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可食地景食農樂活巧營造」計畫成果報告 

壹、計畫名稱：跨山悅海繪石門 -「石」農樂活幸福農場 

貳、核定總經費：6萬元 

參、實施期程： 113年 08月01日 至 114年 06月 30日 

肆、聯絡人及電話：學務主任 莊孔一 02-26381273 #121 

伍、實施項目： 

 (1) 選擇當計適宜種植的蔬果，定期更換栽種作物。進行翻土、播育苗、除

草、施肥等農事工作，教導孩子觀察生長並做紀錄，提供農事嘗試。 

  

  



 

  
整地、翻土、做壟、施肥，是每次種植前必須的步驟。 

 

  

  
種植的菜苗由小孩親自播種與照顧，照顧的辛苦和採收的喜悅都讓孩子們親

自感受。 

 

 



 

 
模擬產銷合作社，讓孩子們訂定並體驗產銷所有環節。 

  

(2) 利用課程教學活動讓學生親手採收作物，設計菜單與食譜、親自下廚烹

調，並請老師試吃與品評，宣導校園自家菜園作物，讓飲食多樣化，也減少

食物碳足跡。 

 

 

 
自己種的菜自己吃掉，但是需要先幫自己種的菜設計一份菜單，並且上台報

告料理計畫。 



 

 
好吃的料理來自用心準備。 

 

嗯，西瓜也是自己種的。 

 
挖地瓜有一種尋寶的樂趣。 

 

原來地瓜可以做成好多料理。 

 
開箱的一刻總是令人期待的。 



 

  

 
看來簡單的米食料理 “麻糬”，原來也是如此厚工。 

 

(3) 利用學校聯課時間進行食農教育教師研習，提升教師食農知識與教學能

量。 

 
至嵩山社區進行教師食農研習。 

 
食農除了討論飲食與產銷之外，環境

與永續也是重要的一環。 



 

 
職人親自教授盆栽製作技巧。 

 
看到它，一半的人先退後兩步。 

 

(4) 參訪石門在地農場，認識更多農事與栽種方法，學習更豐富的農業知能。 

  

 
從採茶、曬茶、揉茶、到烘茶，讓孩子體驗製茶師傅的辛苦與苦後回甘的滋

味。 



 

 

  
帶小孩到嵩山梯田進行春耕體驗，原來要把秧苗插得正、插得整齊是多麼不

容易的一件事。 

 

 

陸、效益分析：  

(1) 選擇當計適宜種植的蔬果，定期更換栽種作物。 

 從節氣談起，認識農業；從土地談起，認識自己的校園，認識自己家鄉的風

土。石門實中的食農不只是單純的種種菜，我們從節氣、地域、土地、水土、

氣候開始一步一步讓孩子認識農耕與生活的關係。孩子們自己找到適合北部種

植的作物、訂定生產計劃、在學校中適當的地域種下他們的第一棵菜苗。隨著

菜苗慢慢茁壯，帶這孩子學會照顧作物，定時的膠水、施肥、紀錄等等複雜的

步驟，讓孩子們學會對自己負責。 

 石門實中的食農教育課程貫穿2學年的實驗課程，從國一上的山居筆記書認

識家鄉山水風土、至農場進行農事體驗，國一下的鋤禾日當午認識各種的農耕

方式、認識節氣與農耕及生活的關係、計畫耕作、自產自銷，國二的有機小農

夫談產銷履歷、談農產營銷、談有機農作。從理論到實作、從土地到餐桌、農



 

耕到營銷，從農場到市場，我們不只是讓小孩體驗更試著讓食農內化到孩子們

的心。 

 

(2) 利用課程教學活動讓學生親手採收作物，烹調製作。 

 自己種的菜自己吃掉，從生產計劃開始的一刻，我們的腦海中就開始浮現著

自己種的蔬果變成一道菜的樣子。孩子們分組討論如何把簡單的食材變成料理，

從搜尋菜單、準備食材、準備器材、工作分工、上台報告、一直到真的進廚房

變出一道菜，這至少需要經歷一整個學期，甚至需要跨過暑假到下個學年才能

完成。藉著這個漫漫的學習過程，讓孩子們一點一滴地把農耕與食物產生更細

緻的連結。 

 

(3) 利用學校聯課時間進行食農教育教師研習，提升教師食農知識與教學能量。 

 每學期固定辦理1-2場有機農業或食農教育教師研習，藉由專業職人的經驗

分享，提供教師在推動食農教育與生活中有更多方向、更全面思考的面向。 

 

(4) 參訪石門在地農場，認識更多農事與栽種方法，學習更豐富的農業知能。 

 石門位於台灣極北，夏季高溫缺水，秋冬氣溫偏低又多雨，產季短、氣候不

佳，再加上可耕面積過小、坡陡多梯田，種種因素形成了北海岸極度不適於耕

作的條件。雖然如此，在此區域仍發展出很多極具當地特色的農場。我們帶著

孩子們進入農場完成耕田的步驟、體驗製茶的辛苦。回到校園，我們藉著與地

緣農業結合的食農教學計畫，讓小孩自己找問題、找資料回答問題、彼此討論

讓話題談得更加深入、分享小組成果激發彼此靈感、現場體驗並實作、體驗後

再回頭思考並討論與體驗前想法的異同。 

 

結語與檢討 

石門實中的食農不僅僅是帶著孩子們種種菜，我們在課堂上帶孩子從各個

面向討論台灣的農業，從氣候、土地、談到銷售、通路，從食品加工、食物安

全、再談到各國飲食文化。我們最希望的是讓孩子了解什麼是民以食為天，在

孩子們還懵懵懂懂的心靈中埋下一顆珍惜土地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