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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學校建構校本課程推動食農教育之探究 
許美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苗栗縣藍田國小校長 

一、前言 

近年來，國內外有關「食農」、「食育」、「食安」等相關議題逐漸受到社會大

眾重視，許多學者也指出學校是個適合發展飲食教育、農事教育的場所，因為每

個人的飲食偏好和飲食習慣會從孩童時期建立，因此學校宜積極推展相關課程，

讓學生每天有固定時間從事農事活動，由飲食課程中學習飲食知識，有效改善學

生的飲食偏好(O'Brien & Shoemaker, 2006；Jones et al., 2012)。食農教育可以說是

一種探討健康生活的飲食選擇與課題，包含反思餐桌上食物的營養、安全、文化

等飲食教育，進而參與關心食物來源、生產方式、農村與環境等農業教育，以培

養學童健康的飲食習慣及農業知識（農業委員會，2016a）。食農教育即是飲食教

育與農業教育的融合，它強調學習者從參與農產品的生產到烹調的完整過程，以

及發展出簡單的耕食技能，並經由親自動手做的體驗過程（董時叡、蔡淑娟，

2016）。另外，透過農耕的勞動體驗，可培養學習者對食物、生產者和環境的尊

重與感恩，並激發其生命韌性和堅毅性格(董時叡、蔡嫦娟，2016)。 

本研究以一所非山非巿國小為研究個案，個案學校積極發展校本課程，107

年度申請國教署「食米食農學園計畫」，深入建構校本課程推動食農教育。本研

究係探討該校建構校本課程推動食農教育的脈絡背景與實施過程，除了分析個案

學校的背景，並探討食農教育的內涵及個案學校推動食農教育歷程，是以本研究

旨在瞭解個案學校在推動食農教育課程的歷程中困難與因應策略，作為未來其他

學校之參考。 

二、個案學校簡介 

個案學校為一所非山非巿學校，學區內地勢平坦，有很多農田，没有書局，

只有小型傳統雜貨店，文化刺激明顯不足，但是擁有都市孩子沒有的豐富自然生

態資源，因此學校團隊從友善環境及營養健康的理念出發，建構食農教育校本課

程。 

個案學校推動的「食米食農學園計畫」的理念是基於全人教育:「自發」、「互

動」及「共好」，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藉由計畫執行校本課程活化課程與教學，

規劃適性、多元主題活動課程：「稻田好幫手」、「食米食農推廣體驗」、「米食營

養課程深耕」與「有機稻場體驗探索」，培養學生健康食農，友善環境的素養，

個案學校努力與創新要藉由提供學生體驗探索的學習歷程，讓食米食農學園計畫

的學習變成「帶得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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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農教育的內涵 

