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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中的 
食農教育

▎顏建賢
食物，有一份屬於地方記憶與溫度的味道， 
過度的都市化少了與自然環境的接觸，對於食物和農業也變得冷漠疏離。 
食農教育是社會大眾「飲食」與「農業」的運動， 
重新喚起人們對飲食生活與健康、農業、社區及自然環境的重視。

都市更需要農業與食農教育

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為了追求更便

利的生活與得到更多的工作機會，促使人

口集中而產生了「都市化」。由於土地利用

的競爭性，生產報酬較為偏低的農業在都市

中遭到選擇放棄及「移出」。這結果讓多數

的都市人口被迫從小就與自然環境隔絕，從

原本應該與土地、農業、食材緊密連結的人

們，開始與食材、農業、土地斷裂，進而發

生食安的問題，身心健康亮紅燈，甚至產生各

種不同狀況的人格與倫理問題，造成多數犯罪

在都市發生。

為減少上述的種種現象，除了對新鮮及

安全農產品的需求外，都市居民因休閒教育、

防災、生態保育等多種與生活品質提升的需求增大，全球各大都市興起 
「都市農業」一詞。都市農業自此發展成為一種新型態的農業，如生物農業、休閒農業、觀賞

農業、生態農業、設施農業、工廠化農業等，都充分反映了都市農業的發展及其特性。

在都市生活中，因飲食的外部化、簡便化、多樣化持續普遍，加上必須配合世界貿易組

織的規範，人們過度追求飲食的便利性與口感，造成脂肪過度攝取、蔬果食用不足、飲食失

衡。特別是兒童的飲食習慣雜亂，肥胖數量增加、低齡化等問題日益明顯。以上的議題加上

不斷遭舉報的「食安」問題，使得社會大眾先注意食材的健康與安全性，進而欲了解與重視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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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居民離食材生產地較有距離， 
對於食品、食材、食安問題的了解比其他地區的居民更迫切。

內容；充實學校供餐，採用在地食材並強

化米食供應；加強幼兒園的飲食教育，提

供支援兒童發育與發展的飲食；促進學童

與生產者的交流及農林漁業體驗活動；推

動傳承飲食文化活動等。

台灣在國民的飲食與農業發展上也遭遇

相同的問題，諸如學童的「欠食」、「孤食」、

食安的問題，以及農業生產與農業土地規畫

和利用問題。因此近年來農政、教育、衛福

等相關部門致力於推動「食農教育」，地方

政府各級學校及相關社團也紛紛投入心力，

並有一些績效，但仍有許多改善與進步的空

間。諸如尚未完成「食農教育基本法」立法，

各部會間在食農教育方面的權責與整合尚待

努力，全民對食農教育的認知仍有限，值得

政府與全民共同再往前落實與提升。

都市食農教育的實踐與實例

食農教育的對象包含幼稚園、中小學

學童、國高中生到大學生，甚至廣大的消

費者都是教育的對象，實施的場域從家庭、

校園、餐廳、賣場、社區到農場都可進行。

都市居民離食材生產地較有距離，對於食

品、食材、食安問題的了解比其他地區的

居民更迫切，對「食農教育」活動的認同

與支持的需求也較高。

了解和學習先進國家的食農教育推展

狀況，台灣也有自己推動的策略與步驟，

特別是絕大多數的都市居民是因懼怕食安

問題而開始關心食材的來源與生產，是先

關心「食」之後才意識到「農」的重要性。

因此在「食農教育」的推動歷程中，前期

都是以「食育」的推展為重點，先讓學童

和消費者了解食材、食品來源的安全性， 

近年來在全球及台灣開始展開全面性

的「食農教育」，加強食農教育的扎根與普

及化。這些努力終其目的是讓人們重新與食

材、農業、土地連結，能夠適度地返回自然

健康的生活，確保與提升生活品質，這種需

求在都市中更顯得迫切與需要。

食農教育的對象與內涵

廣義而言，食農教育是社會大眾的

「飲食」與「農業」的推廣教育。筆者曾於

2015年定義食農教育是藉由飲食與農業相
關的經驗及知識的設計與傳承，培養兒童、

學生和消費者具有地產地消、食材營養與

安全、農業體驗、生命教育等理念的綜合

學習歷程。

先進國家這幾年都是先從「食育」開

始著手解決飲食的相關議題，特別是從兒

童的飲食和食育開始。1999年起英國進行
「國家健康促進學生計畫」，輔導學校機關

發展健康校園及相關課程與活動；美國則

進行了「可食校園計畫」，讓學童了解健康

飲食與自然的關係，並學會料理餐食。

日本更於 2005年通過「食育基本法」，
據以改善民眾飲食習慣，健全身心發展，

實現健康且有文化的國民生活與建立有活

力的社會。依據食育基本法，由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及全體國民共同合作，建構推動

