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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一、 申請計畫內容簡述（與申請計畫應相符） 

1. 透過解說與導覽體驗課程，讓學生能夠認識綠色農業與相關議題、及溫室農產與採摘，並實際

培養香菇，了解香菇的生態。 

2. 認識各種農產品與其種植與採摘方式。 

3. 觀察台灣其他地區的農業經營方式，反思家鄉產業問題，思考如何讓家鄉的在地產業發展更

好。 

4. 了解各地工藝特色和工藝的歷史與生活的連結，思考家鄉的特色也培養出對家鄉的認同感。 

5. 學生能在學習中互助，展現團隊精神。 

二、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活動一:太陽能溫室導覽 

1. 抵達晁陽休閒農場後，導覽員介紹太陽能溫室：  

    台灣農村的發展與太陽能發電結合將有助於農村長期穩定發展，若要提高農業的產值，興

建溫室大棚及選擇「相生而不相剋」的農作物品項，結合高效的追日太陽能發電系統，將能讓

農業與太陽能展現兩者優勢，產生正向效應。可讓早晚溫和的陽光進入溫室讓植物吸收，且盡

量擋住中午前後強烈照射的陽光，減少烈日對於農作物的傷害；這個時候農業與太陽能就產生

了「相生」的效果，這是農電共生的好處 

    太陽能系統若要取得更高的日照強度，就是要讓陽光直射太陽能板，所以須讓太陽能板處

於最佳傾斜角度，在台灣各地傾斜角度不同，緯度越高時，相應的傾斜角也越大，目前台灣地

區的裝設角度大多是向正南向傾斜約 23.5 度或與當地緯度接近即可，以確保最佳發電量 

2. 教師引導讓學生討論農電共生引發的爭議： 

   「假種田，真種電」亂象，中南部農地上許多光電大棚的農電共生假面具，密不透光的太

陽能板下方毫無農業經營，不是稀疏種植就是空空蕩蕩，只有陰暗荒土一片。 

    法規與制度都不周全，農電政策就匆促上路，業者的僥倖心態固然可議，農委會也難辭

其咎。 

農委會最後決議，為確保農用，農業附屬綠能設施的作物產量，需達到農業統計年報近三年

平均產量的七成。並於 2017 年 6 月修訂〈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對

溫網室加嚴管理，規定網室不得附屬綠能設施、溫室設置綠能設施面積不得超過屋頂面積

40%。此外，設施申請改採二階段審查，業者需先申請農業設施，經地方政府查核確有農業

經營之事實、並與計畫內容相符，才得以在屋頂設置綠能設施。 

3..提示學生重點學習：(1)了解溫室的意義。(2)了解溫室裝設太陽能板的意義。(3)了解太陽能溫

室的運作。 

4. 將學生分成 4-5 人為一小組，完成學習單。 

5. 學習單內容: 

(1)溫室屋頂上的太陽能板為何要設置成傾斜的? 

(2)半罩式的溫室及全罩式的溫室有什麼不同? 

(3)哪些地方最適合蕨類和菇類生長? 

(4)農電共生的爭議是什麼?政府如何解決? 

 

活動二:農事採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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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覽員介紹：園區內有許多農作物可以做採收，如：番茄、花生、地瓜、玉米、萵苣…等。行

程中會講解這些植物要如何採收，並讓同學體驗採收的樂趣。  

番茄：小果番茄在淡紅期之後採收， 由於番茄有後熟作用，應避免過熟採收，以免送到市場

時果實過熟軟化。 採收時自果梗離層處摘下，以留果梗及萼片方式販售。 

地瓜：作業應擇晴天行之，採收後塊根，俟適度乾燥後，再行檢藷，分級和包裝，切勿將塊根

曝曬在強烈日光下，以免塊根組織受到損傷腐敗。 

花生：一種是直接用手摘，方法是左手抓住花生秧讓它直立，等花生的果實掉出來就可以很好

的摘下來了。 所以我們說在沙土地種植花生最好，不僅產量好，還容易採摘，要是泥土比較

大的花生，花生根部土塊很多，不容易採摘，最好是先晾一晾，等花生根部帶的泥土稍微干一

些再摘 

玉米：子實水分含量 75～80%，玉米粒用手擦見有乳汁時，或果穗手握緊實時為採收期，採收

宜在清晨冷涼時進行。 為使果穗大而果粒佳，一般每株只留頂穗一穗，以使子粒飽滿，增進

品質。 甜玉米的甜度及風味為品質之第一要素，糖分含量因品種而不同，收穫後會隨時間的

增加糖分減少，而澱粉增加，品質急遽降低，因此建議立即預冷處理。 

萵苣：皆用刀子從植株基部切下來採收。 若是不結球的品種，亦可從下方葉片開始採收， 僅

切下所需的部分即可。 趁鮮品嘗最為理想，用不完的部分則先擦乾水氣再放入冰箱冷藏 

2. 將學生分成 4-5 人為一小組分組進行農作物採收體驗 

3. 完成學習單 

學習單內容： 

（一）你(妳)採收了哪些農作物? 

□番茄   □地瓜   □萵苣  □花生   □玉米。 

（二）什麼環境下最適合採收玉米? 如何知道玉米是否適 

      合採收? 

（三）為何花生要等土乾再採收？如何知道花生的熟成程 

      度? 

