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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教案格式 

臺南 400 主題優良教案甄選 

一、教案名稱：歸仁地方產業-稻米 

二、設計理念：（應包含與臺南 400 相關議題說明） 

(一)珍視傳統： 

臺南為米糖之鄉，從嘉南平原到嘉南大圳，以及錯綜複雜的河

流網絡，孕育出廣袤的稻田。歸仁從許縣溪周圍開始發展出聚

落及稻作，擴張至七甲一帶至今仍有不少稻米分布。隨著稻米

收成，歸仁社會發展出一套種植、精米、碾米的傳統產業。學

生透過歸仁稻米之發展，能觀察到傳統農業之運作及特性。 

 

(二)開創當代： 

臺灣歷經工業化、都市化後，稻作仍為支持社會穩定之重要糧

食作物，歸仁目前種植 311.78 公頃稻米，收成 1,702,136 公斤

(111 年)。歸仁農會透過協助稻米品種改良，來防止病蟲害，穩

定稻米品質；並收集歷年稻作，作為樣本，以監測稻米狀況，

有助於解決農業問題，開創歸仁稻作的永續性。 

 

(三)展望未來：  

歸仁從早期至今，稻作經過多次改良，以適應環境、符合大眾

口味。學生能整合訪談內容及學科知識，透過農業科技、生態

農業、永續農業等概念發想未來稻米之經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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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架構：含學習目標概念分析與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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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活動設計： 

實施年級 高二 總節數 共 5 節，250 分鐘 

實施人數 20 

核心素養 

 總綱：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具備問題理 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

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培養相關倫理

及媒體識讀的素養，俾能分析、思辨、 批判人與科技、資訊及媒體之關係。  

 社會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社-U-A3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反省、規劃與實踐的素養，並能與時俱 

進、創新應變。 

社-U-B2 善用各種科技、資訊、媒體，參與公共事務或解決社會議題，並能對

科 技、資訊與媒體的倫理問題進行思辨批判。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歷 1a-Ⅴ-1 藉由史事的主題脈絡，建立時間架構，觀察事件與事件間的關聯

性。 

 歷 1a-Ⅴ-3 比較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並說明過去與現在的關聯性。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識與現今生活，並運用歷史知識分析社會現象或變 

遷。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與詮釋。 

 地 1a-Ⅴ-3 說明以地理視野觀察地表現象及議題的方法。 

議題 

學

習

主

題 

 多元文化 

了解歸仁族群、文化及聚落、產業發展 

 閱讀素養 

透過文獻提統計資料分析稻米產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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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質

內

涵 

 多元文化教育：認識文化的豐富與多樣性；養成尊重差異與追求實質

平等的跨文化素養；維護多元文化價值。 

 閱讀素養教育：養成運用文本思考、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的能力；涵

育樂於閱讀態度；開展多元閱讀素養。 

臺南

400 

 珍視傳統：臺南為米糖之鄉，從嘉南平原到嘉南大圳，以及錯綜複雜的河

流網絡，孕育出廣袤的稻田。歸仁從許縣溪週圍開始發展出聚落及稻作，

擴張至七甲一帶至今仍有不少稻米分布。隨著稻米收成，歸仁社會發展出

一套種植、精米、碾米的傳統產業。學生透過歸仁稻米之發展，能觀察到

傳統農業之運作及特性。 

 開創當代：臺灣歷經工業化、都市化後，稻作仍為支持社會穩定之重要糧

食作物，歸仁目前種植 311.78 公頃稻米，收成 1,702,136 公斤(111 年)。歸

仁農會透過協助稻米品種改良，來防止病蟲害，穩定稻米品質；並收集歷

年稻作，作為樣本，以監測稻米狀況，有助於解決農業問題，開創歸仁稻

作的永續性。 

 展望未來：呈現臺南作為新舊交融人文科技的智慧城歸仁從早期至今，稻

作經過多次改良，以適應環境、符合大眾口味。學生能整合訪談內容及學

科知識，透過農業科技、生態農業、永續農業等概念發想未來稻米之經營

趨勢。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歷 1a-Ⅴ-1 藉由史事的主題脈絡，建立時間架構，觀察事件與事件間的關聯

性。 

歷 1a-Ⅴ-3 比較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並說明過去與現在的關聯性。 

地 1a-Ⅴ-3 說明以地理視野觀察 地表現象及議題的方法。 

 學習內容： 

歷 Ca-Ⅴ-2 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 

地 Aa-Ⅴ-2 研究問題的發想。 

地 Aa-Ⅴ-4 資料整理、分析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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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Bd-Ⅴ-1 聚落系統。 

