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主題課程設計構想： 

依據情境選擇主題~~「麻園”蔗”裡」 

    小豆苗班在社區踏查的活動中，拜訪住在學校附近的同學家，除了觀察社區街道的景色及特色住店，途中經過

鄉間小路，看到許多農作物，有些是寶貝們熟悉的植物，例如:稻田、木瓜樹…等，但孩子們觀察到有一大叢高高瘦

瘦的植物，開始發問:「老師，這是什麼?」「這是竹子嗎?」，孩子們正在七嘴八舌討論時，翔告訴大家:「這是甘蔗」，

接著又引發一陣討論:「我阿公有買過甘蔗」、「我沒吃過耶~」、「甘蔗是什麼?」、「我好想吃吃看喔~」這個話題在孩

子中慢慢發酵…. 

    這次在探訪社區特別建築物~粉紅屋時，遇到了藝術專家，這位藝者歷代居住在麻園社區，因此也為小豆苗班

的寶貝介紹了麻園社區的種植歷史，麻園社區在種植水稻之前，是種植甘蔗，當時有閩南人、客家人及道卡斯族居

住在麻園里，彼此之間劃分居住區域，不能超過他人領域，還會用當時種植的甘蔗來當武器，互相驅趕甚至打架!孩

子們聽到這麼有趣的往事，對甘蔗的興趣又多一份好奇，喊著:我也好想種甘蔗，可以保護我們的家人。 

    老師們觀察到孩子們對這甘蔗話題有自發性興趣，亦可引領幼兒一同探究麻園社區的在地文化，於是[麻園”

蔗”裡]課程就成為我們的主題。同時也希望藉此讓年輕的父母們一起了解社區過往的歷史文化。透過這個主題讓

幼兒認識曾經是家鄉重要經濟作物的原因並體驗感受甘蔗與人們生活的關係性。 

 

 

 

 

 

 

 

 

 

三、課程目標： 

1. 身-1-3覺察與模仿健康行為及安全的動作 

2. 認-1-2蒐集自然現象的訊息 

3. 認-2-2 整理自然現象訊息間的關係 

4. 認-3-1與他人合作解決生活環境中的問題 

5. 語-2-5運用圖像符號 

6. 美-2-1發揮想像並進行個人獨特的創作 

7. 美-2-2運用各種形式的藝術媒介進行創作 

8. 社-2-2 同理他人，並與他人互動 

 

二、主題目標： 

1. 覺察甘蔗的特徵與功用。 

2. 研發有趣又美味的甘蔗製品。 

    3.培養與他人協商解決問題的能力。 

 



 

 

 

 

 

 

 

 

 

 

 

 

 

 

 

 

 

1.”蔗”裡一起玩(人文) 
身-中大-2-1-1 在合作遊戲的情境中練習動作的協調

與敏捷 

身-中大-3-1-1 在創意想像的情境展現個人肢體動作

的組合與變化 

社-中大-2-2-2 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要，展現同理或

關懷的行動 

美-大-2-2-3 運用哼唱、打擊樂器或身體動作進行創

作 

2.甘蔗渣製紙(科學) 
認-小中大-1-3-1 觀察生活物件的特徵 
認-中大-1-3-2 以圖像或符號記錄生活物件多項訊息 

3. 甘蔗皮大變身(實驗‧創作) 

語-大-2-5-3 運用圖像符號規劃行動 

美-中大-2-1-1 玩索各種藝術媒介，發揮想像並享受

自我表現的樂趣 

美-中大-2-2-2 運用線條、形狀或色彩，進行創作 

4.”蔗”汁機大發明(工程與設計 
認-小中大-1-3-1 觀察生活物件的特徵 
認-小-3-1-1 探索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法 

認-中-3-1-1 參與討論解決問題可能方法並實際執行 

認-大-3-1-1 與同伴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與他人

合作實際執行 
語-中大-2-2-3 在團體互動情境中參與討論 

語-中-2-3-2 敘說時表達對某項經驗的觀點或感受 

語-大-2-3-2 建構包含事件開端、過程、結局與個人

觀點經驗敘說語-大-2-5-3 運用圖像符號規劃行動 

社-小-2-1-3 根據自己的想法做選擇 

社-中-2-1-3 調整自己的想法行動 

社-大-2-1-3 適時調整自己的想法與行動，嘗試完規

畫的目標 

5.歡迎一起來〝蔗〞裡(高峰活動) 

