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品德教育具體作法範例徵選—推動方案 

 

壹、活動主題名稱：復興三好食農家 

貳、活動對象：中年級學生 

叁、活動時間（時程）：113年2月~6月 

肆、設計理念：  

    「品德教育」包含品格與道德教育，其旨在於培育學生具備品德核心價

值與道德發展的知能，期盼學生養成知善、樂善與行善兼具的品德素養，進

而促使個人與環境都能擁有幸福、關懷與公平正義的生活(十二年課綱，

2019)。而品德教育在面對現今生活環境乃具多元挑戰與價值，品格教育規劃

更應具備以多項專業與創新等原則，進行品德教育之扎根、推動與提升。 

    本校因位於不易取得農地與自然資源缺乏的都市區域，考量學生對環境

互動與經驗較為缺乏，且欲將品德教育之精神與課程相結合，因而規劃食農

教育校本課程。期盼學生自發學習，透過與土地的親近與環境的互動的過

程，學習「知食、愛食、惜食」，懂得與環境共好，學習到品德教育中所欲達

到之品德素養。因此學生進行田園植物栽種的體驗課程，從「田園植物」認

識、種植綠色飲食、體察生命的內涵、創造友善、保育、低碳、永續之環

境。 

伍、活動架構： 

    以食農教育為主軸，結合品德教育、永續發展之議題，發展相關課程內

容。 

                    

 

 

           



復興三好食農家 

   認識食農 

 

 復興三好小農家 品味綠色生活- 

栽種成果大體驗 

食農結合 SDGs

永續環境發展 

1.蔬菜大觀園: 

透過認識蔬菜的

過程了解蔬菜的

各種特性 

2.學習與家人分

享，將學習到的

知識應用於日常

生活。 

3.食農教育的認

識 

1.學習如何栽種 

2.透過栽種學習

尊重生命 

3.了解如何對環

境進行友善利用

與其重要性 

3.栽種過程學習

團隊合作之精神 

1.認識綠色飲食五

大原則，創意發想

健康料理。 

2.品味過程學習感

恩與珍惜飲食。 

 

 

1.透過閱讀認識

環境永續發展概

念 

2.探討永續發展

於食農之實踐。 

3.體認身為世界

公民的責任 

陸、活動內容：  

    本方案以教育部創新品格教育之「6E」教學法(環境形塑、典範學習、啟發

思辨、體驗反思、正向期許、勤勉激勵)為主軸，推動實施的課程計畫涵蓋學

校、家庭、社區三層面，讓孩子在校園生活中，養成與他人為善、懂得尊重他

人、與他人合作共處，亦能推己及人關懷他人與環境，展現三好兒童真善美之

性格，使學生在日常作息中認識良善、喜愛良善，進而自然實踐良善。 

本校教師長期耕耘正向管教策略，不論班級經營或個案輔導上均屢獲肯定，

此次以食農課程結合校內長期推動之品德教育進行課程之發展： 

 

 

 

 

 



 

6E 

教學 
階段 具體策略(活動內涵) 活動目標 

環 

境 

形 

塑 

認識

食農 

 

1. 課程開始舉辦食農講座:學生認識常見蔬菜種類，瞭解蔬

菜生長特性。進行蔬菜構造的認識，瞭解蔬菜對生活與健

康的重要。 

2.  

 

 

 

 

 

 

2. 引導學生參與家中活動，透過買菜日的規劃，讓學生加深

對各季節蔬菜的印象。也可在參與家中活動中，學習關懷

他人。 

 

 

 

   

 

 

3. 蔬菜的成長計畫，學生可以瞭解接下來栽種蔬菜的歷程，

所需要負責的工作，也可藉此進行同儕分工的討論，學習

對工作負責任。 

4. 台南總圖食農話劇表演戶外教育活動；透過話劇表演與現

場展示加深對食農的認識、了解惜食的意義與重要性。 

 

 

 

 

 

 

 

 

 

 

 

營造正向

溫暖的校

園氛圍，

並透過良

善的語言

傳遞師生

情感。 



 

典 

範 

學 

習 

 

復興

三好

小農

家 

1. 蔬菜種植的實作 

透過課程，使學生瞭解土壤的可愛，學習不怕髒，接觸土壤。

並且知道一個生命的開始，需要做許多的準備。從環境的建置、

種苗的培育、還要配合適當的生長條件：陽光、空氣、水，才

能讓蔬菜的生命得以成長。過程中，大家討論如何運用「友善」

的方式進行種植，而不侵害環境。利用有機無添加任何化學物

質天然的肥料施肥，使用天然無毒的材料製作驅蟲良藥。學生

在種植過程學習友善對待環境，以尊重生命的態度面對所要孕

育的事物。 

 

