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嘉義縣 108學年度農委會農村再生基金食農教育計畫 

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村再生基金計畫。 

二、 目標： 

（一）將本縣食農教育推廣至山海屯，並由重點學校依在地特色設定主題。 

（二）發展食農教育課程，並透過人員培訓及課程深耕，讓食農教育深耕。 

（三）發展食農教育教材及建立宣傳機制，以針對不同對象進行推廣活動。 

三、 實施方式 

（一）以山海屯分區之國中小進行食農教育推廣於校園設置園圃或在地取材。 

（二）依實施內容規劃並設計多元藝文展演活動，並以之作為食農教育宣導。 

（三）期末成果廣播劇或展演於各項活動中展演，並將之上傳雲端廣為推廣。 

四、 各校主題 

編 號 學 校 展 演 方 式 主 題 計 畫 附 檔 

1  水上國小 相聲及答喙鼓 雜糧盛世、海海人生 附件一 

2  三興國小 廣播劇 與鳳有約 farm輕食 附件二 

3  布袋國中 廣播劇 吃菜頭好彩頭 附件三 

4  民和國小 廣播劇 虻主好厲害 附件四 

5  秀林國小 廣播劇 循環農業「鵝」上讚 附件五 

6  來吉國小 廣播劇 食在“鄒”味 附件六 

7  南興國小 廣播劇 "番麥 番麥"我愛妳 附件七 

8  新塭國小 廣播劇 虱目魚鄉  思慕吾鄉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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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費預算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1 外聘委員鐘點費 10人 2500 25000 外聘委員指導及審核 

2 內聘講師鐘點費 6節 1000 6000 共同辦理講座 

3 交通費 1式 20000 20000 核實報支 

4 誤餐費 300位 80 24000 活動辦理 

5 材料費 1式 34000 34000 食農教育辦理之材料 

6 印刷費 1式 30000 30000 碳粉及各項印刷與文具 

7 場地布置費 1式 50000 50000 
研習與活動布置費（背

板、畫架、音響、桌巾） 

8 視聽媒體製作費 1式 30000 30000 視訊及錄音工程。 

9 各校執行經費 8所 80000 640000 詳如各校計畫 

10 雜支 1 50000 30000 一般性消耗性用品費 

總計 889000 各項經費得勻支流用 

 

六、預期效益 

(一)落實食農教育，使親師生對於土地產生情感並能了解全球發展趨勢。 

（二）結合各領域之學習內容，使學習經驗完整，並達成素養培養目的。 

（三）將實施成果轉換為藝文模式，於活動及情境中推廣以使食農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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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月 26日教育處執行縣長六大政見決議事項。

本校位處水上鄉中心，學生來自學區八個村落，家長職業函括士農工商，為使學

生能對於所在地方特色有所了解，也希冀能對食農教育有所認識與實踐，本校將規劃

一系列學習活動以充實學生學習，進而培養其對於農業、食品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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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親師生樂於親近土地，從大自然缺失症中與之重修舊好。 

 （二）從勞動與付出中體會物力維艱，並能體會資源得之不易。 

  （三）以食在安心之食安角度出發，以終為始，踐履食的安全。 

  （四）結合產官學共同推動食農，讓農作成為四季之美的圖騰。 

(一)執行四大主題:食米探源、雜糧深耕、食農食育、農情覓藝 

 

 

 

 

 

 

 

 

 

 

 

 

 

(二)期程與課程 

項目 四大主軸 課程內涵 執行內容 完成日期 

菊月 食米探源 
從歷史解讀華人

地區農業發展 

1.整地、分畦、灌溉 

2.節氣及作物適種分析 
九月底 

陽月 雜糧深耕 
雜糧捲土重來之

留種育種耕種 

1.雜糧種植 

2.耕作環境分析與統計 
十月底

葭月 食農食育 
從搖籃到搖籃的

食物食安食禮 

1.收成與謝天祭 

2.食安及飲食禮儀推廣 
十一月底

臘月 農情覓藝 
以相聲及答喙鼓

禮讚天地盛情 

1.說學逗唱話食農 

2.粉墨登場舞禾香 
十二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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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1 外聘講師鐘點費 3 2000 6000 外聘 3小時或內聘 6小時 

2 內聘講師鐘點費 12 1000 12000 辦理講座並邀請家長參加 

3 園圃講師鐘點費 20 400 8000 現場教學與教作 

4 鐘點費 10 400 4000 課後展演訓練鐘點費 

5 材料費 1 20000 20000 
1.農場所需器物。 

2.教育博覽會食材。 

6 印刷費 1 15000 15000 碳粉及各項印刷與文具 

7 場地布置費 1 5000 5000 
研習與活動布置費（背

板、畫架、音響、桌巾） 

8 視聽媒體製作費 1 6000 6000 視訊及錄音工程。 

9 雜支 1 4000 4000 一般性消耗性用品費 

總計 80000 各項經費得勻支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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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月 26日教育處執行縣長六大政見決議事項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村再生基金計畫食農

教育推動計畫。

 一、現況說明 

1.學校基本資料概述 

三興國小位於嘉義縣民雄腳鄉三興村，臨近國立中正大學、私立南華大學，班級數共七班，

加上幼兒園一班，學生數 156人，教師數 15人。三興國小校地廣大，綠覆率高，師資穩定，家長

關注教育，也成立圖書義工團，協助學校閱讀教育、晨間說故事及圖書室書籍的選購。不過校園

環境廣大、綠地面積多，又沒有工友，有鑑於此，107 學年度開始參加食材園圃計畫，將綠地活

化，開闢 400平方公尺農地，積極發展食農特色課程，將生態教育、食育、口語表達融入，讓孩

子在環境教育的深度和廣度能不斷的深入。 

2.學校規模及現況 

    本校位處於嘉義縣民雄鄉，

。目前校舍已 15年以上、與學校教師成員也大都有 10以上的教學經驗，，

雖然面臨少子化，今年卻成為縣內少數新生入學增額增班的學校之一，但是處於社區及

，弱勢學童之生活、學習與成長頗值得關切。 

3.學校本位課程特色 

    本校著重品格教育、環境教育、藝文教育與科技教育，以「

」為學校發展願景。 

學校發展多元的課程，幫助學生找到自己的亮點，除了制定校本課程之外，多元的社團活動成

為三興非常大的特色，每年參與對外的比賽或展演，都獲得很好的成績。現有

，為本校帶來多元創新契機，讓原本就持續進行的晨間說故事、班級晨讀、班級書車、能結

合品格教育，進而推動優質校園的實踐。 

二、與社區之連結 

   1.鄰里社區特色: 

    本校位在嘉義縣民雄鄉，為嘉義縣人口最多的城市。本校學區位於農村與中正大學附近，本

地盛產優質鳳梨，除了務農家庭外，家長公教醫農為多數，尤以教職員佔多數，志工常態參與圖

書館與閱讀意願高，家長願意支援校慶、小鐵人等志工。 

  2.社區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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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社區關係密切，除每年校慶邀請社區民眾同樂外，每年年底亦舉辦歲末新春表演活動，

親師生和樂融洽；四月份舉辦小鐵人健走活動，家長參加人數意願高，且擔任活動關主、支援護

理工作，其它例如：母親節活動、食農教育活動....等，三興國小的各項社團，如

也常參加社區活動表演。 

 

