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社子國小學校本位課程教學活動設計單 

領域/ 

科目 
社會 設計者 賴美娟 

課程主軸 □稻之子  □米之子  ■綠之子  □創之子 

實施年級 四年級 教學時間   5  節課   200   分鐘 

單元名稱 水都米鄉踏查趣 

設計理念 

新屋有「水鄉米都」之稱，種稻與埤塘有非常大的關聯，而「桃園三號米」更

是獨步全台，可說是桃園之光。為了讓學生充分了解在地文化與地方特產，跳

脫課本知識親身感受，透過此課程設計，希望學生以走出教室，實際踏查自己

的家鄉，走讀社區，深化孩子們的在地認同力。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2a-Ⅱ-1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問題。 

2a-Ⅱ-2表達對居住地方社會事物

與環境的關懷。 

3b-Ⅱ-2摘取相關資料中的重點。 

3b-Ⅱ-3整理資料，製作成簡易的

圖表，並加以說明。 

核

心

素

養 

總

綱

核

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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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

習

內

容 

Ab-Ⅱ-1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 

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人文

環境相互影響。 

Cb-Ⅱ-1 居住地方不同時代的重 

要人物、事件與文物古蹟，可以反

映當地的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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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

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

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B2 

認識與運用科技、資訊及媒體，並探

究其與人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度的

關聯。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資源 簡報、訪談單 

學習目標 

1. 瞭解新屋種米的優勢及居住環境的特徵。 

2.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訪談記綠。 

3. 瞭解稻米故事館的歷史變遷。 

4. 瞭解對家鄉產業的對居民生活的重要性。 

教  學  活  動  設  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壹、準備活動 

    (一)桃園三號米相關資料。 

    (二)社區種稻達人訪問事前聯繫。 

貳、發展活動 

  一、桃園之光-桃園三號米 

    (一)閱讀新聞-【米的故事】土生土長桃園 3號米。 

    (二)探討家鄉─新屋的芋香米：為什麼有名？環境上有什麼優 

        勢(埤塘)？命名的由來(芋頭香氣)？ 

    (三)影片《［桃園 新屋］一起割稻去，一嚐充滿芋頭香氣的 

       「芋香米」桃園之光》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_B7E4bqRMk 

    (四)說說看，自己種稻的經驗與感想。 

  二、發掘社區故事-種稻達人 

一、 向學生介紹訪談法:透過簡報，向學生介紹訪談法 

1. 甚麼是訪談：是一種透過人與人交流進而蒐集資料的一

種方法 

2.觀念澄清：訪談=一般閒聊?  訪談=一問一答?  

3.訪談前的準備: 

  ＊與訪談者約好訪談時間 

  ＊了解訪談者的背景（網路、雜誌、報紙…等） 

  ＊準備訪談問題 

  ＊準備訪問所需物品（錄音筆、平板、紙筆） 

  ＊訪談工作分配（採訪者、錄音、攝影、文字記錄）        

4.準備訪談問題 

          ＊訪談問題要淺顯易懂、簡要具體（利用5W1H提問） 

            如：您種稻有多少年了？為什麼想種稻（當農夫 ）? 

                要怎麼做才能種出好吃的稻子? 

          ＊盡量提問開放性問題 

            您喜歡種稻嗎？ VS 想請您分享一下種稻的心情 

            您覺得種稻辛苦嗎？ VS 種稻的過程中，最辛苦的地 

            方是甚麼？最快樂的地方是甚麼？  

        5.訪談時應注意 

          ＊開始第一句要先介紹自己，要有禮貌 

          ＊說話速度不要太快、音量適中。 

          ＊專心傾聽，並適時回應或反應對方的問題 

 

 

 

 

 

 

 

15 分 

 

 

 

 

 

 

 

15 分 

 

 

 

 

 

 

 

 

 

 

 

 

 

 

 

 

 

 

 

 

 

 

 

活動一：發掘社區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_B7E4bqRMk


          ＊訪談結束要表達感謝 

      三、讓學生分成兩組，開始討論訪問的題目大綱簡單分成兩 

          類問題提問 

1. 生活上的問題，如： 

您平常的休閒或嗜好是甚麼？ 

您當學生及工作後最得意的一件事 

您當學生及工作後最難忘的一件事 

2. 工作專業上 

您能否分享種稻的心得，當初為什麼會選擇這個行

業？ 

種稻辛苦的地方是甚麼？最開心的是甚麼 

當初為什麼想邀請社子國小的小朋友體驗種稻  

          3.讓兩組學生彙整並發表整理出來的訪談問題 

參、綜合活動 

  一、實際到種稻達人家中，進行訪問。 

  二、整理訪問的資料。 

            

