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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國風國中的學務處前有一塊農田，裡面種了各式各樣的農作物，有些學生會用午休時

間去照顧菜園，可有趣的是，這些農作物在成熟、收成後會如何處理呢？在思考這個問題時，

研究生們想起以前讀過的國小也有一片菜園，而且還有關於食農教育的課程，雖然研究生們

並沒有上過這些課程，但是這兩所學校奇妙的巧合讓研究生們非常開始好奇，學校為何會設

立校園農場呢？校園農場對學校和學生又有什麼效益呢？為了解開相同的疑惑，研究生們組

成了小組開始了這次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校園農場對學生外在行為之教育成效 

 

(二)校園農場對學生內在知識品格提升之成效 

 

(三)校園農場對全校師生之正面成效 

 

(四)校園農場在提升學生鄉土認同之成效 

 

三、研究流程：  

 

        一開始我們先決定好研究主題，要朝著「校園農場與食農教育」相關方向研究，而在研

究目的方面，我們主要以食農教育成效如何透過校園農場方式獲得落實。之後便開始分析文

獻，我們將網路以及書籍中有關食農教育定義、成效及落實方面的資料統整，而在此時我們

發現，校園農場所獲得的成效不僅限於鄉土、健康、生態等成農教育方面，也包含了知識、

品德、情意等精神。 

 

接著我們進入下一個階段：訪談。我們訪談了校園中一直在執行校園農場的主任，以及

其他參與的學生，再從所得資料中印證查到的文獻，以討論出研究結果，最後得出研究結論

與建議。研究流程圖如下： 

 

 

 

 

 

 

 

 

 

 

 

結果與討論 結論與建議 訪談 

文獻分析 研究目的 擬定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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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名詞解釋：校園農場 

 

校園農場，指利用校園中的空地加以整理後，成為兼具教育以及生產功能的農地，讓學

生自身體驗下田種菜、建設菜園和照顧菜苗等農業活動，進而將食農教育實際實施於校園

中，培養生命教育、品格教育、健康教育、鄉土認同、校園精神及環境教育的素養導向教學

方式。 

 

近年來，台灣民眾逐漸意識到飲食及飲食倫理的重要性。由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3 年開始

推動的「食農教育」開始普及於台灣各縣市中小學校園，採納健康飲食和身體活動，藉由教

育來改變學童的生活飲食及生活方式。顏建賢及曾千惠在 2014 年的〈食育教育指標建構之研

究〉中提到，食農教育推行至今，對台灣民眾的營養認知、飲食習慣、食品安全意識、城鄉

發展都有所助益。 

 

在校園農場內，學生可以在活動中親近大自然並了解種菜的辛苦。主旨是培養出對生命

的熱愛與尊重，協助學生深化人生觀及內化價值觀，透過各種農業體驗，實踐健全的飲食生

活來學習，了解農業所扮演的角色及飲食的重要性，關心自己所處的社會與環境進而認識地

方的飲食文化並促進孩童與食物、環境及社區的連結，校園農場甚至能成為種菜的小天地讓

學生下課休憩或是社區周遭的教育場所。幼年與中小學時期的自然經驗、及生命信念，對日

後環境行動的形成很有幫助。 

 

由上述可知，校園農場不但能提供師生們栽種糧食的場所，更因為處於學校中，所以也

可以成為跨領域教學與實作機會的平台，對發展土地與人之間的永續概念，校園農場更是其

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二、研究對象：國風國中 

 

國風國中校址為花蓮縣花蓮市林政街 7 號，比鄰花蓮林區管理處。現行的校園農場位於

學務處對面，於 2017 年新大樓落成後推行至今。原本在校門口兩側的雜亂花圃，由於校園美

觀而進行整理，並種植向日葵等植栽。後來移至面積較大的學務處前空地。現在種有空心菜、

蔥、辣椒、九層塔，小番茄等。農作物可以提供自然課生物實驗的材料，亦或是成為學生營

養午餐或是童軍野炊活動的配料。目前農場人力除了部分因常規問題而在學務處進行再教育

者之外，另有自願者如環保志工等。利用每天午休時間從事耕種工作。 

 

