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蚓』以為樂食農趣

113 學年度萬里國小食農樂活巧營造成果報告



小朋友你從哪裡來呢?

深化「蚓」以為樂食農趣，打造永續學習場域

萬里國小走讀地圖



計畫內涵與課程架構



組織運作



萬里國小在哪裡?

石門國小在哪裡?

核心理念 課程名稱 實施年
級

融入課程領域 教學內容 學習節
數

DIY美食

環保與自然生態
蚓菜共生愛地球

生質廚餘
變黃金

5-6年級 午休時間生態維
護部服務學習

活動1：蚓菜共生系統認識
活動2：蚓菜共生系統維護
活動3: 當我們聚在一起烹飪趣
活動4: 認識在地特色可食地景 (刺蔥)

全學年 刺蔥雞湯、番茄糖葫蘆、
茼蒿部隊鍋、刺蔥棉花
糖

環保與自然生態
蚓菜共生愛地球

蚯蚓好農
夫

3-4年級 自然領域、校訂
課程

活動1：利用水耕系統及開新農場種植蔬菜
活動2：採收蔬菜後一起料理品嘗食物的原味
活動3:專業農夫的對話:一起討論適合在開放校園中
種植的蔬菜種類

10節 炒青菜

特色可食地景
我是快樂小農夫

快樂小農
夫

1-2年級 生活課程、自然
領域

活動1：利用網室及空中農場種植當令蔬果玉米、
四季豆。
活動2：採收後一起料理品嘗食物。

6節課 煮玉米

飲食文化與食安
美食與健康

健康好飲
食

1-6年級 健體領域、校訂
課程

活動1：認識六大營養素
活動2：學習檢視午餐餐盤
活動3:結合自理午餐廚房健康飲食講座各一場
活動4:配合校訂課程食農教育進行健康飲食DIY

上下學
期

低年級(薄荷水果茶)、
中年級(刺蔥餅乾)、高
年級(西餐禮儀)

飲食文化與食安
美食與健康

多元文化
美食趣

2年級 國語文領域 活動1：從課文延伸了解特色美食
活動2：透過簡報認識越南文化與春捲做法
活動3:大家一起做越南春捲

3節課 越南春捲、竹筒飯

飲食文化與食安
美食與健康

傳統行業
新創意

3年級 社會領域、校訂
課程

活動1：認識在地傳統行業
活動2：探討傳統產業的創新與轉型
活動3: 親手製作台式泡菜，了解傳統發酵食品

3節課 台式泡菜

萬里國小「『蚓』以為樂食農趣」課程內容



場地設施及器材

空中農場：位於春雨樓三樓屋頂，有效為二樓校長室降溫，並提供三樓各班級便利的種植空間。
生態維護部學生利用中午時間協助維護。



萬里國小運作方式

校訂課程 • 每年四月

融入領域課程

結合閱讀 • 引起動機、延伸學習

學生社團

學校志工

•視課程需要(生活課、自然課……)

•蚓菜共生維護、延伸學習、培訓參賽與展攤導覽

• 教師增能、農場維護



課程名稱：生質廚餘變黃金

活動內容： 生態維護部成員定期進行蚓菜共生系統的認識與維護，將自立午餐的生質
廚餘轉化為有機肥料，並將收成作物用於創意料理。



課程名稱：蚯蚓好農夫 (3-4年級)
活動內容：學生結合自然課種植蔬菜，在小盆子種植後
並探討適合校園開放空間種植的蔬菜種類。



課程名稱：快樂小農夫 (1-2年級)
活動內容：學生利用網室及空中農場種植當令蔬果，採收後進行料理品嚐。



課程名稱：健康好飲食 (1-6年級)
活動內容： 透過認識六大營養素、檢視午餐餐盤、健康飲食講座及DIY美食實作，
培養學生健康飲食觀念。



課程名稱：多元文化美食趣(二年級)

活動內容：從國語課文延伸，透過簡報認識越南文化與春捲做法，並親手
製作越南春捲與竹筒飯。



課程名稱：傳統行業新創意 (三年級)

活動內容：學生透過社會領域課程，認識在地傳統行業，探討其創新與轉型，並親手
製作台式泡菜及刺蔥餅乾。



教師食農社群/環教志工與增能

•教師食農社群/環教志工與增能：
•教師社群：每學期三次的社群會議，並利用LINE群組聯繫與溝通，共同規劃食農課程，設計教
學活動並實施，透過執行、檢核、修正，調整實施方式及內容。
•增能研習:邀請陳建志教授到校進行食農講座，並帶著社群老師及志工們檢視校園中的可食地景
，參與環境教育進修，提升教師專業知能與教學熱情。