           ……………第 1-3節  結束……………… 

 

 

 

 

 

壹、準備活動 

  1.事先聯繫新屋區農會，安排導覽人員。 

  2.事先租賃遊覽車，以利前往稻米故事館。 

貳、發展活動 

一、水鄉米都 

    1.請學生上網查詢新屋為何有「水鄉米都」之稱。 

    2.新屋魚米之鄉和哪兩條溪有關？ 

    3.新屋因平原廣闊為稻米的重要產地，水源埤塘（人工蓄水 

      池）是新屋鄉的最大特色，在日據時代已開挖完成，桃園大 

      圳灌溉系統導入後，荒蕪漸成良田，始成今日綠野平疇的 

     『水鄉米都』。 

二、稻米故事館 

    (一)提醒入內參觀應注意事項：禁止飲食、勿奔跑、嬉鬧及大 

        聲喧嘩。 

    (二)由專業人員進行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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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稻米故事館 



      1.此建物為日治時代(日治時代 1939年)，有日本瓦覆蓋的屋 

        頂，加上吉祥物的裝飾。 

      2.木架梁柱是以榫接懸吊構築。磚牆建造的穀倉，牆壁是用 

        黃土泥漿混穀殼或水砂漿粉刷。 

      3.兒童故事館：位於遊客中心，陳列許多與稻米有關的書 

        籍，提供遊客閱讀。 

      4.稻梗爺爺雜貨店：柑仔店的裝設，從收銀機、裁縫機、菸 

        酒牌及商號等等，有濃濃的懷舊感。 

      5.稻米變裝秀：特別設計傳統灶的造型，陳列許多與米相關 

        的工具。 

      6.民生習俗:介紹與過年過節有關的米食製品。 

      7.范姜古厝介紹：為范姜家族的祖堂，是一棟具有客家樸實 

        特色的老建築。 

      8.百年碾米機放置在三層樓的舊建築裡，完整的的木造結構 

        是少見的大型木造碾米機械。 

      9.整個碾米的過程：稻穀入料口→提升輸送機→滾筒室（剥 

        殼）→送風機（分開稻殼）→米分室→米篩→分為米糠及 

        糙米。 

      10.礱殼機介紹：把稻米去殼成為糙米，由碾米機去殼後的會 

         成為白米。 

      11.「千塘之都」:新屋鄉耕地約 6000公頃，其中日治開挖完 

        成的埤塘，更是新屋一大特色，水與稻的結合，成為「水 

        鄉米都」。 

叁、綜合活動 

  一、碾米 DIY：日本進口的碾米機，小而美，不只快速且效率高。 

  二、學生從稻穀到糙米到白米的體驗。 

  三、新屋的米為新香米，吃起來會有淡淡的芋香味，為新香米的 

      特色。 

 

             ………………第 4-5節 結束…………… 

 

 

 

 

 

 

 

 

 

 

 

 

 

 

 

 

 

 

 

 

 

 

 

 

 

 

 

 

 

 

 

參考資料： 

1. 影片《［桃園 新屋］一起割稻去，一嚐充滿芋頭香氣的 「芋香米」桃園之光》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_B7E4bqRMk 

2. 新屋區農會，網址：

http://www.hsinwu.com.tw/%E9%97%9C%E6%96%BC%E8%BE%B2%E6%9C%83/%E7%A8%BB%E7%

B1%B3%E6%95%85%E4%BA%8B%E9%A4%A8.html 

 

http://www.hsinwu.com.tw/%E9%97%9C%E6%96%BC%E8%BE%B2%E6%9C%83/%E7%A8%BB%E7%B1%B3%E6%95%85%E4%BA%8B%E9%A4%A8.html
http://www.hsinwu.com.tw/%E9%97%9C%E6%96%BC%E8%BE%B2%E6%9C%83/%E7%A8%BB%E7%B1%B3%E6%95%85%E4%BA%8B%E9%A4%A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