 

 

 

 

 

                            

  

 

 

 

 

 

 

                           

2. 培育的過程學生以平板進行記錄，並且對於種植的蔬菜進

行研究。於農場搜尋研究後返回課堂，與老師進行進一步

的討論。歸納出「友善」對待環境的方法，討論「綠色飲

食」的概念。 

 

 

 

 

 

 

 

 

 

 

樹立學習

典範，引

導親師生

向 善 前

進。 



3. 隨著時間不斷檢視蔬菜成長過程，並且持續進行蔬菜成長

記錄。小組學習分工合作，妥善完成負責所擔任的照顧工

作。 

 

 

 

 

 

 

 

啟 

發 

思 

辨 

品味

綠色

生活- 

栽種

成果

大體

驗-綠

色飲

食的

實

踐、 

學習

感恩

惜食

與回

饋 

 

1.收成的蔬菜進行料理體驗活動：大家實踐綠色飲食的精

神，以無添加、天然的食材、低碳的方式進行料理。體驗與

反思環境無害的種植成果，學習以感恩的心珍惜得來不易的

新鮮美味從中獲得樂趣! 

    

 

 

 

 

 

 

 

2.學生將蔬菜帶回家，與家人進行其他方式的烹調，將蔬菜

料理成各式美味佳餚。料理過程學生與家人分享種植蔬菜的

經驗，讓家人一起體驗共享的樂趣。 

 

 

 

 

 

 

 

 

 

 

 

 

 

透過對話

輔導撫慰

情緒，藉

由思辨梳

理思緒。 



3.課程進行過程展示於學校布告欄，讓全校師生一同瞭解與

認識食農教育課程的成果。學校教師於課程進行過程作教學

的檢討，滾動式修正課程的進行。 

 

 

 

                         

 

 

 

                   

4.學校於假日期間舉辦親子講座，延伸食農教育的概念，推

廣食農課程於社區，邀請家長與孩子親子共作一同體驗食農

的意義與樂趣。活動過程講解食農的精神與意義，讓社區家

長也能體認食農教育對孩子與環境的重要性。也在共作過程

聯絡親子情感，讓孩子從中習與他人分享。 

 

 

 

 

 

 

                            

 

 

 

 

 

 

                             

 

 

 

 

 



體 

驗 

反 

思 

 

1. 透過閱讀認識 SDGs永續概念。教務處辦理「終結飢餓」

主題書展活動，讓學生從閱讀認識 SDGS的議題，瞭解目

前地球上因多種因素導致的糧食不足與不均，終結飢餓乃

是有待解決的重大議題。藉此體會唯有永續發展才能保護

環境。透過書籍內容介紹，省思如何才能達到永續的目

的。 

 

 

 

 

 

 

 

 

 

 

2. 學生認識永續的精神，並且將永續發展的議題結合本次所

學習到的食農課程進行討論，研究與瞭解栽種蔬菜的過

程，是永續發展的表現。永續的實踐，可以保護環境，讓

資源更有效利用，減少糧食不均與飢餓問題，也是自己應

盡的公民責任。 

 

 

 

 

 

 

 

                          

 

 

 

 

 

 

 

 

 

藉由實踐

體驗，透

過反思學

習。 



正 

向 

期 

許 

與 

激 

勵 

勉 

勵 

SDGs

永續

環境

發展

為世

界公

民之

責任 

1.教師透過國外多個生態公園、農場發展的介紹，讓學生認

識其他國家發展永續農業的策略。 

 

2.教師介紹地處於地狹人稠、資源缺乏的都市地區，可以如

何進行農業發展。以新加坡的都市農業發展為例，該國以有

限土地發展垂直農場，以科技技術進行有效的蔬菜栽種，蔬

菜產量是一般農地的10~15倍，兼具經濟與健康。友善綠色農

業策略，提供農場周邊居民每日數百公斤的蔬菜需求，更有

效減少碳足跡，對環境做了友善的保護，以此議題與學生進

行討論。 

  

 

3.生態的破壞與失衡對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的影響進行討

論，一群蜜蜂的死亡對自然環境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讓學

生從中體會到生物鏈彼此互相關聯，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唯有體認自己有保護環境的責任，勉勵學生自覺身為世界公

民的一員，努力為世界地球村盡一份心力!  

