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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闢田不種菜―
消費者取向的食農教育推動經驗談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國中部教師　莊豐萁

從食育邁向食農教育

早些年我在教授飲食相關課程時，依循著課

本及大學所學，圍繞在食品安全、黑心食品、食

品添加物、營養等主題上。那時候的教學著眼

於食育，鮮少觸及農業的領域，尚不能稱之為食

農教育。然而，隨著廣泛的閱讀，我意識到食

物背後龐雜的關係鏈，對飲食（食物）與其他

社會、經濟、自然面向的關聯有了更多的了解，

也意識到消費行為對他人與環境的影響力。飲食

課程的重心也從追求「無毒」、「健康」，加入

了對「公平正義」（例如：生產者是否獲得合理

待遇）、「經濟支持」（例如：直接跟農夫買或

支持小農等），以及「環境永續」的關懷。期許

學生能從愛自己與家人、僅關注自己好，拓展至

「愛他人（社會）」與「愛萬物」、與社會及地

球萬物共好的境界。要對生產者、社會與環境併

發關懷之情，進而邁向共好，必須從了解食物生

命歷程中的人事物開始。食物從產地到餐桌的生

產過程，係屬農業的範疇。近幾年，我的飲食課

程增加了許多相關的探討，因此轉而成為更多元

寬廣的食農教育。

不闢田不種菜的食農教育

說到食農教育，很多人第一個反應就是在學

校內闢田種菜。但對於教學者而言，因著每個學

校硬體環境、師資、行政支持等條件不同，需要

克服的因素可不少。親自體驗種植的過程，能帶

給學生有別於坐在教室聽課的學習，但也並非必

要的選項。我所任教的學校位於蘆洲，過去雖然

是大台北近郊重要的蔬菜供應地，但隨著交通與

其他產業的發展，轄區內的農地已多變為住宅與

工廠用地，農戶的數量屈指可數。學生家庭幾乎

不務農，每天的飲食選擇與消費，是孩子與食物

及土地間主要的連結。也因此，我自己選擇了一

條比較容易、也更貼近學校學生生活經驗與生活

環境的方式，消費者取向的食農教育。

「消費是一種投票，當你選擇一個食物，就

等於你投下一張認同它背後整個生產過程、生產

體系的選票。」，這是我最常跟孩子說的。我期

許自己能藉由課程，讓學生能在生活中選擇負責

任、對環境友善的生產者，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消

費者。這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第12

項目標－「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不謀而合。

烹飪實習絕對是學生在飲食課程中最愛、最

有學習動機的活動。這幾年，我讓烹飪實習成為

實踐「在地、當季、友善環境」、「愛自己、

愛他人、愛地球」等飲食理念的檢定考。例如：

教中餐烹調主題時，我除了說明烹調技巧、烹調

科學、食物選購與處理，更談「在地、當季、友

善環境」理念的內涵與好處、談常見農法（慣行

農法、友善種植、有機…）的差異以及對環境

的破壞程度。然後，我要求學生實習課的菜單

設計必須包含三種當季盛產的農產品，帶來的食

材至少要有一樣具備有機標章，且盡可能不要使

用進口農產品，另外並請學生回去調查家中米及

食用油的產地，鼓勵他們選擇食物里程最低的帶

來使用。學生在這些規範之下，必須實際查詢當

季盛產的農產品有哪些，必須實際採購有機商

品，必須在選購時確認產地。藉由實習，他們累

積了在生活中實踐「在地、當季、友善環境」理

念的經驗與能力。還記得，有一次學生在七下實

習課時問我：「老師，這次也是要用臺灣的蔬果

嗎？」，從他們的提問，反映出他們還記得七上

實習課必須使用在地水果的原則。我自己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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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內化了學習，某種程度上形成了素養。

學生透過菜單設計，食材採購的實際體驗，獲得

不同於種植體驗，但同樣有價值的學習。

有伙伴加入的食農教育2.0

雖然在課程中推動食農教育好些年，但一直

是自己默默在做。上學期末，我以可以申請經

費，汰換使用十多年效能不佳的炒菜鍋，並添購

其他想要的器具，以及我已經有施行過的教材可

以分享為由，成功爭取領域內教師的支持，撰寫

申請了農委會的食農教育推廣計畫，並且順利通

過。從暑假開始，花了不少時間在安排與辦理增

能研習和共備討論，也辦了幾次校外教學。多了

很多額外的工作，但能將自己的經驗分享出去，

能和夥伴們一起在飲食的領域增廣見聞、備課增

能，讓我累得心甘情願。感謝領域內的夥伴願意

一起投入食農教育的學習與教學，願意放下已經

熟練的課程，挑戰自己，勇敢嘗試，同時給予我

最大的支持與回饋。食農教育在伙伴們的加入

後，邁向2.0的時代，相信不久之後便能在三民

校園開花結果，落地生根。

鳳鳴國小防災演練朱市長與全校師生合影

核安24號演習－
石門國小師生核災疏散演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