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課程名稱： 香草與芋頭的永續魔法–探索有機農業與生活美學

的奧秘 
 

一、設計理念 
        本教案以食農教育與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核心，通過有機農業與自然美學

的實作活動，讓學生在實際操作中學習香草栽培和認識芋頭品種，理解這些農業技

術對環境、健康及生活美感的積極影響。設計理念旨在促進學生對有機農業、自然

資源保護及美學價值的深刻認識，並讓他們掌握將環保與生活結合實踐方法。本教

案符合以下符合食農教育與 SDGs 的指標： 

          農業與環境保護（SDG2: 確保糧食安全，促進永續農業） 學生在課程中學習如

何通過有機栽培技術促進植物健康，減少化學肥料和農藥的使用，達成環境保護與

永續農業發展的目標，並鏈結與食農教育中的【農業與環境】素養要求（E4：瞭解

農業對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的價值），學生將理解有機土壤對農作物生長重要性，

並學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選擇有機食品，實踐環保行動。 

        健康飲食與環境友善消費（SDG12: 促進永續生產與消費模式） 本教案強調學生

認識並選擇對環境友善的食材，透過香草飲品與食品製作活動，學生學會如何運用

自然食材來提升飲食的健康品質，並理解有機農業如何幫助減少環境污染，鏈結食

農教育中的【飲食健康與消費】素養（E6：認識飲食習慣對健康的影響，並選擇健

康食物），學生將反思其飲食行為，並鼓勵更多永續消費選擇。 

          鏈結生活美學與創意表達（綜合素養 E-B3: 培養生活中的美感體驗與創意表現） 

在香草美學創作活動中，學生學習如何通過自然栽培的香草來進行創意表達，提升

對自然美感的覺察力，並將植物應用於裝飾、療癒和日常生活中，豐富生活質量。

這符合【綜合素養 E-B3】要求，學生將透過觀察與手作活動，提升對環境與生活美

感的感知。 

         此教案培養學生們對自然資源的關懷與責任感。學生將從中體會到自然農法對

促進生態平衡的重要性，並發展出對永續生活方式的理解。透過將環保行動融入日

常生活中，學生不僅能夠實踐健康飲食與環境保護，更能成為推動永續發展的積極

參與者。 

 

 

 

 

 



 

 

二、課程架構 
領域/科目 自然 設計者 林子超 

實施年級 國小五、六年級 教學節次 共 2 節，總時數 80-100 分鐘 

單元名稱 香草與芋頭的永續魔法–探索有機農業與生活美學的奧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l 3d-II-1：覺察生活中環境的

問題，探討並執行對環境友

善的行動。 

核心 

素養 

l 綜 -E-B3 ： 覺 察 生 活 美

感的多樣性，培養生活

環境中的美感體驗，增

進生活的豐富性與創意

表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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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l Cd-II-1：生活中環境問題

的覺察。 

l Cd-II-2：環境友善的行動

與分享。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l 【農業與環境】E4. 瞭解農業對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的價值與重要

性。 

l 【飲食健康與消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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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農業生產與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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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SDG2：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農業 

l SDG12：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效費及生產模式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1. 環境教育與食農教育： 

l 學生通過跳石芋頭和香草的有機栽培活動，學習如何利用自然資源

（如有機土壤和堆肥）促進植物健康成長，理解有機農業對環境保

護的益處，幫助學生認識到有機農業如何減少對化學肥料和農藥依

賴，促進生態平衡。（對應 3d-II-1，Cd-II-1） 

l 學生通過操作與觀察跳石芋頭與香草的過程中，理解自然農法核心

原則，如減少對土壤的破壞、保持土壤肥力、保護生態環境等，並

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環保行動，例如選擇有機農產品或減少

食物浪費。（對應 3d-II-1，Cd-II-2）。 

l 學生在活動後能夠反思種植和栽培過程中環境保護行動，通過小組



 

 

