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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食農教育是近幾年熱門的教育關鍵字，且早已成為全球關注之議題。朱佳惠

（2018）曾指出，因應全球性飲食的「速食化」與「商品化」，不僅對人類健康、

生態環境產生威脅，也影響全球氣候變遷，食農教育的實施是培養世界公民的關

鍵內涵。孩童階段，是個人建立飲食習慣的關鍵期。食農教育應從學校開始扎根，

幫助國人建立良好飲食習慣及正確觀念（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9）。我國目前

在政策的推動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學校也開始針對食農教育投入更多的心

力，陸續開始設計相關課程。 

然而，我國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各團體由於系統和專業的不同，對於食農教

育的內涵與做法皆有差異。加上因目前還沒有確切的課綱規範，而多由現場教師

各自摸索，對於現場教師更是一大困難和挑戰。筆者根據相關文獻和自身教學現

場實施食農教育的經驗，分析目前國小教學現場的教師在實施食農教育時，主要

遭遇的問題有四項:食農教育課程要以何種方式進行？設計食農教育課程時如何

訂定適切目標？食農教育內容如何有效組織？食農教育的成果如何評量？因

此，本文將根據文獻以及筆者在教學現場推動的實際教學經驗，針對國小教師如

何推動食農教育進行探討，並聚焦在食農教育推動時主要遭遇的四大問題進行探

究，希望提供國小教師在實施食農教育時之參考。 

二、食農教育推動之建議 

有關食農教育的推動，筆者認為董時叡和蔡淑娟（2016）的主張頗為務實且

可行，其主要觀點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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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在目前服務的學校中，曾將其觀點運用於食農教

育的課程實施中，以下將藉由自身在國小課程實施上的經驗與啟發，整理相關的

重點與脈絡，提供國小教師一些推動食農教育的建議。 

(一) 採跨領域主題式統整課程方式 

    跨領域的主題統整課程，落實系統性的學習，讓整個教學過程更加連貫、

有條理，強調整合不同的學科，不著重於單一科目，以孩子為學習的主體，達

成「有意義的學習」，並落實於生活中。食農教育是一個很好的途徑去引導孩子

跨領域及動手做的學習。以筆者經驗為例，像是一堂「動手做料理」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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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融合資訊、數學、美術、健康等領域；孩子透過查詢相關食譜、重量測量、

單位換算、設計菜單、分析營養成分等實際操作，學習相關的知識技能。主題

課程有相關性，需要結合各科老師的合作參與，透過共同備課、討論，分享課

程內容，可以激發更多不同的火花。課程的進行過程中，培養孩子接納、分享

及發表的能力，透過小組討論，工作分配及解決任務，學習團隊合作與「共好」

的觀念。透過課程引發孩子主動學習、探究的精神，進而培養反思能力，經由

實作體驗過程，孩子發現問題後能思考對策找出適當解決方法，進一步對於生

活周遭事物產生觀察及思考，培養反思能力，自主學習能力便能逐步提升。  

(二) 訂定確切食農教育面向與教學目標 

    在實施課程教學之前，要確立大方向的教學目標，食農教育的範圍很廣泛，

在有限的時間內無法每個面向都碰觸到，所以思考學生需要什麼是很重要的，

而筆者建議可先參考臺灣農業推廣學 2016 年出版的《當筷子遇上鋤頭—食農教

育作伙來》，其中明確列出十個食農教育的教學目標，供教學者設計上的參考。

十大目標為：(1)認識食物的原貌原味，強化品嚐及感官教育；(2)瞭解營養均衡

及多樣性食物攝取的價值；(3)培養簡單的飲食調理技能；(4)瞭解「食物里程」

及在地食材的觀念；(5)認識食品過度加工及化學添加物的風險；(6)培養良好飲

食禮儀及對生命的尊重；(7)培養簡單的農產品生產技能，並體驗其辛勞；(8)
認識作物季節性及品種多樣性；(9)瞭解在地農業特有生產技能及飲食文化；(10)
認識飲食及農業生產對大自然環境之衝擊。教學者可以依自己學校特性訂定

