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簡介與亮點

深水國小結合課程與日常照顧飼養母
雞的過程，培養孩子的責任心與成就
感，認識循環農業，體會食農系統中永
續與互助的意涵。

位於燕巢的深水國小以永續校園為發
展特色，「深水友雞蛋」主題課程帶領
學生實際在校園蓋雞舍、飼養母雞，學
習照顧雞隻，面對生病的雞隻則化身
小華佗學習認識香草及餵雞吃草藥；
師生也飼養黑水虻，利用其強大的消
化分解能力來處理生廚餘，成蟲則提
供給母雞補充蛋白質來源；收成的雞
蛋除了校內食用外，師長更帶領學生
將雞蛋送給社區長者與辛勤防疫的醫
護團體，學習付出與傳遞愛。

1



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農業定義與基礎農事操作
理解飲食與農業對個人、家庭與社區的重要性
瞭解人與自然、土地的倫理關係
農業生產的基本技能
體會食農系統的永續與互助(生命教育)意涵

高年級 ��節
共���分鐘

雞蛋
香草保健植物

綜合活動領域

劉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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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理念

隨著時代的變遷，現代人追求快速與方便，似乎慢
慢遺忘如何友善的對待生活環境以及用自然友善
的方式與動物相處，因此，本課程結合在地高雄動
保處、食二糧以及果然紅農藝活等團體，希望帶領
著學生以手做及實際體驗，學習日常照顧與付出，
讓學生了解人與大自然共好的概念，達到友善及
永續環境的目標。

高雄市動保處長期推動保護動物不遺餘力；食二
糧則是致力於樂齡長者照顧，尤其是推動長輩養
雞，透過照顧與陪伴，提升長者的生活及內心富
足；在地農業團體-果然紅農藝生活，則是提倡自
然農耕法，採用稻米收成後剩餘的稻桿回收再利
用，創作編織成蛋窩，達到環保再利用的概念。因
此本校與這些團體共同合作，期望創造友善循環
及再生利用的價值。

本教學設計希望讓學生在學習期間，近距離觀察
與實際照顧母雞，豐富學生的學校生活經驗，結合
學校教學環境，希望讓孩子發展出對土地及動物
的情感、更親近土地及懂得友善循環的觀念，體驗
人類與環境的互動，落實本校校訂食農課程之「幸
福農家樂」，以及永續校園的精神。

3



●主題一:雞舍動動手-友善雞舍建造
單元一：認識雞與牠喜歡住的家：了解蛋雞飼養系統以及動物福
利，認識母雞生態與生活習性，以及母雞對生活空間及設備的需
求，一起規劃母雞的家。

單元二：動手蓋雞舍：教導進行雞舍基地整平工作。再透過團隊
合作的方式，將組合式雞舍各個模組進行組裝及上漆，以及圍籬
設施的施作。

●主題二:我是小志工-學習友善飼養及日常照顧
瞭解蛋用母雞的生理及營養需求，以及日常餵養的方式。

●主題三:我是小農夫-地景菜圃與雞用植物種植
幫雞做飯：介紹各種常用的雜糧、草料及藥材等飼料，以及如何種
植和料理雞食用的青草茶。

●主題四:黃金變身術-雞大便再利用與養黑水虻
雞大便處理與再利用課程：說明雞大便處理的傳統堆肥的方式，
以及如何利用黑水虻與雞大便進行再生循環系統，並實際飼養黑
水虻與將發酵後的雞大便運用於雞用保健植栽與蔬菜種植。

●主題五:天然的尚好-雞的保健與疾病預防
釀造天然酵素進行雞舍清潔消毒，瞭解母雞身上常見的寄生蟲與
疾病、病蟲害防治與疾病處置方式，再透過實體雞舍環境的解說，
瞭解雞舍環境清潔保養與消毒方式。

●主題六:友雞蛋有愛-社區友好活動
單元一：結合在地農業專家-果然紅農藝生活，外聘羅元鴻老師
利用稻稈編織教學，製作母雞生蛋的雞蛋窩。

單元二:認識好蛋並送愛到社區，瞭解蛋的營養成份及如何挑選
蛋，並將學校的雞蛋與雞蛋點心送到仁愛之家給長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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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

