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生活領域第三冊(二上) 第六單元 米粒魔術師 

單元名稱 第六單元 米粒魔術師 總節數 共 1 節，40 分鐘 

實施年級 二年級 設計者 邱玉娟 

活動名稱 米粒魔術師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

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

性。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

學習探索與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

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3-I-2 體認探究事理有各種方法，並

且樂於應用。 

4-I-1 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

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

力。 

5-I-3 理解與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異

同。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

作的重要性。 

領域核

心素養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

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人、

事、物的特性與關係，同

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理解道理，並

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的表徵符

號，表達自己的想法、與

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

他人想法。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中人、

事、物的真、善與美，欣

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

元素，逐漸發展美的敏

覺。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

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

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

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生活-E-C3 

欣賞周遭不同族群與文化

內涵的異同，體驗與覺察

生活中全球關連的現象。 

學習

內容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略的提

出與嘗試。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2 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能力。 

核心素養呼應 一起來看看營養午餐菜單、米製品有哪些、米製品小達人、創意米食設計師 



                                              

 

說明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環境教育】 

環 E1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E2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先引導學童運用五感觀察，課程設計從「觀察營養午餐菜單」開始，發現主食

大多都以米食為主。學童能運用豐富的想像力，發想並運用各類紙材和油土，

實際動手製作創意米食並與同儕相互分享與欣賞。透過觀察、探索、分組討

論、全班分享、動手製作等教學歷程，除了讓學童認識各種米製品，也能讓學

童了解珍惜食物的重要，加深學童對米食文化的認識。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數學、國語 

摘要 米食、米製品、創意米食、稻米生長過程、珍惜米食、憫農詩 

學習目標 

一、 探究營養午餐菜單，願意與人分享，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二、 察覺每天的午餐主食以米飯為主。 

三、 能以五官探索生活中常見的米製品，並覺察到米製品的多元與變化。 

四、 在實際探索的歷程中，學習到探究米製品的方法。 

五、 在實際探索的歷程中，學習到探究米製品的方法。 

六、 依照米製品的特徵或屬性進行整理與歸類。 

七、 透過品嘗米食，感受米製品的口感與香氣。 

八、 思考米製品的外觀與特性，激發想像力，進行創意米食創作。 

九、 使用紙材與油土進行表現，享受創作時的快樂。 

十、 製作創意米食的過程中，能與同儕互相幫助與合作。 

教材來源 康軒版國小生活第三冊 

教學設備/資源 
電子教科書、營養午餐菜單、4開海報紙(每組一張)、厚紙板、彩色瓦楞紙、各 

色油土或樹酯土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學評量/備註 

【活動四】 

 創意米食設計師 

一、 引起動機 

㈠ 教師提問：「在米食品嘗大會中，吃到了哪些米製

品？」 

㈡ 你最喜歡吃那樣米製品？為什麼呢？ 

1. 兩兩討論，教師鼓勵發言，請3∼4組分享。 

2. 教師小結學童可能的答案。 

⑴ 我最喜歡吃麻糬，因為麻糬QQ的。 

⑵ 我最喜歡吃越南春捲，這是我第一次吃越南春捲，

我覺得皮QQ的，蠻好吃的。 

⑶ 我最喜歡吃竹筒飯，竹筒飯吃之前要先敲破竹子，

裡面的米飯也很香，真是有趣又好吃。 

二、 發展活動 

㈠ 教師提問：「想一想，你想要做什麼樣的米食呢？

想用什麼樣的材料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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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作評量：檢視學童是否

能完成自己的作品。 

2.口頭評量：和大家分享自

己的作品，並說一說自己是

怎麼設計和製作的。 

 

 

 

 

 

 

 

 

 

 

 

 

 



                                              

 

