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嘉義縣黎明國小 112 學年度校訂課程教學內容規劃表(表 11-3) (上/下學期，各一份。若為同一個課程主題則可合為一份 

 

教學 
進度                  

單元

名稱   
連結領域(議題)/ 

學習表現 
自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表現任務 (評量內容) 
學習活動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節數 

第

( 1 )

週 

- 

第

( 4 )

週 

認識

柿子 

( 食

農教

育) 

 

自 tc-III-1 能就所蒐集

的數據或資料，進行簡

單的記錄與分類，並依

據習得的知識，思考資

料的正確性及辨別他人

資訊與事實的差異。 

 

自 po-III-1 能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 

 

語 2-III-1  觀察生活情

境的變化，培養個人感

受和思維能力，積累說

話材料。 

1.柿子成

長環境及

特性。 

2.柿子的

成長過

程。 

3.柿子的

成長的變

化 

1.蒐集柿子成長的數據或資料並記錄。 

2.運用科技及網路媒體收集柿子成長環境資

料察覺並發現特性。 

3.觀察柿子不同的成長變化並記錄。 

 

1.每組學生能完成蒐集柿子成長的

相關知識並記錄下來與上台發表心

得。 

2.每組學生能觀察並說出柿子樹與

成長環境之間的關係。 

3.小組能完成柿子簡報的旁白錄音 

4.學生能利用 PPT 的多媒體功能，

設定簡報與聲音搭配的自動播放，

完成作品 

5.個人能完成柿子身份證 

6.學生能觀摩他人作品，並完成學

習單反思作品的優缺點，並進行修

正 

【活動一】: 我是柿子達人(2節) 

1. 引起動機:  

問題 1:柿子最有名的地方是哪裡?新竹 

問題 2:柿子真正產量最多的地方是?番路 

問題 3:番路柿子的由來? 

答 3:當時柿子的價格很好，每棵柿子樹的產

量驚人，因此是很好的一種經濟作物。再加上

其盛產時，較少其它類的水果可挑選，所以很

好賣。 

2. 透過教學媒體及影片介紹番路的柿子與新竹

的柿子。 

3. 小組利用白小白板記錄番路與新竹的氣候、柿

子生長情形、加工過程…等有什麼差異與相同

的地方。 

4. 小組上台分享觀察影片中得到的記錄。 

1.台灣柿子

現況實例網

站 

2.Youtube

柿子達人影

片 

3.介紹柿子

ppt 

4.嘉義縣食

農教育教材 

5.8 開圖畫

紙 

4 

年級   高年級 年級課程 
主題名稱 番路在地通 課程 

設計者 程金得 總節數/學期 
(上/下) 21/上學期 

符合 
彈性課

程類型 

■第一類 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 ⼞專題 ⼞議題 議題*是否融入 □生命教育 ■安全教育 □戶外教育 □均未融入(供統計用，並非一定要融入) 
   需跨領域，以主題/專題/議題的類型，進行統整性探究設計；且不得僅為部定課程單一領域或同一領域下科目之間的重複學習。 
⼞第二類 ⼞社團課程  ⼞技藝課程 
⼞第四類 其他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文 ⼞服務學習 ⼞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交流 

⼞自治活動 ⼞班級輔導 ⼞學生自主學習 ⼞領域補救教學 

學校 
願景 

智慧、健康、快樂 
與學校願景呼

應之說明 

1. 透過與家鄉人、事、物的交流，汲取別人的經驗，融合自己的想法，增進多面向思考，以培養待人處事的智慧。 

2. 認識家鄉、探索家鄉進而認同家鄉，以正向的態度，發揮自己的能力將家鄉推銷出去，養成健康的身心。 

3. 從探索中分析家鄉的特色，珍惜周遭所擁有的優勢，從中獲得生活的快樂 

總綱 
核心素

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問題。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 

     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E-C3 具備理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 

     素養，並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課程 
目標 

1. 知識：了解柿子的成長特性及結果過程，熟悉並認同地方柿子文化。 

2. 技能：利用網路蒐集資料並實地探訪以分辨真偽，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問題。建立合作學習體制

並良性競爭，記錄與表現自己所見及所觸的事物與情感，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3. 態度：認識在地文化並深入了解相關地標的存在意義，培養熱愛、肯定鄉土文化的情懷。學習認識在地文化以養成立足番路，放眼天下的

胸懷，並能尊重包容世界多元之文化。理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素養，並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語 2-III-2  從聽聞內容

進行判斷和提問，並做

合理的應對。 

 

5. 小組上網蒐集柿子相關知識（種類、用途、營

養、禁忌、不同季節變化的……）並紀錄。 

6. 分工合作將柿子的資料利用做成 ppt，內容需

加入照片、文字說明、插圖、影片 

7. 配合 ppt錄製旁白聲音 

8. 搭配 ppt設置聲音自動播放及秒數，使其能隨

著投影片的切換播放 

9. 播放時，該組寫學習單自省部份與收穫，其它

組則是寫優缺點與建議。 

10. 輪流播放完後，各組上台分享 

11. 組內成果進行細部微調修正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有合作討論、有學習方

法、有實踐行動、反思活動、和學生生活脈絡連

結) 

