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里山里海」主題課程 



 

 

本校坐落於依山傍海的福隆地區，前臨遼闊的太平洋，背倚壯麗的雪山山脈尾稜，長期

以來，社區居民在農業與漁業並重的環境中生活，形成了典型的農漁混合型聚落。為了

讓孩子們深入認識家鄉產業，並體會生產過程與自然生態的緊密連結，本校今年持續將

「里山倡議」融入食農教育課程，培養學生重視生物多樣性與資源永續的理念。隨著課

程的發展，我們更進一步將關注範圍拓展到「森川里海」的多元生態系統，帶領學生探

索山林、河川、農田、海岸與海洋之間的互動關係，期望透過親身體驗與實踐，深化孩

子們對自然環境的關懷與永續意識。 本學年度相關課程如下： 

 

1. 課程一：里山＿貢寮水梯田的生態價值

 

 

本校與社區裡人禾基金會、狸禾和小穀倉合作，全校小朋友利用整整一天時間，在貢寮

水梯田中進行以下5項課程：1.認識雙溪河集水區與水梯田的分佈和終年蓄水之水梯田所

提供的生態系服務功能。2.認識貢寮山村及水梯田如何孕育出多樣的水生植物。3.認識

水梯田微棲地的植群類型後，實地探訪水梯田生物的家，並分組帶著任務卡一起進行植

物尋寶任務。從實際觀察、探索的過程中認識水梯田的不同植物。4.中午享用在地當令

的四菜一湯、低食物里程的美味菜餚。5.認識及操作將稻穀變成白米，也學習將糙米透

過慢火焙炒成香氣四溢的玄米茶。 

  

課程架構

認識水梯田
與生態系服

務

從水草看水
梯田與生物
多樣性

水生植物尋
寶

狸便當
農事農食：
碾米體驗

農事農食：
炒玄米茶體

驗

一、「里山里海」主題課程 



學生認識貢寮水梯田休耕期常見的水生植

物 

透過五感認識植物特徵 

  

說明不同水梯田微棲地中代表的水生植物 教師說明如何進入水梯田進行植物觀察 

  

全校師生進入水梯田進行休耕時期水梯田

常見水生植物觀察 

師生享用低食物里程在地的美味菜餚 

  

教師說明小型碾米機的功能 學生針對碾米後的糙米、珍珠米、白米進

行差異性觀察 

  



農食：炒玄米茶體驗 學生將自己親手製作的玄米茶帶回與家人

體驗 

  

  

 



2. 里山＿跟著節氣看耕地

 

「跟著節氣看耕地」是結合24節氣知識、農耕文化與生活體驗的課程。講師首先帶領學

生認識24節氣的由來、名稱與意義，了解節氣如何影響農作物的生長與人們的日常生

活。透過有趣的桌上型遊戲，學生化身小農夫，跟隨節氣的腳步，體驗四季輪替下的耕

作旅程，並在遊戲中收集當令作物卡，感受祖先流傳的節氣智慧與農耕經驗。 

課程中還介紹「跟著節氣看耕地」桌遊的玩法，讓學生在擲骰前行、完成任務的過程

中，認識節氣與作物、氣候變化的關係，並藉由互動討論，發現節氣與生活的緊密連

結。此外，學生將分享自己在不同節氣中的生活經驗，討論四季裡最有印象的節氣與相

關活動，進一步深化對傳統文化的理解。 

最後，講師鼓勵學生實踐「吃在地、食當季」的理念，了解當令作物的美味與料理方

式，並以創意烹飪秀的方式，將所學融入日常飲食，體會節氣、土地與飲食文化的密切

關係。 

  

全校孩子一起參加「跟著節氣看耕地」食農講座 講師介紹認識24節氣由來及特性 

  

課程架構

認識24節氣
節氣與生活有
什麼關係

介紹24節氣桌
遊內容

節氣之旅分享
會

吃在地、食當
季



學生從24節氣桌遊中認識節氣與農作與時

令關係 

學生從24節氣桌遊中認識節氣與農作與時

令關係 

  

學生學習單 

 

 

3. 課程三：里海＿拜訪卯澳海女阿姨  

 

 