                                                                                         

志工努力開墾學務處前的荒地 主任和學生一起討論如何種植 完工後的校園農場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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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農場作物之一 ：四季蔥 初期於校門口種植的百香果 學生製作的校園農場志工名牌 

*照片來源：研究者攝影與學務主任提供 

三、校園農場之教育成效探討： 

 

(一)食農教育方面 

 

1 無毒農業與健康飲食： 

 

日本農林水產省在 2014 年曾發表對食農教育的成效期許：「食農教育強調透過農業體驗，

了解農業所扮演的角色及飲食的重要性，進一步認識地方的飲食文化，關心自己所處的社會

與環境。透過與「食」相關的各種體驗中，學習與「食」的相關知識、對「食」的選擇能力，

實踐健全的飲食生活。」可見食農教育可以改善學生的飲食習慣並促進身心健康，亦可提升

學生對於食安問題之重視。 

 

從訪談中得知，校園農場中皆是使用有機肥料，且不使用農藥。種植出的農作物更直接

標榜「不用洗」，實施無毒有機農業： 

 

「我們的肥料使用廚餘和雞大便，雞大便是主任買的。廚餘就是營養午餐的剩菜剩

飯。」(生 B) 

 

「再來就是樹葉、落葉拿來這邊堆肥，讓植物能夠更滋養。狗大便我們就把它埋在土

裡面。」(師) 

 

「當然不能用農藥，健康飲食是非常重要的。 完全沒有用到化學肥料，化學肥料不

好......這種化學的東西會傷害環境。」(師) 

 

「譬如說剛採收的小番茄是無毒的，甚至不用洗就可以直接吃。」(師) 

 

2 生命與鄉土教育： 

 

食農教育亦是生態與生命教育的絕佳管道，如江雅菁在 2017 所言：「藉由體驗教學，幫

助學童經由真實之體驗的經驗及過程，對其他生命如植物、動物甚至是小昆蟲培養出對生命

的熱愛與尊重。」〈校園一隅「開心農場」——生命教育最自然、最開放的教室〉學生親自

參與體驗後，對其種植的植物產生感情，進而實踐生命教育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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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訪談過程中可得知，上述食農教育的成效，藉由校園農場活動而得到了落實，例如

學生親自體驗中從無到有的培養生命，從種植種子到小杯子內培養再到大花盆，觀察生長及

種植過程之中對其產生情感。學生也能藉此活動增加對鄉土的了解，進而產生對鄉土的認同： 

 

「我們先在小杯子中培養種子，發芽後再移植到大花盆裡面。我們除了融入課程，更

讓同學實作並觀察。每個禮拜甚至每天都可以觀察他長多高。這就是一個剛特別提到生命

教育。」(師) 

 

由於都市學生較缺乏鄉土知識，因此可透過校園農場等活動培養相關知識，甚至融入學

校課程。 

 

「校方已經有在研擬，另外再找一片空地來。針對食農教育來推動，讓同學都能夠很

清楚知道我們在校園裡面看到的植物。學生可以利用下課時間、也都可以去做觀摩，或者

去認識、會有推廣的，把食農教育結合跟課程相識，跟輔導課的生命教育，或者專科銜接

在一起。」(師) 

 

「食農教育，如果能夠發揮在同學身上。比方說，我剛特別提到同學路過學務處，路

過校門口一定會經過穿堂，就會看到兩旁百香果結實累累垂下來，花草、樹木都很整齊，

看到學務處前面這邊，我們特別把菜名都標示出來，在平日就潛移默化。」(師) 

 

在實施無毒有機農業時，學生也需要親手處理各種動物的排泄物成為校園農場所使用的

有機肥料，而學生對於從事堆肥的工作並不排斥。 

 

「其實同學再把糞便處理的過程，當然會覺得這個是糞便或怎麼樣.……但是因為我們

在種植菜或者是花時都是徒手在挖土，或者是直接碰到土，而且沒有戴手套。所以他們比

較不會去排斥。」(師) 

 