ㄧ、營造人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環境，讓學生操作與運用五感體驗學習。 

二、結合農事勞動與料理體驗等方式，促進學童喜愛並認識在地特色糧食。 

三、讓學童實際了解友善農業對於環境之影響以及在地小農本土產業耕作情形， 達到本土文化推及

在地食材飲食的生活方式。 

四、以食農教育結合學校、家庭和社區，結合在地文化與健康飲食，建立區域植 

物系統與創生之示範區。 

108年 9月 1日~108年 12月 25日 

廚房旁食農教育示範地（面積：400平方公尺） 

一、引進家長及大學等外界資源，提供專業協助。 

二、配合學校本位課程，凝聚師生共識﹐將食農教育融入學校情境及教學之中。 

三、種植在地特色蔬果：鳳梨，低年級以蔬菜類，中年級以根莖類：地瓜、紅蘿葡等為主，高年級

以攀爬類，如小蕃茄、菜豆等為主。 

四、以友善農業為本位，飼養以黑水虻幼蟲，作為循環農業的一環。 

五、讓學生親自參與農牧產品從生產﹑採收﹑處理﹑烹調及與師長同學家人分享的完整過程。 

六、使用對環境友善的農耕方式。 

主要執行人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預計負責之工作內容 

楊登閎  校長室 校長 

1.統籌規劃校內各項食農推動政策。 

2.依據擬定之推動計畫，監督管理執行成效。 

3.依據計劃之需求進行外界資源引進及整合。 

4.掌握並進行計畫之成效評估。 

王永裕 教導處 
教導

主任 

1.規畫執行校內食農教育計畫及教學相關業務。 

2.聘請專家與協調部落人士、家長與小農工作業務。

3.整理製作食農教育成果。 

4.統籌規劃田間工作時間安排與管理。 

5.提供諮詢及提供師生協助。 

李立偉 總務處 
總務

主任  

1.規劃執行校內食農教育之硬體環境需求。 

2.規畫採購各項設備器材。 

3.依據計劃之需求與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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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單位 職稱 預計負責之工作內容 

林榮男 教務組 
教務

組長 

1.食農教育課程安排與融入式教學活動的規劃。 

2.協助規劃食農教育融入各領域的教學活動設計。 

曾定騰 訓導組 
訓導

組長 

1.協助參訪規劃及交流活動相關事宜。 

2.指導學生田間管理與栽種。 

江郁萱 教導處 
午餐

執秘 

1.協助提供諮詢及提供師生協助。 

2.協助參訪規劃及交流活動相關事宜。 

3.協助規劃食農教育融入各領域的教學活動設計。 

 

1.設計「鳳梨食農教育」的課程教案，引導透過「做中學」來體驗學習，重視操作與回饋，

「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2.培育食農教育解說員，促進學童瞭解在地農業生產與環境，生活中養成良 

好的飲食文化。 

    3.規劃食農教育廣播劇的課程活動，鼓勵學童發揮創意，重視食農、食安與 

食育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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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育 

認識農業 邀請講師講解育苗、種植、除草、施肥等田間管理知識，提

升學生對作物及農業工作的了解。 

農事體驗 依照節令選擇適合作物，不同年段種植不同作物，透過田間

工作，體驗農業生產過程。 

畜牧體驗 帶領學生了解循環農業的過程，並親身體驗操作。 

友善農業

介紹 

透過友善農業的介紹及分享，提升學生對於農業工作、農村

生活的關懷，並了解為何要支持友善農業。 

食 

育 

料理製作 使用收成作物及在地食材，實際料理烹飪食物，貫徹從產地

到餐桌、從鋤頭到筷子的全方位飲食教育。 

營養教育 為學生講解食物及食品的差別、低碳飲食、均衡飲食、食品

安全等概念，  

支持在地

產業 

參觀社區大學在地環境友善農園，了解社區支持農業的理

念。 

環 

境 

教 

育 

環境認識 帶領學生觀察及認識生態環境（田間動植物），提升學生對

土地情感，並了解環境與農業之關聯及重要性。 

黑水虻廚

餘再利用 

利用午間廚餘餵養黑水虻﹐並將黑水虻的幼蟲餵食給動物，

徹底完成生態循環。 

 

食農教育課程 

在地鳳梨20節

友善環境 5 低碳飲食12 口語表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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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編號 
課程 時數 內容規劃 地點 

1 
認識農業、循

環農業 
2 

a. 認識農業、循環農業 

b. 種植學習及體驗 

教室/

農地 

2 認識黑水虻 2 a. 認識黑水虻、零廢棄物的概念。 
教室/

農地 

3 在地產業介紹 2 
b. 介紹在地產業理念 

c. 作物照顧介紹、產銷過程 

教室/

農地 

4 營養教育 2 
a. 認識飲食來源、認識健康食材 

b. 作物照顧 

教室/

農地 

5 
參觀環境友善

永續經營農場 
4 

a. 參觀在地農場﹐認識社區支持農業

概念 

b. 種植學習及體驗 

農地 

7 採收 2 
a. 作物採收學習及體驗 

b. 田間整理 
農地 

8 料理製作 3 
a. 校園生產作物及本土食材製作料理 

b. 作物照顧﹑施肥 

教室/

農地 

9 經驗分享 3 
a. 融入各領域教學及環境教育 

b. 食農教育廣播劇成果展示 

教室 

風雨

球場 

 

一、實體操作與五感體驗，學童能有效管理循環農業的品質與產量。 

二、提升學生對在地特色農產品及食農教育正確的認知、技能與情感抒發，建立正向的飲食生活。 

四、以食農教育結合學校、家庭和社區，結合在地文化與健康飲食，建立區域植物系統與在地鳳梨

示範區。 

五、食農專家小小解說員，以廣播劇有效行銷食農教育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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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   明 

1 講師鐘點費 3 2,000 6,000 外聘 3小時或內聘 6小時 

2  授課鐘點費 25 400 10,000 
1.現場教學與主要授課老師（外聘） 

2.學校老師協同教學（不支領） 

3 材料費 1 30,000 30,000 

1.種植作物、工具、土壤肥料等 

2.圍籬、水管、整理箱、儲水桶等 

3.教育博覽會展示材料等 

(食農立體配置圖) 

4 印刷費 1 10,000 10,000 

1.觀察紀錄、成果冊、影印等 

2.海報輸出、植物標示牌、看板等 

3.教案與教學用具印製費 

5    布置費 1 3,000 3,000 
研習與活動布置費（背板、畫架、音

響、桌巾） 

6 廣播劇錄製費 1 15 000 15 000 

1.企劃製作與拍攝燈光器材租借 

2.影片剪輯與後製費用 

3.光碟製作費 

7 廣播劇獎勵金 1 4 000 4 000 參與師生的獎勵金（便利商店禮券） 

8 雜支 1 2 000 2,000 一般性消耗性用品費 

小計 80,000 鐘點費之外各項經費得以勻支 

 

 

本計畫經嘉義縣政府教育處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午餐執秘江郁萱        主任: 王永裕              校長: 楊登閎 

         教導主任王永裕 

總務主任李立偉 

校    長楊登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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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26日教育處執行縣長六大政見決議事項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村再生基金計畫食農教

育推動計畫。

布袋國中位於嘉義縣西南濱海地區的一個民風淳樸漁村，鎮內產業以農漁業為主，空心菜

仔和菜脯的產量高居全國之冠。學生家長職業背景也多為農漁業為主，但近年來受到大環境影

響，農漁產業不振，亦無太多其他工作機會，造成人口外移嚴重，學區人口數急速下降。如何

在偏鄉小鎮創造工作機會，留住年青人，是布袋鎮也是嘉義縣要努力克服的課題。 

布袋國中的校地超過 5.7公頃，四週皆是漁塭，近鄰布袋生態園區，擁有非常豐富的大自

然生態，所以學校致力於追求新生活、好生態、美生命，營造一個三「生」有「幸」的幸福園

地，從「人文」學校、「科技」學校、「永續」學校、「健康」學校，落實於全人的教育，發展讓

學生動手做的課程，培養學生可以帶得走的能力。 

 

一、開心農場，慢活幸福 

時節春去秋來、日昇月落，校園蟲鳴鳥語、花繁樹綠，這些都是大自然的養分。善用

學校廣大校地的優勢，為全校師生提供一個能夠從事自然耕作的開心農場、帶領孩子動手

種植蔬菜水果，觀察並照顧蔬果的成長，牽引孩子讀懂農作植物的生長脈動，體驗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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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成長奧妙，享受校園的慢活幸福。 

 

二、學校社區，在地融合 

學生來自於社區，社區的產業、經濟、文化均與學生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學校要運用

各種方法和社區產生互動，讓學生的教育與生活產生連結，使學校成為社區所擁有的學校，

也使社區成為提供資源與助力的來源。引入在地社區的產業經濟資源，提供學生不足的專業

師資，讓學生得以認識家鄉，認同家鄉，最後將也能發揚家鄉產業文化之美，為自己、也為

社區開創出一條得安身立命的道路。 

三、多元探索，適性發展 

根據「多元智能理論」，我們相信孩子擁有多方面的天賦，只要給予機會和舞台，學生必有

超乎預期的表現。每個孩子都有獨特的天賦，每一位學生都需要伯樂。在現有的教育環境下，

我們希望透過食農課程，能夠讓學生透過操作、觀察、體驗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的多元智能