【活動二】：現場觀察柿子樹(2節) 

1. 預先準備: 

請每個孩子在家準備 5題關於柿子的問題 

2. 邀請果農為學生解說柿子的 

甲、生長 

乙、照顧 

丙、採收 

丁、病蟲害 

戊、產品 

己、未來的發展 

庚、產叢的困境 

辛、農夫辛苦的地方 

3. 孩子提問關於柿子的 5個問題 

4. 分組到柿子果園觀察與了解柿子成長環境- 

請學生畫下柿子樹的樹形、葉形、果子的形狀

並對樹的表皮進行拓印，完成柿子的身份證 

5. 將每個人的柿子身份證放在一起，並票選出優

秀的作品。 

6. 張貼優秀的柿子身份證在，校內的公佈欄。 

(有學習方法、有實踐行動、有體驗、有操作) 

第

( 5 )

週 

- 

第

( 8 )

週 

成

為

柿

子

達

人 

自 po-III-1 能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 

 

語 2-III-2  從聽聞內容

進行判斷和提問，並做

合理的應對。 

1.柿子種

植訣竅。 

2.採收柿

子的要

領。 

 

1.運用科技及網路媒體收集柿子種植訣竅資

料察覺並發現特性。 

2.從訪問在地柿子達人內容進行判斷和提問，

並做合理的應對了解柿子種植與採收訣竅。 

1.每組學生能完成蒐集種植訣竅的

相關知識並記錄下來與上台發表心

得。 

2.每組學生能完成柿子學習筆記並

發表柿子種植訣竅。 

3.透過柿子學習筆記，學生能反思

課程中的收獲，體會農家的辛勞。 

【活動一】:種好果樹植物的訣竅(2節) 

1. 分組上網蒐集種植果樹的技巧，並可依照下面

的因素進行搜尋。 

甲、土壤 

乙、施肥（氮、磷、鉀） 

丙、水分管理 

丁、枝條修剪 

戊、病蟲害 

1.台灣柿子

現況實例網

站 

2.柿子達人

訪問單 

3.柿子學習

筆記 

4 



 己、農藥的使用 

庚、授粉 

辛、結果 

壬、春夏秋冬四季的因應對策 

2. 組內合作利用 4開圖畫紙，將搜尋來的資料進

行圖像化表示。 

3. 各組上台分享並討論與發表心得 

4. 比較各組間的差異性並進行組內資料修正。 

5. 教師統整歸納果樹照顧的各方面技巧。 

6. 影印各組資料，請孩子將資料帶回家請教家人

是否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7. 各組上台分享家人的經驗。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有知識應用、有合作討

論和學生生活脈絡連結) 

 

【活動二】：拜訪柿子達人(2節) 

1. 探索附近柿子農場並拜訪柿子達人 

甲、柿子達人介紹 

乙、柿子的原生種介紹 

丙、柿子的嫁接 

丁、柿子的病蟲害防治 

戊、柿子公母花授粉之技巧 

己、柿子增加雌花數量的方法（用線綁緊樹頭

或嫁接雄花） 

庚、柿子成熟與否的判斷 

辛、柿子的採摘方式(紅柿、牛心柿、筆柿) 

壬、牛心柿早生和晚生種的差別與由來 

癸、浸柿的由來與過程 

11、柿子真空脫澀的原理 

2. 分組完成柿子學習筆記(今天收獲的柿子知識、

關於柿子最有興趣的是、心得感想、給柿子達

人的一句話)並上台發表。 

(分享表達、反思活動和學生生活脈絡連結) 

第

( 9 )

週 

- 

第

(10)

週 

柿

柿

如

意

|

古

早

味

柿

自 ti-III-1  能運用好

奇心察覺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為某些改

變而產生差異，並能依

據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發生的事

情，以察覺不同的方

法，也常能做出不同的

成品。 

1.古法柿

餅製作過

程。 

2.烘烤柿

餅 DIY 

3.差異性

比較 

1.能夠聆聽柿餅小農的解說，並簡要記錄。 

2.參與古法烘烤柿餅的流程把握其重要細節

與邏輯，並實際執行。 

3.依據已知的兩種柿餅製作知識與方法，以察

覺不同的方法，所造成的差異性，並能說出其

優缺點。 

1.每組學生能了解柿餅的製作過程

並訪問且記錄下來。 

2.每組學生能觀察並分享古法柿餅

製作的優缺點。 

3.每組學生能完成古法烘烤柿餅。 

4.各組能反思傳統柿餅的優劣勢，

並討論出解決的方案。 

 

【活動一】：失傳的古早味(2節) 