地 Bf-Ⅴ-2 產業分布與區位選擇。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

結 

 可視需要再列出。 

教材來源  王昭驊，《臺南市歸仁區的聚落變遷與發展(1895-2016)》，高師大地理學系

碩士論文，2016 年。 

 林佳蕙，《戰後歸仁市街的發展》，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

文，2010 年。 

 高中歷史、地理第一冊課本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Ed.) (2023, October 16)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

 ，臺灣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 

 文化部 (Ed.) (2023, October 10)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 文化部國家文化

記憶庫， https://memory.culture.tw/ 

 農業部農業試驗所 (Ed.) (2022, August 29).稻米的種類，稻米知識大全，h

ttps://kmweb.moa.gov.tw/subject/subject.php?id=18635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 Tccip 計畫辦公室 (Ed.)，(20

17)， 氣候變遷資料應用於農糧領域的技術發展與研究 -以水稻為例，臺灣

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電子報， 013 

教學設備/

資源 

1.地理探究、地方產業、歷史脈絡等教材 

2.教學 ppt、電腦 

3.影片剪輯方法、剪輯軟體 

學習目標 雙向細目表：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歷 Ca-Ⅴ-2 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

題。 

地 Aa-Ⅴ-2 研究問題的發想。 

地 Aa-Ⅴ-4 資料整理、分析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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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地 Bd-Ⅴ-1 聚落系統。 

地 Bf-Ⅴ-2 產業分布與區位選擇。 

歷 1a-Ⅴ-1 藉由史事的主題脈絡，

建立時間架構，觀察事件與事件間

的關聯性。 

歷 1a-Ⅴ-3 比較過去與現在的異

同，並說明過去與現在的關聯性。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識與現今 

生活，並運用歷史知識分析社會現

象或變遷。 

地 1a-Ⅴ-3 說明以地理視野觀察 地

表現象及議題的方法。 

第一節  地方產業-稻米 

學習表現：地 1a-Ⅴ-3  

學習內容：地 Aa-Ⅴ-2 、地 Bf-Ⅴ-

2、歷 Ca-Ⅴ-2  

第二節  天皇米發展背景 

學習表現：歷 1a-Ⅴ-1 

學習內容：地 Bd-Ⅴ-1、地 Bf-Ⅴ-2 

第三節  碾米廠實地訪談 

學習表現：歷 1b-Ⅴ-1 

學習內容：地 Bf-Ⅴ-2、歷 Ca-Ⅴ-2  

第四節  稻米轉變 

學習表現：歷 1a-Ⅴ-3、地 1a-Ⅴ-3  

學習內容：地 Aa-Ⅴ-4、地 Bf-Ⅴ-2 

第五節 成果展現 

學習表現：歷 1a-Ⅴ-1、地 1a-Ⅴ-3  

學習內容：歷 Ca-Ⅴ-2 、地 Aa-Ⅴ-

4  
 

教學型態 □ 個別班級教學 ■ 班群教學 □ 全學年教學活動 

□ 跨學年教學活動 □ 戶外教學 □ 其他 

教學活動 

（單元/節

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實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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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地方產業- 

稻米(天皇米) 

 引起動機：歸仁稻米-天皇米是重要的地方產業

嗎?(學生分組報告) 

(學習表現：地 1a-Ⅴ-3 說明以地理視野觀察地表現

象及議題的方法。 

學習內容：地 Aa-Ⅴ-2 研究問題的發想。 

地 Bf-Ⅴ-2 產業分布與區位選擇。 

歷 Ca-Ⅴ-2 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 ) 

 1.什麼是地方產業？ 

 2.歸仁具備哪些具代表性的一級、二級、三級地方

產業？ 

(1)文獻閱讀摘要：學生分組閱讀以下論文，歸納出

歸仁地方產業及發展。 

臺南市歸仁區的聚落變遷與發展(2016，王昭驊) 

戰後歸仁市街的發展(2010，林佳蕙)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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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用 google map 標示以上地方產業：(分組報告) 

學生了解台南歸仁區重要的地方產業及聚落發展

後，利用 GIS(例：Google map)標示出歸仁區各里的

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產業分布。 

 

 3.歸仁最重要的糧食作物-天皇米及碾米廠，能作為

地方產業代表嗎？ 

(1)透過文獻整理、分析、判斷歸仁天皇米在日治時

期之重要性。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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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嘗祭及獻穀：日治時期的新嘗祭源自日本傳統

收成祭典。臺灣於 1922 年由改良後的稻米參與獻

穀，歸仁為臺南州獻穀首選(1925 年)。 

 

 

 

 

 

 

 

第二節 

天皇米發展

背景 

 

 發展活動--天皇米發展背景：(老師講述&學生分組

討論) 

 (學習內容：地 Bd-Ⅴ-1 聚落系統。 

地 Bf-Ⅴ-2 產業分布與區位選擇。 

學習表現：歷 1a-Ⅴ-1 藉由史事的主題脈絡，建立時

間架構，觀察事件與事件間的關聯性。) 