在實行校園農場時，學生能增進對健康無毒有機飲食的知識，並實際了解天然肥料的使

用，包括動物的排泄物、廚餘，或是落葉等。學生在體驗的過程中從無到有的培養出一個生

命，在過程中自然對生命發展心靈的寄託，進一步去愛護、尊重生命。校園農場更能與在地

鄉土連結，藉由製作植物名牌使經過的學生認識許多菜名，改變都市學生在鄉土認同上的缺

乏，並在處理堆肥時不感到厭惡或噁心。可見校園農場對於食農教育的成效是非常顯著的，

學生的身心健康及鄉土情懷也獲得成長。 

 

(二)知識技能提升方面 

 

1 從做中學輸入知識技能： 

 

        教育心理學者杜威在「從做中學」理論中，主張知識有實用的知識和行動的知識。因為

在經驗中，觀念僅為解決困難情境的一種工具，實行有了困難，才發生認知作用。所以真正

的知識多是由自身的行動累積而來，透過不斷的行動，慢慢從中學習，最後便能得到更深入

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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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訪談過程中，我們得知，參與校園農場的學生也是在種田時，一併上網找尋不同植

物所需的土壤、肥料、日澆水量等不同照顧方式；認識不同植物的名稱、製作解說牌；學習

如何使用電鑽、水平儀等工具： 

 

        「都市學生缺乏鄉土知識，可以透過校園農場等活動培養相關知識認識食農教育相關

知識……學生認識菜名、植物都是一個教育的功能。」(師) 

 

        「所以我們也查了許多資料，了解怎麼種植物，這樣會不會死掉，就覺得可以學到很

多東西。」(生 A) 

 

        「因為我是從小就不種植物的人，所以我們放解說牌都會放學名、特性或者是要怎麼

照顧牠，就是會學到比較多。」(生 A) 

 

        學生遇到種植困難時，藉由上網自學並實踐所蒐集到的解決方法，培養自主學習與問題

解決能力等素養。  

 

        「我們上網學習到，種植東西時為何需要常常翻土？目的是讓種子更易發芽、生長。 

把土壤翻一翻，把空氣摻到土壤中，也使雨水能滲透進去。翻土還可以趕走或殺掉昆蟲，

除去雜草，也把大塊的石塊移走。這一切都是要幫助種子生長的。」(生 A) 

 

        「最困難的應該是蕃茄，要讓它的趴莖在那個線上，間隔格不能取太近，太擠會影響

生長，我們就上網查了一下。」(生 B) 

 

        「自己動手做就是不一樣，沒想像中那麼好……經驗比較多了，會比一開始什麼都不

懂的時候好很多，可能原本菜種都分不出來，至少可以分得出來。」(生 A) 

 

2 自我精進輸出所學： 

 

        而在原始目標達成後，學生們會以現有的成就為基礎，開始設定新的目標，如美感的追

求、使用者的方便性，受惠人數的擴展等，正符合 12 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精神： 

 

        「經過兩個月的耕作，我們在欣賞菜圃區的外觀時有了一個想法： 如果在空心磚上加

以美化菜圃，整體感覺會更欣賞悅目。所以討論出用學校汰換的椅子板、將廢棄椅子拆解

再以拼裝造型、再請示學校總務主任後開始整裝。」(生 C) 

 

        「同學們考量很周到，大王椰子樹葉隨時會落下，因此製作「注意落葉」的警告標語，

提醒師生路過小心。」(生 C) 

 

        而這些能力的培養，也促成了部分學生與家人的更多互動。除了增加與加人的聊天話題

外，家中從中相關產業如農業、園藝、土木業等的學生，也開始助家裡工作，或從家長方面

提供學校專業後援，而這些互動，也影響了部分學生未來的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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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生假日會幫忙家長，家長是從事土木工程的，就提供技術，混合土，弄著弄著就

把土弄鬆。」(師) 

 

        「去年畢業的學生，有一個家裡是從事園藝的，他本來對家裡的協助是很少。在學校

他這樣做做，回去之後就是會去幫忙家裡的事業，為了更貼近、做得更好…後來記得應該

是讀花農。」(師) 

