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農樂活在鶯中

113學年度「食農樂活巧營造」
實施計畫



壹、願景、理念與目的
貳、鶯歌國中食農場域
參、推動食農教師專業社群
肆、課程教學
伍、辦理食農體驗活動
陸、結合社會資源拓展學習層面
柒、效益(質量並敘)



壹、願景、理念與目的

食

農

樂

活

在

鶯

中

建構校本特色課程及

生態校園主題課程

運用科技、循環思維，

實踐綠色校園

1.研發食農教育校本課程及創新教學活動
2.實踐體驗與合作學習，營造校園歡樂氛圍

營造永續校園環境

發展蚓糞栽培、魚菜共生、太陽綠能、導入智慧
植栽照護管理系統，運用科技、循環思維，實踐
綠色校園

1.建置校園可食地景，活化校園空間校園落葉堆
肥與廢棄太空包再利用
2.推廣有機農業，支持在地小農
3.結合學校、家長、社區，建立永續學習團隊，
實踐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SDGs



本校於105年起陸續建置校園食農場域，有效利用校園空間，充分利用每一

寸土地；改善校園中水泥森林的型態，增加校舍的美感，營造不同的學習氛
圍；在潛移默化中舒緩緊張、排除壓力，調和學習情境，營造舒適、充滿活
力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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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
1292人

教職員工數：
162人

學生班級數：

國中51班、
幼兒園3班、

特教 1班

校地總面積： 

33799.4 m2

校園綠覆率：
42.99％

面積：14533 

m2

可透水面積比
率：53.14％
面積： 17964

m2



本校於105年設置空中菜園，菜園分為菜圃、魚菜共生系統及科技農園3個

部分，已成功栽種多種時令蔬菜水果，如：高麗菜、小黃瓜、絲瓜、瓠瓜、
秋葵、豌豆、青蔥、葉菜類及百香果…等。



本校於110年邀請行政院農委會桃園農業改良場台北分場專業團隊指導本校

成為智慧農業示範學校，透過建置遠距澆水管理系統，應用物聯網技術及積
木程式協助空中菜園進行智慧澆灌，依據作物需求及天候變化適時適量給水，
節約水資源使用，也解決了寒暑假缺乏人力照顧菜園的困境。



學生透過網路隨時監看即時環境與管理數據，瞭解土壤乾濕變
化，在教室使用電腦管理菜園，編寫程式幫蔬菜澆水，讓食農
教育更有趣好玩!



由本校排球隊細心耕耘，學生在課業及球隊訓練之餘，
也能夠調劑身心！

此區域因為日曬不足，較不利於作物生長，透過以堆肥
土、蚓糞土及有機土進行整土之後，已成功栽種多種時
令蔬菜水果，例如：辣椒、皇宮菜、葉菜類…等。



本區位於本校警衛室旁空地，設置菇棚架，增設噴霧
裝置，種植太空包食用菌菇，如：香菇、珊瑚菇、柳
松菇、秀珍菇、藍寶石菇、玫瑰菇…等。



本校以食農教育之體驗式教學法，讓學生了解菇類生態、食用菇種類
與種植方式，以及菇類的營養價值與菇類烹調方式等，讓學生對菇類
產業有更深的認識與親身操作的體會。停止生長的廢棄太空包，敲碎
後加入蚯蚓養殖箱，蚓糞土再運用於本校食農場域，循環再利用，營
造永續校園環境。



本區位於本校悅陽樓1樓特教班教室前面走廊，老師指導特教班學生

學習栽種各種時令蔬果，已成功栽種多種時令蔬菜水果，如：小黃
瓜、高麗菜、葉菜類…等。



此區有香蕉樹、芒果樹等果樹，空地土壤貧脊石塊多，
具坡度較不平整，較不利於作物生長，經整地已成功
栽種時令蔬菜，例如：南瓜、福山A菜等。



成立食農教育教師專業社群，積極推動食農教育。

職稱 姓名 專長領域 負責工作
召集人 江明泱校長 組織運作 綜理計畫之規劃與執行

教務主任 陳嘉學主任 課程規劃與發展 課程之規劃與執行

學務主任 林仁義主任 溝通協調
校外教學活動之行政支援、應

變措施
總務主任 黃健忠主任 校園空間與環境營造 計畫之庶務支援
教學組長 蔡秀卿組長 課程規劃 計畫之課務安排
衛生組長 鄧美宜組長 環境教育執行 計畫之擬定與執行

