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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有鑑於 108 課綱素養教學、環保、健康與能源永續等新興議題興起，本研究

立意取樣一所臺中都會國小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做為個案研究，本研究目的有

四：(1)探究個案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起源與相關影響因素；(2)了解個案學

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架構與內涵；(3)分析個案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困難

與策略；(4)根據以上結果，提出都會國小實踐食農教育課程發展實務參考。本研

究採取個案研究法，並運用質性研究的田野調查、半結構式訪談、文件分析等，

訪談對象包括學校校長、組長、主導食農課程的老師、班級導師、食農教育教師

社群、實習老師、學生等，研究工具為自編之「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質性訪

談大綱，運用資料來源與種類的多元性進行三角檢證，以提升本研究效度，並運

用互信互重、知情同意以達成研究倫理。 

二、文獻探討 

    本段主要談及學校發展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起源與相關影響因素、學校推行

食農教育課程發展架構與內涵，以及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困難與策略，希望

能提供整體食農教育在學校推廣的面向與議題。 

(一) 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起源與相關影響因素 

    「食農教育」理念起源於「飲食教育」與「農事體驗教育」整合，從「飲食」

瞭解「農業」的重要性，從「農業操作體驗」過程，建立正確的飲食知識觀念與

體驗（台灣農業推廣學會，2021）。我國行政院於 2021 年 5 月 6 日討論通過「食

農教育法」草案（農委會，2021），建議食農教育在校教育需負增進國民健康、

傳承飲食文化、支持農業生產及活化農村社區加強身心健康、家庭互動、文化傳

承、糧食生產、環境保育網絡（立法院，2021）。學校推動食農起源與相關影響

因素，多是配合其他校外組織（40.0%）、校長、主任等為主（20.3%）與各學年

教師討論決定（15.7%），其他諸如學年主任決定、個人自己興趣推動而已、家

長（會）建議、教育局（處）指定貴校推動 （張惠真、曾康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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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架構與內涵 

    有關食農教育的內涵，根據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1）希望學校「食農

教育推廣計畫」，依地區農業特色、景觀資源、農村發展特色及生態與文化資產，

發展在地特色食農教育教材。農委會教學資源將食農教育內涵分類為：農業生產

與安全、農業與環境 飲食與健康、飲食消費與生活、飲食習慣、飲食文化等六

個層面（行政院農委會，2021）。高雄市農業局規劃食農教育內涵為「在地食材、

營養午餐」、「食農、食育」、「低碳生活」、「食安專區」等四大區塊（高雄市農業

局，2021）。中國生產力中心（2021）提出食農教育校園合作內涵包括：健康生

活的飲食營養、安全、文化等飲食教育，關心食物來源、生產方式、農村與環境

等農業教育，以「食農 MAKER」引導：料理的基本技能、食材的來源、文化內

涵及環境議題 4 種學習向度，並運用 STEM 理論精神。myMKC 管理知識中心將

食農教育課程歸納為八大面向核心概念，包括：低碳飲食、飲食文化、均衡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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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善環境、食品安全等（myMKC 管理知識中心，2021）。臺中地區學校食農教育推