得以發光發熱。

 

四、健康飲食，環境永續 

人體的新陳代謝與健康與我們一生日日的飲食密切相關，西諺說「you are what you 

eat！」，東西方的觀念其實不謀而合。健康的身體是人類所追求，如何讓孩子從小就了解

健健的重要，是學校相關重要的課題。透過果蔬的種植與照顧，了解健康飲食之重要，並

且能夠知道農藥的為害循環，傷害了大自然環境，最後也將反噬回人類自己，最後能有保

護生態大自然的想法和做法。 

一、 結合社區農會與在地青農，發展符合本校在地特色之食農教育課程。 

二、 讓學生親自參與完整的農事生產，處理、烹調，發展出簡單的耕食能力。 

三、 讓學生知道食物的來源，培養對食物選擇的能力及正確的飲食知識，並了

解健康飲食生活及飲食文化的關聯。 

108年9月1日至108年12月25日。

一、布袋國中專科大樓旁空地。 

二、布袋國中各專科教室。 

三、布袋鎮崇美農場。 

一、開闢開心農場：學校校地廣大，不少閒置荒地無人管理，雜草叢生，形成校園髒亂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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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這些學校閒置校地，開闢為幸福的開心農場，化荒地為教育園地，提供一處師生可

閒可動可學的田園幽境。 

二、採取離地種植：學校位處低窪鹽地，四週被養殖漁塭包圍，土地鹽化嚴重，校園排水不

易，甚至會有鹽水滲透入校園情形，若用傳統的闢地耕種，恐不利於農作生長，宜採取離

地架設農場方式，以利農作物栽培。 

三、在地青農合作：學校並無農作專長之師資，宜引進社區專業青農，種植適合在地土壞、氣

候的農作物，同時得以讓學生了解最新的農場經營方式及其未來的挑戰與願景。 

四、自然無毒農法：透過自然無毒有機的種植方式，灌輸學生食物安全與友善環境的重要性，

也讓學生得以分辨傳統種植與自然無毒種植的差異，使學生具有選擇安全食物的觀念與能

力。 

五、品牌產銷履歷：農業產與銷是不同的領域，產銷問題也一直是臺灣農業的挑戰，教導學生

從種植、包裝到銷售的一貫作業，學習如何建立品牌、產銷履歷、以及推銷的表達訓練。 

六、從種子到餐桌：農作物是為提供我們生活上的飲食來源，帶學生學習將自己種植的農作

物，透過自然健康的烹調方式，料理出一道道美味的佳餚，除了烹飪技巧的學習外，也得

從中獲得農作的成就感。 

七、橫跨領域年級：橫向結合跨領域的課程規畫，如生物課的植物與昆蟲，地理課的經濟產

業、自然課的環境生態、家政課的烹飪、健康課的健康飲食生活、美術課的包裝設計、表

演藝術課的口語表達、資訊課的產銷履歷與QR code等等，分別在不同的年級中縱向串連起

來，形成一個完整的課程地圖。 

職稱 姓  名 現  職 職 務 分 工 備註 

召集人 吳敏男 校    長 統籌全校食農教育相關工作  

總幹事 孟聖凱 學務主任 校園食農教育推動之督導  

組員 邱妙蟬 教務主任 協助食農教育推展活動之課程規畫  

組員 張智雄 總務主任 協助食農教育計畫有關經費之採購與核銷  

組員 郭泰延 衛生組長 各項食農教育計畫之執行  

組員 李御齊 訓育組長 協助食農教育計畫之執行  

組員 林美君 教學組長 協助食農教育活動之課程安排  

組員 蔡婉郁 護理師 協助各項推展食農教育計畫維護師生健康  

專家 邱崇展 在地青農 指導各項農場專業經營教學  

專家 林美珠 在地青農 指導各項農作產銷與料理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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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

的農

事生

產 

 

農場建置 1. 擇定校園角落一塊畸零地做為校園農場，先以機具進行整地

以利耕種 。 

2. 採用以錏管作圍籬，不織布為底，置入土壤與台糖蜜渣混

合，做為種菜之有機土。 

3. 利用教學大樓地下室的雨水收集槽，安裝馬達引水到農場灌

概。 

4. 製作農場標示牌，標示植栽的蔬菜名稱及負責的班級學生。 

 

農事耕作 1. 與在地的崇美農場合作，指導學生自然農作技巧。 

2. 指導學生體驗校園農場之有機蔬菜或水果耕作，從整地、拌

土、栽種、灌溉、施肥、除蟲、採收…等全程參與實做體

驗。 

農場參訪 1. 帶學生參訪社區農場，了解大型農場實際運作情形，以利學

生對現行農業產業有更深刻的認識。 

2. 帶學生到有開設農場經營的職業學校參訪，了解其未來學業

與就業的發展。 

落葉堆肥 1. 利用校園角落閒置荒地，請怪手挖落葉堆肥坑，可解決學校

大量的落葉處理問題。 

2. 提供農場天然有機的肥料來源。 

安全

的消

費選

擇 

分級包裝 指導學生農物收成、清洗、分級、稱重、分裝、裝箱等技巧。 

產銷履歷 1. 教導學生認識 4章 1Q的內容及其意義 

2. 了解產銷履歷追溯在賦予產銷流程中所有參與者明確的責

任。 

3. 學習 QR code的製作標示。 

包裝設計 學習產品包裝設計，建立品牌識別形象。 

行銷販售 1. 建立網路行銷平台。 

2. 到農產品市集體驗行銷與販售。 

健康

的飲

還擇糧食 1. 教導學習選用在地農產品，以降低碳足跡。 

2. 選用當季的農產品，物簾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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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文

化 
3. 還用友善耕作的農產品，安全又環保。 

料理製作 1. 使用農場收成作物及在地食材。 

2. 利用學校的烹飪教室，安排相關的家政食育課程，指導學生

學習基本烹飪、烘焙技巧。 

3. 將種植長成的蔬果料理為天然美味的佳餚或點心。 

營養教育 1. 教導學生蔬果農作物的營養學。 

2. 學會計算熱量控制的健康料理。 

3. 養成積極追求均衡飲食及食品安全的態度。 

食在健康，農的傳人 

課程

編號 
課程 時數 內容規劃 地點 

1 農場建置 2 

(1) 菜園四週整地整理。 

(2) 落葉舖設。 

(3) 菜園覆土。 

(4) 各班各自分配責任菜園。 

布袋開心農

場 

2 農事學習 20 

(1) 播種。 

(2) 育苗。 

(3) 菜苗種植。 

(4) 作物照顧。 

(5) 病蟲害認識與防治 

布袋開心農

場 

3 農業參訪 6 

(1)參觀在地農場，了解實際農場經

營的運作情形。 

(2)參訪農工職校，了解農業職群之

課程內容、升學進路與未來就業

職場情形。 

布袋崇美農

場/北港農工 

4 營養教育 2 

(1) 認識飲食來源、認識健康食

材。 

(2) 熱量卡路里的計算。 

(3) 健康飲食。 

教室 

5 採收及分裝 2 

(1) 作物採收學習及體驗。 

(2) 學習採收到分裝的步聚及注意

事項。 

農場/家政教

室  

6 料理製作 3 
(1)利用校園生產作物及本土食材製

作料理。 
家政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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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基本的烹飪技巧。 