1. 參觀並訪問古法烤柿餅的小農，各小組用相機

拍照錄影與筆記記錄古法的製作流程。 

甲、果園中實際進行柿子的挑選（外觀、顏

色、軟硬度） 

乙、削皮與其它前置處理 

丙、各種木碳的差異與選用（龍眼木耐燒味道

好） 

丁、烤柿餅的相關用具 

1. 古法柿餅

學習單 

2. 相機 

3. 烤柿餅的

相關用具 

4. 筆柿柿菁 

2 



餅 語 1-III-1  能夠聆聽他

人的發言，並簡要記

錄。 

語 2-III-5  把握說話內

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

構邏輯。 

戊、烤的技巧（溫度的控制、烤的時間、外表

顏色變化、軟硬度變化） 

己、烤的循環過程(烤與冷卻時間的配合) 

庚、脫澀原理的解說 

2. 各組實際進行古法烤柿餅的試作。 

3. 各組分享烤好的古法柿餅，並舉手投票選出最

會烤柿餅的小小師傅 

4. 請小小師傅與大家分享他的經驗與技巧 

5. 各組試吃古法柿餅和一貫烘烤作業的柿餅，對

兩者差異性的比較及優缺點的分析，如：口

感、香氣、味道、澀度、製作流程……，並小

組間討論後發表。 

6. 每個人完成古法柿餅學習單 

7. 各小組將所拍照的資料與文字記錄，做成 PPT，

學生集會時，與全校進行分享。 

8. 請各組反思傳統柿餅在柿場上的優勢與劣勢，並

試著組內討論出解決的方案。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有合作討論、有學習方

法、有體驗、有反思活動、有操作) 

第

(11)

週 

- 

第

(14)

週 

鮮

柿

好

美

味

(

食

農

教

育

) 

自 ti-III-1  能運用好

奇心察覺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為某些改

變而產生差異，並能依

據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發生的事

情，以察覺不同的方

法，也常能做出不同的

成品。 

語 1-III-1  能夠聆聽他

人的發言，並簡要記

錄。 

語 2-III-5  把握說話內

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

結構邏輯。 

1.柿子可

做成的食

物。 

2.柿子料

理的食

譜。 

1.能夠聆聽老師及同學的發言，並簡要記錄。 

2.把握上台發表柿子料理的說話內容的主題、

重要細節與邏輯。 

3.依據已知的柿子料理知識與方法想像可能

處理的料理，以察覺不同的方法，也常能做出

不同的成品。 

1.每組學生能介紹柿子料理的製作

過程並用簡報或影片記錄下來。 

2.每組學生能觀察並分享柿子料理

的優缺點。 

3.每組學生能完成製作柿子料理。 

4.每組能討論反思料理成功與失敗

的可能因素，並提出改進的方法。 

【活動】：動手做料理(4節) 

1. 各組利用 cook 料理 app 進行關鍵字＂水果＂

或 Google 搜尋水果料理、柿子料理找尋可結合

的菜單 

2. 小組利用小白板記錄下來，並上台介紹利用柿子

製作或試著搭配的料理。 

3. 各組間比較各種柿子料理的優缺點並分享。 

4. 兩人一組討論柿子料理的食譜，並完成料理學習

單詳記製作步驟，請 2人中的 1人到其它組進行

介紹，另 1人則留在原組聽其它人的報告，並提

出自己的看法。 

5. 一輪後，回到各組，並進行自我料理學習單的討

論與修正。 

6. 各組分別帶食材及需要用到的器具到學校親手

完成 

甲、各項烹飪器具的使用安全宣導 

乙、生熟食刀具、砧板分開使用 

丙、燒燙傷緊急處理教育 

丁、戴上手套處理食材 

戊、開始製作 

7. 完成後，各組分享製作的料理 

8. 各組邊品嚐邊完成食神評分單並給建議與回饋，

並經討論後寫出組內的優缺點與改進的方法 

1.料理 cook 

APP。 

2.平板 

3.料理學習

單。 

4.柿子料理

影片。 

5.烹飪器材。 

6.食神評分

單 

7.嘉義縣食

農教育教材。 4 



9. 評選出優秀的組別與黑暗料理組，分享得獎感

言。 

10.教師統整如何料理搭配柿子的風味。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有合作討論、有實踐行

動、有體驗、有操作、反思活動、和學生生活脈絡

連結) 

第

(15)

週 

- 

第

(16)

週 

柿

子

的

華

麗

變

身 

自 tc-Ⅲ-1 能就所蒐集

的數據或資料，進行簡單

的記錄與分類，並依據習

得的知識，思考資料的正

確性及辨別他人資訊與

事實的差異。 

社 2a-Ⅲ-2表達對在地與

全球議題的關懷。 

語 2-Ⅲ-6 結合科技與資

訊，提升表達的效能。 

1.柿子的

多元發展 

2.在地農

產品 

3.產鎖屨

歷 

4.柿餅加

工流程 

1.能記錄與分類在番路鄉農會販賣的農產品，

並正確的辨別在地農產品 

2.結合平板與 QRCODE 進行產銷履歷的查詢，

提升學習的深度，增加表達的內容。 

3.能適當表達在地特色農產柿餅的加工流程，

並對家鄉環境產生關懷。 

1.個人能完成番路農會農產品記錄

單，並透過小組討論統整 

2.學生能利用平板掃描 QRCODE 瞭

解產銷履歷 

3.學生能反思產銷履歷對家鄉產業

的影響並發表 

4.各組能簡單介紹柿餅的製作程序

及參觀心得 

【活動一】：番路農產品大調查(1節) 

1. 番路鄉介紹影片觀賞。 

口頭提問- 

1.番路鄉有哪些農特產? 