「拜訪卯澳海女阿姨」帶領學生認識台灣東北角獨特的海女傳統。課程從海女文化的起

源談起，介紹自日治時期以來，當地婦女如何憑藉潛水與採集技藝，成為維繫漁村經濟

與家庭生活的重要角色。學生將了解海女的專業裝備，包括防護手套、特製膠鞋、採集

網袋、尖頭錘等，每一項工具都蘊含著生活智慧與實用價值，幫助她們在險峻的礁岩間

安全高效地採集石花菜、蚵仔等海產。 

課程也深入探討海女的日常工作內容，從潛水採集到潮間帶撿拾，體驗她們與海洋共生

的堅毅精神。學生認識了東北角海女的豐富收穫，包括各式海菜、貝類與海膽，並了解

這些漁獲背後的生態循環與季節變化。 

此外本課程強調海女文化在海洋資源保護上的重要價值。海女們世代相傳的採集智慧，

遵循禁漁期與適量採收的原則，不僅維護了海洋生態平衡，也展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的精神。透過實地訪談、裝備展示與工作體驗，學生更深刻體會海女文化的珍貴與永續

課程架構

東北角海女文
化及歷史認識

海女的裝備
海女的工作內

容
東北角海女的

收穫

海女文化對海
洋資源保護的

價值



意義，思考如何將這份傳統智慧應用於現代海洋保育，為家鄉的海洋資源盡一份心力。 

 
 

介紹卯澳海女經常採集的海菜 講師介紹卯澳海女的歷史與裝備 

  

學生嘗試於卯澳灣進行海菜採集 學生嘗試於卯澳灣進行海菜採集 

  

卯澳海女示範採集後處理方式 小朋友與海女合影 

 

4. 課程四：里海＿福隆挖子沙灘海洋廢棄物調查活動 



 

 

本課程首先帶領學生認識海洋廢棄物對海洋生物的嚴重影響，特別是塑膠垃圾與微塑膠

如何被海洋生物誤食，進而造成生態系失衡甚至生物死亡。引導學生討論福隆地區海洋

廢棄物的可能來源，包括觀光活動、漁業廢棄物及日常生活垃圾，理解人類行為與海洋

環境之間的關聯。 

本校長期利用兒童週會時間帶領全校學生前往福隆挖子沙灘，學生以班為單位進行垃圾

撿拾，並依照國際淨灘行動（ICC）標準，記錄各類廢棄物的數量與種類，學習科學調查

方法與資料整理。在活動過程中，學生不僅能親身體會海灘垃圾的多樣性與嚴重性，還

能透過分類與討論，思考垃圾的來源與減量對策。 

之後利用藝文課時間結合海廢藝術創作，鼓勵學生運用撿拾到的海洋廢棄物進行創意拼

貼或裝置藝術，將環保理念化為具體行動與美感表達。透過這一系列學習，學生不僅增

進對海洋環境議題的認識，也培養主動守護家鄉海洋的責任感與創意思維，將「減塑、

愛海洋」的精神內化於日常生活中，為守護海洋盡一份心力。 

  

福隆挖子沙灘是本校師生認養10多年的區

域，定期進行海廢清運調查 

高年級認真進行淨灘活動 

課程架構

海洋廢棄物對海洋
生物的影響

探討福隆地區海洋
廢棄物可能來源

挖子沙灘淨灘活動 海廢藝術創作



  

中年級師生在沙丘上進行海廢收集 低年級由教師協助ICC表格填寫 

  

全校淨灘活動 各班將撿拾海廢進行秤重記錄後放置路邊

交由清潔隊清運 

 

淨灘紀錄表 



5. 課程五：里海＿舊社人文及生態踏查 

 

 

「探索家鄉森川海之美－舊社生態踏查」課程，帶領學生走讀貢寮龍門（舊社）社區，

深入認識這片擁有豐富歷史與文化的海岸地帶。學生了解龍門社區獨特的地理環境、鐵

器時代遺址與凱達格蘭族先民的生活故事，並探訪社區保存的傳統建築與當地推動的保

育工作，體會人與自然共生的智慧。 

課程中安排濱海植物踏查活動，學生分組利用圖鑑與圖卡，透過五感體驗與互動遊戲，

實地觀察並記錄沿海植物的特徵與生態功能，進一步參與社區移除外來種的保育行動，

共同思考濱海植物在維護生態平衡及保護社區環境中的關鍵角色。此外，課程還介紹保

安林中特有的林投葉，學生動手DIY製作傳統的林投葉筆刷，體驗先民利用自然資源的智

慧，深化對家鄉森川海生態系統的認識與珍惜。透過這一系列理論與實作結合的活動，

學生不僅能感受舊社地區森川海的自然之美，更能培養環境守護的責任感。 

  