討論分享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進一步實踐環境友善行動，如鼓勵家人

購買有機食品、支持當地農業等。（對應 Cd-II-2） 

2. 美學教育與生活創意 

l 在香草教案中，學生通過觀察香草形態、香氣和色彩，體驗植物在

自然中美感，理解植物不僅是食物，還能作為生活中的美學元素，

豐富我們的生活空間和感官體驗。（對應綜-E-B3）。 

l 香草 DIY 製作過程中，學生將香草轉化為美學作品，如香草包或裝

飾，並學習如何結合自然材料進行創意表達。這不僅培養了他們的

創造力，還強化了他們對自然之美的感知與應用。（對應綜-E-

B3） 

3. 社會責任與公民教育 

l 學生通過認識跳石芋頭與香草的過程，發展對自然環境關懷意識，

理解個人在保護自然資源和促進生態平衡中的角色與責任。這種責

任感促使學生從生活中的小行動開始，實踐永續發展的理念。（對

應綜-E-C1） 

l 學生不僅學習環保行動，還通過分享與討論，培養積極參與社區和

社會的意識，理解如何通過個人和集體行動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

展，並在家中或學校推動更多環境友善的行動。（對應綜-E-C1）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無 

教材來源 1 寧靜海香草園資料 

提供香草與跳石芋頭相關資料與有機種植方法。 

教學設備/資源  

學習目標 

l 學生將掌握有機農業的基本概念與自然農法技術，理解有機土壤在作物生長與環境保

護中的重要性。（對應 3d-II-1，Cd-II-1） 

l 學生將通過實際操作，認識土壤與環境的關聯，並在生活中踐行環保行動，如選擇有

機產品以減少環境負擔。（對應 3d-II-1，Cd-II-2） 

l 學生將透過香草 DIY 活動，體驗植物的自然美感，並學習將自然美學融入生活中創意

表現。（對應綜-E-B3） 

l 學生將發展對環境的關懷，並認識自身在促進可持續發展和環保行動中的責任與角

色，提升公民意識。（對應綜-E-C1）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活動ㄧ、跳石芋頭的有機農業與土壤科

學探究 

 

【引起動機】 

• 活動目標 

引發學生對土壤健康與跳石芋頭栽培的

興趣，並引導他們思考土壤在農業中的

作用。讓學生初步了解土壤科學的基本

構成與重要性，為後續活動鋪墊。 

• 活動內容 

1. 展示跳石芋頭 

教師展示跳石芋頭與其他品種芋頭，簡

要介紹跳石芋頭在金山地區的重要性，

並比較不同品種的形態特徵。提問：

「不同品種的芋頭是否都需要相同的土

壤條件？它們的生長是否會受到土壤影

響？」引導學生思考土壤健康對植物多

樣性的影響。 

2. 介紹土壤 

教師簡單介紹土壤的基本構成，包括有

機物質、礦物質、水分和空氣，強調健

康土壤在有機農業中的作用，特別是對

植物生長和環境保護的貢獻。 

 

 

 

 

【發展活動】 

一、土壤觀察 

• 活動目標 

讓學生通過實際操作和實驗，學習不同

類型土壤特性，並理解有機土壤如何促

進不同品種芋頭的健康生長。 

 

 

 

 

（10 分鐘） 

 

 

 

 

 

 

 

 

 

 

 

 

 

 

 

 

 

 

 

 

 

 

 

（10 分鐘） 

 

 

 

 

 

 

 

 

• 評量重點 

1. 學生對土壤與芋頭栽培的理解 

說明不同品種芋頭的生長是否受土

壤條件影響，並認識土壤對農作物

生長的重要性。 

2. 學生對土壤科學理解 

學生理解健康土壤如何支持植物生

長，並能說明有機農業中的土壤健

康對環境保護的貢獻。 

• 評量方式： 

1. 口頭提問與討論 

教師通過提問方式，評估學生是否

理解跳石芋頭與其他芋頭品種在不

同土壤條件下的生長差異。教師可

以問學生：「哪種芋頭更適合某類

土壤？土壤的健康是否影響植物的

多樣性？」；通過小組討論，學生

展示對土壤構成與芋頭栽培的理

解，教師觀察學生如何解釋土壤健

康對植物生長的作用 

 

