的

飲食文化並傳承在地飲食文化。 

3.與環境「共好」：瞭解各種農業活動、關懷自然與環境，覺察農業與經濟、社會、環境的

關聯與價值，支持在地農業與永續發展。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教學策略) 進行

時間

學習 

評量 

備註 

第一週 

8/30~9/2 

相見歡：認識同學與老師 

本學期食農課程說明 

食農分組、取隊名、選小組長 

1 節  8/30 

開學日 

第二週 

9/3~9/9 

運土(從美植袋挖土出來 10 袋) 

備麻布袋裝土、落葉 

提問：人需要什麼東西才會長大？那蔬菜水果

呢？（土壤有養分）Ps:上課 ppt 

1 節 口頭評量 

實作評量 

 

第三週 

9/10~9/16 

一、知識 

提問： 

1 節 口頭評量 

實作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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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個星期我們在食農課做了什麼事情（搬落

葉，搬落葉時看到什麼？你害怕什麼？我們如

何克服？） 

2.複習 ppt 的內容。 

二、工作：整地（運土和搬落葉） 

第四週 

9/17~9/23 

一、整地 

二、畫今天工作的內容? 

(運土、推車、落葉裡的蟲) 

1 節 口頭評量 

實作評量 

調整上

班、上課

(補原

10/9(一)

課程) 

第五週 

9/24~9/30 

一、知識和工作 

提問： 

1.葉菜有哪些(舉例)？ 

2.以圖片說明什麼是定植。 

3.實際種植，葉菜種植方法-定植：萵苣（株

距 20cm） 

4.把萵苣菜苗畫下來。 

1 節 實作評量 減塑 

第六週 

10/1~10/7 

一、為菜苗澆水，若菜苗消失要重新定植（可

先分享菜苗不見的心情）。 

二、觀察記錄：畫下菜苗的樣子 

1 節 實作評量 戶外教育

第七週 

10/8~10/14 

戶外教育週 1 節  調整放假

(原

9/23(六)

放假) 

10/10 國

慶日 

第八週 

10/15~10/21 

一、提問： 

1.照顧的過程有發現什麼？ 

2.種下的萵苣有哪些變化？ 

二、佈達作業：把這星期的萵苣畫下來 

三、共讀繪本(ppt)-《在菜園裡玩遊戲》上集 

1 節 口語評量 

實作評量 

 

第九週 一、知識：環保酵素的用途（簡單介紹幾種） 1 節 實作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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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10/28 二、工作：製作環保酵素 

第十週 

10/29~11/4 

蔬菜收成： 

做輕食料理和體驗（五感中的味覺） 

（吐司 果醬 番茄沙拉醬 葡萄乾 抹刀） 

1 節 實作評量  

第十一週 

11/5~11/11 

種草莓 

一、介紹草莓的生長環境與價值。 

二、舊美植袋的倒乾淨，接著裝一半的落葉，

一半的土(風雨球旁的美植袋) 

 

1 節 口頭評量 

實作評量 

 

第十二週 

11/12~11/18 

一、草莓的中耕管理(澆水、施肥) 

二、學習做草莓成長紀錄 

1 節 實作評量  

第十三週 

11/19~11/25 

一、共讀繪本(ppt)-《在菜園裡玩遊戲》下集 

二、草莓的中耕管理(澆水、施肥) 

三、草莓成長紀錄 

1 節 實作評量  

第十四週 

11/26~12/2 

一、五感體驗-認識蔬果 

1.用 ppt 介紹常見的蔬果，認識外形 

2.用嗅覺聞一聞，辨別蔬果的氣味 

3.玩遊戲-抽任務表，例如：請摸出不是水果

的食物（神秘箱裡會放很多蔬果） 

二、草莓中耕管理（澆水、除草、放名牌） 

1 節 口頭評量 

實作評量 

 

第十五週 

12/3~12/9 

一、草莓中耕管理（追肥） 

二、草莓生長歷程-關於葉子 

三、六大類食物口訣。 

1 節 口頭評量 

實作評量 

 