龍門社區別名舊社，是早期凱達格蘭族重

要重要部落 

中高年級小朋友在社區講師帶領下開始進

行舊社漁村踏查 

課程架構

走讀龍門（舊社）
社區

濱海植物踏查
瀕危植物-海米觀

察
林投葉筆刷DIY



  

學生觀察碩果僅存的雙溪河砂屋 小朋友利用林投莖製作毛筆 

  

觀察瀕危濱海植物濱旋花 學生認識龍門特殊的沙丘景觀 

  

近距離觀察瀕臨滅絕的糧作植物「海米」 學生進行風飄植物種子趣味競賽 

 

  



 

 

本年度「貢寮地區飲食文化」課程帶領學生認識本地豐富的特色食材，如羽豐米、北部

粽等，並了解這些食材與節氣、自然環境的密切關係，讓學生體會飲食如何反映地方生

活與文化特色。透過品嚐、料理示範學生能親身感受貢寮飲食的風味與傳統，並學習友

善農業與永續飲食的重要性，培養尊重自然與支持在地文化的態度。 

 

1. 課程一：認識貢寮在地食米「信鳥到站-羽豐米」 

 

「認識貢寮在地食米『信鳥到站－羽豐米』」課程，帶領孩子了解貢寮田寮洋地區獨特

的友善水鳥耕作模式與生態環境。田寮洋濕地為東北角重要的冬候水鳥棲息地，農民在

耕作過程中不使用除草劑與農藥並配合水鳥保育，維持低水位湛水環境，讓水鳥有適宜

的棲息空間。 

學生透過講師說明認識「信鳥到站」這一友善農產品牌的誕生背景，了解「羽豐米」如

何在自然與保育共榮的理念下生產，不僅保護了珍貴的候鳥棲地，也提升了在地農產品

的價值。課程中還會介紹農民面對友善耕作的挑戰與努力，以及「羽豐米」選用抗倒

伏、口感優良的台南11號米種，展現友善耕作與品質兼顧的成果。 

透過本課程，孩子能體會生態保育與農業生產的共生關係，並認識在地食米的環境故

事，鼓勵支持友善農產實踐「吃在地、愛自然」的生活態度。 

  

課程架構

田寮洋環境介紹 羽豐米生產模式
觀察羽豐米與其他
米種的差異性

介紹羽豐米品種及
口感

二、「飲食文化」主題課程 



講師介紹田寮洋環境並為何能種出優質的

「羽豐米」 

講師說明田寮洋羽豐米的特性與口感 

 

 

講師展示田寮洋休耕期間是候鳥重要棲地 講師說明田寮洋品牌行銷的經過 

 

2. 課程二：米食文化＿台灣的粽子 

 

  

「米食文化＿台灣的粽子」課程，帶領孩子從多元角度認識台灣粽子的豐富文化與實作

體驗。課程內容分為四大主題，首先介紹粽子的種類，台灣粽子種類繁多，介紹最常見

的有南部粽、北部粽、鹼粽。南部粽以水煮方式製作，口感軟黏，北部粽則以蒸煮為主

米粒較為分明，鹼粽則使用鹼水製作口感 Q彈，每種粽子都展現台灣不同地區的飲食特

色。接著介紹吃粽子的文化，說明端午節吃粽子習俗的由來，順便介紹端午節立蛋、掛

艾草、划龍舟等活動。課程重點為認識包粽子的方法，講師說明選葉、疊葉、摺成漏斗

狀、放入糯米與配料、包覆收口到綁繩等過程，示範正確步驟，讓同學了解如何包出外

型美觀、內餡紮實的粽子。課程最後的「來包粽子囉」活動，讓大家將親手體驗 2粒包

粽子的樂趣，並品嚐自己包的粽子，享受節慶的成就感與幸福滋味。 

課程架構

認識粽子的種類 吃粽子的文化 認識包粽子的方法 來包粽子囉



  

講師說明台灣粽子文化歷史特色 講師準備北部粽材料供師生包粽子 

  

