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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地球生態與人類衝擊更讓全球糧食不足的議題浮上檯

面。臺灣近幾年接二連三爆發的食安風暴，更帶出一般消費者對於食材來源缺少

連結的事實，筆者認為光靠政府部門把關效果有限，民間企業若能建立起區塊鏈

的食品溯源系統，配合消費者素養提升，共同防範黑心產品進入市場，才能真正

讓國人吃得安心且放心。 

「產業」是農村地方居民賴以維生之經濟收入，亦是社區發展的前景。隨著

經濟起飛，農村人口外移，加上傳統觀念迷思，造成產業式微，逐步吞噬老年化

的農村社區。而學校是社區的一份子，社區是學校成員的集合體（林明地，2002）。

社區興衰與學校存廢息息相關，因此，配合國家政策的推動，除宣導青農返鄉創

業外，藉由食農教育的推動，強調「親手做」的體驗教育，學習者親自參與農產

品從生產、處理至烹調之完整過程，提升瞭解食物來源及選擇的能力，促進健康

飲食習慣的養成（董時叡、蔡嫦娟，2016）。 

本文意旨藉由學校推動食農教育過程中，讓學童認識在地食材，支持在地生

產，減少食物里程，減少碳足跡；校園變果園，讓學童體驗務農的過程，發展簡

單的耕食技能，讓社區產業認同從小紮根。進而讓年輕人留下來，讓旅外的遊子

願意返鄉創業，方能實現農村社區活化再生與永續發展。 

二、食農教育的內涵 

全球人口增加，土地利用改變，加上極端氣候導致糧食歉收，糧食能源化、

全球性糧食危機、食安問題，更突顯糧食充足與安全為各國須正視的議題。故世

界各國紛紛從糧食安全、農業政策、國人健康、飲食消費安全等面向投入關注，

各級學校也開始積極推動食農校育。 

(一) 食農教育的定義 

食農教育是以教育目的和方法，達到健康、永續意涵為目標的飲食實踐。其

內容包括氣候調適、友善關懷、低碳飲食、均衡飲食、飲食文化、食品安全、社

區產業以及農事體驗等八個面向的整合教育概念。食農教育以促進滿足個人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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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身心健康的飲食觀念及實踐為起點，考量全球環境變遷的調適，提倡永續

農林漁牧施作方式，延續並發展在地、社區、富有傳統意涵、多元的飲食文化特

色（陳建志，2015）。 

(二) 食農教育推動願景及目標 

校園中食農教育活動，早於 2002 年公佈之《學校衛生法》第 23 條，即規定

「實施營養教育」。另配合 2014 年 12 月 18 日修正公布《學校衛生法》第 16 條，

明訂學校應開設健康相關課程，包括健康飲食教育，以建立正確之飲食習慣，養

成對生命及自然之尊重，並增進環境保護意識，加深對食材來源了解，並理解國

家及地區之飲食文化為目的。加上行政院農委會力推《食農教育法草案》，預計

於今年底送進行政院，待立法院通過後，將是我國推動食農教育之一大里程碑。 

《禮記˙禮運》提及：「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因之，食農教育不只學習勞

動，而是一連串師生參與的主題學習活動，它其實是跨領域學科，可讓學生從土

地學習到自然的美妙與生命的可貴。食育是生存的基礎，也是發展智育、德育、

體育的基石，透過各種經驗，習得飲食相關知識及食品的選擇能力，以及培育國

人實踐健全飲食生活之能力（食育基本法研究會，2006）。而食農教育的推動目

標如下：1.認識真食物原貌原味：品嚐及感官；2.營養均衡；3.簡單飲食調理；

4.食物里程及在地食材；5.食品過度加工及化學添加物；6.生命尊重及飲食禮儀；

7.簡單農產品生產技能及辛勞體驗；8.認識作物季節性及品種多樣性；9.瞭解在

地農業特色及飲食文化；10.飲食及農業對大自然環境之衝擊（董時壡、蔡嫦娟，

2016）。因此，食育對全體國民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特別是對孩童的身心成長、

