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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話說得好:「民以食為天」，中國古代有句話說:「吃飯皇帝大」；以前大家

見面的第一句話即為：「你吃飽了沒？」可見，食物對所有人來說，是生存之所必

需；生命維持的根源。 

食物是從土壤中栽種出來，土地對人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健康的

土壤，才可以生產健康的食物。有健康的食物，才能滋養我們健康的身體。我們

的身體是需要食物，才能存活，維繫生命的。 

但是人們的眼光往往短視近利，只求對農作物的獲利生產量愈多愈好；只求

對種植、對土地的運用，可以用人類所生產製造的化學產品，來速戰速決的解決

所有的問題。所以用農藥來殺死所有的蟲害；用化肥來提供土地的養份；用基因

改造，來達到人們所需求的任何目的。人類對土地的掠奪，予取予求，認為人定

勝天，任何土壤不足的地方，都可以用人造的任何化學方式來解決所有問題。 

殊不知，人們所用來毒害植物病蟲害的農藥，也會傷害了自己；人類所用的

化學肥料，造成了可以使植物長高長大，卻失去了植物應有的甜美與芬芳。在人

們吃食物時，只能吃飽；卻無法獲得真正的健康及營養。人們為了大量生產，我

們在吃這些食物的同時，也同時吃進了很多的毒素。科學的發達，帶給人們便利

生活的同時，也同時帶來了許多無法立即所見的危機。 

在我們享受科技發達，帶給我們便利生活的同時，我們不能忘了，人們仍是

大自然的一份子。人類是不能脫離大自然而單獨生存及生活的。人定勝天的觀念，

再也不是攻堅不破的定律。人們在面對宇宙、面對生命、面對大自然時，不得不

再保有一顆謙虛及謙遜之心，因為人類與大自然是息息相關，是互利共榮的。 

永續有機農業的理念，是值得推廣，並深入一般學生的心中。在孩子的心中，

埋下一顆對地球之關懷、對人類之愛、對生命之重視、對世界之宏觀、對土地的

感激之情。科學的發達，帶給人們生活上的方便與便利的同時，我們未來所追求

的，不但要生活的長，更要生活的好與健康。我們相信，永續有機農業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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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給我們帶來這樣的美好生活。是值得我們好好重視，並善加推廣的。 

壹、 前言：什麼是有機農業？ 文獻資料探討：（網路資料：維基百科） 

有機農業又稱有機農法或有機耕種，主要的精神是屏除農藥 、化學肥料 、基

因改造 作物、植物生長調節劑等非天然物質的使用。i 

有機農場會運用不同的方法，其中包括作物輪作 ，綠肥 ，堆肥 ，選擇合時

作物，並設置農田覆蓋物等，以控制水土流失 ，促進生物多樣性 ，並加強土壤的

健康。 

有效的有機病蟲害控制，需要深入了解害蟲的生命週期和相互作用。有機蟲

害防治主要控制目標害蟲（如昆蟲）、真菌、雜草和疾病，方法包括允許一個可接

受的病蟲害 水平、引進一些能對抗病蟲害的有機體 、選擇合時作物、作物輪作和

機械控制（如陷阱）。 

這些技術普遍提供的好處，除了蟲害防治土壤保護和改善，施肥，幫助授粉，

節約用水等。這些技術都有利於農場長遠生態 的健康。 

從事有機農業的農民只會使用天敵 、水旱輪作 、動植物殘渣等自然的方式防

治病、蟲、草害或維持地力。自然界原本是一個生態平衡的食物網 ，人類為確保

食物的來源，栽培少數特定品種 的作物而違背了自然法則。病原菌 和昆蟲 因為食

物被集中在某個地方而被吸引群聚，其他不是農民需要的植物 ，也因為土壤肥力

充足而萌芽茂盛，進而和農作物競爭養份。因此，病、蟲、草害是農業栽培無法

避免的限制因子。 

 

貳、 精彩活潑的教學課程內容 

一、 本課程中所使用到的能力指標：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度量 

1-2-5-1 能運用表格、圖表(如解讀資料及登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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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1-2-1 選定某一(或某一類)植物和動物，做持續性的觀察、並學