2.番路鄉有哪些氣候特徵? 

3.番路鄉農會有什麼特色產品其它地方買

不到？ 

2.分組觀察農會所販賣的農產品，並記錄物品名稱

及產地。 

3.進行各小組的發表。 

4.統整出番路鄉的主要農產品 

5.介紹產銷履歷，並請學生利用平板分組掃 QR 

CODE進行觀察及分享。 

6.請學生反思產銷履歷對家鄉的農產品是否有幫

助?請各組討論發表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有知識應用、有合作討

論、有學習方法、有反思、有操作和學生生活脈絡

連結) 

【活動二】：柿子大變身(1節) 

1. 參觀柿餅工廠 

2. 請農會工作人員進行柿餅製作的解說 

3. 各組記錄柿餅的製作流程及其各步驟加工目的 

4. 組內討論統整筆記並呈現於小白板 

5. 品嚐美味柿餅 

6. 各組發表柿餅製作流程與當日參觀心得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有學習方法、有體驗) 

1.番路鄉農

會飲冰柿茶

集 

2.小白板 

3.筆記本 

4.平板電腦 

2 

第

(17)

週 

- 

第

(20)

週 

好

柿

抵

嘉

解

說

員 

語 2-Ⅲ-4 運用語調、表

情和肢體等變化輔助口

語表達。 

語 2-Ⅲ-5 把握說話內容

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構

邏輯。 

綜 2b-III-1 參與各項活

動，適切表現自己在團體 

中的角色，協同合作達成

共同目標。 

1.柿餅製

作流程 

2.解說稿 

3.儀態表

現 

1.參與小組的討論，表現自己對柿餅製作流程

的想法，協同合作完成解說稿 

2.解說柿餅製作流程時能把握其柿餅 SOP 流

程，並能說出細結與食品加工原理的邏輯性 

3.運用聲音語調、臉部表情與肢體動作的表

現，輔助解說時儀態的表現 

1.小組擬好完整的柿餅製作流程解

說稿 

2.結合解說稿完成小組 PPT簡報 

3.能帶隊解說出完整的柿餅製造流

程 

4.完成小小解說完評分單 

5.能反思並寫下解說的優缺點，討

論出精進的方法，在組內分享，並

自我修正 

【活動一】：柿餅解說稿寫作(2節) 

1.各組利用上次的統整筆記討論，並完整寫下柿餅

的解說稿。 

2.利用參觀的照片與小組討論的文字稿做成 PPT簡

報。 

3.進行各小組的發表及優缺點分享。 

4.小組修正組內講稿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有合作討論、有總結性

成果報告) 

【活動二】：小小解說員(2節) 

1.小組筆記 

2.柿餅工廠

流程及設備

照片 

3.小小解說

員評分單 
4 



1.將 PPT 簡報列印，並佈置模擬成柿餅工廠各處理

位置。 

2.組員分別扮演解說人員與遊客輪流進行帶團活

動。 

3.組員填寫小小解說員評分單，依照內容、手勢、

講話速度、音量、自我反省…等，進行打分數與意

見回饋。 

4.每位組員都輪完後，組內組員進行分享，並推派

出最佳組員進行組間發表。 

5.票選最佳小小解說員 

6.教師與學生一起討論統整如何成為一位稱職的小

小解說員 

7.經觀摩與教師解說後，請組員反思並寫下自己解

說的優缺點，並找出精進的方法，在組內分享。 

(分享表達、有合作討論、有學習方法、有反思活動、

有實踐行動) 

第

(21)

週 

回

顧

與

分

享 

綜 2d-III-2 體察、分享

並欣賞生活中美感與創

意的多樣性表現。 

語 2-Ⅲ-6 結合科技與資

訊，提升表達的效能。 

1.成果回

顧 

2.心得感

想 

3.自我省

思 

1.能透過精采的成果回顧，體察自己的成長，

分享自己的想法並欣賞讚美他人多元化的心

得感想。 

2.能結合影片、照片，提昇孩子的回憶，更適

切的表達讚美與自我省思 

 

1.能夠觀賞回顧照片並上台分享心

得 

2.能給予別人回饋與讚美 

3.完成收穫滿滿學習單 

【活動一】：回顧與分享 

1.準備點心與飲料進行回顧照片展 

2.播放製作好的本學期活動回顧照片，分活動播放 

3.每個活動的照片放完後，請學生上台反思分享自

己的心得與收穫 

4.聽眾能仔細聆聽並給予讚同或不同的想法，完成

收穫滿滿學習單 

5.教師總結 

(分享表達、有總結性成果報告、反思活動) 

