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學三下單元一活動 1教案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 設計者 黃彥錚 

實施年級 三下 教學時間 160分鐘 

單元名稱 種菜好好玩 

活動名稱 菜園裡的菜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tc-Ⅱ-1能簡單分辨或分類所觀察到的自然科學現象。 

po-Ⅱ-1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行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po-Ⅱ-2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論等，

提出問題。 

ah-Ⅱ-2透過有系統的分類與表達方式，與他人溝通自

己的想法與發現。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自-E-A1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

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

力持續探索自然。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自-E-B1 能分析比較、製作圖

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法，整理

已有的自然科學資訊或數據，並

利用較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

影像、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

過程、發現或成果。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自-E-B3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

環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知道

如何欣賞美的事物。 

學
習
內
容 

INa-Ⅱ-3物質各有其特性，並可以依其特性與用途進

行分類。 

INb-Ⅱ-6常見植物的外部形態主要由根、莖、葉、花、

果實及種子所組成。 

 

融入
議題
與其
實質
內涵 

●環境教育 

環 E2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環 E14覺知人類生存與發展需要利用能源及資源，學習在生活中直接利用自然能源或自然形

式的物質。 

●資訊教育 

資 E1認識常見的資訊系統。 

資 E2使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資 E6認識與使用資訊科技以表達想法。 

資 E8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與其他

領域/科

目的連

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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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教學設

備/資

源 

●各種蔬菜或圖片。 

●種子包裝袋、各種蔬菜種子。 

●澆水器、鏟子、各種種植容器、土、小石子、紗網、石頭、種子和集水盤等。 

●種子、澆水器、鏟子花盆、土、小石子、紗網等。 

學習目標 

1.認識常見的蔬菜。 

2.學會蒐集有關蔬菜的種植資料，並能由資料選擇適合當季種植的蔬菜 

3.學習安排日照、提供水分施肥、疏苗和防蟲等種植的技術。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1-1】蔬菜生長的因素 

◆認識常見的蔬菜，了解蔬菜的分類。（一節課） 

1. 了解蔬菜生長的環境要素。 

2. 大部分的蔬菜都是由種子種出來的，我們吃的蔬菜是如何由一顆種子生

長而成的？ 

→讓我們實際來種種看。 

 

～第一節課結束/共4節～ 

 

【1-2】認識蔬菜 

◆學會如何蒐集有關蔬菜的種植資料，並能由資料選擇適合種植的蔬菜。（二

節課） 

1. 小朋友認不認識課本圖片上的這些蔬菜？  

→（學生依其認知發表，老師可請學生將蔬菜名稱寫在圖片中。） 

 

2. 這些蔬菜有什麼不同？ 

→(1)小白菜、青江菜、青花菜和秋葵是綠色的。 

(2)番茄是紅色的。 

(3)金針花是橘色。 

(4)地瓜和竹筍是咖啡色。 

(5)絲瓜和白蘿蔔是長條形，番茄和洋蔥是圓形。 

(6)高麗菜和大白菜比四季豆大很多。 

3. 我們平時吃的蔬菜，是屬於植物的哪一部位呢？ 

→(1)有些蔬菜主要是吃花的部位，例如：金針花、花椰菜、韭菜花等。

這種是屬於「花菜類」。 

(2)有些蔬菜主要是吃葉子的部位，例如：菠菜、青江菜、小白菜、高

麗菜等。這種蔬菜是屬於「葉菜類」。 

(3)有些蔬菜主要是吃根或莖的部位，例如：蘆筍、竹筍、馬鈴薯是吃

莖的部位，白蘿蔔、胡蘿蔔是吃根的部位。這種是「根莖類」。 

      (4)有些蔬菜主要是吃果實的部位，例如：番茄、南瓜、青椒、秋葵等。 

  

 

●口語發表 

●態度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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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

整理 

●觀察記錄 

 

 

 



  這種是屬於「果實類」。 

4. 提問： 

    →(1)平時吃的小白菜和青江菜的部位都長在土壤上，它們是什麼部 

位？ 

(2)平時吃的竹筍從土裡冒出來，它是什麼部位？  

◆課本第12頁討論問題： 

⚫ 你平時喜歡吃的蔬菜，是食用他的哪個部位呢？ 

→（學生根據個人經驗發表。） 

(1)我平時喜歡吃小黃瓜，是吃植物的果實，是屬於「果實類」。 

(2)我平時喜歡吃茼蒿，是吃植物的葉子部位，是屬於「葉菜類」。 

(3)我平時喜歡吃茭白筍，是吃植物的莖部位，是屬於「根莖類」。 

 

～第二、三節課結束/共4節～ 

 

【1-3】原來蔬菜這樣種 

◆經由蒐集資料和討論種植蔬菜的準備工作。（一節課） 

1. 蔬菜是怎麼種出來的？ 

→應該也是種子。 

2. 種子需要有哪些條件才可以長成一棵蔬菜？ 

→蔬菜的種子種在適合的環境中，並加上細心的照顧，就會長出一棵

新的蔬菜。 

3. 什麼是適合的環境？ 

→土壤肥沃的地方、陽光充足的地方、有水的地方、空氣流通的地方。 

4. 種植蔬菜時，除種子外，還須要準備那些工具和材料？ 

→(1)各種種植的容器。 

(2)鏟子。 

(3)澆水器。 

(4)土。 

(5)蔬菜標示牌。 

(6)小石子。 

(7)紗網、石頭。 

(8)集水盤。 

5. 花盆底部的洞有什麼功能？ 

→花盆底部的洞是為了讓土壤中多餘的水分能夠流出去。（如果土壤中

的水分太多，蔬菜的根容易泡爛，造成蔬菜死亡。） 

 

6. 還有什麼物品可以代替這些器材？ 

→(1)花盆可以利用底部打洞的廢棄保麗龍盒代替。 

(2)可以在寶特瓶的瓶蓋打洞、裝水代替澆水器。 

(3)土可以用培養土代替。 

 

～第四節課結束/共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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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指導 

配合習作第2頁 

〈指導要點〉 

活動1種菜好好玩 

一、認識蔬菜的食用部位 

知道平時所吃的蔬菜是吃它的哪個部位。 

〈參考答案〉 

一、DAEF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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