習登錄其間發生的大事件。察覺植物會成長，察覺不同植

物各具特徵，可資辨認。注意到植物生長需要土地、陽光

及水分等良好的環境。察覺動物如何覓食、吃什麼、做什

麼活動，成長時身體形態的改變等。 

2-2-2-1 實地種植一種植物，飼養一種小動物，並彼此交換經驗。

藉此栽種知道植物各有其特殊的構造，學習安排日照、提

供水分、溶製肥料、選擇土壤等種植的技術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家政 1-1-1 認識常見的食物 

健康 2-1-4 辨識食物的安全性並選擇健康的營養餐點 

 

國語文 

2-1-1-1 能自然安靜的聆聽。 

2-1-1-4 能在聆聽時禮貌的看著說話者。  

2-1-1-5 能注意聆聽不做不必要的插嘴。 

3-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3-1-1-6 能用自然的態度說話。 

藝術與

人文 

1-1-4 正確、安全、有效的使用工具或道具，從事藝術創作及展

演活動。 

環境 

教育 

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生活 1-1-5 藉由接近自然，進而關懷自然與生命。 



 

二、 課程的設計內容： 

 

1. 有機農業的基本觀念。 

2. 有機農業的基本議題。 

3. 可以分組蒐集資料、分組報告的議題。 

4. 可以精彩活潑的教學內容設計。 

5. 師生結語及討論。 

 

三、 與學生討論的主要觀念： 

1. 不用農藥，如何防蟲？ 

（種辛香植物如蔥蒜）、 

（使用辣椒水，蒜頭水澆植物）、 

（例用天敵如蜘蛛、青蛙、田間雞、田間鴨） 

（防蟲植物：豬籠草，毛氈苔，…。） 

2. 不用化肥，如何使土壤肥沃？ 

（使用有機肥：廚餘的製作及使用） 

（種植綠肥） 

（輪作、間作） 

3. 不用除草劑，如何防雜草？ 

（乾稻草覆蓋法、黑布覆蓋法） 

（水耕法：種稻時用水耕法，將雜草淹死）。 

（草食動物食草法） 

四、 可以給學生分組討論的議題： 

1. 可以分配給學生分組報告的課程內容： 

（1） 稻米的種植。 

（2） 茶業的種植。 

（3） 農產品的加工及保存。（名產的製作） 

（4） 果樹的種植。 

（5） 蔬菜的種植。 

2. 討論的準備為： 



（1） 回家先分組分別蒐集資料。 

（2） 上網或剪報的資料皆可。 

（3） 歸納大家所蒐集來的資料。 

（4） 小組成員的工作分配（分段報告者）。 

五、 精彩富趣味的課程設計： 

１. 參觀有機農場一日遊（採果，茶葉製作機器的觀察，吃有機餐，農耕用具介

紹，觀察田間雞及鴨，尋找青蛙及蝌蚪，製做有機皂） 

２. 種植水耕蔬菜及可食用植物（如：綠豆芽，豆苗，蕃薯葉及蕃薯，紅豆苗，

黃豆苗，…） 

３. 香草植物勞作（防蟲液，香水，化妝水，…） 

４. 吃有機沙拉（吃自己種的蔬菜沙拉）或炒菜或煮湯。 

５. 廚餘的堆肥製作。 

 

參、 有機農業的教學設計 

一、在知、情、意等領域方面之教學內容設計： 

主要項目      教學內容設計 

認知 
1. 認識台灣的地形及可生產的作物。 

2. 重要的經濟作物有那些？來源？（茶、糖、咖啡、稻米、等。） 

3. 上述之種植環境及氣候。 

4. 有機栽種的觀念： 

（１） 勿盡地力。（勿用化肥） 

（２） 恢復土壞生機及活力。 

（３） 土壤休耕及輪種。 

5. 如何除蟲之方法～天敵、周圍種辛香植物（如：蔥、蒜、薑、

辣椒等）及保持植物的抵抗力（有機之肥料）、恢復植物的生機

（輪種法）。 

情意 
6. 了解人與土地的關連及重要性。 

（旺旺仙貝的包裝紙上提詩：黃金種子、源遠流長、….） 

技能 
7. 堆肥法。 

8. 小型實驗室、家中的堆肥法。 

9. 廚餘的再生及利用。 



創新 
1. 民宿～發展觀光。 

2. 夏令營或教學參觀活動。 

3. 有機植物教學種植、堆肥之教學種植。 

4. 有機食譜教學。 

5. 有機相關產品勞作教學。 

 

