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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實施之初探 
蔡佳雯 

新北市中和區光復國小總務主任 
 

一、起心動念的開始 

近年來，各種食安問題屢屢躍上新聞版面，加上生活型態快速改變、產銷供

需失調、糧食分配不均造成全球「孤食」、「欠食」、「剩食」日益嚴重，人們開始

反思問題的根源，企圖尋求「惜食」的解方。民以食為天，國以農為本，唯有將

食農教育落實於課程，讓學生有親近土地的機會，才能真正感受土地的溫暖，進

而關心在這片土地生存的人事物，土地教會我們，唯有與所有生命和諧共處，友

善農業、尊重生命、與環境共好，才可能有永續的未來。 

二、食農教育的遇見 

食農教育並非是創新名詞，1968年開始，義大利開始倡導慢食運動（slow food 

movement），日本於 2005 年公布施行「食育基本法」，將食育視為智育、德育及

體育的基礎。規定每年 6 月為食育月，每月 19 日定為食育日，以家庭、學校、

地域等為單位，在全國進行推廣。其食育運動（Shokuiku），改變很多地區農民

和居民的農耕和生活方式，在學校更扮演導正學生飲食習慣和培養其對農業、環

境關懷的角色。我國行政院農委會 2018 年提出食農教育法第三版草案，將食農

教育定義為培養國民基本農業生產、農產加工、友善環境、食物選擇、飲食調理

知能及實踐，透過飲食與農業連結之活動，促使國民重視並支持國產農產品、飲

食及農業文化。 

食農教育從狹羲來說，可透過學習者與農業及食物的生產者互動，認識在地

農業，建立正確選擇食物的方式，學習由農業及食物所形在地文化的過程 （董

時叡、蔡嫦娟，2012）。從均衡飲食開始，主動探索關心生活週遭的農特產，透

過體驗和實作，體會每一餐飯與食材產銷、料理烹調者的緊密關係，培育心存感

激的情懷（胡忠一，2018）。 

廣義的食農教育可分為八個面向，包含與飲食教育相關的低碳飲食、飲食文

化、均衡飲食（正確的飲食知識），以及與農業教育相關的社區產業（含農村及

在地經濟）、食農體驗、全球環境變遷調適（糧食安全），及串聯飲食教育及農業

教育的友善環境、食品安全（陳建志、林妙娟，2015）。 

綜上所述，食農教育面向多元，學習內容百花齊放，各自繽紛，但教學時如

未能真切掌握其內涵，最後只習得種植、烹飪技能，缺乏對本土及全球農業產銷

與環境變遷等議題批判思考的能力，無法產生有效的行動策略。教學者需以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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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深刻體認食農教育與全球人類關係的密不可分，探索氣候變遷下人類調

適與因應作為，導入情境脈絡化學習、實踐「動手做」創客理念，食農教育的種

子才有萌芽的可能。 

三、照見課程的風景 

十二年國教提出「核心素養」，培養學生在生活情境中，真實運用所學的學

習表現，食農教育從生活經驗出發、踐行在地化課程、強調跨域整合、重視解決

問題能力，拓展國際化視野，與素養導向教學理念一致。本校位於地狹人稠的城

市，師生總人數超過 2,000 人，家庭外食人口多，學區內超商及餐飲店比鄰而立，

食物取得容易，學生不易體會粒粒皆辛苦的付出，午餐廚餘難以減量，於是我們

努力在校園內規畫食農場域，改造低度利用屋頂平台，從汗滴禾下土開始，期盼

能帶著孩子們找回對環境的關注。 

筆者擔任食農社群召集人進入第五年，剛開始和校內志同道合夥伴組成社

群，利用花圃剩餘空地種植蔬菜，後來設置日光農場同時運作課程，因有著相同

理念，社群人數穩定成長，一路走來，將遇到的問題分述如下： 

(一) 課程計畫趕不上環境變化 

全球氣候異常，乾旱或豪雨，擾亂植物生長秩序，加上昆蟲、鳥類經常吃光

農作物，無法依計畫進度實施，見微知著，連校園小面積農作物都會因蟲害、高

溫、降雨受到損害，對全球農業經濟體系造成的影響更是難以估計。 

(二) 教師缺乏食農專業知能 

食農教育強調因地制宜，難以複製他校案例，教師對於飲食健康有其專業知

能，但普遍缺乏食育背景知識與農事相關技能，討論及設計課程時往往會受到侷

限。 

(三) 跨域課程統整經驗不足 

同領域縱向整合，課綱有清楚的著墨，知識系統有跡可循，食農範疇議題需

整合，跨領域對話是必要的，橫向統整需領域教師參與，在教材深廣度的選擇及

適切性的評估，教師們仍有其未足之處。 

  課程實施過程中，面對問題時需採用不同的策略，促其成功運作，以下提出

可行的做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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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實踐滾動修正 