主題二

主題三

主題四

主題五

主題六
兩節課/��分鐘

兩節課/��分鐘

兩節課/��分鐘

兩節課/��分鐘

兩節課/��分鐘

兩節課/��分鐘

5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d-III-� 覺察生命的變化與發展歷程，實踐尊重和珍惜生命。

�b-II-�  參與學校或社區服務學習，並分享心得。

�d-II-�  覺察生活中環境的問題，探討並執行對環境友善的行動。

Ad-III-�   自然界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

Cb-II-�   服務對象的了解與適切服務。 

Cb-II-�   服務行動的參與與分享。

Cd-II-�   生活中環境問題的覺察。 

Cd-II-�   環境友善的行動與分享。

綜-E-C� 
關懷生態環境與周遭人事物，體驗服務歷程與樂趣，理解並遵守
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

綜合活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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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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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主題一:雞舍動動手-友善雞舍建造

第一節：認識雞與牠喜歡住的家

認識蛋雞飼養系統以及動物福利，藉以
認識雞與牠喜歡住的家。

一、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母雞飼養系統、動物福利以及母雞生活習
性的簡報。

二、發展活動

�.教師展示圖片，並向學生提出問題:

(�) 母雞飼養方式有哪些?

(�) 適合母雞生活的環境應該是如何?

(�) 飼養母雞需要哪些設備?

(�) 何謂動物福利呢?

�.教師介紹母雞飼養方式及演進(格子籠、豐富籠、
平飼、放牧)、動物福利及母雞生態與生活習性。

�.學生分組討論完成學習單並手繪母雞的家。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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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活動

學生分享學習單的內容與繪畫。

台 灣 動 物 社 會 研 究 會 � � � � 年 發 行
《雞蛋報∣壞蛋滾好蛋來》

認識蛋雞飼養系統以及動物福利:

行政院農委會法規
< 雞 蛋 友 善 生 產 系 統 定 義 及 指 南 > 

（附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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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動手蓋雞舍

教學資源
雞舍
圓鍬等園藝工具
建置雞舍的方法

一、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圓鍬等園藝工具。

二、發展活動

�.教師講解如何用鋤頭和圓鍬等園藝工具。

�.學生分組進行雞舍基地整平工作，並將組合
式雞舍各個模組進行組裝及上漆，以及圍籬設
施的施作。

三、綜合活動

教師講解雞舍的維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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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 結束]

一、雞舍與圍籬施作理念：

具環境友善循環與雞喜歡玩耍的空間。

二、雞舍設計元素介紹與環境評估：

放牧:在雞舍室內及戶外提供雞隻地面自由活動之生產
系統。

三、基準:參考<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附件�）

�.應提供適當之棲息設施。

�.雞舍內面積避免過度擁擠，飼養密度每隻雞之所需面
積應超過���cm²（約��隻/m²）。

� .每隻雞應有長度��cm以上之棲架，棲架水平間隔
��cm以上。

�.產蛋區必須充足，並能供所有雞隻自由進出產蛋。

�.戶外活動區域面積應每平方公尺不得超過�隻。

�.雞舍通往戶外活動區域應該具有足夠寬敞的通道。

�.飼養場地應排水良好，並避免周圍有害物質之污染。

附件：建置雞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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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我是小志工

第一節：認識友雞飼養

一、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母雞的生理介紹與飼養方式的簡報。

二、發展活動

�.教師展示圖片，並向學生提問：

(�)常見的雞隻種類有哪些?

�.教師介紹常見的雞隻品種。

�.學生分組討論：

(�)飼養母雞需要注意那些事項?

(�)蛋用母雞有哪些營養需求?

�.學生發表分享

三、綜合活動

教師講解母雞生理介紹與飼養方式。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
學習單
雞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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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與飼料
�.夏季水量���cc-���cc/天，冬季水量���cc-���cc/天。
�.夏季飼料���-���克/天/隻，冬季���-���克/天/隻。

二、飼養例行工作
�.提供飼料
�.掛上野菜
�.更換飲用水
�.撿雞蛋
�.巡視雞舍四周，檢視可能的侵略與危險
�.視情況補充墊料、添加洗澡用的沙子

三、加強照護工作
�.飼料盆、水盆的清潔/每天
�.添加稻殼、沙子及沙浴池的土壤/每周
�.沙浴與土浴池的補充與日曬消毒/每周
�.健康檢查:行為、臉色、羽毛、大便、聲音、身體及體重/每月
�.墊料更換、雞舍消毒、驅除體內體外蟲/每季