(3)健康料理的概念。 

7 包裝與設計 3 
(1) 包裝封面設計。 

(3)產出植物成長電子履歷 
美術教室 

8 三章一 Q 3 

(1) 認識三章一 Q。 

(2) 產出電子生產履歷。 

(3) QR code製作。 

資訊教室 

9 行銷販售 3 
(1) 建置網路行銷平台。 

(2) 農產品市集銷售體驗。 

資訊教室/蒜

頭糖廠小農

市集 

一、以農業教育與食農教育結合，藉由實作校園有機農場的推廣，讓學生能有基本的農事知識、

學會基礎的農事技能，並能體認到臺灣農業未來發展的挑戰與前景。 

二、透過有機農場了解食物來源及環境保護等層面，重新讓學生了解食物與環境之重要性，學習

人與環境和諧共存及環境永續發展。 

三、能知道選擇安全食材的重要，學會基礎的烹飪技巧，並有追求健康飲食生活的積極態度。 

一、 每學期定期召開「食農教育推動委員會」，檢視相關措施。 

二、 各班級每週定期參與農場耕作及樹苗養育。 

三、 學務處不定期考核各班執行成效。 

四、 遴選、表揚、獎勵推動食農教育有功之班級、教師及學生。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   明 

1 講師鐘點費 3 2,000 6,000 外聘 3小時或內聘 6小時 

2 材料費 1 30,000 30,000 

1.種植作物、工具、土壤肥料等 

2.圍籬、水管、整理箱、儲水桶等 

3.教育博覽會展示材料等 

(食農立體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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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刷費 1 20,000 20,000 

1.觀察紀錄、成果冊、影印等 

2.海報輸出、植物標示牌、看板等 

3.教案與教學用具印製費 

4    布置費 1 3,000 3,000 
研習與活動布置費（背板、畫架、

音響、桌巾） 

5 廣播劇錄製費 1 15 000 15 000 

1.企劃製作與拍攝燈光器材租借 

2.影片剪輯與後製費用 

3.光碟製作費 

4.服裝費 

6 廣播劇獎勵金 1 4 000 4 000 
參與師生的獎勵金（便利商店禮

券） 

7 雜支 1 2 000 2,000 一般性消耗性用品費 

小計 80,000 鐘點費之外各項經費得以勻支 

本計畫經嘉義縣政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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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月 26日教育處執行縣長六大政見決議事項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村再生基

金計畫食農教育推動計畫。

嘉義縣是傳統農業縣，為了透過食教育宣導與重要性，促進學生對於農業村的了

解。因此學校運用校內空間設置園圃，融入教學體驗課程，啟發食育觀念，是目前本

校推行「食農教育」的特色課程。學校同時設立校園玲廚餘於共生系統網室教學農

園，其目的是：搭配學校自然學科與棕和領域、彈性課程等，讓學童瞭解食物由菜圃

到餐桌之過程，透過實地種植操作，了解食安的重要，更懂得感謝土地、感恩農民及

謝謝食物宣導正確選擇安全蔬果之知識等。 

     唯，食是生活的基本，生命延續的能量，但近年來因為飲食環境顯著改變，造

成許多嚴重的問題，例如飲食習慣疏忽、營養不均衡、身體肥胖、生活習慣病（糖尿

和高血壓）、食安問題等。再加上營養午餐的提供是目前各級學校普遍運作的一個重

要環節。這一餐，如何讓學生吃飽、吃好，還須包括更多的用心在其中，包括：認識

食材、產季、運銷，理解台灣的飲食文化，以及培養尊重大自然、勞動者的態度。

「培養感恩的心」是目前學校應重視的食育教育重點。 

     因此，本校將從營養午餐做起讓營養午餐成為學校推動食育的中心，食育也成

為全校運動，逐漸扭轉學生的飲食習慣，培養對好食物的判斷力，重新建立人與食

物、人與土地的關係，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培養選擇食材的能力，並且對農業生產者

有更豐富、立體的認識，進而轉換成為愛家鄉、感恩萬物的公民素養。 

      另外，本校家長家長江曉琪小姐是嘉義縣有名的女青農，今年度縣府所舉辦的

第三屆小果番茄評鑑比賽脫穎而出榮獲冠軍賽，本校欲於學校建置有機網室番茄園，

邀請青農進入校園指導學生栽種有機番茄，同時學習青農堅毅不拔不畏辛苦失敗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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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精神。 

 

  

 

 

 

 

 

 

 

 

 

 

 

 

 

  一、培養學生正確的飲食習慣，了解台灣飲食文化。 

 二、建立教師食農食育食安觀念，落實食農教育的基本精神。 

  三、建立學生人與食物、人與土地的關係，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培養選擇食 

      材的能力。  

四 增進學生對農業生產者有更豐富、立體的認識，進而轉換成為愛家鄉、 

      感恩萬物的公民素養。 

   五、青農入校園指導學生正確的食農校育觀念。 

一、辦理校內食農食育食安教師研習，提升教師對食育教育的教學技能。 

  二、融入課程進行學生營養午餐教學體驗，含正確的飲食習慣、飲食禮儀、 

      飲食文化，培養對好食物的判斷力、營養成分的認識、安全食材的選擇    

       及注重食物生產、營養攝取和生態多多樣性和均衡 

   三、同時教導學生盡量全消費零廚餘和廚餘再利用，避免食物的浪費的正確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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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聘請番路鄉優秀青農本校家長江曉琪小姐到本校教導學校建置有機番茄 

       教學農場並指導學生栽種照顧有機番茄，讓學生體驗食農樂趣。 

伍、辦理期程:108.9. 1-108.12.25 

陸、實施方式 

 
鼓勵本校及其他有興趣的老師參加食農教育種

子教師培育計畫，提升教師專業知能，進而融入教學中，讓食農教育深耕。 

利用彈性課程或融入課程方式讓學生到食育教室進

行課程教學體驗，同時午餐時間透過教學讓孩子從做學習用餐禮儀、飲食文化、飲食

習慣，培養對好食物的判斷力、營養成分的認識、安全食材的選擇及全消費零廚餘和

廚餘再利用，避免食物的浪費的正確觀念。 

耕種農作物，體驗農作生活，

養成愛物惜物的鄉土情懷。 

，透過體驗、產出到反思記錄學生學習

情形. 

陸、預期效益: 

    一、達成學生正確的飲食習慣，了解台灣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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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達成建立教師食農食育食安觀念，落實食農教育的基本精神。 

    三、建立學生人與食物、人與土地的關係，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培養選擇      

        食材的能力。  

四 達成增進學生對農業生產者有更豐富、立體的認識，進而轉換成為愛 

        家鄉、感恩萬物的公民素養。 

1
外聘講師

鍾點費
時 9 1600 14400

2 布置費 式 1 5000 5000

3 材料費 人 100 400
40000

1.種植作物、工具、土壤肥

料等 

2.圍籬、水管、整理箱、儲

水桶等 

3.教育博覽會展示材料等 

(食農立體配置圖)

4 印刷費 人 120 60 7200

5
廣播劇錄

製費
式 1 10000 10000

7 雜支 式 1 3400 3400

合計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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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月 26日教育處執行縣長六大政見決議事項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村再生基金計畫食農

教育推動計畫。

 一、現況說明 

1.學校基本資料概述 

民雄鄉 ，於民國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創立，稱為「打貓公學校

林子尾分校」。今年剛過 100 屆校慶，歷經 1022 大地震的兩次重建，民國九十年三月五日福樂

分校動工興建舉行動土，並於九十二年獨立成為福樂國小。本校新校舍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三

日獲教育部補助專案經費建本校校舍，九十六年落成，為因應優質教學環境及嘉義縣教育政策之

「在地認同」需求，朝「田園學校」之「學校社區化」方向發展。 

2.學校規模及現況 

    本校位處於嘉義縣民雄鄉，

。目前擁有嶄新的校舍、與年輕化成員的新氣象，雖然面臨少子化，今年卻

成為縣內少數新生入學增額增班的學校之一，但是處於

，學童之生活、學習與成長頗值得關切。 

3.學校本位課程特色 

    本校著重品格教育與藝文教育，以「

」為學校發展願景。 

學校發展多元的課程，幫助學生找到自己的亮點，除了制定「建康秀林」、「自然秀林」與實農

教育命切關係外，多元的社團活動成為秀林非常大的特色，每年參與對外的比賽或展演，都獲

得很好的成績。現有

，為本校帶來多元創新契

機，讓原本就持續進行的中英文晨讀、班級共讀、讀報教育能結合品格教育，進而推動優質校

園的實踐。 

三、與社區之連結 

   1.鄰里社區特色: 