 

        「媽媽說，她之前種過小番茄，因為她也是花農，跟種植也比較有關係，所以會問她

一些基礎問題......(問：未來想選擇什麼學校？)我會去讀花農。」(生 B) 

 

         由於參與校園農場的學生能夠從中認識不同植物的名稱，了解如何耕種那些植物，並學

習使用一些工具，協助進行挖石頭、製作圍籬，或是製作解說牌等不同作業，並且在遇到種

植困難時，能夠自主學習以解決問題。這不僅培養了學生們食農教育的相關知識，更訓練了

學生操作工具的技能，而這些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則是一個良好的學習機會，如此特別的

經驗，將使學生更加精進，一併對學生們的未來生涯規劃產生影響。 

 

(三)情意品格教育方面 

 

1 品格與行為的提升： 

 

  根據許世璋在 2005 年所提出，人在幼年與中小學時期體驗食農教育並從中學習到的自然

經驗、及生命信念，對日後學生自主進行環境行動的形成以及建立學生良善的品格觀念很有

幫助。越早接觸大自然這個老師，並且創造愉快的童年回憶，有助於環境公民的形成。除此

之外，在活動過程中學生也可以培養團隊精神。〈影響環境行動者養成的重要生命經驗研

究—著重於城鄉間與世代間比較，2005〉由此可知，若將大自然融入到學生的學習課程中，

可以有效培養學生與他人相處的能力。 

 

  在訪談學校主任時，受訪者提到，身為校園農場的發行人，自己本身會和學生齊力耕作，

身體力行提供良好典範，讓這群原本因為行為問題而被導師送過來輔導管教的同學們，能感

受到師長的親力親為而得到啟發。除此之外，學校也有讓志工認養農地的機制，不僅可以讓

學生更有對農田的責任感，也讓學生在進行工作時獲得成就感。訪問學生時，學生也指出認

養農地的方式確實讓自己工作的積極度變高。從中顯示，校園農場的確有增進學生做事的意

願度以及加強學生的責任心等功能，而藉由這樣的榮譽與成就，也無形中改善了學生原本的

常規問題，提升了學生的正向行為與品格： 

 

  「經過一個月時間，每天午休各班導師送來的輔導管教再教育學生一起工作，終於讓

菜圃有了基本的雛形」(生 C) 

 

  「有些學生在課業上無法獲得成就感，但在這個方面卻得到了，這會使有些學生們在

行為上稍加改變，我不敢說全部，但不過至少有七八成的學生作出了改變……在這個地

方，學習到東西，願意每天中午再來這邊，願意來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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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行為可以看得出來。從老師的回饋給我的，他在班上裡面比較不會講話，也

比較不會不尊敬師長，這一定是正相關啊。」(師) 

 

  在校園農場中，除了指導老師親自為學生示範，學長姊們也會提供新加入的學弟妹示

範，形成良好的典範教育循環，即使拿起尖銳或沉重的危險性工具，也能發揮自律，以嚴肅

的態度正確使用而不輕浮嬉鬧。 

 

  「後面是主任一起來幫忙，所以就一起解決的，用相關工具去把番茄挺住。」(生 B) 

 

  「我本身對種植方面也蠻有興趣，再來是因為本身是擔任學務主任，就是有關於生活

教育品格的部分養成，這些都是我的工作，他從帶領他們的這個過程。我希望說，讓他們

先有一個動機，動機是什麼？就是教你怎麼使用機器設備？或者是土質怎麼去做培養？讓

妳產生興趣之後，就會比較有向心力，比較相信你，所以從這個部份來改變行為。」(師) 

 

  「都是學長教學弟，我會示範給他們。如果學弟他們班返校打掃，我就會徵招來一起

幫忙。」(生 B) 

 

  「(問：在使用這些尖銳的工具或電鑽時，主任不在旁邊，會有人拿起來玩嗎？)就很

認真的眼中就只有工作，都不會想說要玩。」(生 B) 

 

2 挫折容忍與耐受力的提升： 

 

