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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之義賣小天使

新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教師　黃伊崙

壹、前言

早晨8點忠孝國中的愛心菜園裡的小農夫們

已紛紛就定位，準備進行菜園採收，將地瓜葉、

大陸妹與辣椒通通採收，並裝成袋進行最後的包

裝，呈現最好的賣相，大家雖然都埋頭苦幹，但

臉上卻掛著笑容，忙得不亦樂乎。

噹！噹！噹！噹！午餐鐘聲結束，學生們一

窩蜂地衝進學務處爭取要幫忙義賣，因孩子們的

熱烈叫賣，所有蔬菜在短短30分鐘全被銷售一

空，大家都露出滿意且有成就感的表情。

孩子們從過程中不僅能享受團隊合作換來的

成功果實，還能體會到農夫的辛苦，並且更懂得

尊重生命、養成珍惜食物的好習慣，所有辛苦的

汗水在這一刻都變得很值得。

貳、食農教育之現況

近年來，食農教育非常熱門，國內外皆有

在學校裡推展食農教育（曾宇良、顏建賢、莊

翰華、吳璚，2012；Assmann, 2011；Kojima, 

2011）。透過親手種下種子與耐心照顧，等待種

子發芽成幼苗，接著茁壯到採收，就像是經歷了

一趟特別的生命教育。這個過程其實就像是教師

與學生的關係，如同教育家裴斯塔洛奇提出：

「教師如園丁，學生如花木」。不一樣的是每個

孩子都是獨特的個體，教師甚至要比園丁更有細

心與耐心，必須要引導學生思考人生方向、生命

的意義與價值，讓學生尋找自己的價值並提升責

任感，且在引導的過程中需不斷的調整及根據每

個學生的需求給予不同的養分。

參、親手做的體驗

食農教育強調親手做的體驗教育（董時叡、

蔡嫦娟，2016），過程中不只外在的勞動體驗，

也讓學習者了解尊重、珍惜、感恩，認識食物

從一顆種籽經過長時間的種植與照顧，一點一滴

的長大到可以採收，經過親自體驗，體會到生命

的可貴，一個簡單的道理，對孩子講一百遍，孩

子不一定聽得進去，但是親自做過一遍，這輩子

就再也忘不了。這就是「友善食農社」成立的宗

旨。社團學生身體力行，經歷播種、作物發芽、

枯萎，遭受病蟲害、氣候影響等過程，體會到生

命的可貴與大自然的不可違抗；貫徹從田間到餐

桌的飲食教育，在學校示範與分享正確的飲食態

度，從一顆種籽變成一桌菜餚，不論是食農友善

社的孩子，還是參與成果發表的師生們，都深刻

體會到生命的歷程，甚至連自己不愛的蔬果，也

都變得格外珍惜。

採收與包裝的過程中，細心呵護農作物，將

最完美的農作物做義賣，能讓學生們學會「團隊

合作」、「獨立判斷」、「社交能力」、「人我

互動禮儀」與「食安問題的重視」，以實際的行

動與付出，了解只要盡一點小小力量，也能給予

很多人溫暖。

利用食農教育讓孩子了解付出與收穫的感

動，從中培養孩子對周遭人事物的關心與用心付

出，尊重並珍惜付出的過程與最終的成果。

肆、體驗食農之回饋

記得有一次學生看著菜都被蟲咬一個洞一

個洞的，皺著眉頭：「賣相這麼差，賣得出去

嗎？」，我笑笑的：「要看你如何推銷，蟲這麼

喜歡這個菜，代表一定很好吃」，不到10分鐘

開心地回來：「通通賣出去了」，看著孩子臉上

的喜悅，在教師眼裡是多麼的感動與開心。在義

賣時瘋狂的叫賣及搏感情的笑鬧中，不僅學到人

際溝通的技巧，與同學間的感情也逐漸增溫，也

拉近師生們的距離，因食農植栽更認識農務的快

樂和辛苦。曾有學生告訴我這塊小菜園有著大大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 教學手札

85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新北市教育　中華民國108年9月/第三十二期

的魔力，給人帶來快樂、帶來溫暖，心情不好時

來，就能很放鬆，是個

溫暖且療癒的小園地！

看著學生們這學年的回饋心得，其中讓我印

象最深刻，學生提到以自己現在的年紀，看到身

旁有難的同學，想幫忙卻常常感到「心有餘而

力不足」，但可以用自己的雙手去將小小的種子

種下，等待它發芽，看著他們日漸茁壯，接著義

賣出去，看似簡單的一件事，卻正是他們用著自

己微小的力量，用心的栽培著蔬菜，期望它們能

長得高、長得好，最後靠著十元、二十元的累

積，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幫助學校的弱勢學生，

雖然力量很微小，但凡事都是由小而大，慢慢

累積而成。最後

將所有義賣之金

額，全數捐給仁

愛基金會，這種

積小善成大愛，

積小願成大願的

成就感及喜悅感

增添了不少色彩

和對自我價值的

認同性，也是最

美好、特別的回

憶。

伍、結論與教學建議

一、結論

這學年的食農教育，教會孩子用愛感受

生命，從不願意弄髒雙手和不耐煩到願意鬆

土、播種、施肥、澆水、驅蟲等，接著將種

出來的蔬菜通通義賣，過程中學生不僅能培

養同理心、愛心與責任感，也體驗到付出後

得到滿滿收穫的成就感，還包括知足與惜福

並且懂得分享，更重要的是讓我們學會愛要

如何傳遞與延續。

二、教學建議

(一)食農教育是長時間的體驗參與、培養

興趣到反思能力等，塑造一個溫馨的環

境，教師與學生保持互相學習、一起親

手體驗並互相討論與分享，才能有更好

的成效並熱於其中。

(二)將食農教育放入知識性或動態課程，皆

能利用活動、影片等融入，以引導、反

思的方式，讓學生透過討論、實做，提

升學習成效、成就感並運用在生活中。

(三)藉由親手做體驗的方式，學習正確飲食

知識態度，也能從中培養責任感、懂得

分享等，提升人與人間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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