 

 

• 評量重點： 

評量重點在於培養學生對土壤健

康、植物生長和永續農業的綜合理

解。透過土壤觀察與比較，學生學

會區分不同類型土壤，並理解有機

土壤對植物生長的益處。觀察跳石



 

 

• 活動內容 

1.土壤觀察與實驗 

(1)「土壤樣本觀察」 

學生分組觀察不同類型的土壤樣本（如

有機土壤與化學處理土壤），通過手感

和視覺分辨土壤的質量差異。學生記錄

每種土壤的顏色、質地與觸感，並判斷

其對不同芋頭品種生長的適應性。 

(2)「討論與總結」 

學生分組討論「為什麼有機土壤能更好

地支持不同芋頭品種的生長？」教師引

導學生從土壤結構、營養成分和微生物

活動等方面進行探討，總結有機土壤如

何促進植物多樣性，並提升整個生態系

統的健康。 

 

2. 觀察不同品種的芋頭生長狀況 

(1)「教師展示與解說」 

教師展示跳石芋頭與其他芋頭品種的幼

苗，解釋這些品種在不同土壤中的生長

差異，並討論植物根系對不同土壤環境

的適應性。 

(2)「學生觀察活動」 

學生分組觀察跳石芋頭及其他品種的芋

頭，記錄每個品種在有機土壤中的生長

狀況，包括根系、莖葉的發育。學生比

較不同品種生長表現，並記錄觀察結

果，討論土壤對植物多樣性影響。 

 

3. 簡介永續農業的概念 

教師簡單介紹永續農業的核心原則，強

調通過減少外部投入（如化肥和農藥）

來保護環境並延長土地的使用壽命。 

 

 

 

（1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芋頭的生長狀況，學生能夠準確描

述植物的生長條件與變化。透過口

頭問答與學習單，學生深入理解永

續農業的重要性，並能具體說明減

少化肥與農藥如何促進環境保護與

生態系統健康，這些評量旨在強化

學生的環保與農業素養。 

• 評量方式： 

1. 土壤觀察與比較能力 

(1)觀察評量 

學生在分組活動中觀察土壤樣本，

教師根據學生記錄的土壤質地、顏

色與觸感的描述進行評量，確認學

生是否能夠有效區分不同土壤類

型。 

(2)討論評量 

學生分組討論「為什麼有機土壤更

適合芋頭生長？」教師觀察學生是

否能基於土壤結構、養分和微生物

活動等因素進行有理有據的討論。 

 

2. 芋頭狀況的觀察 

(1)觀察評量 

學生觀察跳石芋頭及其他芋頭品種

的生長狀況。教師將評估學生對植

物生長狀況的觀察是否全面、準

確。 

 

3. 永續農業概念理解評量 

(1)口頭問答評量 

教師通過提問評估學生對永續農業

的理解，如「為什麼減少化肥和農

藥的使用可以保護環境？」學生需

回答並解釋永續農業如何幫助延長

土地的使用壽命並促進生態系統的



 

 

 

 

 

 

 

 

 

 

 

【統整與總結】 

一、促使學生總結所學，反思土壤健康

對不同品種農作物生長重要性，並

理解有機農業對環境保護意義 

學生分享他們在觀察不同芋頭品種生長

狀況中的發現，討論如何通過有機農業

技術來保護土壤，促進農作物多樣性的

健康成長。學生可提出改善土壤質量的

具體行動，並思考在未來農業中的應

用。 

 

 

二、讓學生討論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有機農業理念，選擇環境友善的農

產品 

教師總結本次活動，強調土壤在有機農

業中的核心作用，並指出有機土壤不僅

促進植物健康生長，還能保護環境、減

少土壤污染，尤其是促進多樣性作物的

生長。最後，教師鼓勵學生將有機農業

理念應用到日常生活中，選擇有機農產

品，並推動環保行動。 

 