    本校位在嘉義縣民雄鄉，為嘉義縣人口最多的城市。本校學區位於農村與工業區之交界，本

地盛產優質鳳梨、稻米及小番茄，除了務農家庭外，外來至工業區就業人口及新住民配偶亦帶來

多元的文化及習慣。而秀林國小為少棒出名的學校，進軍全國聯賽的常勝軍，不畏經費不足的擔

憂，取而代之的屢創佳績，為社區帶來不少的榮耀，社區民眾對於學生關心度很高，相對也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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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食農教育活動。 

  2.社區與學校 

本校與社區關係密切，除每年校慶邀請社區民眾同樂外，亦申請計畫辦理社區親職教育講座、

新住民文化課程等，配合社區辦理各項藝文及展演活動。例如：中秋節聯歡活動、重陽節聯歡活

動、母親節活動、食農教育活動....等，秀林國小的各項社團，如

也常參加社區活動表演，而爭取爭取計畫，如幸福社區、環境保育等來幫助學校。 

 

ㄧ、營造人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環境，讓學生操作與運用五感體驗學習。 

二、結合農事勞動與料理體驗等方式，促進學童喜愛並認識在地特色糧食。 

三、讓學童實際了解友善農業對於環境之影響以及在地小農本土產業耕作情形， 達到本土文化推及

在地食材飲食的生活方式。 

四、以食農教育結合學校、家庭和社區，結合在地文化與健康飲食，建立區域植 

物系統與創生之示範區。 

108年 9月 1日~108年 12月 25日 

校園旁食農教育示範地（面積：二分六厘） 

一、引進家長及社區大學等外界資源，提供專業協助。 

二、配合學校本位課程，凝聚師生共識﹐將食農教育融入學校情境及教學之中。 

三﹑種植在地特色蔬果：小果番茄(大美女品種)、地瓜葉等粗放﹑低耗能﹑低投入的作物﹐減少田

間管理的難度。 

四、種植部分特色經濟藤本油料類：印加果。 

五﹑以友善農業為本位，飼養以黑水虻幼蟲、地瓜葉為飼料之小鵝(五隻)，作為循環農業的一環。 

五﹑讓學生親自參與農牧產品從生產﹑採收﹑處理﹑烹調及與師長同學家人分享的完整過程。 

六﹑使用對環境友善的農耕方式。 

主要執行人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預計負責之工作內容 

賴耀男  校長室 校長 

1.統籌規劃校內各項食農推動政策。 

2.依據擬定之推動計畫，監督管理執行成效。 

3.依據計劃之需求進行外界資源引進及整合。 

4.掌握並進行計畫之成效評估。 

許文隆 學務處 
學務 

主任 

1.規畫執行校內食農教育計畫及教學相關業務。 

2.聘請專家與協調部落人士、家長與小農工作業務。

3.整理製作食農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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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單位 職稱 預計負責之工作內容 

黃秀閑 總務處 
事務

組長 

1.規劃執行校內食農教育之硬體環境需求。 

2.規畫採購各項設備器材。 

3.依據計劃之需求與資源整合。 

郭姿君 體衛組 
體衛 

組長 

1.食農教育課程安排與融入式教學活動的規劃。 

2.協助規劃食農教育融入各領域的教學活動設計。 

林吉彬 教務處 
兼任 

教師 

1.統籌規劃田間工作時間安排與管理。 

2.提供諮詢及提供師生協助。 

3.協助參訪規劃及交流活動相關事宜。 

4.指導學生田間管理與栽種。 

楊清潭 學務處 

棒球

隊教

練 

1.提供諮詢及提供師生協助。 

2.協助參訪規劃及交流活動相關事宜。 

蔡明儒 學務處 
社團

老師 

1. 食農教育歌仔戲的規劃與指導。 

2. 廣播具之指導。 

二、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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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計「實食踐在」的課程教案，引導透過「做中學」來體驗學習，重視操 

作與回饋，「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2.培育食農教育解說員，促進學童瞭解在地農業生產與環境，生活中養成良 

好的飲食文化。 

    3.規劃食農教育歌仔戲的課程活動，鼓勵學童發揮創意，重視食農、食安與 

食育的學習歷程。 

 

 

   

實食踐在（循環農
業）20節

與土地的對話

4

友善循環農業

學習趣

12

多元文化飲食

洗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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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育 

認識農業 邀請講師講解育苗、種植、除草、施肥等田間管理知識，提

升學生對作物及農業工作的了解。 

農事體驗 依照節令選擇適合作物，不同年段種植不同作物，透過田間

工作，體驗農業生產過程。 

畜牧體驗 帶領學生了解循環農業的過程，並親身體驗照顧餵食小鵝。 

友善農業

介紹 

透過友善農業的介紹及分享，提升學生對於農業工作、農村

生活的關懷，並了解為何要支持友善農業。 

食 

育 

料理製作 使用收成作物及在地食材，實際料理烹飪食物，貫徹從產地

到餐桌、從鋤頭到筷子的全方位飲食教育。 

營養教育 為學生講解食物及食品的差別、低碳飲食、均衡飲食、食品

安全等概念，  

支持在地

產業 

參觀社區大學在地環境友善農園，了解社區支持農業的理

念。 

環 

境 

教 

育 

環境認識 帶領學生觀察及認識生態環境（田間動植物），提升學生對

土地情感，並了解環境與農業之關聯及重要性。 

黑水虻廚

餘再利用 

利用午間廚餘餵養黑水虻﹐並將黑水虻的幼蟲餵養小鵝，使

得小鵝健康成長，生產之鵝蛋為棒球隊加菜補充營養。 

 

食農教育課程 

課程

編號 
課程 時數 內容規劃 地點 

1 認識農業 2 
c. 認識農業 

d. 種植學習及體驗 

教室/

農園 

2 認識循環農業 2 
d. 認識照顧餵食小鵝，以及了解循環

農業的概念。 

教室/

農園 

3 友善農業介紹 2 
e. 介紹「友善農業」理念 

f. 作物照顧介紹 

教室/

農園 

4 營養教育 2 
a. 認識飲食來源、認識健康食材 

b. 作物照顧 

教室/

農園 

5 
參觀環境友善

農場 
4 

a. 參觀在地農場﹐認識社區支持農業

概念 

b. 種植學習及體驗 

花邑

園/農

園 

7 採收 2 
c. 作物採收學習及體驗 

d. 田間整理 
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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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料理製作 2 
c. 校園生產作物及本土食材製作料理 

d. 作物照顧﹑施肥 

教室/

農園 

9 經驗分享 2 
c. 融入各領域教學及環境教育 

d. 食農教育歌仔戲成果展示 
教室 

 

一、實體操作與五感體驗，學童能有效管理循環農業的品質與產量。 

二、提升學生對在地特色農產品及食農教育正確的認知、技能與情感抒發，建立正向的飲食生活。 

四、以食農教育結合學校、家庭和社區，結合在地文化與健康飲食，建立區域植物系統與創生之示

範區。 

五、食農專家小小解說員，以歌仔戲有效行銷食農教育學習成果。 

 

編

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   明 

1 講師鐘點費 3 2,000 6,000 外聘 3小時或內聘 6小時 

2  授課鐘點費 25 400 10,000 
1.現場教學與主要授課老師（外聘） 

2.學校老師協同教學（不支領） 

3 材料費 1 30,000 30,000 

1.種植作物、工具、土壤肥料等 

2.圍籬、水管、整理箱、儲水桶等 

3.教育博覽會展示材料等 

(食農立體配置圖) 

4 印刷費 1 10,000 10,000 

1.觀察紀錄、成果冊、影印等 

2.海報輸出、植物標示牌、看板等 

3.教案與教學用具印製費 

5    布置費 1 3,000 3,000 
研習與活動布置費（背板、畫架、音

響、桌巾） 

6 廣播劇錄製費 1 15 000 15 000 

1.企劃製作與拍攝燈光器材租借 

2.影片剪輯與後製費用 

3.光碟製作費 

7 廣播劇獎勵金 1 4 000 4 000 參與師生的獎勵金（便利商店禮券） 

8 雜支 1 2 000 2,000 一般性消耗性用品費 

小計 80,000 鐘點費之外各項經費得以勻支 

本計畫經嘉義縣政府教育處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林吉彬          主任:許文隆               校長:賴耀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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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月 26日教育處執行縣長六大政見決議事項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村再生基金計畫食農

