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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名稱：化仁夢田、芋罷不能
專題介紹:
專題介紹（摘要）：
　本研究在我們五年級時開始，因為在那時校田課有在上有關吉安鄉特色作物

---芋頭的課程，因此決定以「芋頭」為主題進行相關研究探討，我們決定從幾個方
面詮釋芋頭、探索芋頭。

(1) 芋頭與原住民有什麼關係?
(2) 芋頭與我們的生活有哪些應用?
(3) 芋頭有哪些營養成分?

網站全文連結網址:

專題名稱：化仁校田，芋罷不能

研究流程：



專題名稱：化仁校田，芋罷不能
一、研究目的
（一）找出讓芋頭更好吃的方法。
（二）推廣種植芋頭知識。
（三）同整化仁的特色的芋頭校田課程。

二、研究方法：實地訪察法:
　　我們實際採摘芋頭進行觀察，我們發現主要食用芋頭的部位是芋頭的莖，而
不是根，為了讓芋頭長又大又肥又好吃，土壤很重要，我們也對土壤進行觀察和
實驗，發現腐植土鬆鬆濕濕的，水也容易滲透下去，可以讓芋頭長得更好，老師
還讓我們實際製作芋頭美食，芋圓、芋頭西米露，等等美食……
我們也訪問農老師有關芋頭的相關知識，比如:芋頭來自馬來西亞等地方，還有芋
頭為何會養呢?其實是因為有一種粘液蛋白，在被人體吸收後能產生免疫球蛋白
，提高身體的抵抗力，因此會癢，還有芋頭品種有旱芋、水芋之類的問題，農老師
也如實回答，真的讓我們學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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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摘過程:在拔芋頭前
　先分清楚母芋和子芋
，母芋是在許多子芋中
間最大顆的芋頭，子芋
是在母芋周圍小小的
芋頭，在拔前要搖一搖
，才能順利拔出芋頭，
並且盡量拔母芋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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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芋頭牛奶:拔出母
芋後，開始製作芋頭，
先帶好手套以免手癢，
再把母芋的外皮削掉，
再來把芋頭切成一塊
一塊的，再將芋頭和砂
糖加入，煮個差不多35
分鐘再拿出，加入牛奶
，美味香甜的芋頭牛奶
就完成了。>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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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訪農老師:有一次校
田課再交芋頭，剛好可
以問農老師一些關於
芋頭的問題，比如:芋
頭生長地或芋頭的土
用腐質土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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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後老師拔了一株
芋頭，讓我觀察芋頭的
形狀和根莖葉，最後讓
我記錄在網路上。

三、研究結論

芋頭料理令人著迷，料理芋頭卻令人有點頭疼。手碰芋頭為何會癢痛？遇到久煮
不爛的硬芋頭怎麼辦？中秋過後正是芋頭好吃的時節，讓我們揭開它的粉紫色
面紗，學會挑選與料理訣竅，輕鬆端出芋頭佳餚。
「檳榔心芋」到底哪裡像檳榔？
檳榔心芋名稱有「檳榔」的原因，有多種說法。屏東縣高樹青果生產合作社理事主
席張希仁認為，「芋頭地下莖生長方式跟檳榔莖很像」，芋頭每個地下莖通常有五
個莖節，跟檳榔一年樹幹會長五節類似，因而得名。

台中大甲有機芋農林義職提出另一種說法：芋頭內紫色維管束與纖維會產生紋路
，不同芋頭品種的紋路不一樣，而檳榔心芋的紋路最像檳榔種子的紋路，才會被
稱為「檳榔心」芋。
芋頭是「兩棲植物」，水田產量高，旱田可降染病率
芋頭可依照耕作方式區分成「水芋」跟「旱芋」。黃祥益解釋，水芋就像種植水稻，
讓芋頭浸水栽培，旱芋田區則不積水。芋頭品種因為耐濕性差異，各有合適的栽
培方式，像檳榔心芋就「水旱皆宜」。

林義職說明，旱田雖然比較能避免芋頭太潮濕而染病，但芋頭會被覆土過半，採
收時鬆土比較費工。水芋產量不僅高於旱芋，芋頭能有2/3在土表上，採收相對省
工。不過要注意栽培溫度，「高溫會像煮芋頭湯，水芋容易得病而植株軟爛」。

目前水芋是芋農主要耕作方式，不過栽培後期基本上就不太需要留水。張希仁解
釋，田區灌水能讓芋頭前期快速成長，也避免雜草叢生耗費除草人力。當芋葉茂
盛到足以覆蓋田地，雜草不易長出，就會盡量排水，讓芋頭能蓄積養分。
小論文研究這是第二篇，是關於芋頭是兩棲類植物、芋頭碰為甚麼會養、為何芋
頭很難煮爛等等，這是我在小論文活動中學到的芋頭知識。

四、研究建議
我們的建議：
1.希望農老師可以把學校校田的所有土用成腐植土，這樣可以讓芋頭更加好生長
更加的肥美。
2.我希望能在校田中種更多的芋頭，讓每個年級都有不同的芋頭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