增能研習:邀請陳建志教授到校進行食農講座，並帶著社群老師及志工們檢視校園中的可食地景，參與環境教育進修，提升教師專業知能與教學熱情。



推展特色：萬里農情，「蚓」領食農新篇章

1.獨特的「蚓菜共生系統」作為核心學習與實踐場域
2.在地特色「刺蔥」的深化與推廣
3.學生服務性社團「生態維護部」的領導力與創新
4.課程與生活的高度連結，體現「從農到食」的完整體驗
5.多元推廣與校際交流，擴大食農教育影響力



積極在學校粉絲頁分享食農課程活動，提高學校能見度，增加與家長和民眾的互動。

食農影響力



食農影響力
與外部單位（萬里幼兒園）進行遊學參訪交流，共同學習，促進食農教育的普及。



食農影響力
受邀參加宜蘭綠色博覽會進行展攤活動，介紹刺蔥並讓群眾實作刺蔥鬆餅，享受親子共做的樂趣。



食農影響力

參加113食農教育特展，由學生為教育局局長介紹蚓菜共生系統，並跟民眾分享學校栽種的作物，推廣食農精神。

跟局長介紹蚓菜共生系統 推廣綠色消費 參訪同學受或良多



食農影響力
1.法鼓山 <金山有情>採訪食農教育健康永續采訪(第92期https://goldminers.ddc.com.tw/goldminers/vol92_2_3.pdf)

https://goldminers.ddc.com.tw/goldminers/vol92_2_3.pdf


食農影響力
世新大學小世界週報蒞校採訪蚓菜共生系統< 蚯蚓助力 廚餘換豐收 食農新亮點>蕭舒云2024-11-12

http://shuj.shu.edu.tw/blog/author/a111010088/
http://shuj.shu.edu.tw/blog/2024/11/12/%e8%9a%af%e8%9a%93%e5%8a%a9%e5%8a%9b-%e5%bb%9a%e9%a4%98%e6%8f%9b%e8%b1%90%e6%94%b6-%e9%a3%9f%e8%be%b2%e6%96%b0%e4%ba%ae%e9%bb%9e/


效益分析

1.高參與度與普及性：全校師生100%參與食農教育，課程結合各領域與校訂課程，並
利用空白時間讓孩子實際參與種植與照顧，確保學習普及性。

2.學生服務性社團的顯著貢獻：生態維護部26位成員，每學期約活動16週，每週共同
活動2次，服務學習每週2次/人，一年合計超過500小時的投入，展現學生的高度熱情
與責任感。

3.環境永續的具體實踐：落實低碳校園，善用蚓菜共生系統消化自立午餐生質廚餘，
達到零碳目標，為環境保護做出貢獻。

4.學生多元展能與成長：學生透過農事活動、創意料理、參與競賽（環教教育實作競
賽）與導覽解說(食農教育特展、宜蘭綠色博覽會)，發展研究精神、問題解決能力與
口語表達技巧，展現多元發展潛能。

5.跨處室合作與資源整合：輔導處與午餐秘書（健康飲食）等處室保持密切聯繫與合
作，共同推動食農相關活動與資源整合，提升行政效率。

食農教育的完整體驗：學生能從概念、種植、照顧、收成、撿菜、洗菜、煮菜到食用，
完整體驗由「農」到「食」的過程，並在動手作中思考飲食衛生、食品安全與食物營養，
達到完整的教學目標。



未來展望

1.持續推動廚餘再利用與淨零減碳：鑑於碳盤查與淨零減碳是未來趨勢，
將持續維護與強化蚓菜共生系統，使其發揮最大功效，真正減少學校廚
餘，並讓生態生生不息。

2.強化校園可食地景的運用與多元性：將邀請專家入校，針對校園豐富的
可食地景植物進行更深入的應用與課程推動，並積極尋找適合萬里地區
種植的多元蔬菜，讓食農教育面向更多元。

3.提升學童飲食健康與動手做素養：持續透過校內教師討論與增能，強化
學童動手做的能力，培養其解決問題的能力與等待的耐心，並深化健康
飲食知識，讓孩子擁有健康的人生。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