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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地到餐桌」的	
			全民食農教育	

撰⽂ / 林如萍_國⽴臺灣師範⼤學⼈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教授兼家庭研究與發展中⼼主任

2022年5⽉4⽇，「食農教育法」正式公布施⾏，臺灣的食農教育推動邁向了新的⾥程
碑。「食農教育」是什麼？與你我，有哪些關聯？ 

食農教育立法：推動全⺠食農教育 

就臺灣食農教育的推動來看，可說是由關注食安議題開始，逐步發展⾄農業發展、在
地⽂化與環境永續的全⾯關懷。過去，我們常聽說”you are what you eat”「你吃什麼，
就會（長成）像什麼」，但越來越多時候，⼈們不清楚⾃⼰吃進去的是什麼？食安的議題
受到了社會⼤眾的廣泛關注。2015年聯合國「世界衛⽣⽇」（World Health Day）提出
了”From Farm to Plate, Make Food Safe”，主張從「產地」到「餐桌」，食品安全是⼀
個跨領域的問題和共同責任，同時建議應透過衛⽣、農業、貿易和商業、環境等部⾨及組
織共同參與，確保⼈⼈都能獲得充⾜、安全和營養豐富的食物以及相關教育。 

焦點話題

整體來說，食農教育的範疇
廣泛且具有跨領域整合的屬性，
攸關每個⼈的⽣活、健康福祉，
並與農業發展和環境永續具有關
聯性。食農教育的概念與內涵，
包括了「農業⽣產與環境」、
「飲食健康與消費」及「飲食⽣
活與⽂化」三個⾯向以及六個主
題：農業⽣產與安全、農業與環
境、飲食與健康、飲食消費與⽣
活型態、飲食習慣、飲食⽂化。
期望透過食農教育及相關體驗活
動，培養全⺠｢食農素養｣－瞭解
食物的來源、食物與在地環境的
關係，能依據個⼈需求做出適切
及安⼼的選擇。同時，參與體驗
活動認識各種農業活動、關懷⾃
然與環境，進⽽覺察農業的多功
能性與價值，並⽀持在地農業與
永續發展。 ▲食農教育的概念與內涵 (林如萍，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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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食農教育：學校、社區、家庭 

《食農教育法》明定推動的六⼤⽅針「⽀持認同在地農業、培養均衡飲食觀念、珍惜
食物減少浪費、傳承與創新飲食⽂化、深化飲食連結農業、地產地消永續農業」，就執⾏
⾯來看，除了農委會，教育、環境、⽂化、原住⺠族、科技研究等部會都需共同參與執
⾏；並且，食農教育法推動的對象涵蓋家庭、學校、政府部⾨、農⺠團體、食品業者、社
區、⺠間團體等，幾乎全⺠都包括在內。 

就學校推展食農教育來看，在農業部⾨計劃⽀持下，學校依據在地情境及學⽣發展階
段規劃了多元的執⾏策略也具有相當的成效。宜蘭縣羅東鎮的成功國⼩以跨領域課程統整
的⽅式，由認識宜蘭的地理環境與氣候展開，帶領學⽣認識｢三星蔥｣，並結合學校午餐體
驗蔥料理，瞭解食物營養及均衡飲食對健康的重要性；進⼀步，連結在地農⺠團體資源，
規劃在校園中栽種蔥以及校外參訪活動，引導學⽣完整的體驗｢三星蔥｣的產銷歷程，進⽽
覺察農業的價值並⽀持在地農業發展。臺南市永康國中以在地特產「虱⽬⿂」為主軸發展
食農教育課程，包括：認識虱⽬⿂的構造與營養成分、選購與保存⽅式以及相關加⼯製
品，並與農⺠團體合作以｢臺南沿海養殖產業｣為主題進⾏校園展覽活動及校外參訪，進⼀
步了解⽣態養殖法對環境的益處，並省思農業與環境永續發展。 