語-小-2-2-3 在一對一的互動情境中開啟話題並延續

對話 

語-大-2-2-3 在團體互動情境餐與討論 

社-小中-2-2-3 依據活動程序與他人共同進行活動 

社-大-2-2-3 考量自己與他人的能力和興趣 

1. 甘蔗觀察室(觀察形體與特徵)                        2.品味大師(五感) 

認-中大-1-1-4 運用點數蒐集生活環境中的訊息            身-中大-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認-小中大-1-3-1 觀察生活物件的特徵                   身-中-1-2-2 模仿抓、握、扭轉、揉、捏的精細動作 
社-中-1-5-1 參與和探訪社區中的人事物          美-小中大-1-2-3 覺察並回應日常生活中各種感官經驗與情緒經驗 

3.甘蔗家族(糖的科學)                             4.紅白甘蔗比一比(特徵) 
身-中大-1-3-2 辨識食物的安全，並選擇均衡營養的飲食         認-中-1-1-5 運用身邊物件為單位測量自然現象或文 
認-小中大-1-2-2 觀察自然現象特徵的變化                                化產物特徵的訊息 

語-小中大大-2-3-2 說出簡單的因果關係                       認-中大-2-2-2 與他人討論自然現象特徵間的關係 

5.種甘蔗達人(生長方式) 
認-小中-1-1-6 以圖像或符號記錄生活環境中的數學訊息 
認-小中大-1-2-1 觀察動植物的生長變化 

語-大-2-5-4 運用訊息類文本解決問題 

6.甘蔗長大了嗎?(測量)  
認-中-1-1-5 運用身邊物件為單位測量自然現象或文化產物特徵的訊息 

認-小中-1-1-6 以圖像或符號記錄生活環境中的數學訊息 

麻園〝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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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一：”蔗”是什麼? 

 

1.美味的甘蔗糖(研發) 

身-小-2-2-1 平穩使用各種素材，工具或器材 

身-中大-2-2-1 敏捷使用各種素材、工具或器材 

認-中大-1-2-3 以圖像或符號記錄自然現象的多

項訊息 

2.甘蔗小點心(創意料理) 

認-大-2-2-3 與他人討論自然現象的變化與生活

的關係 

社-小-3-3-1 樂於與友伴一起遊戲和活動 

社-中大-3-3-1 主動關懷並樂於與他人分享 

3. 甘蔗飲品調製(科學) 

認-大-1-3-1 觀察生活物件的特徵 
認-大-2-3-3 與他人討論生活物件與生活的關係 

4.甘蔗小書(記錄) 

語-中大 1-4-2 知道能使用圖像紀錄語說明 

語-小 2-5-2 運用簡單的圖像符號標示或紀錄 

語-中大 2-5-2 運用自創圖像符號表師ˋ空間、物

件或記錄行動。 

5.阿公阿嬤的回憶(傳統習俗) 

社-大-1-6-2 認識生活環境中不同族群的文化特

色 

 

為本次教案繕寫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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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 

活動名稱 甘蔗榨汁機大發明(一) 

活動概念 

透過影片幼兒看見農業時代，蔗農使用人

力方式擠壓出蔗汁時，覺得蔗農好了不

起。引起了幼兒躍躍欲試的動機，因為幼

兒天生的好奇心與喜於挑戰的態度，我們

就一起來動手做做看。 

教學對象 

大中小共 25 人 

學習指標 

認-小中大-1-3-1觀察生活物件的特徵 

社-小-2-1-3根據自己的想法做選擇 

社-中-2-1-3調整自己的想法行動 

社-大-2-1-3適時調整自己的想法與行動，嘗試完規畫的目標 

語-大-2-5-3運用圖像符號規劃行動 

活動目標 1.透過不同形體物品的操作，找到最適合製作成甘蔗榨汁機的材料。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五天 