  國內教育學者張春興將挫折容忍力定義為：當個人遭受挫折時能夠免於行為失常，承受

打擊與挫折，繼續堅持的一 種能力〈張氏心理學辭典，2006〉正因為在執行校園農場的過程

中，學生會經歷許多不管是精神上或是肉體上的考驗，因此在學生面對這些問題時，也可以

在無形中培養對事物的忍耐。 

 

  而學生在進行校園農場時，除了經常接觸的泥土外，偶爾會遇到一些貓或狗的排泄物，

學生們也不會排斥，這些經由真實之體驗的過程，即是學習的好素材。 

 

  「整理這塊土地的時候是非常辛苦，都是石塊，甚至就把鋤頭都在挖土的時候都在挖

大石頭，就鋤頭就斷掉了斷了好幾次了……還有一些雜物，像挖到拖鞋、挖到一些鐵塊、

大石頭，不是這種小的，都這樣是非常大的。」(師) 

 

  「相對來講，他們比較不會去排斥，因為他們都是徒手在挖土，或者是直接碰到土，

他們沒有戴手套，我們的志工是沒有在戴手套的。」(師) 

 

  「拿鋤頭完用力的話，倒是會起水泡，有時候會腰酸背痛……。雞大便就把他挖洞，

之後就把它埋起來。」(生 B) 

 

  「辛苦的夥伴們為了拔草受傷，除草的工具也因為使用過程太過認真而斷掉。」(生 C) 

 

3 榮譽感與自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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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紀初的教育心理學家史金納在其所提出的「操作制約」理論當中，提到將「正增強」

用於教育上時，當學生出現期待的適當行為時，給予物質上的獎勵或口頭讚美，以增加該適

當行為發生的機會。而美國學者 Kevin Ryan 提倡的 6E 品格教育也有提到典範學習、體驗反思

及正向期許等作法。而校園農場則可以結合正增強的效果，使學生更加投入於活動中 。對學

生以及校園農場的運作都能有所助益。 

 

  「利用菜圃認養人的模式，讓那些學生在獲得成就感的同時，順便制約學生的行為，

就像球隊訓練一樣，違反規定就限制成員的權益。」(師) 

 

  「全班認為我把這一片菜園顧得很好，所以我覺得自己很棒！」(生 B) 

 

  由此可知，將校園農場結合操作制約中的正增強理論確實可以收穫不錯的成效，不只讓

學生得以從中得到成就感，也可以間接的讓校園農場的運作更加順暢，但也可以在無形中形

成一道制約學生的規範，使學生從被動的依從規定到能夠自律。 

 

(四)凝聚校園精神方面  

 

1 校園內的跨領域合作： 

 

  孫效智在 2013 年提出，生命教育融入教育體系需要在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

和學校使命與校園精神的多方面努力。 若能以「校園文化」為主軸，能引起學習動機，符合

在地特色，緊密結合生活經驗，設計出適合貼近學生生活，才是符合身心發展的生命教育課

程。〈高級中學生命教育校園文化推動模式，2013〉由此可知，校園農場亦能成為連結在地

文化和生活的生命教育實踐。美國教育學家杜威提出之服務學習，反映出學生在自行種植中

學習知識及經驗，進而對於校園中之小型農場產生向心力，豐富跨領域現行課程並協助校務

推動。 

 

  在訪談過程中我們得知，校園農場對於學校內不同領域的工作都有一定的幫助，無論是

食農教育、生命教育，還是品格教育方面，皆與課程配合，教學時一併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讓學生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會使同學獲得另外的實作經驗。如此一來，校園農場種植出來

的作物，即可運用於家政課和童軍課，更有美化校園的效果。 

 

  「那塊地原本進來的時候都是空的，後來他們說，可以改成菜圃，有很多課程會用到，

像童軍、家政都可以直接去取用。」(師) 

 

  「沒有反對的，一定都是贊成。而且我們種植的菜都是給學生運用在課程裡面，童軍

課、綜合課、甚至還有我們學校的同仁需要，我今天要煮哪道菜，缺少一些配料，九層塔、

辣椒就都可以直接就隨手拔，因為校園農場是學校的所有物，我們只是把他美化、讓整個

環境變得更加漂亮。」(師) 