動模式課程主題從多到少為：農事體驗、健康飲食、飲食文化、低碳及友善環境、

政令法規等 （張惠真、曾康綺，2017）。整體而言，我國現行食農教育的課程內

容多與農委會六大方向有差異，僅著重飲食與健康、飲食消費與生活、飲食習慣，

需加強農業生產與安全、農業與環境與飲食文化。就飲食消費與生活應關注農業

政令與四章一 Q；飲食習慣支持國產農品；飲食文化發展在地食農教育文化與教

材、重視農業文化資產。 

表 1 我國行政院農委會「食農教育推廣計畫」各單位食農教育內涵與比較表 
行政院 
農委會 

農業生產 
與安全 

農業與 
環境 

飲食與健康 飲食消費

與生活 
飲食習慣 飲食文化 

內涵概念 
農村體驗

生產至銷

售 

農村特色 
景觀資源

農業生態

與文化資

產 

重視健康飲食 四章一 Q 支持國產

農品 

在 地 食 農

教 育 文 化

與教材、農

業 文 化 資

產 

高雄市 
農業局   

營養午餐 
食農 
食安 

低碳生活 
在地食材

食育  

中國生產

力中心 生產方式 農村環境

教育、安全 健康飲食營養 食物來源  
飲 食 文 化

與教育 
myMKC
管理知識

中心 
食農體驗 

農村經濟 
全球環境

變遷調適 
食品安全 低 碳 飲 食

友善環境 均衡飲食 飲食文化 

臺中食農

教育模式 農事體驗  健康飲食 低碳及 
友善環境  

飲食文化 
政令法規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2021、高雄市農業局，2021、中國生產力中心，2021、myMKC 管理知識中心，2021、張惠

真、曾康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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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困難與策略 

    我國食農教育的困境包括無完備法規制度導致主管機關不明確與經費不足，

十二年國民課程綱要對食農教育較少論及，師資側重於健康的飲食認知，缺少農

業的認識和關懷，對於有益環境消費意識與食農價值的認識不足（陳鍾仁，2020）。
臺中地區學校支援型推動食農教育困難點多到少為前五項依次為：可運用於食農

教育的時間不足（23.0%）、經費不足（20.1%）、對食農教育認知的缺乏（13.4%）、

缺乏食農教育教材（13.4%）、校園缺乏農作空間（13.4%）等；相對之下，缺乏

志同道合的團隊、家長不支持、欠缺上位法規、政策、課綱等的依循、其他（孩

子認知配合）的比例就為鮮少（張惠真、曾康綺，2017）。 

    新北市國小推行食農教育推行食農教育阻礙以「人力資源不足」最高，「農

事體驗不易安排」和「教師缺乏意願」次之（陳建志、王巧芬、蘇盈綺，2018）。
幼兒園教師推動食農教育面臨到教師對農務認知有限、未有完整與農事人員協作

之規劃設計、食農專業性高且需求資源多、缺乏外部資源（例如專家協助）、增

加師生的農事負擔與憂慮（陳惠貞、陳美芬、林柏霖、楊文仁，2018）。 

三、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運用個案研究立意取樣一所執行 10 年食農教育之臺中市都會地區小

型學校，臺中市食農教育的種子學校，獲得臺中市戶外教育場域建置特優以及亮

點學校殊榮（訪實 T1/20190916；訪實 T1/20210916），也獲頒教育部「戶外教育

典範學校」，參與中市教學卓越獎代表臺中市薦送全國賽。本研究運用田野調查、

質性半結構式訪談、文件分析等，發展質性問卷工具，訪談對象包括學校校長、

組長、負責食農教育教師、教師專業社群老師、實習老師、學生等。本研究運用

質性編碼與轉譯、形成命題，採取資料來源多元性與資料種類多元性進行資料三

角檢證，並將相關訪談結果與研究論文，電郵與 LINE 寄回給被訪談相關人員，

以確保資料的信實度，並運用互惠互重、知情同意，並採取匿名與刪除基本資料

連結方式等以確保研究倫理。 

四、結果與討論 

(一) 個案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起源與相關影響因素 

    個案學校發起食農教育的起源是：希望孩子認識農業知識並與環境相處、人

格形塑與培養耐心毅力、感恩惜福的態度（訪實 T1/20210916）。個案學校推動食

農教育相關影響因素，與相關研究發現一致是：(1)當時地方單位亮點學校的推

動、 (2)農事專長老師教學領導、 (3)由下而上的教師支持與家長支持（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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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210916、訪 T2/20210916、訪 T1/20210916、張惠真、曾康綺，2017）。個案

學校與過去研究不同的是：(1)學校區位與社區地景因素、(2)學校地處資源稀少、

晚開發社區、(3)學校企圖突破現況、操場變農田、(4)提供區位社經低地位、學習

不利兒童、適應不良、特教生體驗學習需求（訪 P/20210916；訪 T2/20210916；
訪 T2/20210916；訪實 T1/20210916），個案學校自覺與自決、區位環境、考量學