人格養成具重大的影響，亦是培養國民終身身心健全與豐裕人性的基礎（食育基

本法研究會，2006）。 

(三) 食農教育之學習成效意義 

農業為經濟發展的根基，所生產的糧食是維持生命所需。因此，有必要讓學

生從小就體認農業的重要性，尤以臺灣農業正面臨諸多傳產的衝擊與瓶頸，期望

藉由農業資源保育、友善環境生產及教育的有效結合而改善（吳菁菁、蕭堯瑄、

蘇炳鐸，2018）。國際上食育推動案例有，義大利 1986 年《慢食運動》；英國 2001

年《學校飲食計畫》；美國 1995 年由民間組織發起《食用校園計畫》；日本於 2005

年特別訂定《食育基本法》。而我國自 2011 年數起食安事件爆發後，引發國人對

食農教育的重視，政府也積極推動「食」與「農」於基礎教育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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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筆者蒐集國內外的文獻發現，在食育推動過程中，「動手做，親體驗」

的課程，成效似乎較為顯著。例如：Klemmer、Waliczek & Zajicek (2005)的研

究結果顯示，在自然科學課程中加入校園菜圃的實作課程，對提升學習成就感有

顯著差異。蕭旦倫（2018）發現，食農教育除了是一種體驗式教育外，更需要從

教育的邏輯思考延伸到「做中學」，方能增進學習成效。陳美妤（2018）針對食

農教育的課程規劃，認為「戶外體驗」的感受較為深刻。以種稻體驗的課程為例，

從插秧到收割各個階段、米食營養、米食與生態、米食製作、在地消費、食物里

程及食品安全等資訊，以各種不同活動型態傳遞給學童，如此，學童對健康飲食

與低食物里程等觀念有明顯的改變（黃怡仁、陳家勇、葉美嬌、劉冠筠、倪葆真，

2012）。 

    綜上所述，因應極端氣候造成糧食供需不穩，黑心食品充斥導致食安亮起紅 

燈，未來更應強化人與食材間之連結，而推動食農教育，從社區產業出發，乃為 

首要之務。食農教育可培養學童對在地特色食材、環境生態及鄉土之認識，利用 

農村自然環境、產業活動及傳統文化等魅力，推展各類體驗學習與城鄉交流，讓 

更多民眾願意走入社區，體驗農業，親近土地，進而珍惜環境，重新體認農村價 

值，帶動居民榮耀感及促進產業的活化。 

三、社區產業認同的意涵 

臺灣產業結構的轉變帶來科技的發達、所得的提升、觀念及消費習慣的改

變，開啟了社區產業的多元發展，其內涵特色加入許多文化元素與創意，非僅限

於生產面的思考，由「人、文、地、產、景」五大要素共同架構而成（吳明儒、

劉宏鈺，2011）。 

(一) 社區產業定義 

社區產業的精神，即是社區居民運用在地資源，透過居民參與、在地認同及集

體經營的模式，所共同創造出新社區共存共榮的模式（吳明儒、劉宏鈺，2011）。

盧思岳（2005）認為，社區產業係指共同生活圈中的小規模生產者，具有相同的生

產條件、生活型態、自然、人文環境等，經由居民的參與塑造在地特色，所形成的

社區型、地方型產業。而本文係針對居民在農村社區範圍內從事的產業，符合地方

特色，優先以社區利益為考量，居民也願意認同、支持及參與各項事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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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村社區產業之特性  