與支援體系，把飲食教育落實到學校、家

庭、社區、相關業者及團體等。

除了「食育基本法」外，日本中小學

推動食農教育則依據文部省公布的「學校

教育法」、「學校給食法」等相關法規辦法，

主要內容包括：充實學校的飲食教育相關

指導機制；充實學校的飲食教育相關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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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食餐廳要具備的 9大要素：主動說、可以選、可
打包、吃在地、吃格外、惜食材、零浪費、愛地球、

愛分享。

惜食餐廳菜單呈現的樣貌：使用在地蔬菜、米、麵

條等製作餐點；以不分級方式採購食材；蔬菜瓜類

較硬的部分會斜切成小塊讓食材易於烹調、改善口

感並減少浪費。

絕大多數的都市居民是因懼怕食安問題而開始關心食材的來源與生產， 
是先關心「食」之後才意識到「農」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選擇作為開始。例如，衛福部強

調食品的安全檢驗與營養，農委會則先著

重「四章一 Q」食材標示的認識和生產履
歷的溯源，教育部則從課程的融入食育及

推動「可食校園」著手。

各縣市政府在都市地區大多先從國小

校園進行，諸如台北市政府於 2015年推動
「小田園教育體驗學習實施計畫」，原訂一

行政區一校試辦，卻引來 193所學校響應。
2016年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進一步規定所有
小學都須實施小田園計畫，可見食農教育