第十六週 

12/10~12/16 

一、草莓中耕管理（保留 6片葉子、開花了

沒） 

二、認識香蕉園的生態 

1.香蕉假莖象鼻蟲-PPT 

1 節 作業評量 

實作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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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蚯蚓的蚓糞土 

3.其它 

第十七週 

12/17~12/23 
一、孵豆芽的教學 

二、照顧草莓 

三、我的飲食餐盤 

1 節 口頭評量 

實作評量 

家政-手

工藝 

第十八週 

12/24~12/30 

一、把孵好的綠豆芽帶到學校 

一、綠豆芽參考料理教學 

三、回家料理綠豆芽（拍照或畫圖） 

四、草莓中耕管理 

1 節 實作評量  

第十九週 

12/31~1/6 

一、 分享綠豆芽料理（學習單） 

二、 草莓中耕管理、草莓套袋 

三、草莓成長紀錄 

1 節 實作評量  

第二十週 

1/7~1/13 

基本的進餐禮儀 

一、影片 

二、演練 

三、複習草莓照顧的方法 

四、作業優良戳戳樂 

1 節 口頭評量 

 

 

第二十一週 

1/14~1/20 

課程回顧&心得分享 1 節  1/19

（五）休

業式 

 

二、活動設計提醒(或省思) 

  1.課程從分組，取隊名開始，每個小組同心協力的挖土、搬土、搬落葉做堆肥，過程中不

時聽到尖叫聲！有的趨之若鶩，有的望之卻步，原來是挖到了往往只會在書本看到的蚯

蚓、雞母蟲、鼠婦等等﹍。可喜的是，完成整地工作時，同時治癒了大部分同學怕蟲的

心理障礙、屏除了泥土髒的刻板印象，並能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2.本著食農教育三面六項的架構，從實地種植中了解種植的步驟，體會農夫的辛勞及享受

收成的喜悅。透過觀察、紀錄、描繪，認識作物的生長過程。同學們從被照顧者化身為

照顧者，更能培養其責任心。 

3.透過品嚐輕食料理，享受自己栽種的生菜吐司，更能瞭解食物從農地到餐桌的過程。 

4.草莓栽種，本著惜物愛物及環保概念，沿用學長姐的舊美植袋，同學們不僅悉心照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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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草莓說好話。感動的是，收成的草莓會與先與家人、長輩或老師分享，表達其感恩

的情懷。 

5.透過孵豆芽的課程，認識水耕的方法，藉由每天親自幫其換水照護，並在收成後與家人

共同製作料理的過程，學習感恩、惜福、尊重生命。 

6.從課程中帶入飲食禮儀，五感體驗認識蔬果，瞭解健康的飲食。 

7.若有幾個同學或粗心、或不用心而疏於照顧作物，導致作物枯死，需要與同學建立共

識，加強其養成負責的態度。 

三、附錄(課程會用到的作業、學習單、教材或評量方式) 

附錄一： 

附錄二： 

附錄三： 

 

四、參考資料(活動設計參考教材) 

(一)書籍 

   1.食農教育教學知能手冊（2022）。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行政院農委會。 

   2.食農教育教案手冊（2022）。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行政院農委會。 

(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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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志開實驗小學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一年級彈性學習 

小學堂大教室「食農教育」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一、內容說明 

(一)設計理念與規劃： 

現代的孩子少有機會接觸土地，少了與大自然環境有連結，身心從小就感受到不少

壓力，如果能讓孩子去和土地親近、和周遭自然環境接觸，引領孩子體驗自然，學習與

大自然友善共存。透由食農教育，學習簡易農業生產的方法，理解農業生產和環境永續

息息相關；學習飲食健康與消費，認識飲食的均衡營養與健康，理解綠色消費的重要

性；再者，學習進餐禮儀和輕食料理，以期達成「產地到餐桌」的完整歷程。 

        一年級學童以體驗活動為主，以遊戲、知識為輔，期待透過食農教育課程，達到學

校推展食農教育的目標。 

(二)活動架構圖： 

 