教育推動計畫。

來吉國小屬於極偏的部落型小學校，全校師生約 35人，在鄒族聖山（塔 

山）的護佑下，享受儉樸與寧靜的生活。近年來，學校善用山林資源，發展系列的生態與文化課

程，得到了全國教學卓越佳作獎。二年前，為了讓學童從勞動學習中體驗農夫的辛勤過程，在沒有

可耕地的情況下，在校園角落建置了水耕網室，主要想讓學童從觀察與操作中理解只要養分充足，

即使蔬菜沒有種植在土壤內，適度的水與養分的給予也能種植小葉菜。 

去年，因為營養午餐的物流成本高，廠商供應品質不易掌握，本校堪憂學童的營養均衡失調，

希冀種植在地蔬果以補足先天條件的限制。在親師的合力與企盼下，家長們願意無償借用 2分地大

的面積，開始快樂的種植蔬菜，無奈在管理上出現了諸多困難，在人手不足與專業素養不夠的情況

下，菜園中的蔬菜長得不夠健康，直接影響採收的品質。 

今年，我們期望能突破窘境，成為山區蔬菜種植的推廣據點，希望申請相關的經費，結合校本

課程與觀光產業，讓更多的人關心來吉國小的農事。在籌備會議中，邀約村長、家長代表、農業專

家、小農與部落店家來具焦討論，透過共識集結與資源整合，以協助與提升本校師生管理自己的農

田能力，發展在地的食農教育與課程教學，未來希望能帶動部落內區域食物系統的資源建置。 

透過農田實作，強調食安與食育的系列課程，將「農事耕作」列為該校學童必修的體驗課程，

每位學童都要學習自己種菜、澆水、施肥和採收的過程，體會這份從土地到餐桌，辛苦耕耘之後的

真實滋味，進一步瞭解｢農村子弟｣的生活技藝。透過農事體驗教學﹐不僅可以培養孩子的生活力﹐

也可以從中拓展孩子知的世界﹐認識自己居住地方的特色﹐培養自然觀察﹑愛護環境的思維﹐知道

甚麼是對自己的身體好﹐甚麼是對環境好，做一個健康快樂的食農代言人。 

ㄧ、營造人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環境，讓學生操作與運用五感體驗學習。 

二、結合農事勞動與料理體驗等方式，促進學童喜愛並認識在地特色糧食。 

三、提升學生對鄒族農產品及食農教育正確的認知、技能與情感抒發。 

四、結合媒體工具，用小平版紀錄植物的栽種過程，產出電子化成果。 

五、以食農教育結合學校、家庭和社區，結合在地文化與健康飲食，建立區域植 

物系統與創生之示範區。 

108年 9月 1日~108年 12月 25日 

校園外空地（面積：二分地） 

一、引進家長及外界資源，提供專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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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學校本位課程，凝聚師生共識﹐將食農教育融入學校情境及教學之中。 

三﹑種植在地原生蔬菜：小米、玉米、芋頭、山芹菜、白蘿蔔、紅蘿蔔、絲瓜、 

百香果、南瓜，等粗放﹑低耗能﹑低投入的作物﹐減少田間管理的難度。 

四、種植少部分的葉菜類（小網室）：花椰菜、A菜、少量的高麗菜。 

五﹑讓學生親自參與農產品從生產﹑採收﹑處理﹑烹調及與師長同學家人分享的 

完整程。 

六﹑使用對環境友善的農耕方式和自製有機液肥。 

主要執行人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預計負責之工作內容 

孫儷砡  校長室 校長 

1.統籌規劃校內各項食農推動政策。 

2.依據擬定之推動計畫，監督管理執行成效。 

3.依據計劃之需求進行外界資源引進及整合。 

4.掌握並進行計畫之成效評估。 

安淑萍 教導處 
教導 

主任 

1.規畫執行校內食農教育計畫及教學相關業務。 

2.聘請專家與協調部落人士、家長與小農工作業務。

3.整理製作食農教育成果。 

鄭東杰 總務處 
總務 

主任 

1.規劃執行校內食農教育之硬體環境需求。 

2.規畫採購各項設備器材。 

3.依據計劃之需求與資源整合。 

鄭玉香 教導處 
教學 

組長 

1.食農教育課程安排與融入式教學活動的規劃。 

2.協助規劃食農教育融入各領域的教學活動設計。 

羅聖萍 教導處 
訓導 

組長 

1.統籌規劃田間工作時間安排與管理。 

2.提供諮詢及提供師生協助。 

3.協助參訪規劃及交流活動相關事宜。 

吳敏德 

汪皓媛 

陳品翰 

許世玲 

教導處 
專任 

教師 

1.設計食農教育教案與融入各領域教學。 

2.指導學生田間管理與栽種。 

3.指導學童用媒體工具溯源與產出植物成長歷程。 

4.食農教育行動劇的規劃與指導。 

 

 

二、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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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計「食在原味」的課程教案，引導透過「做中學」來體驗學習，重視操 

作與回饋，「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2.培育食農教育解說員，促進學童瞭解在地農業生產與環境，生活中養成良 

好的飲食文化。 

    3.規劃食農教育廣播劇的課程活動，鼓勵學童發揮創意，重視食農、食安與 

食育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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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育 

認識農業 邀請講師講解育苗、種植、除草、施肥等田間管理知識，提

升學生對作物及農業工作的了解。 

農事體驗 依照節令選擇適合作物，不同年段種植不同作物，透過田間

工作，體驗農業生產過程。 

農業參訪 帶領學生參訪鄉內環境友善﹑有機農場﹐將食農教育與在地

農業食物網絡連結。 

食 

育 

國產雜糧

介紹 

透過國產雜糧、飲食文化的介紹及分享，提升學生對於農業

工作、農村生活的關懷，並了解為何要種植國產雜糧。 

料理製作 使用收成作物及在地食材，實際料理烹飪食物，貫徹從產地

到餐桌、從鋤頭到筷子的全方位飲食教育。 

營養教育 邀請營養師到校為學生講解食物及食品的差別、低碳飲食、

均衡飲食、食品安全等概念，  

支持在地

產業 

參觀在地農產銷售點及在地環境友善農場，了解在地農產品

展售實況及消費。 

環 

境 

教 

育 

環境認識 帶領學生觀察及認識生態環境（田間動植物），提升學生對

土地情感，並了解環境與農業之關聯及重要性。 

環保酵素

肥料製作 

利用廚餘及校內生產柑橘類植物果皮，製作環保酵素肥料，

用對環境友善方式種植作物﹐減少土地負擔。 

落葉及廚

餘堆肥 

利用落葉及熟廚餘製作蟲塔﹐埋入花圃中﹐輔以蚯蚓加速其

分解﹐減少垃圾量之餘﹐亦能供給土地養分。 

 

食農教育課程 

食在原味（鄒族蔬
果）20節

農田的耕耘與對
話 4

蔬果種植

學習趣12

蔬果饗宴

烹煮變變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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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編號 
課程 時數 內容規劃 地點 

1 認識農業 2 
e. 認識農業 

f. 種植學習及體驗 

教室/

農園 

2 農業參訪 2 
a. 認識食材出產﹑地產地消概念 

b. 作物照顧﹑病蟲害認識及防治 

農場/

農園 

3 國產雜糧介紹 2 
g. 介紹「咱糧學堂」理念 

h. 作物照顧﹑堆肥製作 

教室/

農園 

4 營養教育 2 
a. 認識飲食來源、認識健康食材 

b. 作物照顧、堆肥製作 

教室/

農園 

5 
環保酵素肥料

製作 
2 

a. 環保酵素肥料 DIY 

b. 作物照顧+抓害蟲 

教室/

農園 

6 
參觀環境友善

農場 
4 

a. 參觀在地農場﹐支持在地產業 

b. 種植學習及體驗 

農場/

農園 

7 採收 2 
e. 作物採收學習及體驗 

f. 田間整理 

農場/

農園  

8 料理製作 2 
e. 校園生產作物及本土食材製作料理 

f. 作物照顧﹑施肥 

教室/

農園 

9 經驗分享  2 

e. 融入各領域教學及環境教育 

f. 製作小書﹑成長日記﹑管理日誌﹑ 

照片及靜動態成果展示 

教室 

 