 1.歸仁環境特性： 

(1)歸仁氣候特性及變化： 

學生透過臺灣稻米分布區及等溫線圖、降雨量分布

圖、南部降雨季節歸納出稻米種植環境特性。 

(2)歸仁許縣溪對農業之影響： 

學生分組閱讀以下論文及百年歷史地圖，分析歸仁

農田、聚落與許縣溪的空間關係。 

(3)歸仁地質及地形： 

學生根據臺灣基本地形圖及地質特性分析稻米種植

土地特性。 

 2.歸仁人文聚落： 

20 分鐘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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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獻探討稻米和歸仁族群、聚落發展關

係。 

臺南市歸仁區的聚落變遷與發展(2016，王昭驊) 

戰後歸仁市街的發展(2010，林佳蕙) 

(1)漢人聚落--採取水田耕作方式，有別於平埔族旱

作方式 

(2)日治時期--北保西區因為是優質農田，稻米品質

優良 

(3)現代農會--嘉南大圳完工後，灌溉水源穩定，加

上輕航機限建措施，使本區農田面積仍多 

第三節 

碾米廠實地

訪談 

 發展活動：實地訪談 

 1.王木榮老農民 

 (學習表現：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識與現今 生

活，並運用歷史知識分析社會現象或變 遷。 

地 1a-Ⅴ-3 說明以地理視野觀察 地表現象及議題的

方法。 

學習內容：地 Aa-Ⅴ-2 研究問題的發想。) 

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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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振興美碾米廠 

 

 

 3.歸仁農會 

 

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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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稻米轉變 

 

 總結活動：現代農業經營及轉型(學生分組討論) 

 1.歸仁稻米種植規模(面積和產量)、分布位置之轉

變。(學習表現：歷 1a-Ⅴ-3 比較過去與現在的異

同，並說明過去與現在的關聯性。學生分組活動 

地 1a-Ⅴ-3 說明以地理視野觀察 地表現象及議題的

方法。 

學習內容：地 Aa-Ⅴ-4 資料整理、分析與展示。 

地 Bf-Ⅴ-2 產業分布與區位選擇。) 

(1)繪製稻米產量折線圖 

根據臺南市歸仁區統計年報(110 年)分析稻米近 10

年收穫面積及生產量變化。 

(2)分析稻米區位轉變 

應用 GIS(地理資訊系統)進行疊圖分析，觀察全台稻

米分布區位及面積變化，並列出稻米分布變化之趨

勢及原因。 

RCP8.5 情境之世紀初 (near-term)、世紀中 (mid-

term) 及世紀末 (long-term) 之第一期作水稻產量改

變率之空間分布圖(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

識平台計畫 TCCIP,2023) 

 2.現代歸仁稻米種植是否符合生態農業？ 

兼具保護生態環境及永續經營的農業經營方式。 

 3.如何將精緻農業及品牌農業應用於稻米種植？ 

20 分鐘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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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代農業強調農作物品質及安全性，並以品牌保

證農作物之精緻度及特色。 

(2)學生能透過新型態農業經營方式，分析歸仁稻米

種植及行銷轉型方式。 

 

第五節  

成果展現 

 評量活動：小組成果報告 

(學習表現：歷 1a-Ⅴ-1 藉由史事的主題脈絡，建立

時間架構，觀察事件與事件間的關聯性。 

、地 1a-Ⅴ-3 說明以地理視野觀察 地表現象及議題

的方法。 

學習內容：歷 Ca-Ⅴ-2 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 

、地 Aa-Ⅴ-4 資料整理、分析與展示。) 

 1.影片製作： 

(1)歸仁稻米產業介紹：日治時期新豐郡區域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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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振興美米廠訪談 

 

 

 

 

 

 

(3)農會訪談 

 

 

 

 

 

 

2.海報： 

(1)王木榮稻穀(稻米耕作歷史、歸仁稻米品種、稻米

病蟲害等)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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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振興美米廠訪談 

 

 

 

 

 

 

 

 

 

 

 

 

 

 

 

一、 教學成果與省思：（可包括學習歷程案例的紀錄與分析、學生學習成

果與問題的分析、教師教學心得、觀課者心得、學習者心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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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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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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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碾米流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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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振興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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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普查地圖製作：

 

 

二、 參考資料：（含網路資源，請參考 APA 格式撰寫） 

(1) 王昭驊，《臺南市歸仁區的聚落變遷與發展(1895-2016)》，高師大地理學系碩

士論文，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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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佳蕙，《戰後歸仁市街的發展》，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 年。 

(3) 高中歷史、地理第一冊課本 

(4)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Ed.) (2023, October 16)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 ，

臺灣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 

(5) 文化部 (Ed.) (2023, October 10)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 文化部國家文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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