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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森林奇遇記―進擊的柑中食農創客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學務主任　劉銘恩

壹、緣起―傳承農耕教育、領悟自然情懷

位於柑園農業特定區的柑園國中是新北市的

偏遠學校，也是農業特定區的「最高學府」。受

到工商業日新月異的衝擊，農業景觀也漸漸產

生改變，一畝畝的良田長出一幢幢的鐵皮工廠。

不過仍有少數的農民堅守農作精神，在鐵皮屋

工廠與鋼筋水泥的建物間，以有機農業、傳統

方式種植。目前鄰近有2座有機農園，1座魚菜共

生農場，且園主為本校志工，每年均邀請園長針

對有機栽植與生態平衡進行專題講座，與學生共

同分享與經營本校有機食物森林。自周仁尹校長

就任，從「我有一畝田」到「耕讀雲端」，推動

可食地景、有機農作與行動學習，結合科技雲端

管理已進入第六年，擁有耕作面積約300平方公

尺，並成立可食地景，營造學生社團，聘請有機

農場園長擔任社團指導老師，深耕食農教育於柑

園。

柑園食農教育不僅著眼於農作的栽植，更從

食安、食物碳里程、烘焙料理開發、農園創客作

品與校慶活動結合，讓學校食農教育從單純的

農作種植發展成為具螺旋式架構，且融合自然科

學、廚藝、創客精神與學校活動，變成一個完整

且多元的教育方案，故事於焉展開。

貳、食農教育

1990年代日本開始提倡的「地產地消」運

動，至2005年6月公布「食育基本法」，在國

民的生涯中，培育健全的身心，養成豐富的人

性。…透過綜合性、計畫性地推動飲食教育相關

策略，以實現健康並有文化的國民生活及富裕並

有活力的社會為目的（胡忠一，2016）。韓國則

於2009年公布「飲食生活教育支援法」，目的在

於「提高國民認識關於飲食生活教育的必要事

項：改善國民飲食生活、繼承以及發展傳統飲食

生活文化、促進農漁業和食品產業之發展、提高

國民生活品質」。

校園食農教育讓學生學習從認識土壤、播

種、栽植、收穫等農作物生長過程及配合季節種

植適當農作，並透過和生產者與居民的交流互

動，實際觸摸、體驗農產品的生長至收穫各階

段過程，感受生產者的勞動與用心，及至收穫時

的感動或遇災害時的淡然。進而認識到自己的健

康、飲食生活、農業生產者及社區居民的關係，

再發展到健康、農業、社區及自然環境的相互關

聯性。因此臺灣農業推廣協會將食農教育定義

為：

「食農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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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自2013年「有機食農教育校園推廣列