一、實體操作與五感體驗，學童能有效管理高山蔬菜的品質與產量。 

二、學童善用媒體工具，有效紀錄植物的栽種歷程，植物溯源與產出特色糧食學 

習成果。 

三、提升學生對鄒族農產品及食農教育正確的認知、技能與情感抒發，建立正向 

的飲食生活。 

四、以食農教育結合學校、家庭和社區，結合在地文化與健康飲食，建立區域植 

物系統與創生之示範區。 

五、食農專家小小解說員，以廣播劇有效行銷食農教育學習成果。 

 

編

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   明 

1 講師鐘點費 3 2,000 6,000 外聘 3小時或內聘 6小時 

2  授課鐘點費 25 400 10,000 
1.現場教學與主要授課老師（外聘） 

2.學校老師協同教學（不支領） 

3 材料費 1 30,000 30,000 
1.種植作物、工具、土壤肥料等 

2.圍籬、水管、整理箱、儲水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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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博覽會展示材料等 

(食農立體配置圖) 

4 印刷費 1 10,000 10,000 

1.觀察紀錄、成果冊、影印等 

2.海報輸出、植物標示牌、看板等 

3.教案與教學用具印製費 

5    布置費 1 3,000 3,000 
研習與活動布置費（背板、畫架、音

響、桌巾） 

6 廣播劇錄製費 1 15 000 15 000 

1.企劃製作與拍攝燈光器材租借 

2.影片剪輯與後製費用 

3.光碟製作費 

7 廣播劇獎勵金 1 4 000 4 000 參與師生的獎勵金（便利商店禮券） 

8 雜支 1 2 000 2,000 一般性消耗性用品費 

小計 80,000 鐘點費之外各項經費得以勻支 

 

 

 

 

本計畫經嘉義縣政府教育處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羅聖萍          主任: 安淑萍              校長:孫儷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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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月 26日教育處執行縣長六大政見決議事項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村再生基金計畫食農

教育推動計畫。

南興國小屬嘉義縣偏遠學校，校區包含南興本校及東華分校，南興本校位於義竹鄉新店村，學區

包含新店、北華二村；東華分校則位於義竹鄉平溪村，學區包含平溪、後鎮二村，全校師生 65人。 

因學區附近多屬旱田及魚塭，居民主要作物以雜糧為主，尤其玉米產量目前可說是全國之冠，學

校周邊放遠望去盡是油綠的玉米田，鄉公所與人間文教基金會也曾多次辦理「嘉義義竹玉米文化季」

活動，使玉米成為義竹地區代表農作，為有效與在地農產結合，南興國小著手規劃「黍於南興」特色

課程，結合實作體驗，讓孩子從小就親近土地，認識農業價值。 

本校學童已有一年的農事勞動經驗，利用原有花圃及空地開闢學校農園，雖有成果產出，但因老

師並非農業專家，需要更精進的農耕技術，管理上成為極大的負擔，透過本計畫希望引進專家學者與

家長志工，協助本校師生進行農園栽種與有效管理，同時結合科技讓農作成為更精緻特產，創造更高

價值，也是讓孩子對家鄉的在地認同，期待孕育出更多未來在地的青農與專家。 

ㄧ、融合農育、食安與教學體驗，讓食農教育正確觀念向下紮根。 

二、將在地農特產融入教學課程，促進學童喜愛並認識在地糧食與特色文化。 

三、結合資訊工具形塑在地農特產品，並透過媒體行銷，創造更高價值。 

四、透過食農教育連結學校、家庭和社區，營造人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環境。 

108年 9月 1日~108年 12月 25日 

校園內農圃及空地。 

一、引進義竹鄉農會農事專家及社區家長，協助農園規劃與指導。 

二、以玉米為主題規劃學校本位課程，凝聚師生共識，將食農教育融入各領域及教學中。 

三﹑讓學生親自參與從生產、採收、處理、烹調流程並與師長、同學及家人分享的完整歷程。 

四﹑透過蒸餾、碳化及發酵等過程，結合科技與有機農法，將玉米全株有效利用，並創造出更高價值。 

五﹑善用資訊媒體，將推動成果與社區家長及民眾，讓學生能成為友善農法的代言人，讓農作生產與

自然環境共榮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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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成員 職掌內容 

1 校長 

1.統籌規劃校內各項食農推動政策。 

2.依據擬定之推動計畫，監督管理執行成效。 

3.依據計劃之需求進行外界資源引進及整合。 

4.掌握並進行計畫之成效評估。  

2 分校主任 

1.規劃執行校內各項食農推動政策。 

2.依據擬定之推動計畫，管理執行成效。 

3.依據計劃之需求進行資源整合。 

4.進行計畫之成效評估。 

3 教務主任 

1.規畫執行校內食農教育課程及教學相關業務。 

2.辦理校內教師增能相關研習活動。 

3.協助協調各領域教師設計食農校本課程。 

4.整理製作食農教育成果。 

4 學務主任 
1.協助參訪規劃及環境教育相關事宜。 

2.邀請與聯繫農事專家，以協助農園規劃與指導 

5 總務主任 

1.規劃執行校內食農教育之硬體環境需求。 

2.規畫採購各項設備器材。 

3.依據計劃之需求進行資源整合。 

6 教學組 
1.規畫執行校內食農教育教學相關業務。 

2.協助規劃食農教育融入各領域的教學活動設計。 

7 資訊組 
1.經營食農網站及學校臉書專頁，將展示成果於網路媒體。 

2.指導學生拍攝、簡報設計及廣播劇錄製事宜。 

8 訓育組 
1.統籌規劃農育活動時間安排與秩序管理。 

2.協助活動現場安全宣導、拍攝事宜。 

9 體衛組 

1.協助食品衛生安全相關宣導活動。 

2.指導學生從事農作時健康防護事項。 

3.指導學生廣播劇練習。 

10 教師 
1.設計食農教育教案與融入各領域教學。 

2.指導學生田間管理。 

11 
在地青農 

及農改場

研究員 

1.指導師生農園規劃、農事管理。 

2.擔任校內食農教育研習講師。 

3.食農教育教學活動意見諮詢。 

南興國小食農教育，取材於在地特色農產－玉米，以「黍於南興」為主題。其課程包含三主軸為：

食農-「玉米種植與認識」、食安-「玉米飲食與創作」、科技-「玉米科技與環境」等，結合校定特

色課程，設計南興國小食農教育課程教材教案，透過「做中學」來體驗學習，以期經由「實踐」提升

學童的學習興趣，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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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種植

與認

識 

 

在地農作 
引進農事專家講解育苗、種植、除草、施肥等田間管理知識，

提升學生對作物及農業工作的了解。 

有機生產 
依照時節選擇適合的玉米品種，不同年段種植不同品種，透過

田間工作，體驗有機農業生產過程。 

參訪活動 
帶領學生參訪學校鄰近環境友善﹑有機農場﹐將食農教育與在

地農業食物網絡連結。 

玉米文化 
透過本位課程引導小朋友認識玉米在人類歷史的重要性，瞭解

玉米發展文化。 

環保酵素

液肥製作 

利用廚餘及校內生產柑橘類植物果皮，製作環保酵素肥料，用

對環境友善方式種植作物﹐減少土地負擔。 

落葉及廚

餘堆肥 

利用落葉及熟廚餘製作蟲塔﹐埋入花圃中﹐輔以蚯蚓加速其分

解﹐減少垃圾量之餘﹐亦能供給土地養分。 

玉米

飲食

與創

作 

在地糧食 
透過自種雜糧、飲食文化的介紹及分享，提升學生對於農業工

作、農村生活的關懷。 

料理製作 
使用收成作物及在地食材，實際料理烹飪，並與同學家人分

享 ，貫徹從產地到餐桌、從鋤頭到筷子的全方位飲食教育。 

營養教育 
邀請營養師到校為學生講解食物及食品的差別、低碳飲食、均

衡飲食、食品安全等概念，  

文藝創作 
結合閱讀、藝術課程，讓學生在從事農作體驗外，也能以玉米

為主題來創作文章與美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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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科技