之，以筆者為例，在實施時會考量學生的背景知識、先備經驗，以及相關資源

等，筆者目前所服務學校算是一所都市型的小學，學生平時在家較少機會接觸

大自然，檢視校園資源，學校設有農園，所以很適合從事農事體驗，透過體驗

學習，讓學生在做中學，實踐中引起興趣，所以在課程之初，就可以以培養簡

單的農產品生產技能，並體驗其辛勞、認識作物季節性及品種多樣性等農業教

育為開端，再去設計相關的課程及教材。 

(三) 組織相關課程內容 

    過去到現在，其實有許多相關的學習資源，教學者可以參考相關教材與內

容，像是台北市政府於 2013 年邀請張瑋琦等專家編撰《食農教育手冊》，其中

含有五感體驗、寓教於樂的體驗課程，手冊裡的教案讓教師可以直接帶領孩子

學習。行政院農委會在 2017 年委託林如萍教授參考日本「食育指導指南」以及

美國「農業素養」指標之研究，並綜合本國教育部 12 年國民教育新課綱進行梳

理整合（鄭文昇，2019）。將「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作為食農素養的

基礎，以「自發」實行健康飲食生活、人際「互動」與文化傳承、與環境「共

好」三大方向，提出三面六項的食農教育概念架構及學習內容，架構中包含「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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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產與環境」、「飲食健康與消費」、「飲食生活與文化」三大面向，對應「農

業生產與安全」、「農業與環境」、「飲食與健康」、「飲食消費與生活型態」、「飲

食文化」、「飲食習慣」六項主題，其中更明確標示出各個面向的學習內容，讓

教師在教案設計上更有依據。另外，也經由烹調實作、飲食設計、農業生產、

消費、銷售和學校午餐等體驗學習，提升學童學習興趣，進而將所學實踐並落

實於日常生活中。 

    教師在設計課程內容的部分可以分為飲食教育以及農業教育兩大方向，以

筆者經驗為例，飲食教育以「飲食健康與消費」、「飲食生活與文化」兩個面向

為主，在教學時可以選定一個主題，像是米食、蔬菜、水果等，將低碳飲食、

食品安全、均衡飲食及飲食文化等內涵，設計符合當今社會的飲食教育融入課

程中實施。農業教育以「農業生產與環境」為面向，課程可與所在地社區配合，

結合與社區的資源與人力整合，教師可以實際到農園上課，讓孩子體驗播種、

澆水、除草、捉蟲等課程；而學校若沒有適宜的場地及環境進行體驗課程，則

可參考陳慶峰（2015）的建議，以盆耕輔助農事體驗，在校地小而美的學校，

此教學體驗之操作也是可行的。 

 (四) 多元化的評量方式  

    食農教育課程設計除了與日常生活結合外，關注學生的學習歷程與學習表

現也是很重要的一環，無論是形成性或總結性評量，若能採用多元化評量方式，

將能讓孩子有多元展能的機會，建議可以採用像學習單、小書、檔案、口頭問

答、上台發表、回饋單、行為或技能檢核表、闖關活動、食譜創作、烹調實作、

自評等多元評量方式，跳脫以往紙筆測驗為主的評量，提供多樣且多元的方式

進行檢核。以筆者經驗為例，筆者讓孩子以「小書創作」的方式，寫下種植的

日記，教師透過圖文日記，從中瞭解孩子對於學習的深化以及省思，最後舉辦

「小書展覽會」，更是讓孩子將創作成果發表與展現，如此一來，孩子們不僅喜

歡學習，更是享受於評量之中，透過這樣的方式讓毎個孩子都能有機會從中展

現自己的優勢智能，進而提升對自我的肯定。 

三、結語 

    本文主要針對國小教師如何實施食農教育進行探討，並對教學提出建議。本

文主張在進行食農教育時可以利用跨領域主題統整的方式，設計課程前可以先盤

點學校、社區資源，從在地出發，並結合社區資源建立符合在地化的課程設計以

及教學目標。課程可依照食農教育概念架構及學習內容中的三面六項進行規劃，

課程中可以包含有飲食教育以及農事體驗課程，透過動手做、實際體驗達到深化

學習，藉由此類課程讓學生透過親自體驗，體察農夫的辛勞、在收穫時感受到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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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進而能懂得惜食與不浪費食物，並瞭解土地與食物的關係、體驗生態永續的

意義；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廣友善農耕的理念，發展與帶動社區的永續經營。接著

利用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進行成效的檢驗。同時，教師也可以透過食農所搭建的

橋樑，讓學生學會思考、觀察，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並培養其食農素養，並落

實於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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