 (三)單元內容： 

領域/科目 小學堂大教室「食農教育」 設計者 志開食農教學團隊 

實施 

年級 

█第一學習階段：█一年級、□二年級 

□第二學習階段：□三年級、□四年級 

□第三學習階段：□五年級、□六年級 

教學 

節數 

上學期：每周1節，共21節 

下學期：每周1節，共20節 

合計：每周 1節，共 41 節 

實施 

類別 

█單一領域融入 

□跨領域融入（ 健康與體育 領域）　

□跨科融入 

□跨議題融入 

實施 

時間 

□領域/科目 

█校訂必修(實驗課程)/選修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單元 

名稱 

略 

設計依據 

核心 總綱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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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核心

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領域 

核心 

素養 

具體 

內涵 

健體-E-A1 具備良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健體-E-A2 具備探索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體驗與

實踐，處理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健體-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力，並以創新思考方

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健體-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理心應用在生活

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健體-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

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有關的美感體驗。 

健體-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識與是非判斷能力，理解

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識，關懷社會。 

健體-E-C2 具備同理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樂於與人互動、

公平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健體-E-C3 具備理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認識及

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健康

與體

育領

域 
主題

軸 

1.群體健康與運動參與：含「健康環境」、「運動知識」、「水域休閒運動」、

「戶外休閒運動」與「其他休閒運動」5個次項目。 

2.個人衛生與性教育：含「個人衛生與保健」與「性教育」2個次項目。 

3.人、食物與健康消費：含「人與食物」與「健康消費」2個次項目。 

4.身心健康與疾病預防：含「健康心理」與「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2個次

項目。 

學習

內容

主題 

1.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省思 

2.環境之美的探索與愛護 

3.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 

4.人際關係的建立與溝通合作 

5.生活規範的實踐與省思 

6.自主學習策略的練習與覺察 

健康

與體

育領

域 

/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a-Ⅰ-1 認識基本的健康常識。 

2a-Ⅰ-1 發覺影響健康的生活態度與行為。 

2b-Ⅰ-1 接受健康的生活規範。 

2c-Ⅰ-1 表現尊重的團體互動行為。 

2c-Ⅰ-2 表現認真參與的學習態度。 

3b-Ⅰ-2 能於引導下，表現簡易的人際溝通互動技能。 

4a-Ⅰ-2 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學習 Da-Ⅰ-1 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衛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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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Ea-Ⅰ-1 生活中常見的食物與珍惜食物。 

Ea-Ⅰ-2 基本的飲食習慣。。 

Fa-Ⅰ-2 與家人及朋友和諧相處的方式。 

食農

教育 

議題

融入 

學習 

主題 

█農業生產與安全    █農業與環境 █飲食與健康  

█飲食消費與生活型態 █飲食習慣   □飲食文化 

學習 

內涵 

食 E2.認識農產品生長過程及農業生產方法的演變，透過農業相關體驗活 

動，體會農業工作的樂趣與價值。 

食 E4.瞭解農業對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的價值與重要性。 

食 E5.瞭解農業提供人們糧食、衣物原料、生活能源等各項生活基本需

求。 

食 E6.認識常見食物，瞭解飲食習慣對身體健康及罹患疾病風險的影響，

並能選擇健康的食物。 

食 E7.瞭解個人的營養需求，於學校午餐及日常生活中實踐均衡飲食行

為。 

食 E12.樂於與他人共食，展現分享的情懷，增進與家人、朋友和諧相處的

關係。 

食 E13.瞭解食物來源及餐食製備 過程中的辛勞，養成惜食與感恩的情

懷。  

食 E14.認識基本餐桌禮節，展現 良好的進餐習慣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設備 電腦、電子白板、學校農地、大型美植袋、小鏟子、水桶等 

學習目標 

1.「自發」實踐健康的飲食生活：培養飲食相關知能及選擇能力，養成良好的飲食習慣，落

實健康飲食生活。 

2.人際「互動」與文化傳承：展現合宜的進餐禮儀、樂於與人分享交流，敏察和接納多元的

飲食文化並傳承在地飲食文化。 

3.與環境「共好」：瞭解各種農業活動、關懷自然與環境，覺察農業與經濟、社會、環境的

關聯與價值，支持在地農業與永續發展。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教學策略) 進行

時間 

學習 

評量 

備註

第一週 

2/15~2/17 

一、選小組長、說明上課內容和評量規準， 

二、環保酵素的應用 

三、食農配備說明 

1 口語評量 2/15

開學 

第二週 

2/18~2/24 

一、照顧草莓 1 實作評量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LEPDC)生命教育非正式課程教學示例(單元教案)109.03 