二、 主題設計理念：（校本課程） 

中國自古以來有＂民以食為天＂的觀念，所以以農立國，以農為本的制度，

總是深入人民的心中。 

以農村型態為主的學校，要推動農業的發展，是可得地利之便，更容易方便

針對在教學、參觀、辦活動上，…等，都可以非常地便利及方便。 

 

三、 課程可介紹的價值觀： 

(1) 台灣以農立國，農業為立國之根本，也是重要的經濟來源。 

(2) 台灣的地形中，西部平原居多，適合發展農業。 

(3) 民以食為天，食物是從土壤中栽種出來。 

 

四、兩節課的教案設計： 

 

 

 



                        教案  教學活動設計 

國小四年級   有機農業   教學活動設計 

標題 永續有機農業的認識 

設計者 劉令德 

學習領域 自然與社會 

相關領域 健康 藝術與人文   

簡介 希望透過有機種植的觀念與作法，讓學生明白有機農業的重要性以及對

地球環境進行永續再利用。 

適合年級 四年級 總節數 10 節 

                            教學活動一 

標題 永續有機農業的認識及本單元活動介紹 

說明 讓學生對於農藥的相關知識及對環境及人體健康造成的影響有初步認

識，以及了解何謂有機農業。 

能力指標 自然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1-2-5-1 能運用表格、圖表(如解讀資料及登錄資料) 

  2-2-2-1 實地種植一種植物，並彼此交換經驗。 

（藉此栽種知道植物各有其特殊的構造，學習安排日照、提

供水分、使用有機肥料、選擇土壤等種植的技術。） 

家政 1-1-1  認識常見的食物 

健康 2-1-3  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 

2-1-4  辨識食物的安全性並選擇健康的營養餐點 

環境教育 

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教學步驟 

順序 時間分配/引導內容/學習單 

課前準備 學生查詢相關有機農業的資料(可上網)及剪報資料 

老師準備有機蔬菜相關資料及投影片 

步驟 1 分配 15 分鐘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提問: 

   民以食為天，我們平常所食用的食物，是否安全、衛生、

以及可以給我們帶來健康? 

１. 食物是否有農藥的殘留？ 

２. 如何可吃到安全又衛生的食物？ 

 (二)學生自由回答。 

  （引導回答：有機農業的特性）  

（三）討論重點為： 

1. 不用農藥，如何防蟲？ 

（種辛香植物如蔥蒜）、 



（使用辣椒水，蒜頭水澆植物）、 

（例用天敵如蜘蛛、青蛙、田間雞、田間鴨） 

（防蟲植物：豬籠草，毛氈苔，…。） 

2. 不用化肥，如何使土壤肥沃？ 

（廚餘的製作及使用） 

（種植綠肥） 

（輪作） 

3. 不用除草劑，如何防雜草？ 

（乾稻草覆蓋法、黑布覆蓋法） 

步驟 2 分配 15 分鐘 

(一) 教師分享學生的剪報作品。 

(二) 學生剪報資料分享：有機農業與有機蔬菜的認識。 

１. 什麼是有機？有機農業的特性是什麼？ 

（無農藥、無化肥）… 

２. 有機農業的特色是什麼？如何種植？ 

（如何防蟲？如何製作有機肥料？如何保持地力？ 

 (三)學生自由發表意見及討論。 

步驟 3 分配 5 分鐘 

分配學生分組報告未來的課程內容： 

（1） 稻米的種植 

（2） 茶業的種植 

（3） 農產品的加工及保存。（名產的製作） 

（4） 果樹的種植。 

（5） 蔬菜的種植。 

 