（四）濕地這樣的環境，既然不能種植農作物，荒廢了不是很可惜嗎，為什麼要讓它存在？’ 

 

活動三 農藝手做 DIY 

1. 菇菇栽培室 

製作香菇培養土：香菇所需要的生活條件主要是：溫度、濕度、空氣、光照、營養以及適當的酸

鹼度等。 

(1)溫度 香菇孢子在匕 15～32℃範圍內均能萌發成白色的菌絲，以 22～26℃最為適宜。對高溫

抵抗力弱，在 45℃經一小時，其發芽率僅 1％～5％，而在 0℃條件下，經 24 小時，發芽率為 50

％～60％ 

(2)濕度 孢子對水分要求較高，常要在濕度較大的培養料中才能發芽，若在乾燥條件下，就很難

萌發形成菌絲。 

菌絲生長階段，要求菇水含水量 40％～45％為宜，20％以下停止生長。空氣相對濕度以 65％～

75％較好，不高於 80％。但在段木接種到成活階段，則要求有較高的空氣濕度，以 70％～85％

較有利於提高成活率。 

(3)空氣 香菇屬好氣性菌類。如果周圍空氣不流通，二氧化碳積累過多，氧氣不足，則對菌絲的

生長和子實體的形成都有明顯的抑制作用，而且有利雜菌滋生。所以，選擇栽培場所，應注意通

風良好，以保持空氣新鮮。但也不能過於通風，以免降低空氣濕度，菇木變幹，影響菌絲和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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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正常生長。 

(4)光照 香菇屬好光性菌類。菌絲生長階段可以不需要光線。強光對菌絲生長有抑制作用，在明

室下的菌絲易形成茶褐色菌膜。 

(5)營養香菇是一種木腐菌，營腐生生活。在其生長發育過程中，必須不斷地從菇木中吸收它所需

要的營養物質，主要有碳水化合物、含氮化合物、礦物質和維生素等。 

2.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農事手做 DIY 活動的深刻體驗，並讓學生分享當菇農的感想。 

 

活動四：在地跨區域學習：參觀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 老師介紹各地工藝，與工藝在文化與技術上的價值，引發學生對於工藝的興趣。 

(2) 了解各地工藝特色與在地的關聯，透過學生先前所查詢到的在地工藝資料，思考為何家鄉會

有這樣的工藝特色。 

(3) 理解工藝與生活的連結。 

(4) 統整知識並寫學習單 

(三)課後反思： 

(1) 戶外教育心得回饋分享，組報告方式呈現 。 

(2) 培養正確的環境保育概念，學習如何與大自然和平共處，更加愛護居住環境。 

(3) 反思家鄉產業的問題，列舉問題，並且思考如何變得更好。 

(4) 對於家鄉的產業與文化有更深的認識，並思考自己是否適合家鄉產業。 

 

 

三、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本次戶外教學讓學生到晁陽農場，體驗綠能科技、農業及有機的食物，讓學生了解不同的農業經營模

式，學生透過老師及導覽員的介紹，引發他們對於環境保育、農業與經濟的想法，晁陽農場的 DIY課程

讓學生直接觀察植物生長的過程，理解生物循環的變化，也能理解農夫們的工作需要長時間的努力付

出，才能生產出好的農產品，培養學生責任感與耐心。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觀看「工藝從採集開始」展覽，學習先民不斷的經驗累積及實踐，對環境再

調適的方法，增加孩子對於工藝的源頭與製作背景的尊重與認識，透過覽員的說明，學生能夠創作出屬

於自己的編織圖案及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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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國立學校〕 

一、 計畫名稱 爽文國中食農教育暨工藝研究樂活營 

二、 學校名稱 南投縣立爽文國民中學 

三、 課程屬性 

結合學科領域 

☐語文 ☐數學 自然科學 ☐社會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結合彈性學習課程領域 

☐跨領域統整性課程 ☐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四、 課程實施資

訊 

跨縣市，雲林縣    實施地點：晁陽綠能園區 

在地跨區域學習    實施地點：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五、 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數____37_____人  參與教師數_____2______人 

六、 外部協作師

資 

共___2____位協作師資，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_____位 

☐安全風險管理_____位 

☐其他：__________需求師資，_______位 

七、 執行成果說

明 

1. 學生透過此次的戶外教學可以理解晁陽農場兼顧環境及經濟發展的永續發展的

農也經營方式，並且透過農事採摘、香菇培育 DIY，讓學生可以從做中學，並可

以所做的香菇培養土帶回家觀察香菇的成長。 

2. 學生觀看工藝從採擷開始展覽，可以理解先人在製作工藝品時取材的智慧，並

且理解先人如何尊重大自然，讓資源不斷延續。 

3. 本次的活動各場域都有聘請專業的導覽員，讓學生能夠更有效的學習，加

上本校教師團隊細心的照顧，讓學生可以非常投入在學習當中，相當成功的一

次戶外教學。 

八、 成果照片上

傳 

(請上傳 3-5

張) 

  

透過導覽員解說，了解綠色農業、 

農電共榮的經營方式 

了解國糧農組織的實用昆蟲代提動物 

性蛋白的議題，以及如何培育不含重金 

屬的蟋蟀 

  

附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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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菇栽培 DIY 香菇採收體驗 

  
參觀工藝從採集開始展覽 設計工藝編織圖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