 

活動二、香草的有機栽培與美學結合 

【引起動機】 

 

 

 

 

 

 

 

 

 

 

（10 分鐘） 

 

 

 

 

 

 

 

 

 

 

 

 

 

 

 

 

 

 

 

 

 

 

（15分鐘） 

 

健康。 

(2)學習單評量 

學生在學習單上回答有關永續農業

的問題，描述如何在有機農業中減

少對外部資源的依賴並保護土壤 

 

 

 

 

 

 

 

 

 

 

 

 

 

 

 

 

 

 

 

 

 

 

 

 

 

 

• 評量重點： 

此評量重點在於培養學生對香草多

用途的創意思維和應用能力。透過

分組討論和創意比拼，學生將探索



 

 

• 活動目標 

引發學生對香草栽培及其美學價值興

趣，並讓他們初步理解香草多用途。鼓

勵學生思考有機栽培如何保護植物的天

然美感。 

• 活動內容： 

1.教師展示多種香草（如迷迭香、薰衣

草、薄荷），強調其形態、香氣及顏色

的美學價值。教師提問：「香草除了作

為食材，還能如何豐富我們的生活？」

讓學生認識香草在生活中具有美化、療

癒與實用的功能。 

2. 教師講解有機農業如何保護植物的天

然形態，特別是有機栽培過程中不使用

化學農藥與化肥，強調香草的自然生長

美感。教師同時介紹香草如何融入日常

生活，既能作為食材，又能美化空間，

提供心靈療癒的效果。 

 

 

【發展活動】 

一、香草栽培體驗 

• 活動目標 

學生能夠理解有機香草栽培技術，並掌

握基礎植物生長知識，理解光照、水

分、土壤等條件如何影響植物的生長與

美學價值。 

• 活動內容 

1. 教師講解有機香草栽培方法 

教師介紹如何使用有機土壤栽培香草，

講解光照、澆水及環境條件對植物生長

與外觀的影響。強調有機農業技術如何

通過自然的方式保護植物的健康與美

感，讓植物保持原生的自然形態。 

2. 學生實作栽培 

 

 

 

 

 

 

 

 

 

 

 

 

 

 

 

 

 

 

 

 

（15分鐘） 

 

 

 

 

 

 

 

 

 

 

 

 

 

 

香草在日常生活中的多重功能，如

食材、香氛、裝飾、療癒等，並運

用創造性思考提出新穎的使用方

式。 

• 評量方式 

1.香草用途創意比拼 

學生分組進行討論，並在 3 分鐘內

列出香草在生活中的多重用途（如

作為食材、香氛、裝飾、療癒用途

等）。每組展示他們的創意想法，

教師根據他們提出的用途的多樣性

和創意性進行評分，並鼓勵小組競

爭以增加趣味性。 

 

 

 

 

 

 

 

 

• 評量重點 

此評量重點在於檢測學生對香草栽

培、美學應用及飲食製作的綜合能

力。透過實作檢核表，教師觀察學

生是否掌握香草栽培技巧，並能準

確記錄植物生長狀況。在美學創作

評量中，學生展示香草作品的創

意、實用性與美感，並討論其療癒

效果。在飲品與食品製作評量中，

教師評估學生的烹飪技巧及對食材

平衡的把握。最終，學生需反思有

機香草在健康飲食中作用，深化其

食農教育理念，強化綜合素養。 

 



 

 

學生使用有機土壤進行香草（如迷迭香

或薰衣草）的種植，觀察香草的根系、

葉片及其生長狀況。思考「如何通過有

機栽培保持植物對植物的影響性和對飲

食的影響性？」 

 

 

二、香草 DIY 美學體驗 

• 活動目標 

讓學生了解香草的多用途應用，並透過

DIY 創作體驗香草在生活中的美學與療

癒效果 

• 活動內容 

1.手工製作香草美學作品 

學生香草製作香草束或香草包，體驗香

草的多用途應用。這些作品可用來美化

生活空間或作為香氛產品，學生將體驗

香草在日常生活中的美學與療癒效果。 

2.討論香草美學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為什麼天然、有

機的香草能為我們帶來美感和療癒效

果？」學生分享他們如何將香草美學應

用於日常生活，並討論有機栽培對生活

美感的貢獻。 

 