引導重點及活動歷程 

學習區環境布置：語文區〔與甘蔗相關主題之繪本、知識類文本〕、美勞區〔甘蔗皮.甘蔗渣創

作〕、積木區〔基本配置〕、烹飪區〔甘蔗相關美食製作〕、木工區〔工具、木頭、木片〕。 

怎麼樣才叫做「好用的甘蔗榨汁機」？ 

    小朋友們也好奇地想要自己動手做一台。討論：一台好用的甘蔗榨汁機，要有什麼

功能呢？家：「要能把甘蔗從這一頭送到另外一頭。」菲：「要能榨出甘蔗汁來。」淮：
「榨甘蔗機要很堅固。師：「想想我們自製壓甘蔗機，需要那些材料？」幼兒們分享
著：「一塊方形木頭，直接用力壓」、「應該用圓柱體的木頭」、「可以用很重的磚頭做成
機器、可以用鐵棍……」。依著幼兒們的想法，準備了素材，讓孩子們一起來試看看。

在各種不同的形體木頭中，小朋友發現：「圓柱體最像阿公榨甘蔗汁機的滾輪，我們來

試試看可不可以把東西輸送出去。」孩子們拿了教室中的回收紙張，嘗試模擬成甘蔗，

看看是否可以把紙張順利輸送出去。禾對同組的聖說：「我們兩個人的滾輪都要往裡面

轉，紙才能通過，你跟我不對邊，紙就過不去了啦！」兩人動作調整後果然成功將紙張

輸送出去。宇和淮說：「我們兩個人的滾輪同時向外轉，紙張就會倒退回來耶！如果以

後甘蔗汁還沒榨乾淨，我們就倒退轉，再榨一次。」這次的測試結果中發現：圓柱體的
木頭最適合使用，當成榨甘蔗的滾輪，同時也發現兩個圓柱體必須同時向內側滾動，紙
張(模擬成甘蔗)才會順利被輸送過去。 
 
 
 
 
 
 

    知道滾輪如何輸送之後，小朋友們開始想著該如何固定這兩根圓柱體，星：「榨甘
蔗汁機應該是一台機器，我們應該要做一台可以固定滾輪(圓柱體)的機器才對。」師：
「該怎麼做？」小班恆：「我們需要很多木頭。」均：「對啊！用木頭做架子才夠硬，影
片裡，以前阿公用的好像也是木頭。」最後幼兒們決定從舊經驗中出發，先使用熱熔

膠、矽利康、保麗龍膠…等等來試試看，想辦法將兩根圓柱體固定住。 

各組第一部榨汁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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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們將收集來的木頭進行砂紙磨細後，開始嘗試進行組裝，想要做個可以固定二

支滾輪的架子。經過小組一番討論，各組決定了機台的外型，畫下了設計圖。每組幼兒

來來回的選取及調整自己所要的素材，活動後進行了分享及操作說明，接受其他小朋友

的提問，設計組則負責大方回答問題。羽舉手問：「為什麼你們的兩根滾輪不一樣長？」
翔：「滾輪的兩邊多黏了一塊板子，這樣兩邊的人在轉滾輪時，只要一人轉一根就夠了。」 
穎：「請問你們的榨汁機兩邊有黏尖尖的木頭，有什麼用嗎？」中班的茗：「是用來裝飾
的啦！」………各組分享中，小朋友都能表達出創作的想法。 

 

 

 

 
 

 

 

 

 

 

 

 

學習評量 

1. 能在操作過程中發現每種物件的差異和特性。(大班) 

(小班：比較兩種物件、中班：比較三種物件) 

2.能依照自己的想法選擇製作甘蔗榨汁機的材料，進行創作。  

3.能運用圖像紀錄，進行甘蔗榨汁機設計。 

教學省思 

    〔幼兒的想法有無限的可能，端看老師是不是願意自我挑戰〕。其實當小朋友提

到：「我們也可以學以前的阿公製作榨甘蔗汁的機器，以後我們種的甘蔗長大了，就可
以自己榨甘蔗汁。」。剛開始老師猶豫要不要接受幼兒這樣的想法，因為老師先覺得很

困難，但看見積木區中的小朋友拿著兩根圓柱體積木嘗試輸送一張廢紙時(廢紙是幼兒

假裝成甘蔗的工具)，驚訝與感動無與倫比，於是老師們願意花更多心力，陪著幼兒一

起嘗試挑戰。 

 