12 
 

二、整地：將美植袋中的土先挖 10-20cm 出來，

再放入落葉到與美植袋平高，最後再回填土（工

具：圓鍬和小鏟子、大的空美植袋） 

第三週 

2/25~3/2 

一、照顧草莓 

二、持續整地 

1 實作評量 228 和

平紀念

日 

第四週 

3/3~3/9 

一、照顧草莓 

二、持續整地 

1 實作評量  

第五週 

3/10~3/16 

一、整地之回填土 

二、種綠豆（用免洗筷當作株距挖一個洞，一個

洞種 3顆），覆土時要壓紮實一點（鎮壓-土壤和

豆子要緊密結合）。 

1 實作評量  

第六週 

3/17~3/23 

一、觀察綠豆並做紀錄（學習單） 

二、綠豆的中耕管理 

1 實作評量  

第七週 

3/24~3/30 

一、介紹綠豆（上） 

二、觀察綠豆並做紀錄（學習單） 

三、綠豆的中耕管理 

1 實作評量  

第八週 

3/31~4/6 

一、觀察綠豆並做紀錄 

二、綠豆的中耕管理 

1  4/4 兒

童節、

4/5 清

明掃墓

節 

第九週 

4/7~4/13 

一、介紹綠豆（下） 

二、綠豆的中耕管理（施 355+426-1:1 的綜合

肥） 

1 實作評量  

第十週 

4/14~4/20 

一、介紹波斯菊可當綠肥和觀賞 

二、介紹大花咸豐草和波斯菊是親戚( 從種子的

相似度來看)，在校園找到其綠色未成熟的

瘦果玩射飛標遊戲，介紹鬼針草。 

三、灑播波斯菊（若做用點播法:1CM 分深，3CM

間距） 

1 實作評量  

第十一週 

4/21~4/27 

一、製作母親節禮物（找天然素材做卡片：粉

彩、落葉、種子、花…），每個學生把材料放在

大的回收紙袋或報紙內，寫上座號。 

二、綠豆（施混合肥） 

1 實作評量 母親節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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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4/28~5/4 

製作母親節禮物（上）：A4 雲彩紙對折，另裁內

縮 1cm 的西卡紙，西卡紙用粉彩上底色，開始以

蒐集的素材自由創作黏貼。 

1 實作評量 母親節

感恩 

第十三週 

5/8~5/12 

製作母親節禮物（下） 1 口頭評量 

實作評量 

 

第十四週 

5/5~5/11 

一、認識蝴蝶（上） 

二、觀察綠豆並做紀錄 

三、綠豆的中耕管理。 

1 口頭評量 

實作評量 

 

第十五週 

5/12~5/18 

一、採收綠豆(剝綠豆夾) 

二、觀察紀錄（食農筆記） 

1 實作評量 畢業祝

福 

第十六週 

5/19~5/25 

一、綠豆的中耕管理 10＇(二次採收) 

二、介紹綠豆料理-綠豆沙 

1 實作評量 畢業祝

福 

第十七週 

5/26~6/1 

一、認識種子 

二、種子盆栽（馬拉巴粟、桃花心木…） 

1 實作評量  

第十八週 

6/2~6/8 

一、種子變魔術（繪本：子兒吐吐）-ppt 

二、食農筆記（畫水果和種子） 

1 實作評量  

第十九週 

6/9~6/15 

一、多吃水果-百香果 

二、製作百香果果凍 

1 實作評量 6/10

（一）

端午節

第二十週 

6/16~6/22 

課程回顧&心得分享 1 口頭評量  

第二十一週 

6/23~6/30 

課程回顧&心得分享 1 口頭評量 6/28

（五）

休業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