 

 

 

 

 

 

 

 

協助學生

設 定 目

標、自我

激勵。肯

定比否定

有力，激

勵學生見

賢思齊。 



 柒、活動評量：  

6E 

教學 
具體策略 成效評量 實施成效與回饋 

環境形塑 

課程引導認識食農課

程，從中體驗食農精

神、學習以正向的態

度面對食物與環境 

1.師生與環境、作物的

友善互動 

2.教師正向語言觀察評

估 

學生正向行為觀察評估 

在友善溫馨的學習環

境中，學生自然而然的

多說好話、多做好事，

也提升師生互動品質。 

典範學習 

透過教師課程之引

導，學生學習正向面

對培植的作物，並學

習與同儕互助合作之

精神 

1.學生正向行為觀察評

估 

2.學生生活表現的態度

觀察評估 

透過服務學習與任務

導向課程，激勵學生積

極參與，學習知識之

餘，也懂得尊重生命、

與他人一起互助合作。 

啟發思辨 

研究與規劃收成後的

蔬菜進行之低碳料

理，瞭解綠色飲食的

意義。 

1.學生的表達與認知觀

察評估 

2.成長團體活動參與情

形 

透過對話、實作能促進

成長彼此激勵。 

體驗反思 

透過食農課程的體驗

反思 SDG2-消除飢餓

的永續主張 

1.活動回饋單 

2.口頭回饋或討論 

  

搭配書展活動與閱讀

課程瞭解食農可為消

除飢餓的永續主張所

帶來的意義與重要性。 

正向期許 

透過國外的都市食農

經驗瞭解位於都市地

區發展食農的可能性 

 

1. 活動回饋單 

2. 口頭回饋或討論 

能相互激勵善行且行

銷學校特色課程與活

動。 

勸勉激勵 

透過課程的學習激發

世界公民的使命感，

瞭解對世界的責任。 

 

1.學生的表達與認知觀

察評估 

2.學生正向行為觀察評

估 

當學生成為付出者，在

付出的同時，除了能感

受到自身的能量，更能

提升自我價值與自信。 

  

 



捌、預期效益：  

一、 設計整合食農教育與品德教育之精神，透過多元的學習活動，增加學生學 

  習的體驗機會，讓學生真正從「做中學」，自主學習時從中領悟與學習品德教 

  育之意涵。 

二、 透過與蔬菜的對話，懂得愛食惜食的重要性，學習珍惜資源，彼此分享，  

  促使學生內化與自省，增進和諧的親師生互動關係。 

三、了解永續發展的精神，實踐於愛護環境與資源，對生活環境負有責任與想  

  法，讓永續精神持續再生，了解世界公民的使命，與環境共生共好。 

 

 玖、省思與建議：  

    品德教育始於家庭，奠於學習階段。品德的學習，於學習之始的國小階段

尤為重要!品德教育非只是一句口號，真正的價值深植於孩子的心中才是其最終

目的。孩子透過實作，從過程中蓄積品德的能量，這些將成為他日建立真正品

德的重要依據。唯有品德真正的內化，才能將價值真正的落實與展現，將這樣

的能量回饋於社會與環境，彼此互助乃得以共好，方得建立和諧之社會。 

 

 

 

 

 

 

 

 

 

 

 



拾、附件： 

我們的種菜計畫學習單:學生分工合作擬訂計畫，分享討論種菜工作內容。 

 

 

 

 

 

 

 

 

 

 

 

 

 

 

 

 

 

 

 

 

 



農園生態學習單: 紀錄蔬菜種類、種植時所遇到的問題及因應方法，也分享

種植時須注意的事項(EX.友善環境、尊重生命) 

 

 

 

 

 

 

 

 

 

 

 

 

 

 

 

 

 

 

 

 

 

 



低碳料理王學習單 

 

 

 

 

 

 

 

 

 

 

 

 

 

 

 

 

 

 

 

 

 

 



小園丁不怕難學習單 

 

 

 

 

 

 

 

 

 

 

 

 

 

 

 

 

 

 

 

 

 

 



終結飢餓高手學習單 

 

 

 

 

 

 

 

 

 

 

 

 

 

 

 

 

 

 

 

 

 

 



拾壹、參考資料： 

1.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 

2. 種出好品格-品格教育融入食農教育之行動研究(楊璦如，2020） 

3. 都市小學食農教育課程之素養實踐-從餐桌到土地的環境關懷(謝智如，2022) 

4. 國土面積1%農地，卻奪下食安指數冠軍：細說新加坡之糧食安全戰略 

(潘宣吟，2020) 

5. 【下課花路米-博物館大驚奇 EP5】綠色的奇蹟_新加坡濱海灣花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