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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都市地區小學
食農教育推動之「優」與「憂」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國民小學總務主任　陳冠宇

食農教育是什麼？

2005年日本訂定「食育基本法」成為全球第

一個為食育立法之國家。不僅保留日本飲食傳

統，更是面對食品安全正本清源的解決之道（林

柏霖、陳惠貞，2015）。我國「食農教育法」尚

在立法階段，其目的說明於「食農教育法草案」

第一條：為推動食農教育，增進國民健康，促進

全民參與與支持農業發展，強化城鄉交流，維護

飲食與農業文化傳承，提高糧食自給率，增加農

村就業機會，活化農村社區產業及農業永續經

營。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食農教育推動已成為世

界各國結合教育相關的重要議題之一。

食農教育是什麼？為了讓大家有更深入的了

解，顏建賢等人（2015）指出「食育」是飲食行

為的教育，也可以說是培養良好飲食習慣的教

育。此外，顏建賢等人（2015）整理了2005至

2011年食育相關研究文獻，將食育定義整理如表

1。

董時叡（2015）提出：「食農教育可暫時定

義為：一種藉由親手做來學習的體驗教育過程，

學習者經由親身與食材、飲食工作者、動植物、

農業生產者、自然環境等互動之體驗過程，學習

自耕自食的基本生活技能，培養對生命的尊重

和珍惜感恩態度，並認識在地的農業、正確的飲

表1　食育定義

資料來源 年份 定義

日本食育基本法 2005
將食育定義為「智育」、「德育」、「體育」的基礎。透過各項社區活
動、學校教育希望日本國民不僅改善飲食生活，更培養對食物的感謝之
心，保存傳統飲食文化，傳承地區特有的飲食生活。

陳建宏 2005

基本理念包含健康身心之養成、對飲食生活懷抱感恩之心、積極對幼童展
開飲食教育之推行、親身參與從生產到消費之各種體驗活動、維護傳統良
好之飲食文化、確保食品安全性、以及提供資訊交流管道，幫助國民實踐
適當的飲食生活。

施用海 2007
關於食知識和食能力的教育，而這種教育是必須透過實踐來獲取的，其目
的是為了培養出能夠健康的食生活的人。

朱芷君 2007 培育國民具備正確的飲食知識及選擇食物的能力，實踐健全的飲食生活。

王小鶴、陳冬梅 2010
食育不是枯燥乏味的知識學習，而是滿足身心需要的愉快實踐，必須吸收
現代預防醫學的一系列成果，通過對人們日常飲食生活營養的分析、改
進，讓人們養成科學的飲食習慣。

趙榮光 2010 大眾食生活知識傳授、行為示範、觀念影響的社會信息傳承、授受現象。

李里特 2010
以科學的營養知識普及，適合本國國情的先進文化，通過各種形式，讓國
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朱海萍 2010 良好的飲食習慣培養教育。

賓靜蓀 2011
食育不僅是營養指南，還包括所有飲食相關的文化、知識、生活習慣、飲
食安全。

資料來源：顏建賢、曾宇良、張瑋琦、陳美芬、謝亞庭（2015）。我國食農教育推動策略之研究。
農業推廣文彙，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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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活方式和二者所形成的文化，以及農業、飲

食方式與生態環境的關聯性。」董時叡教授更指

出食農教育大致可分八大特色，分別是：「親手

做、地產地消、農業食物、全食利用、家人共

食、原味感官體驗、文化傳承及多樣性。」雖然

學者對食育有不同的詮釋，對食農教育也有不同

的定義，但從相關研究可知，食農教育跟我們的

飲食、文化、生活、環境及未來密不可分。

國小階段實施食農教育對學生有何影響？曹

錦鳳、董時叡、蔡嫦娟（2017）的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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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食農教育，依實施時間的進