車」到2016年積極推動以創造力為內涵之食農教

育，將「創造力－食農教育」列為重點項目之

一，藉由創客思維推動食農教育，引領學校發展

校園空間綠美化營造、提升師生田野參與體驗比

例、融入食農多元化與創客自造，將食農教育帶

入更高的層次。

參、食農、創客教育齊步走（表1）

一、有機小農園

原本在校園荒廢的一角雜草叢生的荒

地，經過周仁尹校長領導教學團隊，變身為

面積達300平方公尺的有機小農園，開啟柑

園國中傳承農業特定區的精神，以「我有一

畝田、耕讀雲端、食在安心和柑中創客橘園

飄香」等系列食農與創客教學活動的結合，

創造柑園學子邁向學習的新紀元。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 焦點話題

53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新北市教育　中華民國107年12月/第二十九期

(一)小農園緣起

在校園一

角，原本橫斜

的 竹 林 和 雜

草，呈現雜亂無章，地力全失。經整

地、運來客土後，重現光采，成為學生

體驗食農教育的沃土。

(二)設置大型雨撲滿

設置10噸

的雨撲滿，將

天溝的雨水收

集，作為小農

園的澆灌水源，讓學生學習有效利用水

資源。

(三)社區資源導入―家長資源

由家長會

長親自領軍，

帶領家長會投

入經費與技術

指導，與教師共同發展在地化課程。

(四)社區資源導入―社區達人資源

邀請有機

農園園主指導

學生認識有機

農作－土壤、有機肥與病蟲害防治。同

時也聘請樹林農會小組長擔任農作諮詢

委員。

(五)農具操作體驗與指導

「要怎麼

收穫，先那麼

栽」。教導學

生正確使用鋤

頭、耙子，從鬆土、整田畦，體會汗滴

禾下土的精神，培養工作態度。

(六)耕讀雲端―科技小農

結合行動

學習，學生利

用雲端資料查

詢，認識當季

時蔬、了解自然病蟲防治，並將種植紀

錄匯入雲端，建立生產履歷。

(七)豐收季節

依據不同

季節，種植當

季的蔬果，能

收最大效益。

也能讓學生體會食用當季當地蔬果，減

少碳足跡。

主題園遊會―食在安心

1.食品生產履歷與碳足跡　

2.熱量與營養成分標示計算

3.食安標語―書法撰寫　　

有機小農園―快樂小農社群

1.我有一畝田―有機農場開發

2.耕讀雲端―行動學習科技　 

3.專業成長―達人專業講座　

時膳小當家―在地好料理

1.柑橘烘焙產品開發　

2.參加新北市廚藝競賽

3.志工、原住民烘焙班

食農創客

1.天然柑橘手工皂製作

2.天然柑橘清潔劑製作

3.天然柑橘護唇膏製作

柑園國中

食農教育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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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產履歷―食在安心園遊會

自古民以食為天，但近年來從起雲劑、

黑心油、過期食材與非法添加物等食安問

題，嚴重衝擊國民食用安全與國民健康，因

此教導學生如何辨別食材的履歷等資訊，將

成為未來對健康把關的重要關鍵。為此，學

校特地以生產履歷―食在安心為園遊會主

題，所有販售的食品都必須追查生產履歷並

將明確標示，輔以計算食物運輸過程的碳足

跡、食物的成分標示與熱量計算，讓整個園

遊會不只是販售與購買，而是融入食品安全

教育的教學活動。另外，為落實環保教育，

園遊會不提供一次性的餐具，將過去產生大

量垃圾的樣態，轉為環保又健康的綠色園遊

會。

(一)食在安心園遊會

一個以生

產履歷―食在

安心為核心理

念的園遊會，

所販食品皆追蹤、標示生產履歷、成分

與熱量，禁用一次性餐具。

(二)小農園蔬菜加入園遊會販售

學校小農

園蔬菜，由同

學 採 收 、 整

理，加入園遊

會愛心義賣，所得經費挹注仁愛基金，

協助需要的弱勢家庭。

(三)販售食品標示

各班販售

產品須標示生

產 履 歷 、 成

份、熱量與碳

足跡，藉此讓學生了解吃當季買在地。

(四)食安標語

由學生創作食安標語，並以春聯的

形式呈現，結合書法教育與環保教育，

提 升 宣 導 效

益。

三、時膳小當家―在地好料理

為了讓學生了解小農園種植的各項農

作，如何與烹飪、餐飲結合，由學校社團烹

飪老師與家長會、志工團合作，共同開發屬

於柑中小農園限定特色烘焙產品，如柑中橘

子酥、香柑蜜蛋糕等，並藉由香草入菜、入

烘焙，讓產品更多元化、在地化，也落實在

地生產、在地消費的低碳里程教育。

(一)農園食材創意料理

學生與烹

飪老師一起利

用學校栽植的

柑橘，開發柑

橘麵包，真正落實在地化料理。

(二)農園食材創意料理

由家長會

長親自領軍，

利用天然食材

上色，開發柑

中限定版點心―橘子酥，可愛搶眼的造

型，讓人捨不得享用。

(三)農園食材創意料理

學生利用

小農園種植的

迷迭香、土肉

桂、薰衣草、

九層塔等各項香料，研發各種不同香味

的手作餅乾。

(四)廚藝競賽

柑中學生

利用小農園所

產出的食材為

主，參加新北

市教育局舉辦的―時膳小當家廚藝競

賽，榮獲佳作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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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農創客