專業社群成員

林民程老師
周祐仲老師
沈佳祥老師
留方萍老師
董榮瑛老師
胡芷寧老師
陳姿文老師
余鴻達老師
陳可津老師
蔡長益老師
王毓群老師
韋辰璐老師
劉雅玲老師

課程開發與教學
課程設計與執行、
教材教法、活動設計



定期召開社群會議，辦理教師增能研習活動，推動本校食農教育、各領域食
農教育課程、社團課程及食農體驗活動課程研發。



辦理全校教師食農教育專題講座，分
享本校推動食農教育成果，提升全體
教師食農教育素養，也鼓勵本校教師
加入食農教育專業社群團隊。



本校教師加入新北市環境教育輔導團，透過輔導團校際間交流及研習活
動，提升專業知能，並將相關資訊分享至校內食農教育教師專業社群，
提升本校教師食農教育教學知能。



本校教師至鶯歌國小進行食農教育交流活動，互相分享學校推動食農教
育的經驗與成果。



透過辦理教師增能
研習活動，協助教
師課程研發及課程
教學。



本校食農教育專業社群教師參加行政院農委會桃園農業改良場辦
理的增能研習活動，提升教師食農教育專業素養。



參加校園樹木碳匯增能研習活動，學習校園樹木碳盤查及碳匯計
算方法，提升本校教師對校園果樹探匯計算相關知能。



肆、課程教學
食農樂活在鶯中

環保與自然生態 飲食文化與食安 科技應用

課程名稱：認識空中菜園

課程實施年級：7、8、9年級

融入課程領域：數學、自然、生活

與科技、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

教學內容：詳見附件5

活動1：食物真樣貌之鶯中食農

活動2：鶯中食農座標

活動3：誰在鶯中屋頂上-認識屋頂菜

園

活動4：鶯園觀察家

活動5：鶯中最優美的一天

課程名稱： 食農體驗活動

課程實施年級：7、8、9年級

融入課程領域：綜合活動

教學內容：詳見附件5

活動1：就是愛營養

活動2：惜食愛物學農遊

課程名稱： 歲時節令好滋味

課程實施年級：7、8、9 年級

融入課程領域：國文、綜合活動

教學內容及活動：詳見附件5

活動1：就是愛營養

活動2：蔬食‧舒食

課程名稱：認識自動澆灌系統與無
土種植系統

課程實施年級：7、8 、9年級

融入課程領域：資訊、生活與科技

教學內容：詳見附件5

活動1：科技草莓園---自動澆水裝置

活動1：改造魚菜共生系統及科技農
園



國文課程融入教學

學生參觀學生參觀校園食農場域，探訪菜園，用視覺、
嗅覺、觸覺感受「食農」，讓同學們寫下觀察到的事物
與感想。



自然領域課程融入教學

學生學習如何透過網路監看即時環境與管理數據，瞭
解土壤乾濕變化，在教室使用電腦管理菜園，編寫程
式幫蔬菜澆水，讓食農教育更有趣好玩！



自然領域課程融入教學

因應氣候變遷、配合全球淨零排放目標，透過「校園
樹木資訊平臺」之樹木碳匯計算功能，盤點校園內果
樹固碳情形，增進師生了解綠色植物對節能減碳的功
能，推廣永續愛地球觀念。

file:///D:/114環境教育/20250515校園樹木碳匯/202505食農教育+校園碳匯(照片影片)/測量枇杷樹胸高直徑-2.MOV


綜合領域課程融入教學

學生認識校園可食植物、季節時令蔬果、創意料理…

等。



綜合領域課程融入教學

透過課程教學活動，讓學生認識校園內栽種的果樹，
果實可以提供鳥類及松鼠等食用，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健體領域課程融入教學

透過領域課程介紹校園食農場域，認識食品安全及環
保標章，建立學生健康飲食觀念。



生活科技課程融入教學

認識校園食農場域自動噴霧系統，透過實作課程讓生
活與科技結合，提升生活的樂趣。



「陶心手藝」校本課程融入教學

透過拉坏實作及茶道課程，讓學生更認識鶯歌陶瓷產
業，自己製作食器、學習茶道並融入生活，提升生活
品質。



園藝生態社課程教學

採收時令蔬菜

搭菜瓜棚架及網紗學習整土

學習育苗

file:///D:/113環境教育/113食農樂活巧營造/空中菜園/園藝社/20241220/IMG_8966.MOV


辦理6場次鶯歌區鄰近學校師生蒞校食農體驗活動，運用校

園食農場域當令食材進行從「產地」到「餐桌」低碳美食
實作體驗課程，培養學生惜食愛物觀念，也增進社區友好
關係。



辦理2場假日場次校隊食農體驗活動，運用校園食農場域當

令食材進行低碳美食實作體驗課程，陶冶體育校隊學生身
心，也培養學生惜食愛物觀念。



透過園藝生態社課程學習單檢視學生學習成果，提
升學習成效。



透過園藝生態社課程學習單檢視學生學習成果，提
升學習成效。



透過課程及活動學習單檢視學生學習成果，提升學
習成效。



透過課程及活動學習單檢視學生學習成果，提升學
習成效。



透過課程及活動學習單檢視學生學習成果，提升學習
成效。



本校獲邀於新北市113年食農教育園遊會活動設置攤位，

透過親子體驗活動，推廣學校科技農業及無農藥安心蔬菜。



千戶傳奇生態農場暨蜂樺養蜂場參訪體驗活動



千戶傳奇生態農場暨蜂樺養蜂場參訪體驗活動

file:///D:/113環境教育/113食農綠金/成果上傳公文/113成果報告/千戶傳奇生態農場暨蜜蜂世界參訪體驗活動/113.11.07 鶯歌國中-千戶傳奇.樺蜂蜜蜂.mp4