講師說明粽子的種類與特色 講師示範如何包粽子 

  

全校小朋友每人嘗試包3顆北部粽 小朋友互相觀摩比較包粽子技巧 

  

每個孩子都非常喜歡親手包粽子 一串串準備進到蒸籠的粽子 

 

  



 

 

1. 課程一：呱呱雞小天使隊 

 

 

「呱呱雞小天使隊」是結合動物照顧、環境清潔與生命關懷的實作課程。課程內容分為

四大主題： 

呱呱雞鴨飲食照顧：學生將學習如何為雞鴨準備飼料、添加飲水，並實際操作飲水桶的

清洗與補水，體驗照顧動物的責任感。打掃呱呱雞的家：孩子們會參與雞舍與鴨池的環

境清潔，包括糞便收集、雞舍排風扇的開關操作，了解維持動物居住環境整潔的重要

性。雞鴨愛的關懷：課程中進行雞鴨數量清點、健康觀察與雞鴨蛋的撿拾，培養學生細

心觀察與主動關懷生命的態度。雞舍果樹區照顧：孩子學習為果樹澆水、添加雞鴨糞作

為肥料，並體驗水果採集、認識動物與環境間的互動與循環。透過這些豐富的實作活

動，學生不僅能習得動物照顧的基本技能，也能在團隊合作中培養責任心與愛心，體會

生命教育的真諦。 

  

課程架構

呱呱雞鴨飲
食照顧

飼料
添加

飲水
桶清
洗及
添加

打掃呱呱雞的家

雞舍
鴨池
打掃

糞便
收集

雞舍
排風
扇開
關

雞鴨愛的關懷

雞鴨
數量
清點

雞鴨
健康
觀察

雞鴨
蛋撿
拾

雞舍果樹區照顧

果樹
澆水

添加
雞鴨
糞

水果
採集

三、「雞菜共生農場」課程 



學生進行雞舍清潔，打掃雞糞 咕咕雞小天使幫忙清潔雞鴨食具 

  

師生共同清潔咕咕雞戶外環境 學生進行雞舍清潔，打掃雞糞 

  

學生協助補充雞鴨們的飼料 咕咕雞的糞便成為雞舍裡柳丁最美好的養

分，小朋友開心享受採果樂 

  

福隆雞菜共生農場的水果都比外面大很多 低年級開心與農場裡的手採柳丁合影 



  

小朋友經常提供校園裡常見的大花咸豐草

也是咕咕雞最愛野菜 

小天使隊成員每日將雞糞灑在果樹旁當有

機肥 

  

學生幫忙添加飼料 農圓的蛋雞很乖巧已是孩子最愛的動物 

 



 

2. 課程二：雞鴨蛋行銷活動-固定參與「和禾聚落」小農市集進行銷售 

 

福隆國小咕咕雞雞蛋行銷活動，積極結合在地資源與社區參與，展現學生實踐力與地方

連結。首先，學生參與貢寮「禾和聚落」行銷活動，透過地方創生基地的平台，將自家

生產的雞蛋推廣給社區居民與遊客，讓更多人認識在地農產的價值與永續理念。此外，

學生也加入小農假日市集行銷，與其他小農一同設攤，現場介紹雞蛋的生產過程與特

色，提升消費者對在地農業的認同與支持。最後，在學校校慶愛心跳蚤市場義賣時，學

生不僅學習商品銷售與推廣技巧，更將所得用於班級或公益用途，體現愛心與責任感。

透過這三大行銷活動，學生不僅學會實際行銷與溝通，更深化了對家鄉產業與社區的認

同。 

  

小志工假日協助至貢寮「禾和聚落」進行

雞蛋行銷 

「福隆咕咕雞安心蛋」無毒安心品質優

良，已獲得社區極高的評價 

  

今年度校慶愛心跳蚤市場也推出「福隆咕

咕雞安心蛋」進行義賣 

「福隆咕咕雞安心蛋」十分暢銷，一開賣

便搶購一空 

課程架構

禾和聚落行銷 參與小農假日市集行銷
參加學校校慶愛心跳蚤市

場義賣



3. 課程三：雞鴨健康環保飯糰製作（全校） 

 

 