桃園市內壢國中的食農教育導入智慧農業科技的設備，打造學校中的科技農業⼩⽥
園，運⽤農業物聯網結合環境監測數據，對應植物⽣長狀態，透過程式設計以科技⽅法來
蒐集農作物在光照、⼟壤濕度、溫度及病蟲害等資料，並加以分析解釋。以STEM教育的
精神結合素養導向教學策略，校園推動食農教育整合⾃然科學、科技等領域的知能，農耕
不再只是「汗滴⽲下⼟」，學⽣透過探索農業與科技應⽤，同時也看⾒植物在⼟地裡⽣
長、開花結果的過程，讓每⼀⼝食物都更感香甜，也更深刻感受氣候變題議題，並思考永
續農業的發展策略。 

另⼀⽅⾯，近年農⺠團體、農林漁業者也積極推動食農教育，讓⼤家瞭解食物的來
源、食物與在地的關係。依據作物⽣產的季節，規畫各種食農教育活動。夏天臺南⽩河的
蓮⼦體驗活動，由摘採蓮蓬，取出蓮⼦、去除表⽪薄膜、以鑽⼦將帶苦味的蓮⼼清除，帶
領⼤家體驗「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走訪臺南七股漁鄉，穿上青蛙裝、摸⽂蛤，撈蝦、
釣虱⽬⿂，體驗⼈與⿃共⽣的環境，了解養殖漁業及「⽣態平衡」與「友善養殖」的理
念。秋天⾼雄美濃⽩⽟蘿蔔盛產，⼤家⼀起拔蘿蔔、吃粄條，體驗農夫耕種、農業及⽣態
環境，還有滿滿的農村⼈情和客家飲食⽂化好滋味。 



林如萍 

國立臺灣師範⼤學⼈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教授兼家庭研究與發中⼼主任、⾏政院農業委員會「食農教育推動
會」委員，教育部「⼗⼆年課綱」修訂委員。長期投入產學研發，以「食為先，農為本」的概念，提出本
⼟食農教育概念架構，關注學童健康飲食習慣及食農素養的培養，並投入社區服務與培⼒，攜⼿⺠間團體
推動「全⺠食農教育」。 

本篇⽂章之圖表由作者林如萍提供

「⼈⽣百年，立於幼學」，幼時的飲食經驗影響深遠，「⽗⺟怎麼吃，孩⼦就怎麼
吃」。因此，不只是孩⼦，⽗⺟及所有家庭成員都需要學習良好的飲食習慣。並且，研究
證實：家⼈⼀起愉快⽤餐，不僅能提升家庭成員的健康，也有助孩⼦的學習表現、⾃尊及
情緒等發展。美國⺠間團體倡議「家庭晚餐計畫」，家庭成員⼀起⽤餐，透過｢食物｣、｢同
樂｣和｢對話｣（Food, Fun, Conversation）增進家⼈互動及情感。全家⼀起選購食物認識
「當季、在地」食材，和孩⼦⼀起烹調，⿎勵孩⼦發揮巧思和創意，透過擺盤等⽅式展現
食物的美感，也⽤五感細細品嘗、享受食物，珍惜、不浪費食物。餐桌不只是吃飯的空
間，⽤餐時輕鬆互動、分享，具有維繫親⼦、家⼈關係的⼒量。 

「食農教育」：美好⽣活的實踐課題 

《呷飽未》⼀句⽇常⽣活中的關⼼與問候，不分年齡、「好好」吃飯都是⽣活中重要
的事情。食農教育不僅在孩⼦⼼中埋下⼀顆種⼦，食農體驗活動讓「吃」變得更有趣，也
讓餐桌上的食物更好吃。⽽「媽媽的味道」不只是舌尖上永遠的記憶，更是串聯世代的傳
承滋味。「吃出好家庭，吃出好健康，吃出好環境」，讓餐桌時光成為家⼈共同的美好飲
食回憶，也是健康與永續發展，美好⽣活的每⽇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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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林如萍（主編）（2022）。 
食農教育教學知能⼿冊。 
臺北市：⾏政院農業委員會。 
https://reurl.cc/GEoR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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