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食農教育轉折年

◎文 / 李　華．圖 / 有倫的媽媽、豐陽的媽媽

從2013年9月參與為擴大辦理中小

學營養午餐使用有機蔬菜與同步推

動校園有機食農教育行動方案至

今，參與單堂場次的食農教學已不

可勝數；並從2016年開始與八里長

坑國小、宜蘭員山國小進行食農教

育工作坊。

長坑國小食農教育

2019年的需求
長坑國小屬於六個班級的小校又地

屬交通不便的鄉鎮，面臨少子化新

生減少，恐有廢校之虞，校長與主

任期望發展出該校特色而能永續，

於是在學校進行結合地方特色的教

課堂中快樂栽種的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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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課程，並在校區旁借地訓練學生

們栽種稻米，並在校舍頂樓開闢綠

屋頂配合食農教育栽種葉菜，並提

供給學校午餐食用，在2018年同

時與魚菜共生專業人士合作開闢園

地。2018年合作接近尾聲時，因應

學童們身心的轉變，林淑芬主任希

望能從一般性教學的食農教育，發

展為特殊學童的食農教育，由於目

前協會沒有足夠師資，無法提供前

往地點偏遠鄉

鎮的系列

課 程 ，

因而雙

方的合

作暫時

停 止 。

此事正提

醒協會的我們，若想在食農領域長

期發展，提供校園資源與協助，師

資陣容需要更多元、更寬廣，當然

也可以鎖定在自己擅長的領域。

(註：閱讀完協會食農教育老師們撰

寫的文章，了解已有幾位老師在團

體、學校開始進行特殊身心者的食農

教育工作坊，他們有原本就曾是學校

特殊教育的老師，退休後加強食農相

關專業投入教學行列，有的是自我加

強特殊教育相關專業而投入，不知不

覺中，協會發展出多元師資，進而增

添2019年食農教育的豐富度及多元

性。)

員山國小的食農教育

三年發展方向更確立
與員山國小配合了三年的食農教

長坑國小綠屋頂栽種的蔬菜，提供教學與午餐使用

育，到2019年6月似乎也有了推展

的停滯感，配合的教學主任張棟正

老師也適時表示，「需要思考如

何持續食農教育？」2019年上半

年，三、四年級配合學校課程著重

「從餐桌到農場」與「校園有機栽

種」等主題；六年級由於即將進入

或已進入青少年階段，於是本學期

的食農教育鎖定在「青少年的生命

發展階段需求的營養」，栽種的葉

菜選擇也以青少年所需營養的當季

蔬菜為考量，以便料理出青少年發

展過程中所需的營養，課程中提供

日常所需要的基礎營養概念，並增

添滋腦、長個子及內分泌穩定的營

養。六年級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多

偏向含蓄，在最後一堂課希望他們

分組規畫自我所需營養的飲食，卻

員山國小校園的菜畦是有機耕作的基地，
卻因教育部頒布遊樂設施規範而挪移至日

照較少的場域

經過三年的食農教育，更清楚校園食農教
育的發展方向，決議善用教室前的花台，
讓參與工作坊的學生們能夠就近照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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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如願完成。因此讓自己產生，

「108年度新學年，是否仍會配

合？」的疑慮。

當108年度新學期到時，接到張棟

正主任發來的Line，告知已經安排

好整年度的食農教育課程，並表示

希望展開較長期的配合，前

期的疑慮已釋然，增添幾許

肯定感！

2019年食農教育的

新夥伴東門國小
由於弟弟的緣故，認識在東

門國小擔任志工媽媽的陳婉

君醫師。陳醫師的兒子蔡有倫就讀

該校四年級，陳醫師於是有機會擔

任該班晨課品格分享老師，過程中

體認到學童們如有機會學習食農教

育，對學童們的健康多少會有所幫

助，於是扮演橋樑角色，引薦自己

認識該班班導廖凡妮老師，並積極

促成四年級的工作坊課程。一學期

工作坊課程完成，師生們似乎都有

正面收穫。指導該班種植的菜苗在

風和日照充足的陽台上長得極為

茂盛，特別詢問後，得知有位學童

只要一有空檔，總會認真找蟲、澆

水，在光照充足、通風的環境及師

生們細心呵護下，菜長得特別好，

當校長陪同督察巡校時經過學童們

的菜盆，特別讚美學童們菜種得

好，同時要持續。

經過一學期的配合，家長、老師們

對食農教育有了基本認識及認可，

在108年新學期討論持續開工作坊

課程。初期討論一個年級有六班想

一起上課，由於工作坊有一系列實

作課程，希望能夠單班或兩班一起

上課，討論下來先由兩班先開始。

課程進行三個月左右又接近期末，

老師再度閒聊是否有可能全校一個

年級配合整個學年？一個年級約有

十個班，最少需要2-3個食農老師

搭配才可能配合整個年級，同時需

要該校老師們熱誠的參與及家長全

日照充足、通風良好及愛植物的孩
子，孕育出一排生機盎然的蔬菜夥伴

我也能為自己煮一餐飯菜

餐後我們準備了豐富的水果

認真品嘗自己栽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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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協助，協會精簡的人力才有能力

負責課程。

食農教育合作再更新
108年度上學期進行的食農教育與

之前的有些不同，本學期參與工作

坊的班級，每班由食農老師與班

級(或科任)等兩位老師共同負責課

程，協同教學。雙方事先針對教學

目標，交換意見，規劃出課程主題

與內容，確立後，食農課程可以配

合班級課程延伸，或與相關課程進

行延伸，由班級(或科任)老師在平

日相關教學中加強。作法可以運用

學習單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或由

班級(或科任)老師尋找與食農相關

文章分享學生，再請學生找出與課

堂中學習到的相關內容，或繪出與

課堂中相關的食材，或運用相關字

詞練習造句，或撰寫百字內的心得

感想。隨著學期近尾聲時，班級

(科任)老師希望學生們經由一次次

的練習，能夠自行寫出一篇與本學

期食農教育相關的短文，作為學期

成果。有時每上完課，老師要求學

生們將學習心得寫入週記簿內繳

交。

各校每周都有綜合活動課程，以東

門國小為例，每周綜合活動課有三

堂，學校依發展方向規畫出特色課

程，三年級規劃的綜合活動主題有

法治與國際，剩下的一堂課採用出

版社提供的綜合活動教材內的主

題，合作老師根據主題規劃，挑選

出飲食與生活，於是安排了與我們

合作的食農教育工作坊。

經過2019年兩學期的合作，校方老

師與食農老師互相學習、調整及經

驗交流，期望有機會規畫一個年級

同時參與食農教育工作坊，並思考

是否有機會整合校方小田園的資

源？

這對協會師資而言，是新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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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機會結合該校

的小田園土地資源與

志工們的經驗、經費

等與行政院農委會農

糧署提供的資源共同

成就？食農教育工作坊，可以邀約

小田園志工們在食農課堂中協助拍

照、分派實作食材或教材，或輔助

栽種、烹調等實作學習。

食農教育轉捩點
個人從2016年到2019年間，在三

所國小進行食農教育工作坊，體認

到食農教育將進入到一個轉捩點，

多年來已有許多學校的食農教育足

以成為全國觀摩的典範，2018年

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決議「推動食

農教育立法，發展系統性食農教育

體系，推動全民食農教育運動」，

而今有機會成為全國部定課程，食

農教育成為全民運動的時間應不遠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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