福隆國小在雞鴨飼養課程中特別重視營養多樣化與資源循環利用。本校先向學生說明家

禽需要充足蛋白質與多元營養的重要性，讓孩子們理解健康飼養的基本觀念。隨後，鼓

勵學生在安全範圍內，於下課時間於校園內蒐集如咸豐草、龍葵、昆蟲、蚯蚓及非洲大

蝸牛等天然食材，作為雞鴨的新鮮飼料，體驗自然生態的豐富性。此外，學校也與在地

「狸禾和小穀倉」合作，取得貢寮有機米的米糠，不僅作為雞鴨的營養來源，也用於雞

舍地面的鋪設，讓學生認識農村傳統將看似無用的資源轉化為有用物品的智慧，實踐惜

物愛物的精神。每週三晨間食農教育時段，各班同學輪流利用學校自立午餐廚房的剩餘

食材，如米飯、生菜葉、淘汰水果等，結合校園野菜，親手製作「咕咕雞健康環保飯

糰」。學生們在活動中發揮創意，將飯糰捏製成不同造型，再親自餵食給雞鴨，讓整個

過程充滿樂趣與成就感。這一系列課程不僅讓孩子們學習到營養知識與資源循環，更培

養了珍惜食物與關懷生命的態度。 

 

 

高年級小朋友協助將他們製作的飯糰提供 利用校園野菜製作飯糰能提供雞鴨較缺乏

課程架構

咕咕雞飯糰材料蒐集

米糠
自立午餐
生廚餘

自立午餐
熟廚餘

校園野菜 市售飼料

惜食咕咕雞飯糰製作

自立午餐
廚房剩食
蒐集

咕咕雞飯
糰製作



的雞鴨食用 的微量元素 

  

護理師協助指導學生製作雞鴨飯糰 護理師協助指導學生製作雞鴨飯糰 

  

中年級小朋友將過熟水果打汁製作雞鴨飯

糰 

高年級製作的雞鴨飯糰具有獨特的創意 

 

  



 

 

本校持續活化校內四大農事體驗特色場域——福氣龍田葉菜區、福氣龍田瓜果區、香藥

草植物區及絲瓜廊道。依據各場域的環境特性與季節變化，規劃讓學生參與蔬果種植與

農事體驗，深入了解農產品的生產方式。課程設計結合校內食農教育社群、社區經驗豐

富的農戶及水梯田講師群共同指導，讓學生在實作中學習。 

本課程的核心目標並非追求高產量，而是希望學生透過親身參與農事活動，體會農作物

從播種到收成的完整過程，進而培養挑選健康無毒食材的能力。同時，透過蔬果栽培與

場域經營，活化校園閒置空間，營造兼具自然美感與教育意義的校園角落，讓學生在綠

意盎然的環境中學習與成長。 

 

編號 農事體驗課程場域 

1 「福氣龍田」蔬菜區 

2 「福氣龍田」瓜果區 

 

四、「福氣龍田農事體驗」課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4_(numb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4_(numb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4_(number)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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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3 香藥草植物區（教室女兒牆小花台） 

4 絲瓜廊道區 

 

 

1. 課程一：快樂健康小農夫課程（全校含幼兒園） 

 

 

本校以全校參與的方式，結合每週三晨間及低年級週三下午彩虹班時間，推動食農教育

農事體驗課程。課程規劃利用校內四大特色場域——福氣龍田葉菜區、瓜果區、香藥草

植物區與絲瓜廊道，根據不同場域的環境特性與季節變化，安排整地、栽種、除草與抓

蟲、施肥、收成等一系列農事操作。學生將親自種植地瓜、火龍果、山藥、西瓜、紅

藜，以及各類香藥草如薄荷、迷迭香、左手香、芳香萬壽菊、檸檬馬鞭草與紫蘇，深入

體驗農作物從播種到收穫的完整過程。 

 



課程由校內食農社群、社區有經驗的農戶及水梯田講師群協同指導，讓學生在實作中學

習，強調過程重於產量。學生不僅能了解友善耕作與永續農業的理念，也學會如何挑選

健康無毒的食材。收成成果可作為自立午餐廚房的新鮮食材，或製作成學校特色伴手

禮，實踐產地到餐桌的食農精神。透過這樣的課程設計，學生不僅習得農事技能，更能

珍惜土地資源，並共同營造綠意盎然、富有自然美感的校園環境 

  