1.各活動 

回顧精采影

片 

2.收穫滿滿

學習單 1 

教材來源     ⼞選用教材 (            )               ■自編教材(請按單元條列敘明於教學資源中) 

本主題是否

融入資訊科

技教學內容 

■無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有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共(      )節 (以連結資訊科技議題為主) 

特教需求學

生課程調整 
 

※身心障礙類學生: □無  ￭有-智能障礙( )人、學習障礙( 1 )人、情緒障礙(  )人、自閉症(   )人、(/人數) 
※資賦優異學生: ￭無   □有- (自行填入類型/人數，如一般智能資優優異 2 人)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1.環境調整:1.個人座位安排在易專心的位置，如教師附近、小老師周圍、前排座位，避免走廊邊及窗戶邊。 

2.內容調整:1.無須調整。 

3.歷程調整:1.給予成功的經驗或正增強，以引發學生主動參與課堂的學習。 

           2.在教室中提供同儕輔導，並且適時公開鼓勵協助同儕。 
4.評量調整:1.因應學生學習弱勢，提供多元評量。                                                     

 

          特教老師姓名：  

普教老師姓名： 



填表說明: 

(1)依照年級或班群填寫。 

(2)分成上下學期，每個課程主題填寫一份，例如: 一年級校訂課程每週 3節，共開社區文化課程 1節、社團 1節、世界好好玩 1節三種課程，每種課程寫一份，共須填寫 3份。 

  



三、嘉義縣黎明國小 112 學年度校訂課程教學內容規劃表(表 11-3) (上/下學期，各一份。若為同一個課程主題則可合為一份 

 

教學 
進度                  

單元

名稱   
連結領域(議題)/ 

學習表現 
自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表現任務 (評量內容) 
學習活動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節數 

第

( 1 )

週 

- 

第

( 4 )

週 

愛我

們的

家鄉 

 

社 2a-Ⅲ-1 關注社會、

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

式的互動關係。 

 

社 3b-Ⅲ-1 透過適當的

管道蒐集社會議題的相關

資料 ，並兼顧不同觀點

或意見 。 

 

語 2-III-5  把握說話內

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

構邏輯。 

1.家鄉農

業與農地

實際狀

況。 

2.在地的

土壤性

質。 

3.家鄉農

業地圖。 

 

1.能關注及認識家鄉農業並了解目前家鄉農

地使用狀況。 

2.分組透過網路或訪問調查，蒐集家鄉農業

與土壤資料，繪製簡單農業地圖，完成學習

單。 

3.把握上台發表農業地圖的說話內容的主題、

重要細節與邏輯。 

 

1.每組學生能認識與分享家鄉農

業與農地實際狀況。 

2.每組學生能查詢土壤性質與農

作物的相關資料，完成學習單，繪

製簡單家鄉農業地圖。 

3.每組學生能上台發表介紹家鄉

農業地圖。 

4.各組從家鄉農業地圖反思討論，

家鄉產業與環境的影響關係，並提

出改善的方法 
5.各組從家鄉的土壤檢測反思討

論，家鄉農法、土壤及居住環境的

影響關係，並提出改善的方法 

【活動一】: 愛我們的土地(2節) 

1. 了解有機栽培、自然農法與慣行農法生產的蔬

菜的方法。 

 有機栽培—有機農業是遵守自然資源循環

永續利用原則，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

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理

系統，並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

農業。 

 自然農法—依有機實施準則，完全不使用

化學肥料和農藥且必須完全使用未受污染

之有機肥料，並採行自然方式防治病、蟲

害。 

 慣行農法—慣行農法就是現代農民普遍使

用的農業耕作方法，使用化學肥料、並且

必須要透過農藥來殺菌、殺蟲、防蟲與抗

菌。 

1.有機蔬菜

栽培網站。 

2.Youtub 影

片。 

3.家鄉各種

植地區土壤 

4.學習單 

5.石蕊試紙 

6.各家肥料 

7.燒杯 

8.磅秤 

4 

年級   高年級 年級課程 
主題名稱 番路在地通 課程 

設計者 程金得 總節數/學期 
(上/下) 20/下學期 

符合 
彈性課

程類型 

■第一類 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 ⼞專題 ⼞議題 議題*是否融入 □生命教育 ■安全教育 □戶外教育 □均未融入(供統計用，並非一定要融入) 
   需跨領域，以主題/專題/議題的類型，進行統整性探究設計；且不得僅為部定課程單一領域或同一領域下科目之間的重複學習。 
⼞第二類 ⼞社團課程  ⼞技藝課程 
⼞第四類 其他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文 ⼞服務學習 ⼞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交流 

⼞自治活動 ⼞班級輔導 ⼞學生自主學習 ⼞領域補救教學 

學校 
願景 

智慧、健康、快樂 
與學校願景呼

應之說明 

1.透過與家鄉人、事、物的交流，汲取別人的經驗，融合自己的想法，增進多面向思考，以培養待人處事的智慧。 

2.認識家鄉、探索家鄉進而認同家鄉，以正向的態度，發揮自己的能力將家鄉推銷出去，養成健康的身心。 

3.從探索中分析家鄉的特色，珍惜周遭所擁有的優勢，從中獲得生活的快樂 

總綱 
核心素

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問題。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 