以柑園為名的校園，在家長會的贊助下

種植多達30棵的柑橘樹，當秋天到來，結實

累累的茂谷柑由綠轉黃，學生採收後食其果

肉，果皮就配合自然領域課程，利用酒精萃

取出檸檬精油，再以檸檬精油為基底，進行

各式清潔用品、保養品的製作與開發。天然

的清潔劑，讓環境與身體零負擔，做好的洗

碗精成為各班清洗午餐碗盤的最佳利器；柑

橘口味的護唇膏，散發天然柑橘香，讓人忍

不住想要咬一口；而色香俱全的柑橘手工

皂，在巧手包裝下具有上市販售的潛力。配

合校慶園遊會，將開發出的各式天然清潔劑

與保養品，擺上販售，所得金額捐給本校有

需要的同學，天然環保散播愛。

(一)在校園種植柑橘果樹

在校園種

植30棵柑橘果

樹，每到橙黃

橘綠的豐收季

節，整個校園

都可以聞到柑橘的清香味，令人期待黃

橙橙的橘子。

(二)收集柑橘果皮

將黃橙橙

的 橘 子 採 收

後，同學開始

收集橘子皮，將富含有橘子精油的橘子

進行初步處理。

(三)天然橘油清潔劑

將橘子皮

利用酒精萃取

出柑橘精油，

讓學生認識有

機天然的清潔劑，降低因清潔劑造成的

環境壓力與人體負擔。

(四)天然橘油護唇膏

將萃取出的柑橘精油，依比例加入

橄欖油、甜杏

仁油、乳油木

果和蜂蠟等保

濕成分，就變

成最天然的柑橘護唇膏。

(五)天然橘油手工皂

將萃取出

的柑橘精油結

合理化科皂化

課程，經過再

升級的製作過程與精緻造型，一起打造

無毒的人生。

(六)柑中創客創意無限

學生將創

作開發的柑橘

味―清潔劑、

護唇膏、手工

皂與造型吊飾等商品化，在食在安心園

遊會中呈現最佳的生產履歷。

肆、校園「可食地景」營造的困境與策略

一、暑假期間缺乏管理，成為荒煙漫草，應調整

農作，適時休耕

在長達兩個月的暑假期間，各種植管理

的班級因放假緣故，大部分都無法延續學期

中的農作種植，因此容易雜草叢生，成為蚊

蠅的孳生源。且適逢夏季為登革熱的高峰

期，維護校園整齊與清潔兩者無法兼顧。因

此，班級應配合季節與適植農作生長期，盡

量在學期中完成採收，結合烹飪課讓學生更

有學習成就感。而暑假期間，則種植綠肥作

物，如包括田菁、太陽麻、油菊及大豆類等

綠肥植物，特別是豆科綠肥作物，其根部之

根瘤菌具有固定空氣中游離氮素的能力，是

廉價又省能源且能抑制雜草叢生的好選擇。

二、缺乏專業又有意願的教師投入經營

「可食地景」的營造，目前邁向食物森

林的概念，透過多元物種間的共生共存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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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生物防治減少病蟲害的發生，但有時

被誤以為食物森林是一種不需管理，呈現雜

亂的種植方式，「食物森林」是經過向大自

然學設計且刻意低度維護管理的生態系統，

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以及高單位生產力，

並且通常具有多種功能，然在失控前仍需進

行專業管理。但一般學校缺乏專業人才，因

此可藉由學生社團之開設，引進外部資源，

帶領學生體會食農共生的意義。

三、課程缺乏規劃、缺乏協作夥伴

教師普遍誤解食農教育就是農事體驗教

育，只有課程中有融入食農教育的相關教

學，教師認為食農教育很容易推行，但只要

提到農事體驗教育，就有非常多的阻礙，除

非是校內有興趣的教師自發性組成團隊共同

經營農事體驗，否則永續經營困境重重。

（王巧芬，2017）。場域空間不足、缺乏專

用經費及課程無明確定位等為推動食農教育

的三大挑戰（李素玲，2017），但若食農教

育發展成學校特色課程將有助於食農教育之

推行（陳俐樺，2018）。教師設計課程時可

結合在地農事資源、善用校園的閒置空間、

尋求有志一同的教師團隊合作、賦予學生實

質的責任，以發展出具有長期效益兼具特色

的學校本位課程（劉靜芬，2016）。

    

伍、結論

食農教育不僅提升學生正確的飲食農業知識

與技能，亦可培養學生品德（李念茹，2017）。

食農教育的課程設計可朝主題式跨領域課程設

計方向進行，邀請不同領域有興趣的教師分工進

行課程設計，並加入行政單位如總務處、教務處

的資源投入，以及外部資源，如家長會、社區專

業人士等，將可降低課程準備工作的阻力，減輕

教師管理負擔，增進教師參與意願。另外，將食

農教育發展為具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以跨域整

合的主題式課程，納入校訂彈性課程，並寫入學

校課程地圖更能成為永續發展的課程。「108課

綱」強調自發、互動、共好，而食農共生教育能

讓學生追本溯源，深植食農素養，知思行合一，

聰明選擇（楊雅琪，2018），透過親自動手參與

做中學、同學間相互合作共學、取得環境與人類

的和諧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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