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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開啟真食力

本書分成四個單元以「覺知」、「認知」、

「行知」的思維脈絡闡述選擇食物的重要，希望

透過「知食」能夠開啟「真食力」。「覺知」

要談的是生活態度與孩子的食育，「認知」是將

食物標章解密並釐清普遍存在的食物迷思，「行

知」是分享從生產的源頭挑選好的食物，最後勇

於選擇做正確的事情，用消費的力量去改變世

界。

「知食」而後能「擇食」，用「選擇食物的

力量」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如果一杯60元

可能含有食品添加物的飲料是經常性的消費，那

麼一項60元有產銷履歷認證的農產品怎麼可能會

買不下去呢？鼓勵改變世界，就先從改變生活消

費習慣做起。

貳、始於食安止於永續

食品安全和環境的永續發展是我們非常關心

的環境教育議題，從書中知道商品生產的方式選

擇對環境的損害較少，對生產者及消費者有保

障，統稱為友善環境產品。我們唯有從探討食物

與環境的關聯切入，了解食物生產方式將影響空

氣、土壤、水源、生物存續及人類健康的因素，

以「價值」取代「價格」的判斷，讓「食物」在

這個世代成為「不只是食物」的意義，而是一種

生活態度。

理所當然，要有好的環境，才有安全的食

物，才有健康的身體。從環境議題的覺知到環境

行動的產生，到以永續發展為終極目標。在教育

現場推動「在地農業，友善環境」理念，讓孩子

在生活中實踐。進而影響家長「用消費改變世

界」，以消費需求端的改變，扭轉生產供給端的

農法，進而才能追求環境的永續與美好。

參、教學上的運用和議題融入

108學年度新課綱上路，建議教育現場的人

員，可以將食農教育結合健康與體育領域「人、

食物與健康消費」主題，並融入環境教育議題中

的永續發展實質內涵進行教學。「食育」是非常

重要的公民教育，能具備「食育」，才能增進更

多健康的素養。關於教學活動的實施提出以下四

點建議：

一、認識食物的來源

透過體驗探索或影片教學，從食物是怎

麼來的、植物是怎麼種的、豬和雞是怎麼養

的，讓孩子學會尊重食物、尊重土地、尊重

環境，懂得品嘗食物的原味。進而化為實踐

行動，能夠選擇健康的食物並珍惜食物。

二、認識生產履歷的農產品

好食材不應只是著重外觀與文宣包裝，

更應該要往上追溯源頭及生產的農法。有機

認證、有公信力、具備生產履歷的農產品，

才是安心消費的依據。從認識各種標章的涵

義到購買使用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的農產

品，不僅可以從「產銷履歷農產品資訊網」

查詢到農民的生產紀錄，也代表驗證機構已

經親赴生產現場確認農民所做是否符合規

範，並針對產品進行抽驗，而每一批產品都

經過驗證機構的嚴格審視。

三、購買生產履歷的農產品

教學活動進行時，先提供一組11碼的神

秘數字（即追溯碼），讓學生輸入平板電腦

查詢，引發學習的興趣。接著學生透過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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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查詢每組桌上農產品的追溯碼或掃瞄外

包裝的QRcode，討論並研讀相關訊息，得知

農產品從生產、加工、流通到販售的每一階

段的資訊。日後和家人到市場或超市選購農

產品時，能認識標章並選擇有產銷履歷的產

品，改變平日消費的習慣，支持能讓消費者

安心的產品。

四、繪本融入教學

繪本是進行食育的好素材，運用繪本的

豐富多元題材，讓孩子了解氣候變遷、農藥

殘留、添加物、人工色素等知識與常識。學

生經過內化，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課堂所學，

需要購物時，能仔細研讀產品的標示。若有

機會進一步帶孩子走進農場、親近土地，觀

察作物的生長、了解食材的真假。除了落實

關懷環境也學習感謝他人，珍惜食物得之不

易。

肆、結語－綠海經濟創造三贏共好

唯有從根本的教育著手，才能夠徹底改善現

今的食安問題。臺灣的食安問題，也讓我們漸漸

失去人與人間最珍貴的信任。然而若是生產過

程對環境造成傷害，更是我們負擔不起的生態成

本。希望藉由綠色消費創造綠海經濟，讓環境生

態得到永續、生產者得到尊重、消費者得到健

康，達到三贏的局面。

「知食」才不會讓健康在每口食物中流失。

透過「知食」的教育，做個有能力選擇的消費

者，我們可以扭轉未來的趨勢。透過生態永續、

生產者和消費者「三贏共好」正向循環，有助於

讓更多人知道和理解，支持並選購綠色友善產

品，全民一起來實踐力行，更感謝持續為這片土

地付出心力的每個人，相信感人的故事繼續在臺

灣各地發生不會停歇。

學生輸入追溯碼查詢產銷歷程，引發學習的興趣 學生透過平板掃瞄每組桌上農產品的QRcode
討論並研讀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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