四、貼心小叮嚀
�.做好雞舍內外的清潔衛生工作
�.經常清除雞大便及殘餘飼料
�.飼料槽與水盆等用具經常清洗
�.保持雞舍內乾燥不潮溼

附件：雞的飼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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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小志工的工作日常體驗

[主題二 結束]

一、準備活動

教師將學生帶至友善雞舍。

二、發展活動

�.教師講解母雞日常照顧方式、飼料添加
量及飲用水的更換與添加量，以及每日野
菜的供給方式。

�.學生分組實地觀察及實作：

(�)觀察母雞及雞舍四周環境

(�)觀察飼料量並添加飼料

(�)觀察飲用水，清潔水壺及添加飲用水

(�)摘取天然野菜並提供母雞食用

三、綜合活動

教師說明照顧母雞活動需持之以恆。

每日更換飲用水

準備飼料

準備雞愛吃的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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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我是小農夫

第一節：認識雞飼料

一、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各種常用的雜糧、草料等飼料以及母雞食
用的香草保健植物。

二、發展活動

�.教師講解各種常用的雜糧、草料等飼料。

�.學生觀察並討論。

(�)如何種植雞食用的香草保健植物?

(�)香草保健植物除了給雞當野菜，還有什麼用途?

�.學生發表分享。

三、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學生討論內容，並告知下一節課要去農園
種植香草保健植物。

教學資源
香草保健植物

15



第二節：幫雞做飯

一、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紫蘇、艾草、薄荷等香草保健植物
及種植用具。

二、發展活動

�.教師講解如何種植香草保健植物。

�.學生分組實作種植香草保健植物。

三、綜合活動

教師分派學生各組照顧香草保健植物的時間。

種植雞喜愛吃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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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日照的香草種類很多，一般來說可以放置於日照充足的場所(盡可能一天

� ~ � 小 時 以 上 )。土 壤 酸 鹼 質 要 調 整 到 中 性，而 且 排 水 性 以 及 保 水 力 都 必 須 良 好；

最 好 盡 量 將 氣 溫 保 持 在 � � ℃ 以 上，不 要 超 過 � � ℃ 會 比 較 理 想；還 有 通 風 是 否 良

好 也 很 重 要。調 整 氣 溫 時，冬 季 可 以 移 入 窗 台 保 濕，而 夏 季 的 話 就 要 避 免 陽 光 直

射；總而言之，只要是人感覺舒適的環境，香草一樣也會感覺舒適，從這點來考慮

不難判斷了。 

香草植物的繁殖
●播種法~熱帶香草一年四季皆可播種.例:羅勒、檸檬香茅等溫帶香草以��月份

為播種佳期。

●分株法~易增生側芽的種類，例:檸檬香茅

●扦插法

●壓條法~易匍匐生長型，例:迷迭香

●走莖繁殖法~例:薄荷

香草的運用

● 沖 泡 香 草 茶 以 � ~ � 種 香 草 混 合 為 佳，每 種 少 量 依 特 性 與 嗜 好 加 入，但 單 方 不 可

用太多。

●香包製作：薰衣草、迷迭香、茶樹、薄荷等以乾品裝袋。

●睡眠不好時，可用薰衣草�：迷迭香�，混合製作香包或做眼罩。

●要增強記憶力可用迷迭香、馬鞭草、薄荷混合製作香包。

● 除 蟲 噴 劑：摘 取 具 驅 蟲 防 蚊 效 果 的 迷 迭 香，取 � � 支 連 莖 帶 葉 約 � � 公 分 長 的 迷

迭 香 洗 淨，將 其 放 入 容 器 中，並 加 入 � � � ㏄ 的 水 煮 沸，冷 卻 後 可 清 潔 家 庭 環 境 及

兒 童 玩 具；迷 迭 香 亦 可 製 作 除 蟲 噴 劑 噴 灑。使 用 有 機 的 植 物 製 作 的 除 蟲 噴 劑，用

不完可存放冰箱一週。

[主題三 結束]

附件：香草植物栽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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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黃金變身術

第一節：認識雞大便處理與再利用課程

一、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雞大便的傳統堆肥方式簡報。

二、發展活動

�.教師提問：雞大便能如何處理?