行會依次改變學生的農業飲食知識、態度和行

為，藉由親手做的過程，學生較勇於嘗試不一樣

的食物，逐漸改變飲食習慣。」雖然如此，對身

處於商業經濟環境、非農業發展地區的都市型國

民小學而言，食農教育該如何實施？如何權衡？

「食」的探究與「農」的體驗操作確實難以面面

俱到。在制度、階段、目標未明，教師缺乏專業

教育訓練，讓食農教育在學校的推動上有許多限

制。蔡嫦娟（2015）指出：「我們都認為種稻是

很簡單的，不過當我們實際去做時，才知道有

這麼多的不同，而且超過我們所想要付出的體

力。」「每一件事情的重要性要一直做到最後才

會了解，每一件事都是很重要的。」食農教育的

推動對學校的課程發展是種挑戰，更是考驗，持

續課程設計與創新，持續課程實驗與修正，是食

農教育課程推動的重要養分，對參與的親師生而

言也都是學習與成長。

食農教育於都市地區學校常見的執行模式

食農教育與生活緊密相連，影響多層面且具

文化性，學校應提倡並鼓勵教師帶著孩子走出教

室，在環境中學習，在操作中成長，沒有不好的

天氣，只有不合適的服裝與不足的工具。食農教

育強調以實際操作取代抽象的課堂解說，親身體

驗操作讓孩子更樂於學習。為了讓學校有更多的

支持及資源，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持續多年推動各

項食農教育計畫，鼓勵親師生參與，包括「可食

地景園藝營造、屋頂上的小農夫、低碳煮藝、小

農夫市集、食農樂活學院、蔬活DIY小書甄選及

各種親子體驗活動等」。各校可依照各校的需求

申請參與，讓都市地區的孩子有機會實際參與農

業、認識農業。各校在推動發展的同時，可以參

考他校發展的成功經驗，更可以與鄰近的學校進

行策略聯盟與課程交流。除了各校經驗，康以

表2　新北市都市地區學校辦理食農教育常見模式之優勢與憂慮分析表

模式 優勢 憂慮

申辦或參與主管
機關或農產單位
之農業推廣相關
計畫，辦理主題
農產體驗活動、
觀摩及交流。

‧都市地區小學生較無機會參與
務農，辦理體驗活動讓孩子有
機會參與並認識農作物，同時
體驗其艱辛。

‧參與師生做中學
‧結合社會資源

‧實際能參與之人數受限於耕地面積。 
‧缺乏永續經營、持續發展之規劃。
‧重於操作，缺乏與環境、飲食、文化及生活之
連結。

‧種植蔬果為主，缺乏在地農業文化及特色。

校園環境改造
打造學校農場

‧校園閒置或低度使用之土地再
利用

‧環境綠化及美化

‧經費、人力有限，永續經營不易。
‧供少數師生管理，多數人員低參與、低共鳴。
‧軟硬體缺乏連結。

主題式或
融入式課程

‧豐富教學內容、強調實作學習
模式。

‧各年級及各領域聯繫不足，合作統整不易。
‧缺乏持續行為紀錄、分析與改變。

學校策略聯盟
‧資源共享
‧經驗傳承與合作

‧受時間及空間限制。
‧資源有限。

結合家長及社區
人力、資源

‧減輕學校人力負擔，提供親師
生共學機會。

‧影響層面擴散至家庭與社區。

‧學校、教師或家長已完成大部分之整備及準
備，為孩子做得越多，孩子的成長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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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張瑋琦（2016）指出：「英國、美國、日本