活動名稱 甘蔗榨汁機大發明(二) 

活動概念 

  榨汁機的外型完工，可不可以使用，才

是小朋友最關心的。和幼兒一同檢視我們

的計劃是不是成功呢？ 

計畫→執行→檢核→改善行動 

教學對象 

大中小共 25 人 

學習指標 

認-小-3-1-1探索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法 

認-中-3-1-1參與討論解決問題可能方法並實際執行 

認-大-3-1-1與同伴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與他人合作實際執行 

語-中大-2-2-3在團體互動情境中參與討論 

活動目標 
1.碰到問題時，思考並說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2.在修正過程中與同儕討論，並修正所發現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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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五天 

引導重點及活動歷程 

幼兒的測試與發現 

小朋友在製作的過程中，是使用日曆紙充當甘蔗進行測試，因此在檢視輪軸滾動的過程

中，每組幼兒的作品可說都是成功的模型，但緊接著要進入真正的甘蔗皮輸送以及甘蔗

輸送的測試時。小朋友發現：「木頭用黏的，只要一用力就繃開了。」碩：「滾輪壓甘蔗
皮時還好，但甘蔗比較粗根本放不進去，滾輪空間太小了。」均：「滾輪一直翹起來，
沒辦法壓。」禾：「榨甘蔗機太矮，甘蔗皮很長出不去，卡住了。」………。 

    回顧了之前小朋友所認為〝好用的榨甘蔗機〞的條件，我們還有哪些問題要一起來

克服的呢？ 

 

 

 

 

 

 

 

 

 

 

 

 

 

 

 

小小木工～我會釘 

    小朋友在創作榨甘蔗汁機的過程中發現：「熱熔膠黏，還是會脫落，我們可以用鐵釘
跟鐵鎚把木頭固定起來」孩子們的想法讓我們展開了木工之旅。在安全注意事項說明之

後，先提供較薄易敲釘的木片作為練習，小朋友的技巧都挺厲害的。也分享了釘木頭的

心得。星：「我一直釘，木板就一直移動。」樂：「釘子會愈釘愈歪。」溱：「用力都釘不
下去。」師：「有沒有成功的小朋友可以分享一下解決的辦法？」小朋友回應：「鐵釘歪
了，就慢慢敲正再釘；木板要用力壓住才不會移動；鐵釘要用力敲……」分享經驗，再

進行下一次練習時，相信會有更棒的表現。 

 

 
  
  
 
 
 
 

榨甘蔗汁機底座的改良～～  

    回顧之前小朋友們在第一步榨甘蔗汁機測試時的發現，準備進一步改良。中班碩：
「我看甘蔗機圖片時發現，兩支滾輪應該是疊高起來的，滾輪平放甘蔗出來時會卡在地

停！

甘蔗

進不

去，

甘蔗進

不去… 

滾輪一直

移動…. 

滾輪翹

起來…. 

幼兒檢視自製

的榨甘蔗汁機

是否有達到好

用的目標，以

及發生的問

題…….. 

小班

孩子

也是

有模

有樣 

特殊寶

寶也認

真的投

入木工

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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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無法往前推。」愷：「我覺得滾輪必須要鑽洞固定起來，壓甘蔗時，滾輪才不會翹起
來。」小班恆：我們用熱熔膠黏的木頭會掉，要改用鐵釘。」穎：「我們滾輪的距離也不
對，隙縫太小，甘蔗根本進不去。」羽：「滾輪的上面要再加裝一塊板子擋住，這樣滾輪
在轉動時才不會翹起來。」……     

    小朋友在錯誤中逐漸建構出正確的概念，以及解決問題的策略，修正了自己的錯誤，

非常的厲害！再接再厲！ 

 

 

 

 

 

 

為了使榨汁機更牢固，孩子們使用鐵釘與鐵鎚讓木頭讓榨汁機的底座更堅固。 

 

   
 

 

 

 