透過課程及活動學習單檢視學生學習成果，
提升學習成效。



天芳茶行暨秦佳圓有機農場參訪體驗活動



天芳茶行暨秦佳圓有機農場參訪體驗活動



透過課程及活動學習單檢視學生學習成果，提升學習成效。



學校家長志工加入食農教育團隊，提供農事相關專業諮詢，
協助校園食農場域交流活動及澆水、除草、除蟲、定期巡
視…等，透過直接參與，增進與學校之間的情感。



學區內有機農場加入本校食農教育團隊，提供農事相關專
業諮詢，辦理有機農場參訪活動，透過技術交流，改善校
園管理農園問題，學習蔬果栽種技術，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file:///D:/113環境教育/113食農樂活巧營造/空中菜園/秦爸爸/20250509秦爸爸專業解說/IMG_2211.MOV


獲邀至永吉國小擔任食農教育專題講座講師，
分享本校食農教育推動的經驗與成果，發揮社
區影響力。



於綠色學校夥伴網路平臺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

提報本校食農教育實施成果，獲得「推薦提報」文章，
提供更多的夥伴學校學習參考。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


1.規劃設置校園食農場域，有效利用校園空間，充分利用

每一寸土地；改善校園中水泥森林的型態，增加校舍的美
感，營造不同的學習氛圍；在潛移默化中舒緩緊張、排除
壓力，調和學習情境，營造舒適、充滿活力的校園環境。 
2.7、8年級園藝生態社學生共計50人於社團活動時間(每
週共2節課)直接參與學習栽種時令蔬果，推廣有機農業，
培養學生對食農教育的興趣。
3.透過各領域教學活動，融入食農教育，增進學生對學校

食農場域的了解，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培養學生維
護校園環境的良好習慣與健康飲食觀念，進而影響家人及
社區。
4.盤點校園果樹，進行校園果樹碳匯教學課程，透過「校

園樹木資訊平臺」之樹木碳匯計算功能，盤點校園內部樹
木固碳情形，讓學生了解綠色植物對節能減碳的功能，推
廣永續愛地球觀念。



5.透過不定期辦理校園安心蔬菜特賣活動，將所得用於購
買種子及菜苗，讓師生分享校園食農成果。
6.結合學校家長志工，提供農事相關專業諮詢，協助校園
食農場域交流活動及澆水、除草、除蟲、定期巡視…等，
透過直接參與，增進與學校之間的情感。
7.辦理2場次教師及志工共計80人有機農場體驗活動，提

升教師及志工對於有機農業的專業知能，將所學運用於教
學及實際生活中。
8.辦理2場次共計60人食農綠金進行式參訪體驗活動，提

升學生對於農、漁產業的概念與知能，學習青農返鄉創業
回饋鄉里的精神，提供學生職業探索的機會。
9.辦理1場次全校教師共計160人食農教育專題講座，將

本校食農教育教學及實施成果進行分享，歡迎更多教師加
入食農教育專業社群團隊。
10.辦理2場次共計40人教師增能研習活動，提升本校教
師食農教育專業知能。



11.辦理1場次專業社群教師至鶯歌國小食農教育經驗分
享交流活動，提升本校教師食農教育相關知能。
12.本校教師獲邀至永吉國小擔任食農教育專題講座講師，
參加教師共計30人，分享本校食農教育經驗及實施成果，
發揮社區影響力。
13.參加1場次農改場辦理之教師增能研習活動，學習科

技農作栽種技術與經驗交流分享，提升本校教師對科技農
業栽種技術相關知能。
14.參加3場次校園樹木碳匯增能研習活動，學習校園樹

木碳盤查及碳匯計算方法，提升本校教師對校園果樹探匯
計算相關知能。
15.辦理8個梯次本校體育團隊(假日梯次共2梯次)及鄰近
國小師生(平日梯次共6梯次)，每梯次30人共計240人，

進行從「產地」到「餐桌」低碳美食實作體驗活動，推動
食農教育，並增進社區友好關係。



16.食農教育融入永續發展SDGs：
SDG 2 消除飢餓：透過辦理食農教育，體驗糧食安全及環境
保護的重要，消除飢餓，促進永續農業發展。
SDG 3 健康與福祉：透過辦理食農教育，支持並推廣健康飲
食，促進學生健康生活。
SDG 12 責任消費及生產：透過辦理食農參訪體驗活動，促進
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SDG 13 氣候行動：透過辦理食農參訪體驗活動，瞭解農漁場
對環境的友善，體驗「吃當季、食當地」的低碳健康飲食。
SDG 17 多元夥伴關係：支持在地農漁業，與在地小農建立夥
伴關係，提供學生職業試探與興趣探索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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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中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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