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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強化食安五環之食農、食安、食育紮根實施計畫 

子計畫 1 

嘉義縣 18鄉鎮市學校依在地特產設置食材園圃實施計畫 

壹、背景說明： 

運用校內空間設置園圃，融入教學體驗課程，啟發食育觀念，是目前校園

推行「食農教育」的最佳方案。學校設立農園之益處有：搭配學校自然學科教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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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是傳統農業縣，規劃於本縣 18鄉鎮各挑選一所學校，於校內設置

食材園圃執行「在地特產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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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也辦理食農食育食安專題講座，邀請同鄉鎮教師一同上課並觀摩校園

在地特產食材園圃，結合在地生活經驗，將相關經驗帶入各自學校課程，擴大

食農食育食安影響面。 

 

貳、計畫目標 

  一、運用校內空間設置園圃，融入教學體驗課程，啟發食育觀念 

 二、辦理校內教師研習，建立教師食農食育食安觀念，落實教學 

 

參、計畫執行工作內容： 

 一、運用校內空間設置園圃進行食農教育 

  二、辦理校內食農食育食安教師研習 

  三、參與全縣食農食育食安教育博覽會 

     1.培訓 2位學生導覽說明 5分鐘 

     2.擺設成果攤位(含看板、成品及品嘗食物) 

     3.各校製作 5分鐘影片及 20分鐘簡報 

肆、預期效益 

 一、學生透過實際實際操作，了解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建立食育觀念 

 二、教師將食農食育食安教育融入課程，教學更加生活化 

 三、結合在地特產種植，讓學校與社區的連結更加緊密 



伍、經費概算表新台幣 43萬 2,000元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1 材料費 1 9,000 9,000 

1.種植作物、工具、土壤肥料

等 

2.文具用品、整理箱等 

3.教育博覽會展示材料等 

2 印刷費 1 9,500 9,500 

1.觀察紀錄、成果冊、影印等 

2.成果海報輸出、植物標示

牌、看板等 

3 講師鐘點費 1 4,800 4,800 
外聘 3小時*1600 

或內聘 6 小時*800 

4 雜支 1 700 700  

小計 24,000 各項經費得以勻支 

總計 18校 24,000 432,000  

  

 

 

 

 

 

 

 

 

 

 

 

 

 



嘉義縣竹崎鄉圓崇國民小學食農教育推廣計畫 

一、計畫目標 

 (一)運用校內空間設置園圃，融入教學體驗課程，啟發食育觀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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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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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理方式： 

 (一)校內空間設置園圃進行食農教育。 

 (二)由班級認養菜圃，進行食農相關教學，種植內容由班級討論決定，由各 

     班導師負責指導。 

 (三)辦理食農成果展覽，呈現食農教育成果。 

 (四)辦理食農相關宣導活動，建立學童學童珍惜食物概念。 

 

三、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四、實施時間：依學年度實施，配合校慶活動或母親節活動辦理相關成果展 

   

五、預期效益 

 一、學生透過實際實際操作，了解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建立食育觀念 

 二、教師將食農食育食安教育融入課程，教學更加生活化 

 三、結合在地特產種植，讓學校與社區的連結更加緊密 

 

六、本計畫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嘉義縣 107學年度強化食安五環之食農、食安、食育紮根實施計畫 

子計畫一：嘉義縣 18鄉鎮市學校依在地特產設置食材園圃實施計畫 

【運用校內空間設置園圃進行食農教育】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 圓崇國小 

園圃作物 洛神花/蝶豆花/秋葵/芹菜/九層塔/青江菜/大陸妹/蘿蔓 

學生心得 

這次的食農教育透過老師們有計畫的教學活動，讓我們學到如何種菜和
如何「適當」的悉心照顧我們的幸福菜圃，讓我體驗驗到種菜的艱辛和
樂趣；我們還根據我們種的食材製作了多重色彩的蝶豆花茶飲、多種口
味洛神花茶飲、洛神花蜜餞、洛神花果醬，而且們還進行了精彩有趣的
「第一屆小當家料理」的大對決，我們的創意料理及擺盤博得了全校師
生的讚賞呢！在校慶時，我們也舉辦了食農發表會，現場除了提供我們
親手做的食物讓大家品嘗，還把我們這段時間的心得感想，透過影片、
照片圖檔熱情地分享給全校師生及家長們知道。因為我們用心在這活
動，也感受到我們的收穫真是滿滿啊！ 

 