學習評量 

1. 在分組創作的過程中能主動與他人進行討論。 

2. 能找到問題解決的方法，並且實際進行工作，調整甘蔗榨汁機底座的穩固性。 

教學省思 

    木工區是因為這個主題而特別設置的，位置在教室側門戶外。有時我們會擔心國小

部的學生下課時間會不會影響幼兒學習，但其實我們發現，當幼兒投入一件自己想做的

事時，非常的專注與認真，反倒哥哥姐姐們好奇地探視，讓幼兒們覺得自己好厲害，工

作的更認真。透過實驗，幼兒發現了問題，長適用生活中觀察到的經驗去解決問題，讓

能力更上一層樓。 

活動名稱 甘蔗榨汁機大發明(三) 

活動概念 

「做中學」，幼兒在一連串動手實作過程

中，有了更多的發現，而這些發現也是激

勵他們前進的動力。老師適時提供資源與

搭建各種鷹架，促使幼兒完成目標。 

教學對象 

大中小共 25人 

學習指標 

認-小-3-1-1探索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法 

認-中-3-1-1參與討論解決問題可能方法並實際執行 

認-大-3-1-1與同伴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與他人合作實際執行 

語-中-2-3-2敘說時表達對某項經驗的觀點或感受 

語-大-2-3-2建構包含事件開端、過程、結局與個人觀點經驗敘說 

活動目標 
1. 找到讓滾輪產生摩擦力的方法。 

2. 清楚表達實驗中的發現與解決問題的歷程。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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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重點及活動歷程 

堅固的榨汁機成功了嗎？ 

    幼兒在學習區觀察早期甘蔗榨汁機的圖片 

中有個大發現，碩：「滾輪上有許多紋路。」 
師：為什麼滾輪上有許多紋路呢?芳：「就好像 
我們的牙齒，可以咬住甘蔗。」星：「所以甘 
蔗放進去壓的時候比較不會滑走。」師：我們 

生活中也有很多東西有紋路唷!紋路可以幫助我 

們增加摩擦力，可以止滑。浚：「地板摸起來也有一條一條的紋路!」言：「鞋底也是。」
師：那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榨汁機變成有紋路?兆：「用剪刀刻」。晏：「貼甘蔗皮上去。」
子：「貼很多小石頭。」….於是幼兒開始調整滾輪的外觀。榨甘蔗機：該如何固定滾輪？ 

滾輪加上紋路成功了嗎？     

    依照滾輪縫隙大小，幼兒選擇尺寸不同的甘蔗進行測試。但發現滾輪雖然增加了摩

擦力，但手旋轉的好費力，很難壓扁甘蔗。 

    小朋友們再次翻閱相關書籍及觀察圖片，發現過去的榨汁機好像都有把手。禾：「我
們想裝上把手好像會比較省力。」均：「而且應該要固定滾輪才對。」調整後再次進行甘

蔗測試後，小朋友們一陣歡呼：「真的成功了耶！滾輪上濕濕的，表示有擠出甘蔗汁。」 
 

 

 

 

 

 

專家的蒞臨與協助 

    小朋友們完成榨汁機的完整創作，但在操作中仍發現了一些小問題，因此邀請了對

木工專家入班協助小朋友們解決問題。幼兒提出幾個問題，希望專家能協助：「滾輪的
寬度不對？」幼：「一用力機台好像快散開？」幼：「我們有些鐵釘釘歪了？」……每組

幼兒輪流說明了該組的問題，專家一一協助修正，榨出更多甘蔗汁的當下歡聲雷動☺。 

 

 

 

 

 

   

學習評量 

1.能主動投入滾輪產生摩擦力的實驗及體驗活動中。 

2.能清楚表達實驗中的發現與解決問題的歷程。 

教學省思 

    活動進行的過程，老師也是驚喜連連，面對未曾上過的主題，我們和孩子一起同步

學習成長，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雖然只是擠出些微的甘蔗汁，但七組幼兒分別成功地

做出不同外形的榨汁機，真的是成就滿滿。留待期末高峰活動時，展現成果。 

引起

動機 

動手

製作 

發現

問題 

檢視

問題 

思考可能的

解決策略 

達成

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