在日本，「食農教育」的概念於 1998 年被提出，是從鈴木善次在 1993 年提

及環境教育中「食與農的實踐意義」衍生而來，其認為食物為維持人類基本生活

之根本，而食物來自於農業與環境，因此人不可能脫離食物與農業。食與農是一

體兩面的，從而延伸出「食農教育」的概念（曾宇良、顏建賢、莊漢華、吳璚，

2012）。 

日本政府於 2005 年訂定「食育基本法」，在幼兒園、國中小、社區，積極

推動農事和飲食體驗活動，努力復甦日本傳統飲食文化、耕作方式。例如:種地

瓜、種菜、做味噌。發現學生除了學會怎麼種東西、了解食物來源，更提升農業

與飲食知識、改變原有的農業與飲食態度，逐漸改善挑食等飲食習慣、降低營養

午餐剩食率(曹錦鳳，2015)。 

臺灣農業推廣學會（2017）將食農教育定義為是「一種體驗教育的過程，學

習者經由與食物、飲食工作者、動植物、農民、自然環境和相關行動者互動之體

驗過程，認識在地的農業、正確的飲食生活方式和其所形成的文化，以及農業和

飲食方式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 

食農教育課程對於學生的農業知識和飲食知識有正向影響：從資料分析結果

的數據顯示，學生在接受食農教育課程後，農業知識和飲食知識有明顯正向差

異，再由質性資料的交叉驗證，發現學生透過在校園菜圃親身參與以及農場體驗

的經驗，吸收到新的知識，並且帶入到生活中運用。(曹錦鳳、董時叡、蔡嫦娟，

2017)。 

四、個案學校推動食農教育歷程 

(一) 個案學校推動食農教育理念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分

為三大面向：「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因此，個案學校以學生的

需要為核心，以學校的情境及資源為基礎，結合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所強調以核心

素養為導向，建構校本課程，推動食農教育，課程理念如下：從友善環境及營養

健康的理念出發，規劃走讀在地、體驗探索、環境學習的歷程，結合生活情境，

整合孩子的學習與生活運用，鼓勵孩子探究解決問題，建立孩子的自信與毅力，

透過主題課程的規劃，培養具備溝通力、創造力、行動力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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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學校推動食農教育過程 

個案學校建構校本課程，107 年度透過「食米食農學園計畫」推動食農教育

過程如下： 

1. 成立教師專業社群：透過社群會議共同討論課程規劃、教學設計、教材選擇、

活動實施，形成共識，整合社區資源，增進老師們跨領域的精進成長，提升

教師專業知能。 

2. 融入各領域教學，設計多元課程，規劃四大主題課程：「稻田好幫手」、「食米

食農推廣體驗」、「米食營養課程深耕」與「有機稻場體驗探索」，建構校本課

程。課程包含：稻米種植過程--整地、插秧、管理、收割、曬穀、米食營養

宣導與米穀粉料理、新興米製食品體驗課程、食米創意競賽活動，參訪稻鴨

庄、認識稻鴨共作、有機稻場體驗探索等。 

3. 課程評鑑：執行過程中的形成性評鑑包含食農教育課程小組會議、多元評量

方式、學生作品、記錄、發表、分享；並規劃跨領域的成果發表、活化閒置

空間設置米食創意教室，讓食農教育可以永續發展。 

五、個案學校推動食農教育困難與因應策略 

本研究歸納個案學校推動食農教育課程的歷程中遭遇的困難與因應策略如

下所述： 

(一) 遭遇的困難 

食農教育課程是跨領域的課程，包含語文、自然、生活、社會、藝文、環境

議題…等等，新課綱核心素養的內涵包含知識、技能，態度，教師團隊要知道如

何跨領域結合課程、食農教育和核心素養，並不容易。課程的規劃和實行需要花

費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看見成果。再者，食農教育課程的發展是變動的，沒有恆

常不變的情境，人、事、地、物任一項資源或條件的改變，都可能影響課程發展。 

(二) 解決之道 

個案學校教師團隊經常透過會議討論如何從準備教材、編寫教案、進行教學

與實施評量，並於每一次課程及活動，進行分享及對話，形成共識，努力讓「食

米食農學園計畫」執行過程中學生的學習更有成效，透過學校教師團隊的用心，

除了將食農教育融入彈性課程、綜合活動課程，更善加利用課餘學習時間，讓學

生親身經歷土地耕作的不易，從中深刻的了解農民的辛苦，更懂得「誰知盤中飧，

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個案學校推動食農教育課程，經常利用教師社群及相關會

議進行討論、充分溝通、凝聚團隊共識，教師團隊的合作及默契是食農計畫可以

順利進行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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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學校建構校本課程推動食農教育，另一重要工作是整合社區資源，尤其

稻米耕種專業技術的部分、創意食米達人、有機稻場體驗探索課程等，讓「食米

食農學園計畫」能真正落實的執行，因此，整合運用地方的資源、建立夥伴關係，

也是食農教育計畫能順利推動重要的因素。 

六、結語 

美國教育學者杜威主張「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自然、社會、環境等

就是最好的學習素材，學生的學習不僅限於課室內、校園內，更可以加深加廣走

出校園，整合社區資源，透過課程的規畫設計，引導學生開展與自我、與他人、

與社會、與自然的各種核心素養，體認自己與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的責

任，個案學校建構校本課程推動食農教育，旨在以友善環境及營養健康出發，培

養孩子對自己、人、自然、社會、生態的友善。 

個案學校建構校本課程推動食農教育，提供學生跨領域體驗的學習課程，從

體驗學習的喜悅，增益學生自我價值感。並經由發展食農之校本課程，豐富孩子

的經驗，拓展孩子的視野，培養孩子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

知識、能力與態度，培養孩子愛護自然、珍愛土地、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行動力，

積極深化孩子生態永續、共好的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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