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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國小以「草莓」為主題，發展食農教育課程並融入學科領
域，從食農知識、學習種植、產地摘採及實作四個環節，深化
學童的食農素養。

教師群藉由自然課程引導學生詳實記錄養護草莓過程、初步辨
別草莓種植與土壤的關係，提出碳足跡與水足跡所代表的環境
意涵；透過戶外體驗課程，認識高雄地區草莓種植狀況與產業
活動，關懷在地農業的資源與特色。藝文課程則引導學童進行
草莓包裝盒的創意發想和設計，健體課程安排學生同儕一起擬
定飲品製作的材料與過程，透過操作的體驗與實踐，覺察個人
的健康選擇。

單元一 草莓小型農植摘 單元五 莓好的相遇

陽明食尚家：草莓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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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綜合活動、
藝術、健康與體育

草莓高年級

8 節課
共 400 分鐘

董中驥、洪梅芳、
張采薇、許素燕、
郭怡欣、周冠良

1-1-1 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1-1-4 食物與營養
2-2-1 瞭解人與自然、土地的倫理關係
2-2-3 覺知個人飲食習慣與消費選擇對生活、社會、環境的影響
4-1-2 製作與鑑賞食物的基本技能

・降低農業碳排放
・土壤固碳的效應與重要性
・循環農業與零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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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飲食」是本校的校訂彈性課程之一，校內「陽明食尚家」
團隊教師群自 109 學年度組成以來，秉持著在地、當季、健康
且多元飲食教學為主要的課程設計方向。考量我們身處都市的條
件，雖無法以當地物產為基底進行教學延伸，但在「食農文化」
與「食農體驗」這兩部分應可觸發並引導學生學習之可能性。
2. 草莓是令人醉心喜愛的水果，大人與小孩皆心動不已，放入
食農教學課程中，應該很難讓人拒絕教與學，因此，校內「陽明
食尚家」團隊以「食農系統」、「食農文化」與「食農體驗」三
方面進行課程設計，也欲透過學校長久經營環境教育的理念做結
合，希冀以「草莓」為主題，植栽體驗、在地產業、有機耕作與
黃碳、產銷永續美感與健康飲食為方向，進行教學設計之綜橫鋪
成。

單元一 草莓小型農
單元二 草莓與黃碳
單元三 草莓遊家鄉
單元四 保存莓問題
單元五 莓好的相遇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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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學領域
pe- Ⅲ -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
科技設備及資源。能進行客觀的執行規查獲數值量測並詳實
記錄。
po- Ⅲ -2 能初步辨別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並能依據觀察、
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提出適宜探究之問題。
● 綜合活動領域
3d- Ⅲ -1 實踐環境友善行動，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
● 健康與體育領域
3a- Ⅲ -1 流暢地操作基礎健康技能。
● 藝術領域
1- Ⅲ -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和實作。

自 -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力，並
能初步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的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步驟，操
作適合學習階段的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進行自然科學
實驗。
綜 -E-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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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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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思考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藝 -E-A2 認識設計思考，理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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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學領域
INf- Ⅲ -4 人類日常生活中所依賴的經濟動植物及栽培養殖的
方法。
INg- Ⅲ -6 碳足跡雨水足跡所代表環境的意涵
● 綜合活動領域
Cd- Ⅲ -1 生態資源及其與環境的相關。
● 健康與體育領域
Ea- Ⅲ -1 個人的營養與熱量之需求。
● 藝術領域
視 E- Ⅲ -3 設計思考與實作。

1.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草莓栽種的器材與科技，並詳實記錄
養護草莓過程之紀錄。
2. 能初步辨別草莓與土壤間的問題，並能依據觀察、蒐集資
料、思考、討論等，提出適宜草莓碳足跡與水足跡所代表環
境探討問題。
3. 學生認識高雄草莓植栽狀況與產業活動後，能關懷在地環
境、農業的資源與特色，並珍惜資源與環境。
4. 進行草莓裝盒的創意發想和實作。
5. 能與同儕擬定飲品製作的過程與內容，透過操作的體驗與
實踐，覺察個人的健康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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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教育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要棲地。

自編教材

電腦、單槍投影機、學習單、簡報筆、種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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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小型農

(1) 詢問學生喜愛草莓的狀況
(2) 請學生分享採集草莓的經驗

(1) 觀察草莓外部特徵
●請學童以五感體驗觀察草莓的外部特徵，並出示草莓及草莓圖片。從
顏色形狀？像什麼？草莓的表面是什麼樣的？請學生輕輕地觸摸，感覺
是什麼？
●說一說吃草莓的好處。
●教師小結：草莓的外觀呈心形，鮮美紅嫩，果肉多汁，含有特殊的濃
郁水果芳香。草莓營養價值高，含豐富維生素 C，有幫助消化的功效，
同時，草莓還可以鞏固齒齦，清新口氣，潤澤喉部。