與環

境 

玉米純露

與手工皂 

透過蒸餾過程將玉米葉、玉米花穗產出玉米純露，再將純露加

入皂鹼攪拌製成手工皂。 

生物炭 

將玉米稈、玉米芯經由碳化爐燒製成玉米生物炭，完整塊狀玉

米炭經清洗曬乾包裝為除濕除臭袋，細碎玉米炭埋入農園土中

可中和土壤酸鹼值。 

友善環境 
透過科技將玉米全株善加利用，達到零廢棄物程度，落實友善

環境目標。 

 

食在原味課程 

課程

編號 
課程 時數 內容規劃 地點 

1 
在地農作 

/有機生產 
10 

(1)認識在地農業 

(2)玉米種植、照顧、施肥、防蟲及採收 

東華分校

校內農園 

2 參訪活動 6 

(1)認識環境友善、有機生產食材的種

植、照顧、病蟲害認識及防治 

(2)作物行銷網絡、支持在地產業 

鄰近學校

有機農場 

3 
玉米文化 

/在地糧食 
2 

(1)介紹「玉米發展史」 

(2)在地雜糧、飲食文化的介紹及分享 

東華分校 

自然教室 

4 

環保酵素肥

料製作/落葉

及廚餘堆肥 

4 

(1)學習環保酵素肥料 DIY 

(2)利用校園落葉及老化玉米葉及廚餘進

行堆肥，再混入農園土中提升土地養份 

東華分校

堆肥場/

農園 

5 
料理製作 

/營養教育 
4 

(1)利用校園生產作物及本地食材與玉米

製作料理 

(2)認識玉米營養價值、健康食材 

東華分校

廚房 

6 廣播劇創作 4 
(1)師生共同創作玉米廣播劇本 

(2)結合資訊課、彈性課練習、錄製廣播劇 

圖書室/

電腦教室 

7 
玉米純露與

手工皂 
4 

(1)透過蒸餾萃取玉米純露 

(2)將玉米純露加入皂鹼製作手工皂 

東華分校 

自然教室 

8 
玉米生物炭 

/友善環境 
6 

(1)將玉米稈、玉米芯放入生物炭爐燒製

成玉米炭 

(2)細碎玉米炭埋入農園土壤改善土質 

(3)完整塊狀玉米炭經清洗曬乾包裝為除

濕除臭袋 

東華分校

/校內農

園  

9 經驗分享 2 

(1)融入各領域及環境教育與生命教育 

(2)指導學生製作靜動態成果展示 

(3)利用專屬網頁及臉書專業行銷 

禮堂/電

腦教室 

 

ㄧ、學生透過實際操作，了解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建立正向的食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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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進學生多元學習機會，實際操作農事，並從過程中體驗農業生產過程。 

三、教師將食農、食安、科技教育融入領域課程，豐富學習內涵與教材生活化。 

四、結合在地農作種植，讓學校與社區的連結更加緊密與共存共榮。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   明 

1 講師鐘點費 6 800 4,800 內聘講師 

2 材料費 1 12,000 12,000 

1.種植作物、食農教學工具、

土壤肥料等 

2.廣播劇練習用製作材料 

3.教育博覽會展示材料等 

3 印刷費 1 4,000 4,000 
1.觀察紀錄、成果冊影印等 

2.教學資料、劇本印製 

4 廣播劇錄製 1 53,000 53,000 

1.無線麥克風基地台 1組 

2.寬頻雙功定向對數天線(含

連接線材)1組 

5 廣播劇獎勵金 1 4,000 4,000 
參與師生的獎勵金（便利商店

禮券） 

6 雜支 1 2,200 2,200 一般性消耗性用品費 

小計 80,000 鐘點費之外各項經費得以勻支 

本計畫經嘉義縣政府教育處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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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108年 7月 26日教育處執行縣長六大政見決議事項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村再生

基金計畫食農教育推動計畫。

嘉義縣是傳統農業大縣，為了透過食教育宣導與重要性，深化學生對於農漁民的

感念之新，透過學校運用校內空間設置園圃，融入在地校訂課程教學，啟發學童食育

觀念，為本校推行「食農教育」的特色課程。學校並設置校園廚餘與於水耕蔬菜網室

共生系統，透過學校校訂課程之推動，讓學童瞭解食物由生長到餐桌之過程，透過實

地手作操作，除了解食安的重要，更學習感謝土地、感恩農民及感謝食物等，並透過

宣導了解在地特產「虱目魚」，宣導正確、安全的食育知識，進而培養良好正確的飲

食習慣。 

    新塭國小位屬布袋沿海地區，土壤鹽化貧瘠，導致土地無法耕種，故學生生活中

並無種植蔬菜、植物等經驗。為讓學童瞭解食物由菜圃到餐桌之過程，宣導正確選擇

安全蔬果之知識等，故於校內開設「水耕蔬菜」與「魚菜共生」系統，有助於學童了

解食材園圃，從而列為本校「生態新塭」之校訂體驗課程。以擴展學童生活經驗，並

建立正確食農、食安之態度與習慣。 

一、運用校內空間設置雙水生態園圃，融入自然科技教學體驗課程，啟發食育觀念 

二、辦理校內學生食育與食安宣導，建立學生正確食農、食育與食安之觀念，落實教

學與生活。 

三、培養學生運用科技，改善生活環境，並培養分享與感恩之態度與素養。 

    運用本校閒置空間，設置「雙水生態園」(水耕與魚菜共生)及黑水虻，結合水耕

之廚餘循環系統；落實 108課綱實施，融入本校校訂課程，啟發學童食農、食安與食

育之觀念。 

    本校位屬布袋沿海地區，土壤鹽化，導致土地無法耕種，故學生無種植蔬菜、植

物等經驗，為讓學童瞭解食物由菜圃到餐桌之過程，宣導正確選擇安全蔬果之知識

等，故於校內與邑米社區大學吳孟昆理事長合作，開設「水耕蔬菜」與「魚菜共生」

系統，並邀請在地達人李永宗透過太陽能科技發電，放養適當魚類，結合黑水虻之養

殖解決廚餘問題，有助於學童了解食材、園圃，並列為本校校訂體驗課程。 

    學童透過種子育苗、栽植、管理水耕及收成，除用於校內午餐加菜外，並與老人

食堂分享辛苦之成果，體會從土地到餐桌，辛苦耕耘之後的真實滋味。 

    邀請在地蔡鳳祺、蔡長材等青農，辦理學生食農、食育與食安宣導講座，並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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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觀察在地特產「虱目魚」生產、飼養、加工與行銷過程，並邀請講師指導製作

「虱目魚鄉  思慕吾鄉-微電影」拍攝與製作，與家鄉空拍紀錄；結合產學與地方漁

產達人共同指導與製作，結合科技與食農教育，讓學生創作與製作影片。 

    建立校本特色之食農、食安與食育，並參與食農食育食安教育博覽會，透過校園

食農與食安教育生態解說員的培訓，落實學生食安之正確觀念。並外聘講師指學生正

確飲食習慣、禮儀與食育之觀念，落實平日午餐營養教育。 

、學生透過實際操作，了解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建立食育觀念。 

二、教師將食農、食育與食安教育融入課程，教學更加生活化。 

三、克服在地土讓困境，進行水耕與魚菜共生科技化種植，並透過影像紀錄整合。 

四、透過收成食材與老人食堂分享，培養孩子感恩與愛家鄉、感恩萬物的公民素養。 

五、結合在地漁產達人，透過宣導深入認識地方特產，更可促進學校與地方結合。 

1
講師

鐘點費
時 10 1600 16000

水耕魚菜共生解說員培訓、

食育宣導、用餐禮儀、在地

特產食得安心宣導

2 布置費 式 1 5000 5000

3 材料費 式 1 38400 38400

1. 水耕育苗之用具、海綿、

保麗龍盤、發泡煉石、養

分肥料、小型沉水抽水

機、小型打水機等。 

2. 太陽能發電儲電系統 

3. 教育博覽會展示材料等 

(食農立體配置圖)

4 印刷資料費 人 100 60 6000

5
廣播劇錄製

費
式 1 10000 10000

含影音光碟與製作

7 雜支 式 1 4600 4600

合計 80000

    本計畫經縣府核可後實施，相關經費除鐘點費外，得以流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