農村社區常見有一級農業、二級加工業及三級服務業等，但其間的界線模糊

且不易界定。如休閒農場的經營方式，即是以一級農業生產為基礎，另開發加工

品、商品、新銷售管道，並擴大到兼具環保意識的綠色消費，以環境場域做為觀

光發展資源等議題，是農業結合工業、商業、學界的全方位發展概念。此外，檢

視農村社區的產業特性，可發現其兼具生活、生產、生態或文化為基礎，並鏈結

相關價值所建構而成，進而發展出具有在地特色的社區產業。 

(三) 社區產業認同之相關研究 

Castells (2010)指出，社區認同係建立於個人或單一文化為基礎的社會化過

程，透過行動將此過程轉換為對社區的意識與認同。此外，社區認同亦是居民樂

於參與社區的主要心理，個人參與程度越高，代表其對社區的認同越高，顯示該

社區居民具有高度的社區意識，進而促進人際關係的情感連結，更能凝聚社區的

共識（林瑞欽，1994；Abbott, 1995）。認同有三種意涵，分別為「同一、等同」、

「確認、歸屬」及「贊同、同意」，本文「社區產業認同」係指個體經社會學習

或社會化之後，針對在地產業，在心理上所產生的主觀歸屬感或歸屬意識，並願

意支持及參與產業之推展（廖靜薇，2002）。 

根據秦有為（2001）對花蓮市國小學童鄉土知識和認同的研究發現，影響認

同的因素包含：遷居時間、課程架構、社區活動及家庭社經地位。梁美琳（2008）

認為，學校提供足夠資訊能幫助學童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對提升學生的社區文化

認同大有助益。因此，藉由食農教育所強調「地產、地銷、地用」的概念為根基，

建立學童正確參與社區事務的心態，將有助於對產業認同的提升，促進社區產業

永續發展。 

四、食農教育課程與社區產業認同的鏈結 

課程是教育的靈魂，也是教育專業所在。學校藉由食農教育的推動，提供學

生和在地產業鏈結，將有助於建立對社區產業的認同，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 

(一) 校本課程出發，融滲在地文化 

將於 108 年上路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包含：部訂課程（領域學習課程）及

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以校訂課程而言，除將社區資源轉化為課程資源外，

把教材從「教科書」轉移到「在地素材」，讓學習不只「呈現」知識，也得是「生

成」知識、技能之所在，透過課程設計，學生能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進行有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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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的學習。利用學期初召開的課程發展委員會，筆者提出食農教育推動的初

步計畫，並依據社區特色及盤點校內外可用資源，進行優劣勢分析。在同仁自願、

自主的基礎上，獨立或與校內外團體共同研究開發各年段的實體課程。相信把在

地文化融入課程，更能讓學童在學習感受上有臨場感與真實性，也更清楚社區發

展走向，啟發對社區產業未來發展的期待與想法。 

(二) 認識在地食材，連結社區產業 

餐桌上的食物，搭配多種食材，食材間不同的口感，滋味各有千秋，而食材

背後串聯的是各種農業耕作，進而延伸出不同的農業脈絡。由於工業化與全球化

糧食生產的模式崛起，原先 1 卡路里的化石燃料可生產 2.3 卡路里的食物，時至

今日，10 卡路里的化石燃料竟僅能生產 1 卡路里的超市食品。因此，當我們選

擇食材時，應思索「食物里程（food mile）」，考量食物生產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因此，鼓勵學童選擇當地友善種植的當令食材，等於縮短運輸里程，減少碳排放，

緩解溫室效應。而推動「吃在地」與「吃當令」，除上述效益外，食物的新鮮及

美味程度也相對較優，學童也便於連結在地食材。筆者認為，藉由產學合作與社

區發展協會，共同舉辦技藝競賽，結合當季食材，研發富經濟價值的特色產品，

如鳳梨酥意外成為國外觀光客首選的伴手禮，是另類臺灣之光。 

(三) 校園搖身變菜園，農事體驗樂多元 

食農教育強調體驗學習。吳菁菁、蕭堯瑄、蘇炳鐸（2018）研究指出，校方

應善加規劃校園閒置空間，讓體驗能具體行動，亦能挑選在地產物當作教學材料，

方便學童就近照顧及觀察。將學校菜園自產自銷，運用到營養午餐中，更是受到

學童的歡迎，保證無農藥殘留，無過量化肥，讓人食用起來安心不少，也贏得家

長們一致的好評。相對於化學肥料，有機肥對土地有滋養的作用且無環境汙染問

題。因此，規劃學童進行廚餘堆肥的訓練課程，讓資源回歸自然，改良土質，也

收到垃圾減量之效。學校亦推動假日田園「趣」幫忙，藉由愛家存摺與微電影記

錄親子互動過程，學生透過農事協助，賦予對家庭的職責，善盡為人子女，關懷、

惜福感恩之同理心。此外，學校亦安排參觀社區農產市集，透過當地「行口」交

易流程，瞭解生產地和消費市場的橋接情形。學生從作物的栽種、採後處理、運

輸、銷售、食用等一連串過程，達成餐桌喜悅、勞動快樂及社區一體的教育意義。 

(四) 繪置社區地圖，瞭解產業分布 

地圖是一種知識工具，可提升學童在學習地理過程中建構空間概念的能力，

協助學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認識生活環境與世界（吳信政，2007）。社區地圖是