     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E-C3 具備理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 

     素養，並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課程 
目標 

1. 知識：了解柿子的成長特性及結果過程，熟悉並認同地方柿子文化。 

2. 技能：利用網路蒐集資料並實地探訪以分辨真偽，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問題。建立合作學習體制

並良性競爭，記錄與表現自己所見及所觸的事物與情感，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3. 態度：認識在地文化並深入了解相關地標的存在意義，培養熱愛、肯定鄉土文化的情懷。學習認識在地文化以養成立足番路，放眼天下的

胸懷，並能尊重包容世界多元之文化。理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素養，並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2. 透過專家及影片的介紹，小組進行筆記記錄 

3. 請各組依照 3種栽培方法對土地、環境、人

類、在地動植物的影響，列出 3者間比較的優

缺點。 

4. 請小組上台發表比較的資料，並由專家進行錯

誤觀念的修正。 

5. 發下調查單請學生回家調查自家與附近蔬果的

種植方式，並於調查後交回進行各組的統計進

行發表。 

6. 搭配 GOOGLE地圖，印出觸口、埔尾之社區地圖

發給各組 

7. 各組將調查單中的資料標示於地圖上 

8. 分組報告家鄉農法地圖 

9. 教師統整各組農法地圖，標示於一張總圖上。 

10.各組針對調查結果反思並發表心得與感想，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有合作討論、有實踐

行動、反思活動、和學生生活脈絡連結) 

【活動二】: 土壤酸鹼測試(2節) 

1. 各組網路查詢資料，找出蔬菜最適合生長的酸

鹼性為佳，並上台發表組內所討論的資料。 

2. 分組收集埔尾、觸口、學校地區種植果樹、香

草之農地土壤 

3. 測量各組土壤之酸鹼性 

甲、將 200g土壤放入 500ml的 RO水中 

乙、等待混濁的水沉澱 

丙、撈取上面較無砂土的混淆水 

丁、利用石蕊試紙測驗土壤酸鹼性 

戊、討論如何將過酸、過鹼的土壤調整成適合

蔬菜的酸鹼性 

己、教師提供農業常用方法—灑石灰、燒雜草

的草木灰……等 

4. 各組上網查詢討論土地為何會有土壤酸化的情

形，並發表分享 

5. 各組請生學生將家中的果樹、蔬菜肥料到學校 

6. 測量各組肥料的酸鹼性 

甲、將 100肥料放入 500ml的 RO水中 

乙、均勻攪拌，使其固體物質沉澱 

丙、撈取上面較無雜質的肥料水 

丁、利用石蕊試紙測驗肥料酸鹼性 

7. 各組將實驗結果公佈 

8. 教師歸納土壤酸化是否與肥料有關、有機肥料

與化學肥料是否會使水溶液酸化…等問題結果 



9. 請各組反思我們的土地發生了什麼事?要怎麼處

理，請各組討論後分享。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有知識應用、有合作

討論、有學習方法、有操作、反思活動、和學

生生活脈絡連結) 

第

( 5 )

週 

- 

第

( 8 )

週 

家鄉

田野

踏查 

 

自 tc-III-1 能就所蒐集

的數據或資料，進行簡

單的記錄與分類，並依

據習得的知識，思考資

料的正確性及辨別他人

資訊與事實的差異。 

 

自 ai-III-3 參與合作學

習並與同儕有良好的互

動經驗，享受學習科學

的樂趣。 

 

語 2-III-2 從聽聞內容

進行判斷和提問，並做合

理的應對。 

1.家鄉田

野特色。 

2.家鄉農

業 的 價

值。 

3.自動化

管理 

1.透過農場導覽員的介紹，各組能詳細的記

錄農場的經營，並能辨別各家農場不同的農

作方式。 

2.透過任務導向，參與學習自動化管理設計，

過程中學習判斷和提問，並做合理的推論。 

1.每組學生能記錄與分享家農場

參觀的想法，並提出自己的疑問 

2.每組學生能完成模擬自動化管

理設計的任務，並成功執行。 

3.學生反思生活周遭是否能夠透過

自動化管理來，讓生活、工作更便利，

並舉例。 

【活動一】：牛埔農場參觀(2節) 

事先準備: 

  請各組討論 10個要問農場導覽員的問題? 