1. 兩兩討論，教師鼓勵發言，請3∼4組分享。 

2. 教師小結學童可能的答案。 

⑴ 我在幼兒園說用油土做過動物，我想用油土做做

看。 

⑵ 我也想用油土，可以做成動物外形的創意飯糰。 

⑶ 我覺得牛皮紙的顏色很像豆皮，想試試用牛皮紙包

白紙，做成豆皮壽司。 

㈡ 用各類紙材動手做創意米食(壽司)1. 準備各色等寬

(尺寸約2×30cm)的瓦楞紙，或是利用課本的附件6，以

及黏貼工具雙面膠。 

2. 將紅、黃、綠等色紙條捲起來。 

3. 再紙條尾端以雙面膠固定。 

4. 各色紙捲組合排列成內餡，再黏貼固定。 

5. 白色瓦楞紙圍在內陷外層，當作米飯。 

6. 外圈黏上黑色瓦楞紙當作海苔，完成。 

㈢ 用油土動手做創意米食 

1. 準備厚紙板放在桌上。 

2. 將油土揉出圓形壓扁。 

3. 壓扁做出臉、鼻子、耳朵。 

4. 用白、黑油土揉出長條型壓扁，做眼睛。 

5. 用紅色油土揉出圓形，再捏成三角形，做出嘴巴。 

6. 完成作品。 

㈣ 教師可鼓勵學童利用其他媒材的組合，完成自己的

創意米食。 

㈤ 實作評量：檢視學童是否能完成自己的作品。 

㈥ 口頭評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並說一說自己

是怎麼設計和製作的。 

三、總結活動 

㈠ 教師提問：「你覺得哪些創意米食作品讓你印象深

刻？ 覺得作品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例如：外形很

可愛、顏色很豐富、很像真的……) 

1. 教師鼓勵發言，請學童舉手分享。 

2. 教師小結學童可能的答案。 

⑴ 用牛皮紙做的豆皮壽司好像真的呵！ 

⑵ 小魚飯糰的顏色好豐富。 

⑶ 熊貓飯糰的外形真可愛！ 

⑷ 原來瓦楞紙有這麼多顏色，做出的壽司好漂亮！ 

⑸看到壽司，午餐就想吃壽司了。 

⑹ 越南春捲用的材料好特別。 

㈡ 欣賞與互評：請學童欣賞小組成員的作品。 

 

 

 

 

 

 

 

 

 

 

 

 

 

 

 

 

 

 

 

 

 

 

 

 

 

 

 

 

 

 

 

 

 

 

 

 

 

 

 

 

 

 

 

 

 

 

 

 

 

 

 

 

 

 

 

 

 

 

 

 

 

 

 

 

 

 

 

 

 

 

 

 

 

 

 

 

 

 

 

 

 

 

 

 

 

 

 

 

 



                                              

 

教學提醒 

一、 除了觀察學校營養午餐的菜單之外，也能請學童試著把這一週的早餐、午餐、

晚餐的主食記錄下來，並思考看看這一週所吃的主食有什麼共同之處。 

二、 可利用校外教學安排到稻米博物館或相關觀光工廠，深入了解稻米的成長過程

或米製品的製作過程。 

三、 米粒有很多種類，不同種類的米粒有著不同的顏色，煮熟後的口感也都不同，

教師可帶領學童運用五官觀察各種不同種類的米的顏色、外形，甚至有機會的話可

以實際讓孩子品嘗各種米粒煮熟後的口感與香氣。 

四、教師可將學童討論張貼於黑板上的小白板暫時收起來，待探索結束後，於下節

課在拿出來與全班討論並根據米製品進行分類。 

五、 住家附近的傳統市場、超級市場是觀察生活中米製品的好地方，教師可以結合

各領域課程進行實際探索，到真實情境走上一回，學習效果會更好。 

六、 進行米食品嘗大會前可以發通知單詢問家長是否有意願到學校指導學童製作米

製品，例如：麻糬、壽司、湯圓等，製作方法簡單，適合低年級操作且不易失敗的

米製品。 

七、 教師可於正式上課之前先行調查學童可能會帶來的米製品，也可協調每位學童

盡量準備與他人不同的米製品，如此一來，可以避免種類過度集中，也可使學童能

品嘗的米製品更為多元。 

八、 除了臺灣常見的米製品之外，教師也可以介紹各國常見的米製品(日本：壽

司；韓國：年糕湯；越南：春捲、方粽；土耳其：米布丁)，拓展學童的多元文化視

野。 

網站資源  

關鍵字 營養午餐菜單、米製品、米製品小達人、米食設計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