 

三、香草飲品製作與食農體驗 

• 活動目標 

學生學會如何利用香草來提升健康生活

質量，並掌握將香草應用於日常飲食中

的技巧。透過實作活動，學生能夠將所

學的食農理念應用於實際操作，並理解

健康飲食與環保的聯繫。 

• 活動內容 

1.香草飲品製作與食農體驗 

 

 

 

 

 

 

 

（15分鐘） 

 

 

 

 

 

 

 

 

 

 

 

 

 

 

 

 

 

 

（10 分鐘） 

 

 

 

 

 

 

 

 

• 評量方式 

1. 香草栽培實作評量 

(1)實作檢核表 

教師觀察學生在香草栽培過程中的

操作是否正確，並評估他們是否能

正確記錄香草的根系、葉片及生長

狀況。 

2. 香草美學作品評量 

學生展示他們製作的香草束或香草

包，並解釋其用途。教師根據學生

作品的創意性、實用性及美感進行

評價，並評估他們是否能有效運用

香草的美學價值。口頭分享與討

論，學生分享他們如何將香草美學

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並討論「有機

香草的天然美感為什麼能帶來療癒

效果？」教師根據學生的分享內容

進行評分，評估他們對有機栽培與

生活美感的理解。 

 

 

 

 

 

 

 

3. 香草飲品與食品製作評量 

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製作香草飲

品或簡易食品，教師使用檢核表評

估他們是否掌握基本的製作技巧。

評分標準包括：香草的使用量是否

恰當、味道是否平衡、製作過程是

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等。品嚐與反

思討論，自己製作的香草飲品或食

品後，記錄他們對香草在飲品和食



 

 

教師示範如何使用香草（如薄荷或迷迭

香）製作簡單的健康飲品，如香草冰涼

茶或香草水果水，並介紹這些飲品對人

體健康的益處。學生觀察香草的香氣如

何融入飲品中，提升味覺與健康效果。 

2. 教師講解香草在食物中的應用 

教師介紹香草在烹飪中的常見應用，如

迷迭香烤土豆或香草沙拉，並展示如何

通過簡單的烹飪技術將香草融入日常飲

食。教師還會解釋如何選擇當季有機香

草，提升食物的健康與味道。 

3. 學生製作香草小吃 

學生實作香草簡易料理，如迷迭香烤麵

包或香草沙拉，學習將香草作為調味料

應用於健康小吃中。學生在製作過程中

觀察香草的香氣與味道如何提升食物的

質感，並記錄他們對香草食品的感受與

反饋。 

 

 

【統整與總結】 

• 活動目標 

1.讓學生反思香草在健康生活與環境保

護中的雙重價值，並激勵他們在日常生

活中應用所學的食農教育知識。 

2.引導學生討論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有機飲食，提升個人健康與環保意識。 

• 活動內容 

1.學生分享與反思 

學生分享他們製作的香草飲品與食品，

並討論如何將這些簡單的健康食物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學生將反思香草對健康

的影響，並提出在家中使用有機香草的

具體行動計劃。 

2.教師總結與應用 

 

 

 

 

 

 

 

 

 

 

 

 

 

 

 

 

 

 

 

 

5min 

品中味道的感受，並反思「有機香

草如何提升健康飲食的品質？」教

師根據學生的反思內容進行評分，

評估他們對香草食農教育的理解。 

 

。 



 

 

教師總結本次活動，強調香草在健康飲

食與環保行動中的多重作用，並鼓勵學

生選擇有機香草來改善飲食習慣。教師

還將指出，食農教育不僅是關於食物的

選擇，更是關於健康與環境發展，學生

應在生活中更多關注有機農產品。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若有參考資料請列出。 

附錄： 

列出與此示案有關之補充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