1. 探索附近的牛埔農場。 

2. 農場導覽 

甲、農場的由來 

乙、農場的目標 

丙、種植的蔬果種類 

丁、種植的農法介紹 

戊、自動化管理的優缺點 

己、種植的方式-土植與高架 

庚、網室栽種的優缺點 

辛、病蟲害防治 

壬、農場的生產價質 

癸、農場的觀光價質 

11、農場農產銷哪去 

3. 各組輪流提出要詢問的問題 

4. 分組討論家鄉農業的價值並發表 

(有學習方法、有體驗) 

【活動二】：自動化設計大賽(2節) 

1. 介紹 1 分鐘玩程式 

2. Microbit 介紹 

3. Microbit 的基本操作 

甲、圖形化介面介紹 

乙、基本指令介紹 

丙、基本任務指派 

丁、寫入測試 

戊、成果驗收 

4. 學生分組練習教師指派的任務 

5. Microbit 的感應器介紹 

甲、溫度感知器 

乙、溼度感知器 

丙、光線感知器 

6. 教師設置農場自動化管理情境題 

7. 學生分組討論利用感應器進行程式設計，以解

決教師指派的任務 

8. 各組設計成果發表，並互相觀摩提出組內所遇

1.家鄉產業

介紹影片。 

2.社區農夫

訪問學習單。 

3.Microbit 

4 



到的問題 

9. 組內進行程式修正與請教成功的組別 

10.各組共同遇到的問題，由教師統一回覆 

11.組內討論反思生活中可利用自動化管理的方式

或做法有哪些？請舉例分享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有反思活動、有知識

應用、有合作討論、有學習方法、有操作) 

第

( 9 )

週 

- 

第

(12)

週 

家

鄉

產

業

的

轉

變 

社 1b-Ⅲ-2理解各種事實

或社會現象的關係，並歸

納出其間的關係或規律

性。 

社 2b-Ⅲ-2理解不同文化

的特色，欣賞並尊重文化

的多樣性。 

1.傳統產

業的困境 

2.新興產

業的利基 

3.農產品

轉型 

4.創意設

計 

 

1.透過實地訪查去理解家鄉產業的困境，及發

現新興產業的利基，最後歸納出傳統產業與新

興產業所面臨的問題。 

2.經由學生多元創新農產品，協助農產品轉

型，在發表過程中理解不同的想法特色，欣賞

並尊重各組的創意設計。 

1.學生能訪查家鄉居民，並記錄相

關問題。 

2.各組能從調查中，反思家鄉產業

的相關問題，並試著提出解決的方

案。 

3.各組能完成多元的創意設計作品

說明單，並上台互相分享。 

4.各組能反思在設計過程中的挑戰

及如何克服困難，並上台分享 

【活動一】：家鄉產業大調查(2節) 

1.分組進行家鄉區域性的農產品調查，並記錄生產

物品及所面對的困境。 

2.請各組發表調查結果，並統計所有人的數據。 

3.分辨調查中的產業為新或舊產業，有何差別？ 

4.各組反思討論家鄉新舊產業所面臨的問題。 

5.分組提出解決的方法並上台分享 

6.教師統整 

(分享表達、有總結性成果報告、有實踐行動、反思

活動、和學生生活脈絡連結) 

【活動二】：創新設計大考驗(2節) 

1.請各組互相激盪，將番路鄉的產業透過多元的創

意設計，展現新的風貌。 

2.各組設計時，填寫作品說明單—內含產品名稱、

產品製作、產品概念、產品內容…。 

3.教師觀察各組，並給予適當的引導。 

4.各組上台發表，並由台下的組別給予提問與回

饋。 

5.請各組修正該組的產品設計，在學生朝會時進行

產品設計發表會，並張貼班級公佈欄。 

6.各組反思在設計過程中的挑戰及如何克服困難，

並上台分享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有反思汘動、有知識應用、

有合作討論、有實踐行動) 

1.農產品調

查表 

2.小白板 

3.創新設計

作品說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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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週 

- 

第

(16)

週 

認

識

在

地

食

材

(

食

農

教

育

自 ti-III-1能運用好奇

心察覺日常生活現象的

規律性會因為某些改變

而產生差異，並能依據

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方

法想像可能發生的事

情，以察覺不同的方

法，也常能做出不同的

成品。 

 

語 2-III-5  把握說話內

1.在地食

材可做成

的食物。 

2.特色料

理的優缺

點。 

 

1.依據已知的在地食材料理知識與方法想像

可能處理的料理，以察覺不同的方法，也常

能做出不同的創新成品。。 

2.把握上台發表特色料理的優缺點的說話內

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邏輯。 

1.每組學生能了解在地食材的知識

並記錄下來。 

2.每組學生能觀察並分享特色料理

的優缺點。 

 

【活動一】: 在地食材好滋味(1節) 

1. 利用 cook APP、食譜書、網路搜尋找出與校園種

植的蔬菜相關食譜。 

2. 做成利用簡報跟影片，介紹校園種植蔬菜可製作

的料理。 

3. 小組決定要製作的特色料理，並寫下其製作的材

料、工具、步驟、料理名稱、工作分配表、攜帶

物品分配表、注意事項，完成料理學習單。 

(有分組合作、有合作討論、有學習方法) 

【活動二】:食神大賽(3節) 

1.蔬菜食材

ppt與影片。 

2.料理學習

單。 

3.料理評分

單 

4.嘉義縣食

農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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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