�.教師講解傳統的雞大便堆肥方式。

�.教師講解結合黑水虻與雞大便進行再生循環系統。

�.學生反思並討論：若雞大便未能有效處理，對環境
會造成何種負擔?

�.學生發表分享。

三、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分享。

教學資源
雞舍
生廚餘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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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雞大便的處理
● 畜 禽 有 機 資 源 物 再 生 循 環 利 用 方 式 演 進，從 最 初 直 接 施 用 於

農田做為肥料，接著藉由微生物腐熟處理轉換成為有機質肥料。

●現可透過黑水虻來協助提高轉換有機質肥料的效率。

二、認識黑水虻 
● 黑 水 虻 不 會 對 人 類 生 活 造 成 干 擾，是 極 具 生

物安全的昆蟲。

● 農 業 有 機 資 源 物 如 廚 餘、動 物 糞 便、動 植 物

有機體等都能被黑水虻食用。

●幼蟲本身是很好的蛋白質來源，可以餵食雞豬等禽畜。

三、生長週期：

四、喜歡居住的空間
●幼蟲極討厭光線，並且怕濕及熱。

●成蟲喜歡乾淨且明亮的環境。

●最適宜溫度為��-��℃。

●黑水虻的交配和產卵在濕度��%的時候比較普遍。

五、黑水虻的營養
●蛋白質: 黑水虻幼蟲乾重可達��%-��%， 其中蛋白質含量高

於��%，與魚粉相近。

●粗脂肪含量超過��%。

●礦物質含量��%以上。

●抗菌肽：黑水虻體內含有豐富的抗菌肽。

附件：雞大便與黑水虻

用 吃 解 決 農 業
剩 餘 物 的 幫 手
─黑水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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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我是魔術師

一、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製作酵素及飼養黑水虻的
材料(生廚餘)。

二、發展活動

�.教師講解製作酵素及飼養黑水虻的
步驟。

�.學生分組並實際製作酵素，並將剩餘
的生廚餘投入黑水虻培養桶中。

�.學生每日投入生廚餘並觀察黑水虻
桶中的變化。

三、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分享。

[主題四 結束]

廚餘桶與黑水虻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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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天然的尚好

第一節：認識雞的保健與疾病防疫

一、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母雞身上常見的寄生蟲與疾
病、病蟲害防治與疾病的簡報。

二、發展活動

�.教師提問：

(�)母雞有哪些常見的寄生蟲?

(�)母雞有哪些疾病或病蟲害?

�.學生分組討論：有什麼方式能有效防
治病蟲害與疾病？

�.學生發表分享。

三、綜合活動

�.學習用香草保健植物來製作雞用的藥
丸子。

�.學習如何餵藥丸給校園的咕咕雞吃，
讓牠身體安康。

�.教師統整分享。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

香草保健植物

研磨腸胃保健草藥

幫雞餵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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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雞的保健植物與防疫草藥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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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 結束]

第二節：我是防疫大使

一、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由生廚餘製成的酵素稀釋後的消
毒器材，並將學生帶至雞舍。

二、發展活動

�.教師講解雞舍環境清潔保養與天然的消毒
方式。

�.學生分組進行雞舍清潔消毒的實作練習。

三、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分享。

教學資源
雞舍
消毒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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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友雞蛋送愛

第一節：雞蛋窩製作
             (結合在地農業專家-羅元鴻老師)

一、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稻稈等材料。

二、發展活動

�.教師講解雞蛋窩的材料:
利用田間稻米收成後的稻桿進行編織。

�.教師講解製作雞蛋窩的步驟。

�.學生分組實作製作雞蛋窩。

�.學生分享製作成品。

三、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分享。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
稻稈等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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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六 結束]

第二節：認識好蛋並送愛到社區

一、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雞蛋營養成分的簡報(參見食農
教育教學資源平台）。

�.教師準備要分送的學校雞蛋與雞蛋點心。

二、發展活動
�.教師講解雞蛋營養成分、對身體的好處及
如何挑選好蛋。

�.學生思考雞蛋料理以及想送給誰，並完成
學習單。

�.教師介紹學校附近的仁愛之家及社區關懷
據點。

�.學生實地走訪仁愛之家及社區關懷據點，
並將雞蛋及雞蛋點心分送至此。

三、 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分享。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學習單
雞蛋、雞蛋點心

送蛋到燕巢衛生所感謝防疫醫護們

送蛋料理到社區仁愛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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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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