 

  「把食農教育跟輔導課的生命教育結合，或者與專科銜接在一起，我們接下來的食農

教育，就是要結合到綜合課程輔導生命教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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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校為榮的服務精神： 

 

  Kevin Ryan 的 6E 品格教育中提及環境形塑，鼓勵各級學校透過校長及行政團隊發揮典範

領導，建立具品德核心價值之校園景觀、制度及倫理文化。和體驗反思，鼓勵各級學校推動

服務學習課程及社區服務，實踐品德核心價值。 

 
        在訪談過程中得知，參與校園農場的學生大部分是志願幫忙的環保志工，在中午犧牲時

間為校服務。並以身為農場志工為榮，更融合校園文化，將農場和校園緊密連結。而這些志

工們在做出了一番成果後，也在師長的帶領下，代表班級與學校參與了扶輪社所舉辦的

「DFC 服務學習競賽」並榮獲佳績。對於自身榮譽、團隊榮譽與校園榮譽等多方面的成就感

又更上一乘。 

 

  「可以分享全校有需要的人，伙伴們覺得很高興，因為有成就感，工作時也不會覺得

累。」(生 C) 

 

  「正值年底聽說經費有限，我們很樂意為學校節省經費，貢獻微薄的一己之力由伙伴

們接力粉刷完。」(生 C) 

 

「種向日葵的原因，是因為國風的運動服上有一朵花，象徵著國風。」(生 C) 

 
        「前兩年包含今年。我們第二次參加了校內的 DFC 比賽，我們這組也是進入到特優。因

為有這樣的過程，所以引起校方的注意。以後會想說繼續推廣。如果我們發現有學生有這樣

這方面的興趣，我們會繼續推下去。」(師) 

 

  校園農場的功效不僅能改善學生的個人行為，其影響力更深入校園內的發展。校園農場

所種植出的作物也能協助學校課程推動，與學生學習緊密連結。在實施校園農場的活動中，

學生獲得榮譽感使其願意為校服務，並因此感到自豪、認同自己的表現。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校園農場在進行過程中也結合了無毒農業，在不使用一絲農藥且只運用天然肥料的情況

下，將有機的觀念傳達給學生。在天然耕作的情況下，自然會有一些菜蟲，正剛好也可以用

在生命教育的方面，讓學生思考菜蟲以及作物之間的制衡與關係，間接塑造了結合環境、教

學、生命教育及生產等功能的校園農場，也可以稍加彌補都市學生對鄉土知識的不足。 

 

學生在進行校園農場的活動時往往會遇到各種考驗，不過師長不會主動提供協助，學生

可以藉此培養自主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學生也在過程中學習如何使用特殊工具與認識

未接觸過的植物，這些經驗對學生的生涯規劃以及與家人的互動都有一定的影響。 

 

校園農場的志工通常是導師挑選出在較為好動、在班上容易影響秩序的學生來擔任，主

要目的是為了改善學生的生活行為以及維持校園農場的營運。而隨著活動的進行，學生不但

從原本的被動變成了積極的處理校園農場的事務，而且不管是對人還是對物，志工們的行為

都有一定程度改善，也塑造了生活自律以及學長姊與學弟妹的精神傳承，學生們也可以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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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農地認養制形成榮譽感。除此之外，學生在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困難也都間接培養了

學生的挫折忍受力。 

 

校園農場也在無形之中默默的對學校產生幫助，只要是關於農地的課程都可以自由運用

此場地，而農地中蘊含的食物鏈、生物也可以作為教導學生生命教育及培養個人特質的天然

教具，農作物也可當作中午營養午餐的調味料，校園農場也有美化校園的功能，也可當作學

校的發展特色之一。 

綜合以上結論，當校園內有閒置空地時，發展校園農場是有一定的助益的。校方可考量

在校園中可利用的空地進一步擴展校園農場，也可以將生命教育、發展自我特質、認識自然、

培養挫折忍受力等主要的目的深入到每個師生的心中、並實際展現於生活中，達成一個教育、

自然、人類平等交流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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