已有長足的發展，值得我國借鏡之處歸納為以下

三點：重視實作教育、考量不同學齡兒童能力設

計課程、融入學科課程。」同時也提出五點建議

供教師參考：務實且彈性的教學方式、結合在地

人力資源、運用學校的閒置空間、組織志同道合

教師團隊、與環境教育或校本課程接軌。食農教

育是食品安全及環境保護的重要一環，各校可依

各地區的文化條件，發展學校的食農教育特色。

都市地區學校的執行模式，除了課本中各領

域之教材內容外，各校可依照各校的人力條件與

環境資源，發展不同的主題式或融入式課程。表

2為新北市都市地區學校辦理食農教育常見模式

之優勢與憂慮分析。

食農教育於都市地區學校推動之省思

一、加強與生活（飲食）之連結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劉姵君科長2017年提

出：「期待食農教育工作的推動，能讓學生

從實際活動中體驗食物的價值，成為一個具

健康飲食素養與習慣、掌握健康自主權，並

懂得惜福和愛護社會的健康公民。」落實推

動食農教育，相信能逐漸達成推動目標，但

應加強與生活（飲食）之連結。孩子對於自

己所栽種的蔬果會特別的珍惜，在食用上也

覺得特別美味而且樂意和大家分享。但是，

對於中央餐廚廠商所提供的營養午餐或是家

長為孩子外購或準備之食物，孩子往往就缺

乏這份感恩惜福的心。對於看不見的農夫所

栽種、灌溉、收成的農作物，再經由看不見

的廚師所清洗、烹煮的食物，在教學現場確

實可觀察到孩子缺乏那份「盤中飧粒粒皆辛

苦」之感受，尤其都市地區外食的機會和比

例高，甚至家長自己在家烹煮的食物可能也

不受孩子喜愛，孩子這份態度及行為表現上

的差異及偏食問題，是食農教育推動應重視

的。曹錦鳳、董時叡、蔡嫦娟（2017）研究

發現：「小學生接受食農教育課程後，農業

素養中的農業知識和農業態度有顯著差異，

而農業行為則無顯著差異。飲食習慣中則只

有飲食知識有顯著差異，飲食態度與飲食行

為無顯著差異。」這份「知」與「行」的落

差，是教育的省思，也是所有教師應深究的

議題，如何讓課程影響孩子的態度並建立其

行為是教育永續的未來，也是食農教育推動

的重點之一。

二、食物原本的味道就是一種美味

一顆色彩鮮豔、外觀精緻的馬卡龍勝過

一盤媽媽隨手川燙的燙青菜，都市地區食物

取得便利，各種特殊、新奇的食品琳瑯滿

目，對於新出產的食品更是讓大家趨之若

鶩，種種的因素讓大家逐漸忘記或忽略食物

最初帶給我們的滿足與感動。食物避免過度

烹煮就能保留原味與營養，適當的調味不但

能減少身體負擔，同時又能兼顧安全衛生。

食農教育是情意、認知的建立，更是技能、

生活習慣的養成與改變，雖然沒有華麗的外

衣，但卻能讓我們感受到大地的豐富樣貌及

土地的溫度。

三、跨領域合作、實作評量與行為改變

食農教育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但食農教

育的執行在我國尚有許多挑戰。顏建賢、曾

宇良、張瑋琦、陳美芬、謝亞庭（2015）研

究指出：「各縣市政府執行食農教育之困難

包括：缺乏相關法規制度、主管機關尚未明

確、經費不足、學校及教師對食農教育缺乏

認識與種子師資不足、缺乏系統性食農教

育教材及各單位推動食農教育零星且未整

合。」這些困難都直接影響學校的課程規劃

及學生學習成效，關鍵因素在於學校各領域

是否能夠合作參與？學生能否透過實作課程

來建立能力？以及教學者及學習者除了態度

及認知的改變外，行為表現是否也產生變

化？食農教育是多層次且與生活息息相關的

議題，在國際上更是各國關注的糧食議題，

根據農委會105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臺灣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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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自給率僅31.01%，蔬果進口率卻是節節上

升，此數據凸顯出我國糧食問題的危機，也

因此學校應重視並落實推動食農教育。

食農教育絕非少數教師的興趣或樂趣，

而是各領域教師跨領域合作進行課程設計與

教學，讓學生從情意、認知上的覺醒，到技

能、行為的建立與改變。這不但是教育應努

力達成的目標與積極作為，也是國家未來發

展之永續，新北食農教育，大家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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