成果照片 

 
照片說明：我們向日葵加工廠，洛神花去籽  
     我們可是專門的呢！ 

 
照片說明：滿心歡喜的收成我們辛若栽種的  
   菜菜，等會兒將美美味味的上桌喔～ 

 
照片說明：「第一屆小當家料理」對決中，
我們東軍「料理神童隊」展開洪荒之力的神
奇廚藝與西軍「食神隊」拚博 

 
照片說明：校慶食農發表會時，我們這一組
是四組之一，將分享「多彩多滋」的蝶豆花
茶飲。 



嘉義縣 107學年度強化食安五環之食農、食安、食育紮根實施計畫 

子計畫一：嘉義縣 18鄉鎮市學校依在地特產設置食材園圃實施計畫 

【食農食育食安教師研習】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 圓崇國小 

研習日期 108.02.20(結合親師座談辦理)；108.04.10 

研習主題 無毒農作吃得健康；自然農法與藥膳簡介 

研習大綱 

108.2.20—視聽教室(社區內綠寶農業科技講師) 

1.認識真正愛玉與洗愛玉體驗 

2.食材栽種用藥常識與安全 

108.4.10—竹耕休閒農場(社區內) 

1.認識農場主要作物波羅蜜與園區生態導覽 

2.中草藥(福建茶)認識與藥膳料理 

 

成果照片 

 

照片說明：聽完介紹後體驗洗愛玉 

 

照片說明：對教職員工及家長說明民眾常見

對農業的迷失與選購食材注意要點 

 

照片說明：園主說明波羅蜜的特色 

 

照片說明：自然生態農場豐富多樣性 

 



嘉義縣 107學年度圓崇國中小辦理健康飲食教育宣導活動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 圓崇國小 活動地點 視聽教室 

活動名稱 親師座談家長師

生宣導 

辦理時間 108.2.21 

主題 (1)消費者對農業的迷失(2)食農教育推展現況 

主講人 (綠寶生技:林舜其廠長, 圓崇國小:陳怡君校長) 

對象 學校家長.教職員

工生 

參加人數 65 

附件    

活動說明 

(1)由綠寶生技廠長夥伴進行洗愛玉子說明與實際體驗 

(2)說明消費找對農業的迷失:如用藥的迷失、選購產品的迷失等。 

(3)陳怡君校長說明食農教育的重點，為何要推展食農教育，學校推展食農教

育的方式。 

 

實施情形與效益評估 

(1)提升親師生對蔬菜水果等選購的常識，透過實際動手做，了解天然與加工

食品的差異。 

(2)了解減少用藥對環境永續的重要 

(3)了解食農教育的意涵、食安問題的重要、關心學校食農的相關議題。 

 

 

檢討與建議： 

(1)家長參與人數較少,有點可惜 

(2)林先生的講題內容較侷限於與農藥相關問題,可再更廣泛討論 

 

其他 

 

 

 

 

 

 

 

 



 

 
 

 

宣導說明:非加工食品愛玉子的體驗 宣導說明:對農業的迷失討論 

 

 

 

宣導說明:對農業的迷失討論 宣導說明:校長說明食農的重要 

 

 

 

宣導說明:校長說明何謂食農 宣導說明:食農教育推展方式 

 

 

 

 

 

 

 

 

 

 

 



嘉義縣 107學年度圓崇國中小辦理健康飲食教育宣導活動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 圓崇國小 活動地點 竹耕休閒農場 

活動名稱 自然農法—波羅

蜜果園探查 

辦理時間 108.4.10 

主題 (1)波羅蜜的特性     (2)如何料理波羅蜜 

(3)福建茶—養生藥草 

主講人 竹耕休閒農場—黃榮發老師 

對象 學校教職員工 參加人數 16 

附件    

活動說明 

(1)介紹波羅蜜的生長.特性.結果方式 

(2)示範如何解剖波羅蜜並參與實作。 

(3)農場生態與福建茶介紹。 

(4)品嚐波羅蜜與福建茶料理 

實施情形與效益評估 

(1)了解自然無農藥農法。 

(2)了解減少用藥對環境永續的重要 

(3)增加養生藥膳的基本認識。 

 

 

檢討與建議： 

(1)經費少無法有較多的體驗機會 

 

 

其他 

 

 

 

 

 

 

 



 

 

宣導說明:認識波羅蜜結果特性 宣導說明:波羅蜜的特性 

  

宣導說明:動手實作處理波羅蜜 宣導說明:福建茶的特性與功用 

 
 

宣導說明:品嚐波羅蜜與福建茶料理 宣導說明:與農場白鵝合影 



 

 

 



 

 

 



 

 

 



 

 

 



 



 

 

 



 

 

 



 

 

 

 



 

 

 

 



參加全縣成果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