一種小尺度的參與式規劃或參與式行動研究的方法與工具，能傳達出社區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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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休閒或產業資訊，相對一般地圖，更具有草根性和生命力。社區地圖以社區

（村里、部落）民眾為主體的互動式資料蒐集，主要在啟動居民對其環境、資源、

歷史及社區共同體的認知與認同（台邦‧撒沙勒、劉子銘，2001）。此外，Amsden 

& Ao (2003) 也認為「社區地圖」能讓青少年感受到自己與生活環境的連結，產

生與社區的共鳴，擁有歸屬感與信賴感。 

筆者結合行動學習，帶領學童走出戶外，利用空拍機從不同高度認識環境，

透過地圖的繪製，蒐集社區資訊，藉由討論分享而內化，讓學童嘗試去突顯社區

特色，將相關景點、產業結構、風土民情、人文意象等文本，轉化為雲端資料，

利用二維條碼提供他人查詢，並融入無所不在學習，促進社區人事物的認識。再

者，學童就專題發表，教師進行歸納，師生協力拼湊出社區產業的現況及預測未

來發展的困難，提出相關建議與解決之道。相信課程規劃在符合學童生活情境脈

絡下，可增添不少在地親切感，有助於形塑美好社區而努力的共同信念。 

(五) 建構產學合作，激發想像創意 

學校推動食農教育的過程中，最常遇到的困境為師資專業性與經費的不足。

透過社區農會的牽線，學校與中華民國四健協會展開長期合作，齊力推動農業食

材教育活動。設計一套從產地到餐桌整體課程，讓學童重新省思「吃」的議題，

藉由慢食運動、均衡飲食、運用在地食材做創意料理等，闡揚宴饗樂趣，喚回對

生態美食的認知，保存具技藝性的製造方法。課程核心則由學校願景「成長、圓

滿、在下潭」與四健會教育理念「手、腦 、身、心」共同架構，以社區特色植

物：蝴蝶蘭、沙漠玫瑰、紅龍果……為發想緣起，延伸認識多肉植物的主題課程。

而「作物加值」的單元活動是課程一大亮點，藉由一系列手作的食品中，例如：

紅龍果冰沙（布丁）、石蓮花果凍、西瓜冰棒……，提供學童對產業多面向經營

的想法。透過激發天馬行空的創意，思考作物從產地到餐桌的不同樣態，既能延

長保存，亦能提升經濟價值，符合創客的意義。相信手作課程的實施，絕非曇花

一現，愉悅的學習經驗，可以遷移，甚至互相傳染，進而產生漣漪效應。一點點

小小火花，埋在孩子的心中，相信日後都有機會迸發出鉅大能量。 

五、結語 

糧食安全，是未來人類生存延續的挑戰。綠色消費，崇尚自然，健康環保的

樂活意識，逐漸讓國人跳脫物質「數量」的滿足，轉而追求生活「質感」的提升，

故推動食農教育為必然趨勢，世界各國亦是如此。而透過食農教育的推展，從在

地出發，以人為本，強化產業自主，串起認同，實為培根工作，有助於社區產業

的永續發展。學校是社區的一部份，自然無法置身事外，透過食農教育校本課程

的規劃，認識在地食材，鼓勵地產、地銷、地用，連結社區產業，並利用校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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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規劃菜園，方便學童就近照顧及觀察，培養對事負責的態度。最後，將學習觸

角延伸至校外，協力共製社區地圖，進行學產合作，找尋產業亮點與困境，激發

創意加值作物，體驗不同的行銷策略，讓學校成功扮演社區產業永續發展的推

手，社區搖身變成行銷學校的亮點，相輔相成，互助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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