構邏輯。 

1. 請孩子攜帶相關的材料與工具，並利用校園蔬菜

食材進行特色料理 

2. 小組特色料理實作，教師四處巡視安全、引導步

驟、協助處理問題。 

3. 小組特色料理發表與分享時間 

4. 請各組寫下料理評分單，寫下各組的特色料理優

缺點並討論如何跟在地食材結合，創造出新的滋

味。 

5. 完成學習單，請同學上台發表喜歡吃的料理跟原

因。 

6. 票選最佳的在地食材料理。 

7. 組內提出下次校園要種的蔬菜食材，並實際種

植。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有實踐行動、有體驗、

有操作) 

第

(17)

週 

- 

第

(20)

週 

社

區

在

地

通 

語 2-Ⅲ-4 運用語調、表

情和肢體等變化輔助口

語表達。 

語 2-Ⅲ-6 結合科技與資

訊，提升表達的效能。 

社 3b-Ⅲ-1透過適當的管

道蒐集社會議題的相關

資料，並兼顧不同觀點或

意見。 

1.社區特

色景點 

2.旅遊報

導 

3.新聞稿 

 

1.能結合科技與資訊，蒐集社區特色景點的多

媒體素材，並撰寫新聞稿，提昇旅遊報導的可

看性。 

2.透過實地踏查蒐集社區特色景點的多媒體

素材進行分享，並能兼顧各組不同的看法與想

法，進行組內新聞稿資料的增修。 

3.唸稿訓練時，運用語調、表情和肢體等變化

輔助社區特色景點旅遊報導的口語表達。 

1.各組能完成社區特色景點記錄

表，並在各組分享後進行增修。 

2.各組能利用 3C 產品記錄社區特

色景點 

3.各組完成新聞稿並上台分享 

4.各組利用社區特色景點多媒體素

材完成 PPT或影片 

5.完成社區特色景點旅遊報導 

6.各組反思討論做社區特色景點旅

遊報導的意義以及如何行銷，並上

台分享 

【活動一】: 在地景點大蒐集(1節) 

1.分組利用網路搜尋、家鄉 100 問、校刊…等多元

資訊媒體進行蒐集資料。 

2.記錄社區特色景點記錄表-名稱、特色、由來、影

響…等 

3.各組上台分享所收集的資料。 

4.絡組統整所有組別的資料，並增修組內資料 

5.組間協調各自要調查的社區特色景點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和學生生活脈絡連結) 

【活動二】: 實地踏查(1節) 

1.請學生分組帶平板、相機、錄影機…等記錄器材，

前往各個特色景點。 

2.學生利用各項 3C產品留下特色景點的記錄。 

3.學生訪談當地耆老，關於特色景點的詳細資料，

並完成增修特色景點記錄表。 

(有學習方法、有實踐行動、和學生生活脈絡連結) 

【活動三】: 小小地方記者(2節) 

1.各組學生利用收集的記錄資料與多媒體素材，進

行新聞稿的編輯。 

2.各組學生上台進行唸稿訓練，並由聽眾寫回饋學

習單 

3.將多媒體素材利用 PPT 或影片處理軟體進行影片

的製作 

4.搭配影片或 PPT進行社區特色景點旅遊報導 

5.聽眾寫回饋學習單 

1.家鄉 100

問 

2.平板 

3.校刊 

4.個人電腦 

5.記錄用 3C

產品 

6.特色景點

記錄表 

7.PPT 軟 體

或影片剪輯

軟體 

8.回饋學習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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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學生反思為什麼要製作這地方特色的影片？可

以透過什麼樣的管道讓大家認識並來旅遊？請小組

討論並上台分享。 

(分享表達、有分組合作、有知識應用、有合作討論、

有總結性成果報告、有操作、和學生生活脈絡連結) 

教材來源     ⼞選用教材 (            )               ■自編教材(請按單元條列敘明於教學資源中) 

本主題是否

融入資訊科

技教學內容 

■無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有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共(      )節 (以連結資訊科技議題為主) 

特教需求學

生課程調整 
 

※身心障礙類學生: □無  ￭有-智能障礙( )人、學習障礙( 1 )人、情緒障礙(  )人、自閉症(   )人、(/人數) 

※資賦優異學生: ￭無   □有- (自行填入類型/人數，如一般智能資優優異 2 人)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1.環境調整:1.個人座位安排在易專心的位置，如教師附近、小老師周圍、前排座位，避免走廊邊及窗戶邊。 

2.內容調整:1.無須調整。 

3.歷程調整:1.給予成功的經驗或正增強，以引發學生主動參與課堂的學習。 

           2.在教室中提供同儕輔導，並且適時公開鼓勵協助同儕。 

4.評量調整:1.因應學生學習弱勢，提供多元評量。                                                     

 

          特教老師姓名：  

普教老師姓名： 

填表說明: 

(1)依照年級或班群填寫。 

(2)分成上下學期，每個課程主題填寫一份，例如: 一年級校訂課程每週 3節，共開社區文化課程 1節、社團 1節、世界好好玩 1節三種課程，每種課程寫一份，共須填寫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