雇工協助紅藜田整地 全校小朋友福氣龍田整地 

  

高年級學生協助福氣龍田施肥 低年級學生進行整地 

  

全校學生進行地瓜採收 全校學生進行地瓜採收 



  

高年級師生協助鋪設瓜果區抑草席  中年級學生協助種植山藥 

  

學生協助種植山藥 護理師講解如何種植香草植物 

  

護理師講解如何種植香草植物 高年級學生協助種植檸檬馬鞭草 

  

低年級學生協助種植迷迭香 學生協助採收紅肉火龍果 



  

小朋友協助山藥田除草工作 學校農場出產的香蕉成為自立午餐水果 

  

學校種植的山藥成為自立午餐食材 學生採收絲瓜 

 

 

2. 課程二：製作左手香環保防蚊液  

 

 

本課程帶領學生認識左手香這種常見且易栽培的香草植物，了解其獨特的形態特徵與多

元功用，特別是天然的防蚊效果。課程中詳細解說左手香防蚊液的製作原理與步驟，讓

學生透過實際動手DIY，學習如何利用左手香葉片、酒精及食鹽等天然材料，自製環保且

安全的防蚊液。透過這樣的學習，不僅增進學生對植物生態與生活科技的認識，也培養

環保意識與自主實作能力，讓學生能將天然資源運用於日常生活中，有效防蚊且減少化

學藥劑的使用，促進健康與環境永續。 

課程架構

認識左手香的型態 左手香常見功用
左手香防蚊液製作

過程解說
左手香防蚊液DIY



 

  

教師說明校園裡左手香的型態與功能 學生體驗左手香觸感及味道 

  

教師說明左手香環保防蚊液製作流程 教師說明左手香環保防蚊液製作流程 

  

學生完成安全無毒的左手香防蚊液 學生完成安全無毒的左手香防蚊液 

 

  



陸、效益分析：  

一、成果特色分析 

  1.里山里海課程體驗：透過豐富且扎實的課程，讓學生親身感受家鄉獨特的山林、河

流與海洋生態環境。培養學生尊重自然、善待環境的態度，理解永續利用自然資源的

重要性。 

2.雞菜共生農場打造：利用校園閒置空間（堆肥室及後方空地）成功建置雞菜共生農

場，成為學校特色可食地景。另外農場累積超過20,000顆雞蛋產量及定期收穫水果，

供應自立午餐廚房，實踐「從產地到餐桌」理念。而學生透過「咕咕雞小天使隊」實

作，具體理解生態系營養循環及生物間緊密關聯。 

3.食農行銷與社區互動：透過與禾聚落合作進行雞蛋行銷及校慶義賣活動，學生親自

參與面對面銷售，也增強學生對食農概念的理解，認識健全農業產銷模式對農業永續

發展的重要性。 

4.惜食教育與廚餘利用：利用自立午餐廚餘製作咕咕雞飯糰，讓學生學習家禽營養需

求。另外培養減少食物浪費及降低廚餘產生的良好飲食習慣，促進環保生活。 

5.福氣龍田農園實作體驗：學生參與整地、播種、除草、施肥、收成等農耕過程。深

入了解食物來源與友善土地耕作方式，培養愛物惜福與尊重自然的態度。 

6.傳統文化與地方食材結合：端午節包粽子活動讓學生體驗歷史悠久的飲食文化，也

可認識在地生產的稻米、黑豬肉等食材，強化地方農業及相關產業的連結。 

7.整體成效：結合自然生態、農業實務、文化傳承與社區互動，培養學生具備環境意

識、食農知識與實作能力。打造兼具教育與生態永續價值的綠色校園典範，促進學生

與自然及社區的深度連結。 

 二、問題與改善分析 

  1.農業技術資源不足：教師缺乏專業農耕育苗知識、土壤檢測與改良技術不足，導致

紅藜育苗失敗紅藜農事課程失敗收場。未建立外部專家支援網絡，無法即時解決

技術問題。 

  2.課程設計與執行落差：農事體驗時間零散，未配合作物完整生長週期，學生難以觀

察全程。 

3.環境與資源限制：校園農地規模小且土質不佳，未導入有效改良措施（如有機質添

加、排水改善）。 

4.強化技術支援系統：導入桃園農改場、社區青農等技術資源，定期指導土壤改良、

育苗與田間管理。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