教學進度配合農作物生長狀況，進行調整，如：冬天種植蘿蔔時，紋白蝶幼

蟲食量驚人，學生開始討論如何處理，蒐集相關資枓後，在不使用化學農藥的前

提下，決定採生物防治法，加入蘇力菌維持蘿蔔正常生長，但也保留其中一區成

為蝴蝶食草，在友善環境及農作收成間，學生們必須做決定，過程中教師需提供

學生思考及討論時間，教學進度要保持一定的彈性。 

(二) 充實人才資料庫 

食育增能除與大專院校學者合作外，也可申請各類民間社團或政府機構協

助，如：「咱糧學堂」志工、綠美化環境景觀處等；農事協作可邀請具相關背景

的志工或家長，有的擅長傳統家鄉或節慶點心製作，有的專門研究手工皂、編織

工藝等，多元的人力資源可拓展課程的深度與廣度。 

(三) 活化社群運作方式 

社群運作方式配合課程需求安排，教師們也要從做中學，如：參觀他校智慧

農場、同儕公開觀課、配合主題另邀請校內資訊及英語中外師加入討論，教師專

業對話聚焦於課程省思，重視教學現場如何依據學習者的回饋，調整教學目標及

評量方式。 

(四) 爭取競爭型計畫經費 

協助申請相關經費補助，如：教育部永續循環校園、農委會食農教育推廣、

本市環保局低碳校園、教育局食農樂活巧營造及食農綠金進行式、教師專業社群

等競爭型計畫申請，除提供增能、實作所需的設備及材料，專家學者審查計劃或

到校訪視，皆能提供建議，具外部評鑑的功能。 

四、食農四季之歌 

  第一年實施時，無前例可循，因此先從熟悉的教材出發，嘗試各唱各調，

進行多元主題探索，第二年聚焦「食農四季」，配合歲時節氣，完成基本架構（表

1）。第三年加入創客元素，動手做除「食」外的文創作品，以「夏之艾」為例，

一年級進行艾草拓印、二年級做艾草書籤、三年級規畫艾草防蚊包、四年級艾草

皂製作、五年級絹印環保袋、六年級利用雷雕機及線鋸機製作裝艾草皂的木盒、

第四年融入智慧科技，學生使用平版電腦，用 App 查詢農場動植物名稱、紀錄

其生長及活動情形，用 Microbit 寫程式加上溼度檢測器，確保土壤水份足夠，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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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測量水耕池及土耕區酸鹼值，再調整水質及土壤至適當數值。今年起配合本校

啟動雙語亮點學校計劃，融入國際教育，與協同外師共同備課，外師透過英語繪

本介紹常見的蔬果及各國飲食習慣差異、向中師學習做地瓜圓、指導學生利用農

場食材製作自己家鄉沙拉等，豐富了食農教育的內涵。 

表 1 食農四季課程架構表 
理念 培育對萬物有情的光復人 

願景 人文心 勤學習 能力行 

主題 食農四季 溫暖食光 

四季之歌 春 Spring 夏 Summer 秋 Autumn 冬 Winter 

代言人 青蔥弟 艾草妹 地瓜姐 菜頭哥 

一年級 敢不敢吃蔥 特殊的香氣 熟悉的味道 青菜不是綠 

二年級 像蔥一樣健康 與艾草相遇 營養豐富的我 越冷越有趣 

三年級 蔥努力長高 艾草也長高 種葉還是根 菜頭探頭找 

四年級 蔥的變形記 艾草萬用記 地瓜碳足跡 一起拔蘿蔔 

五年級 蔥的在地日記 艾草原來的樣子 地瓜食用記 世界蘿蔔料理 

六年級 創意青蔥料理 阿嬤的艾草粿 地瓜的回憶 蘿蔔文化展 

食農四季中「艾草」，又稱醫草是路邊常見的野菜，而今，學生在端午節與

艾匆匆見面，忘了「艾」原來的樣子，艾草粿只是祭祀的供品，從未品嘗過粿的

滋味，在物質不豐的年代，吃在地的低碳飲食，食當季的節慶食物是生活智慧的

累積，到了今日，反而成了時尚的行為。我們以艾草為主角，低年級透過五官體

驗認識各種香料植物，再摘取艾草，泡艾草茶，中年級透過手作，學習製作艾草

丸子及麻糬，高年級則邀請長輩到校指導學生做艾草粿，敬佩前人就地取材的智

慧，課程雖然結束了，但學生日後遇到「艾」，會記得艾的種種，也將延續傳承

艾的味道。 

筆者也發現食農課程能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茲摘錄二則教師省思記錄

如下： 

我發現實際看跟摸過艾草的學生並不多，所以當我們到日光農場尋找艾草的

時候，很多學生還找不到，透過辨識外形、搓出艾草汁再聞味道，對都市的孩子

來說是很難得的體驗，學生從一開始的不願意碰觸，怕沾到土會弄髒手，到最後

到處找有特殊香味的葉子，下課了也不想離開農場（107 學年度期末社群成果報

告，P7）。 

艾草並非只是端午節掛在門上驅蟲避邪用，我們班還討論艾草的生活應用，

除了食用還有藥用等功能，學生分享在日本吃過的艾草丸子，後來我們班也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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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做看，最後還加入不同比例艾草汁搓成湯圓，各種層次的綠色湯圓，加上紅豆

泥一起擺盤，真像是一幅可食的畫，原來食物的呈現也是一種美（108 學年度期

末社群成果報告，P4）。 

五、結語  

    聯合國（2015）通過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中目標 2 終結飢餓，實現糧食安全和改善營養，並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而食農教育透過真實體驗的歷程，師生共同學習與食物生產者、飲食工作者、自

然環境互動，認識在地農業、飲食和其所形成的有機體，擁有愛護自然、珍愛生

命的情懷，理解農業發展對世界經濟及環境形成的影響，朝永續方向前進，是具

全球觀點的做法。陳之藩（1961）曾寫道:「一粥一飯，半絲半縷，都是多少年、

多少人的血汗結晶。感謝之情，無由表達，還是謝天罷。」國小學生也許還無法

體會為什麼要謝天，那就先懂得感謝從產地到餐桌，在這段食物旅程中努力付出

的人，從「惜食」開始，體認到個人與環境永續互生互利的重要性，起心動念後

採取對環境有益的行動，回歸食農教育初衷，向土地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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