教學簡報、草莓植株、盆栽、學習單。

單元一 草莓小型農教學 單元一 草莓小型農植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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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草莓的生長方式
教師帶領學童觀看教學簡報 PPT。
● 草莓生長在哪裡？看看草莓是怎麼種植的。
● 草莓如何繁殖？
一般農人栽種草莓利用「走莖」來繁殖。走莖長出來以後，植株就漸漸
不再開花，也就結束了這一季草莓果實的收穫期。
● 草莓的「定植」是什麼？
農民將走莖上的小苗剪下來種在栽培盆中，栽種草莓苗的工作叫做「定
植」。草莓的定植不像稻子插秧可以利用機器耕作，每一棵草莓苗都須
由農民自己親手種下；苗和苗之間要留出適度的距離，讓小苗有足夠的
空間繼續長大。
● 草莓葉有什麼特徵？
草莓的莖很短，葉柄卻很長，草莓葉子的葉面顏色深綠，葉背顏色則呈
青白色，葉緣有鋸齒狀缺刻，葉柄和葉片分佈著小細毛。
● 為什麼農人會進行「疏果」的工作，將過多的小果摘除？
為了促進果實的碩大。此外，我們吃的草莓不是真正的果實，而是花托
變成的假果。
● 仔細觀察草莓表面，有一粒粒像芝麻的籽，那是什麼呢？
由子房發育而成的小瘦果，每一小粒就是一個果實，也可以拿來當種籽
種。一顆草莓大約有 200 粒小種籽，我們可以拿一顆草莓，放在紗布中
搓揉，將果肉濾掉取得種籽，種種看，說不定下一次就能吃到自己種的
草莓！

(3) 教師小結：草莓適合種植在陽光充足，疏水性好的土壤裡。注意除
草、澆水、除蟲的管理，澆水的時候，注意不要把草莓弄濕，一旦草莓
被水濺濕後，容易腐爛。

(1) 請學生分享育莓過程與心得。
(2) 分組討論養護草莓成長之工作分配與注意事項
(3) 填寫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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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與黃碳

教學簡報、影片、學習單。

(1) 草莓與它的產地：認識草莓在全球的產地並比較產量的差異
(2)1961 至 2020 年草莓的產量變化：
● 60 年來草莓的產量增加了 10 倍
● 比較草莓產量前 10 大國家的變化

教學資源：
Top 15 Largest Strawberry Producer Countries

●「碳」尋草莓
(1) 日本草莓品種與分佈介紹
(2) 台灣草莓品種與分佈介紹
(3) 台灣草莓的引進與品重的改良
(4) 草莓的碳足跡標示。
(5) 碳足跡與氣候變遷。
(6) 草莓與氣候變遷討論
・氣候變遷使草莓的產量與品質產生變化
・氣候變遷提高的草莓的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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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草莓與農藥討論
・農藥能提升草莓的產量與品質
・農藥殘留對食品安全的影響
(8) 草莓選購的風險討論
教師說明草莓選購風險教學，並請學生歸納、比較老師所提及草莓生產
及消費過程中不同的選擇所造成的碳排差異。
・本土與進口草莓的碳排放差異
・本土與進口草莓的碳足跡差異
・農藥 ( 化學肥料 ) 及有機耕作對土讓固碳效果的影響的差異

●土壤與黃碳
(1) 認識黃碳
(2) 認識土壤：土壤是一種有機生命體
(3) 認識有機耕作的草莓園與土壤碳匯

教學資源：
PHC 影片：土壤是一種有機生命體

年代新聞：號稱草莓界精品

分組發表
● 請各組學生討論並分享「草莓產業
的轉機」
● 教師總結，學生填寫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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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享採集草莓的經驗
(2) 高雄草莓園的分佈：高雄大岡山與阿蓮

草莓遊家鄉

三本草莓園、農民老師。

(1) 草莓生長與生產
● 小農說明「三本草莓園」栽種策略。
● 了解草莓品種的相關知識、相關草莓產業的產品開發。
● 實地踏查、走進草莓成長區，觀察草莓的生態環境。
(2) 分組採集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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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分享
● 課程後的回饋活動，讓學生分享實地踏查、採集的感受。
● 學生反饋草莓與環境的相互重要關聯性。
(2) 教師小結

保存莓問題

草莓盒編織材料、教學影片、市售草莓包裝盒。

(1) 分享保存草莓的經驗。
(2) 認識市售草莓的包裝方式。

發想與構思：材質挑選、色彩搭配與造型設計。

教學資源：Plastic 塑膠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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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將創意發想實踐於草莓編織盒製作。

(1) 草莓盒作品票選。
(2) 老師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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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好的相遇

教學簡報、草莓飲品原料、學習單、果汁機、飲品容器。

(1) 是否曾經喝過草莓相關的飲品，請舉例：甚麼品牌 ( 或茶飲店 )、飲
品名。
(2) 喝過的草莓飲品都是屬於食品還是食物呢？
(3) 教師補充說明：「食物」與「食品」的不同。

(1)「草莓」營養價值的解說
(2) 動腦想一想
● 學童 4 人一組，進行小組討論，設計出「無化學添加物」的草莓手
作飲品。
● 創意飲品：命名、適用場合 (PARTY 或是餐前餐後飲用 )、發想的
由來、小故事 ( 文創包裝 )。
● 調配比例 ( 兩項以上的食材搭配 )、調配流程、天然食材、無化學
添加食材。
● 各組員明確任務分配，需要攜帶的食材、器具、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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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果秀一秀
● 各組上台報告所設計的飲品。
(2) 一起來喝喝
● 全體師生試飲評分，並給予講
評及回饋。

(3) 動手做一做
● 教師任務說明，包含流程、時間、評分規準及場地調整。
● 學生實際操作所設計「無化學添加物」的草莓手作飲品。

教學資源：心靈環保兒童生活教育動畫：食物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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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真莓好 



19

草莓小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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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小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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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好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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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好的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