生需求仍是影響學校食農教育課程決定的起源。 

(二) 個案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架構與內涵 

    個案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採取全校共同決定、設定農場管理人、全校共備，

發展食農教育教師專業學群與協同教學計畫（T2/20210916），運用彈性課程時間、

支持教育部夏日樂學專案計畫，作為學校本位課程與特色課程。經費來源來自：

108 課綱前導學校經費、中市食農教育、農委會、特色課程等經費，加上個案學

校農場收成，配合園遊會與 FB 上網販賣，自給自足，支出農場，發展戶外教育，

參與學生包括全校國小、幼兒園與特教班學生。課程內容從播種、澆水、除草、

施肥到餐桌（訪 P1/20210916），由於農場管理人提供專業種植規劃，收成才有成

就感（訪 T1/20210916）。 

    個案學校課程校訂課程包括：小農場大幸福、數位地球村閱讀學邏輯、服務

學習及多元社團活動形成課程地圖，食農教育課程分為：小農大本事、元氣好料

理、農場好朋友等三條軸線，課程目標：(1)小農大本事：農事任務中學習互助分

工；(2)元氣好料理：從產地到餐桌；(3)農場好朋友：關懷、同理與包容他人。個

案學校與我國食農教育執行、農委會六大方向不同的是，比較著重的是著重農事

農務的農業生產與安全、飲食與健康、飲食習慣，可多考量農業與環境與飲食文

化、飲食消費與生活等議題。 

(三) 個案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困難與策略 

    個案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困難與相關研究一致的是：(1)食農農事課程花

費時間過多；(2)教師農作知識尚需加強，缺乏農事專長教師協同教學、入班細部

專業指導。個案食農教育困難不同的部分包括：(1)農事繁重且須配合節氣，老師、

學生人力資源不足；(2)任課老師輪調，其它年段教師缺乏農業技術；(3)中低年級

學生較難負荷繁重農事；(4)氣候太熱、節氣混亂，致使農事繁複與複雜度高；(5)
老師的後續持續的意願（P1/20210916；訪 T2/20210916；訪實 T1/20210916；張

惠真、曾康綺，2017；陳惠貞、陳美芬、林柏霖、楊文仁，2018；陳鍾仁，2020）。
個案學校成功克服食農教育時間、經費、對食農教育認知、食農教育教材、校園

農作空間不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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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解決策略：(1)菜園高架與場地重新規劃，降低