步驟 4            分配 5 分鐘 

預告本單元的活動： 

１. 參觀有機農場一日遊。 

（採果，茶葉製作機器的觀察，吃有機餐，農耕用具介紹，

觀察田間雞及鴨，尋找青蛙及蝌蚪，製做有機皂） 

２. 種植水耕蔬菜及可食用植物（如：綠豆芽，豆苗，蕃薯

葉及蕃薯，紅豆苗，黃豆苗，…） 

３. 香草植物勞作（防蟲液，香水，化妝水，…） 

４. 吃有機沙拉（吃自己種的蔬菜沙拉）或炒菜或煮湯。 

５. 廚餘的堆肥製作。 

 

教學活動二 

標題 回顧本單元的有機農業與有機觀念的推廣 

說明 讓學生對於農藥的相關知識及對環境及人體健康造成的影響有初步認



識，以及了解何謂有機農業。 

能力指標 自然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1-2-1 選定某一(或某一類)植物，做持續性的觀察、並學習登錄其

間發生的大事件。察覺植物會成長，察覺不同植物各具特

徵，可資辨認。注意到植物生長需要土地、陽光及水分等良

好的環境。察覺動物如何覓食、吃什麼、做什麼活動，成長

時身體形態的改變等。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度量 

1-2-5-1 能運用表格、圖表(如解讀資料及登錄資料)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生活 1-1-5 藉由接近自然，進而關懷自然與生命。 

健康 2-1-4  辨識食物的安全性並選擇健康的營養餐點。 

家政 1-2-3 選用有益自己生長發育的食物 

1-3-7 運用烹調方法，製作簡易餐點 

環境教育 

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教學步驟 課前準備 老師準備有機蔬菜相關投影片 

學生查詢相關資料 

步驟 1 分配１０分鐘 

本單元的作品回顧及分享 

１. 學生製作廚餘的照片及學習單分享。 

２. 學生種植蔬菜及植物的照片及學習單分享。 

３. 香草勞作的照片及學習單分享。 

４. 吃有機沙拉或煮有機菜，煮有機湯的照片分享。 

５. 參觀一日遊的照片分享。 

 

步驟 2 分配１０分鐘 

放映投影片解說下列學生報告後的總整理： 

（1） 稻米的種植 

（2） 茶業的種植 

（3） 農產品的加工及保存。（名產的製作） 

（4） 果樹的種植。 

（5） 蔬菜的種植。 

藉以加深對有機農業的觀念。 

步驟３ 分配１０分鐘 



 

 

 

 

 

 

 

 

放映投影片解說有機耕種、一般農耕的差異。 

1. 不用農藥，如何防蟲？ 

（種辛香植物如蔥蒜）、 

（使用辣椒水，蒜頭水澆植物）、 

（例用天敵如蜘蛛、青蛙、田間雞、田間鴨） 

（防蟲植物：豬籠草，毛氈苔，…。） 

2. 不用化肥，如何使土壤肥沃？ 

（廚餘的製作及使用） 

（種植綠肥） 

（輪作） 

3. 不用除草劑，如何防雜草？ 

（乾稻草覆蓋法、黑布覆蓋法） 

 

 步驟４ 分配１０分鐘 

有機農業的推廣及創新： 

１. 目前有機農業的困境如何？ 

（有機農業的推廣不宜短視近利） 

２. 人與大自然的密切關係。（共生共榮） 

３. 如何來推廣有機農業： 

A. 從每個人的自身做起：盡量選購有機農業食物（雖貴一

些，但較健康，也鼓勵有機農業的種植） 

B. 盡量選購當地當季的食物（減少農藥及運費）， 

C. 認識有機農業，行成共識。 

D. 對健康負起責任，如何選擇健康的食物？ 



※以上教案內容改用參考自屏東縣榮華國小辦理有機校園推動計畫 

   (轉引自:新生國小)/設計者:劉令德 改編 

 

肆、 結語：永續有機農業的觀念是值得推廣的課程 

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是如此地密切。當人們善待這大地時，它將回饋給我們

的是豐盛的收穫，是健康而無污染的食物。 

有機農業觀念的推廣，是一項向下札根的工作；是一項在學生心中，埋下一

顆正確的、健康的、值得努力及研究的學問。 

而我們也需要政府可以更加重視這個有益於全國人民健康的事業。需要政府

相關單位的重視，建立制度，保障及重視相關農民的權益，才能讓這觀念，可長

可久的大力推廣。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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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國小九十八年度上學期有機農業三年丙班教學活動設計。網路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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