在台北市受到各方的關注與重視。

台南市政府更學習日本政府的做法，

於 2012年在教育的五育（德、智、體、群、
美）上再增加食育成為第六育。新北市政

府也在營養午餐中規定每周有一次使用有

機食材，接著各縣市政府積極地推動各種

校園營養午餐及食農教育的各項體驗學習

活動。另以台北市政府為例，在推動小田

園計畫的同時，培育了多位的「食農教育

種子師資」，進駐校園協助推動食農教育，

產生相當不錯的績效。

在都市的食農教育場域除了校園之

外，餐廳是最方便也最普遍可行的場所。

日本多年來推廣「綠燈籠餐廳」（使用 50％
以上的在地食材，在店面外掛綠燈籠，每

多 10％在綠燈籠上再加一顆星）、「食農教
育餐廳」等。台灣近年來在都市出現許多

強調健康有機或具產銷履歷食材的餐廳，

分別有「溯源餐廳」（農委會認證）、「惜食

餐聽」（主婦聯盟推動）、「綠色餐廳」（高

雄市政府認證）等。這些餐廳除了提供健

康的食材、烹煮方式外，更提供了食與農

的推廣教育，這樣型態的餐廳正方興未艾。

No.2蔬福餐



科學發展 2018年 12月│ 552期48

專題報導
Featured Articles

食農教育在都市的茶通信活動，用意是利用都市餐

廳場域，提供主題式的餐食吸引消費者，並邀請

生產者到現場分享交流互動，拉近產地與消費的 
距離。

食材，小農和鄉村地區得到莫大的支持與

鼓勵，更有信心與尊嚴地從事農業，並成

為社會大眾的「食農教育」老師。

觀察都會體驗者除了親自動手製作

外，重要的是融入在地故事和文化，與食

材連結增加趣味性。在食農活動體驗過程

中，製作的不單是食物，而是一份屬於地

方記憶與溫度的味道，且烹調的過程也有

農人的智慧傳授，讓食材不僅止於食，食

用後還能創造其使用價值。

以往都會消費者認為食農教育只是教

導如何選擇好的糧食教育，在體驗後也明

白不僅要吃好的食物，而是在吃過程中使

環境友善並活絡在地經濟。更由活動導覽

解說與小農的互動，理解他們的生產理念

與心路歷程，深化與提升都會消費者對生

產者的感激之情，增強購買意願。

都市郊區的休閒農場是學童和社會大

眾共同的「食農教育」好場域。休閒農場是

一個能完整展現「食農教育」內涵的場域，

其農業體驗課程可以從認識食材的生產基地

環境（這一開端就是環境教育），接著認識

食材（作物、禽畜或漁產等），再進行營養

價值分析和適當烹飪技巧的傳授。當然還可

以設計有趣又好玩的農業體驗活動，讓遊客

親手做並有成品帶回家，整個過程的反思與

討論就是很重要的生命教育。

在都市近郊或較偏遠的山城，因少子

化的影響造成一些廢棄閒置的小學校園，

經過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共同努力，重新改

造設計為「食農教育渡假村」或「食農教

育體驗學校」。前者如日本沖繩北部的金勇

川小學校，後者有台灣新北市平溪區的平

溪國小分部，不但活化廢棄國小的設施與

場域，更提供都會居民一個很好的食農教

育基地。

企業和民間團體也在都市食農教育中

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主婦聯盟推動「綠食育」

並積極投入參與「食農教育基本法」的立

法。許多相關的學術團體和協會開辦各型

講習會及推動「食育小學堂」等，讓都市

食農教育遍地開花。台灣休閒農業協會推

動的「水果小旅行」、食材旅行等，也是一

種另類的「食農教育」。

筆者在擔任天罎新飲食文化推廣協會

理事長期間，大力推廣「城鄉交流模式」

的食農教育，也就是把重視食安問題的都

市地區消費者，帶至鄉村地區的小農及鄉

村社區進行「食農教育」。因雙方的交流後

產生的信任，都市居民得到適當的「食農

教育」機會，更確保購買新鮮在地健康的 

在都市進行務實長期的「食農教育」， 
可以增進人們的身心健康，也能落實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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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前筆者規劃休閒農場食農教育體驗活動，運用農場自然環境和在地食材設計「四季搖擺黃綠紅」食農體

驗活動，藉由五感體驗強化參與者深度認知、行為和態度。

1. 自然環境介紹

4. 自己動手做料理

3. 農業知識說明

5. 活動回饋與分享 6. 成果拍照紀念

2. 蔬菜水果採摘體驗



科學發展 2018年 12月│ 552期50

缺，缺。（圖片來源：種子發）缺

融入了「欠食」、「孤食」問題的解決，餐

桌禮儀與文化的傳承等，都與人格的養成

與生命倫理的體認有直接關聯，因此好的

食農教育也是務實的生命教育。

都市是一座便利生活的堡壘，全球都

在追求「智慧城市」的建構。筆者以為除

了有完善的 IT技術建構在起居移動與工作
上，有優質的醫療體系為人們的健康把關

外，更應導入「食農教育」體系，讓「智

慧城市」更優質化，更全面性。在全球普

遍重視環境教育與生命教育的浪潮下，卻

發現這兩項重要的教育很不容易落實，常

流於空談或形式。愈來愈多不同領域的專

家學者發現，使日常性的食農教育生活化，

更能完整與全面性地涵蓋環境教育與生命

教育，食農教育很適合發展為全民運動，

是國家永續發展的重要策略與工作。

兼具環境與生命教育

醫學技術的進步讓人們的壽命得以延

長，卻不見得提升身體健康與減少疾病，

歸其原因是整個生態環境病了，食材不健

康使得食安亮紅燈，更甚者是生活與工作

的壓力更大了。增加及強調有機健康的休

閒農場，就能改善生態環境，生產健康安

全的食材，還能在休閒體驗的環境下達到

紓壓和療癒的效果。

因此筆者長年以來就主張「多增加一

家有機健康的休閒農場，就可減少蓋一家

醫院」的理論，多數的醫生也開始同意好

的農場環境與生產就是「預防醫學」。美國

醫生戴芙妮．米勒（Daphne Miller, M.D.）
對土地、永續農場與醫療的現場觀察後，

撰寫了《好農業是最好的醫生》一書，就

是最佳的證明。在都市進行務實長期的「食

農教育」，必然可以增進人們的身心健康，

也能落實環境教育。

而食農教育的廣義內涵不僅是生產環

境與健康食材的確保，它更深入了飲食文

化與倫理的課題。諸多的食農教育課程也 

顏建賢
景文科技大學旅遊管理系

在台北市的白石湖休閒農業區動手體驗起火造窯，是都市農業體驗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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