師生農事繁重度；(2)運用鴨稻共生傳統農法去除雜草；(3)發展協同教學計劃，結

合農事專長教師協同教學；(4)課程重點從食農教育的「農育」轉向「食育」（食

物里程、食物營養）；(5)運用教師專業社群、加強老師支持與投入；(6)尋求家長

支持；(7)額外運用早修時間、綜合活動課程、老師空堂、課餘時間，補足農事時

間不足；(8)引入專業、請教農試所博士；(9)教務排課預留同年段教共備時間；

(10)辦理相關食農教育教師專業與學校活動；(11)爭取多元經費、也需自給自足，

農業產出於校園園遊會 FB 出售（P1/20210916；訪 T2/20210916；訪實訪

T1/20210916）；(12)農產管理人的規劃與後續關鍵教師支持（訪 T1/20210916），
使學生體驗農家生活、成為農場管理人。 

    個案學校食農教育課程整體評價是成功與有成效，主要是：讓學生體驗與實

際操作，運用不同學習方式，增加學生之間人際互動與團結合作，家長多認同食

農花費時間，促進學生對於農業的職業認識 、一級農業場域體驗，培養學生人

格、有毅力與耐力、待人處事、人際關係、團結合作、不吵架、責任感等

（P1/20210916；訪 T2/20210916；實訪 T1/20210916），使區位社經低地位、學習

不利兒童、適應不良、特教生，體驗學習樂趣與表現機會，找到學業以外學習的

實踐成就感，培養智育以外的自信、耐心、歷練、訓練，學生表示「五年級種洛

神花，採收洛神花的時候，會手癢，因為會把手的毛細孔打開，親手種的洛神花

很好吃。…洛神花包裝起來，拿去賣，可以賺很多錢。洛神花果醬超好吃的。喜

歡去田的感覺，雖然太陽很大，但是很好玩，還可以在田裡玩（訪 S2/20210916）。」

也使老師對於農事有所學習與成長（訪 T1/20210916、訪實 T2/20210917），促進

師生對於土地的感恩、務農的學習與食物的覺醒與成長，「食農教育不僅僅只是

種植的知識與植物的認識，孩子學到更多的是對於土地的感恩，並且在自我的飲

食挑選，知道原型食物與加工品的差異，我與孩子從零開始，從種子到收成，我

與孩子也獲得不少成就感」（訪 T3/20210916）。 

    反觀其他學校食農教育比較重視食農中的吃與觀察，缺乏食農教育中農事的

勞務與勞動體驗，真實的農務經驗可以讓學童接觸菜園昆蟲與動物、腳踩泥土、

鋤草除蟲，學生說到「喜歡看鴨鵝，喜歡觀察他們的不同（型態、習慣）和同學

觀察時很開心（訪 S2/20210916）；訪 S2/20210916）」，太陽下流汗是辛苦的，從

而珍惜食物，「食農教育可以讓學生身體力行，藉由與農作物和動物的互動，可

以培養戶外教育的五感體、培養愛惜物資與環境的態度（訪 T1/20210916、訪實

T2/20210917）。」「食農的農務圍鳥網、農產採收與收成、觀察田裡生物昆蟲、動

物的餵養等是深具樂趣，喜愛與願意參與食農農事，田裡體驗有趣且好玩」（訪

S1-2/20210916；訪 T1/20210916；訪實 T2/20210916）；個案學校食農農務表現好

的學生在課業上也表現良好；學業成就較低的學生找到實踐的成就感，學會不偷

懶；特殊生與過動兒則更願意從事農事，有助於情緒的舒緩與耐力的養成；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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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務合作下，也提升老師對於學生管理效能（訪T1/20210916；訪實T2/20210916）。 

五、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起源與影響多受到校內外因素

與學校區位因素影響；課程架構與內涵建議參酌我國食農教育法與食農教育六大

方向；課程發展的困難多是人力、物力、經費、時間、農事專業度等問題，解決

策略包括更新農務工法、整合人事時地物資源、規劃農產管理人等，以上提出都

會國小實踐食農教育課程發展實務參考，茲分述如下： 

1. 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起源與相關影響因素 

多起源於學校自決、區位環境、考量學生需求等，後因主管機關與校外組織

的推動、經費支持、農事專長老師教學領導、教師專業社群協助、教師支持與家

長支持學生學習需求等，影響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的起源與因素。 

2. 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架構與內涵 

農務農事增加師生農事體驗與負擔，可參酌我國食農教育法與食農教育六大

方向：農業生產與安全、農業與環境、飲食與健康、飲食消費與生活、飲食習慣、

飲食文化，飲食消費與生活應關注農業政令與四章一 Q；飲食習慣支持國產農品，

飲食文化發展在地食農教育文化與教材、重視農業文化資產。 

3. 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困難與策略 

農事課程花費時間過多、教師農作知識需加強、缺乏農事專長教師協同教學、

農事繁重節氣混亂、師生人力資源不足、中低年級學生難負荷農事、氣候太熱、

農事繁複與複雜度高、老師永續意願。學校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的解決策略：更新

農務工法、運用古老農法、發展協同教學計劃、教師協同教學、從「農育」轉向

「食育」、運用教師專業社群、尋求家長支持、靈活運用課餘時間與整合學校彈

性課程、綜合活動課程等、引入專業、課預留共備時間、辦理食農教育教師專業

與學校活動、爭取多元經費、產銷以自給自足、農產管理人的規劃與後續關鍵教

師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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