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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就從魚菜共生開始！ 

桃園市中壢區中帄國小校長劉雲傑 

一、 中帄國小為什麼要推動食農教育？ 

食農教育是近年新興的議題，是反思「直線經濟」造成環境危害後，邁向「循環

經濟」時代思維下的產物；藉由「生態維護」的考量，強調「農業生產」應著重食物

的安全與健康，農業生產的過程應落實「資源與物質循環」的理念，減少廢棄物及有

毒物質的產生，從事友善耕作，深入體會「生態維護、農業生產與健康生活」息息相

關的道理。 

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J. Dewey)對兒童的觀察相當入微而精準，在《學校與社會》

(School and Society)中，他敘述了兒童的興趣有以下四個面向：1.製造東西(建構)。

2.發現事物(尋求解答)。3.表達自我。4.合作溝通。利用這四種興趣就能設計出一套

豐富的學校課程(曾漢塘、林季薇譯，2000)。 

依杜威的理念而言，學校要能設計出一套豐富的學校課程，除了要將學生的學習

內在趨力與動機興趣列為首要的考量之外，教師必須改變只重視教室裡教科書單向講

述與反覆機械式的教學方式，應著重進行動手操作與體驗學習，方能開啟學生發現事

理的好奇心，持續學生學習的意願；然而「食農課程」的設計就是提供真實的學習情

境，將「食農環境議題」作為課程教學的教材，試著讓他們操作體驗，主動與外在環

境建構，並提供合作學習的友善環境，促進其群性社交與溝通能力的發展，深深體會

「生態環境與健康生活」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食農教育正是一種強調「親手做」

的體驗教育，希望學生真實的體驗環境，經由在農事和飲食製作上親手勞動而學習，

理解友善環境的農耕方式，以及有機無毒食材生產的過程經驗，進而對於「健康生活」

具有行動實踐的技能。因此，強調「體驗歷程」的食農課程，是完全跳脫教科書與傳

統教室教學，是因應現有環境議題進行統整性的學習歷程，這與杜威強調符合兒童興

趣的學校課程設計極為相符，這也是中帄國小推動「食農教育」最為核心的理念。 

二、如何進行? 

(一)建置食農教育的體驗場域-綠能魚菜共生系統 

「綠能魚菜共生系統」是中帄永續校園局部改造系列之一，主要透過校園實境評

估，發現警衛室旁的魚池長年泥沙塵土淤積，加上池裡魚群排泄的氮化物造成水質優

養，不利於水池中既有動植物的生態；如果能夠善加利用綠能(太陽能、風力發電)、

礫間植生槽、虹吸鐘設計、有機蔬菜栽培等設施與操作，組合成「綠能魚菜共生系統」

可以有效解決校園魚池優養化的問題(圖一綠能魚菜共生系統各項功能手繪示意圖，劉

雲傑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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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能魚菜共生系統各項功能設施組合 

為了魚菜共生系統能夠有效的運作，並能驅動沉水馬達，將優養池水抽進植生槽

裡，進行優養池水淨化與硝化分解；我們設置太陽能風力發電系統，利用綠電與市電

互補的交換系統達到節電的效果。而發泡煉石植生床的設置，主要是透過「礫石(發泡

煉石)」的間隙，發揮「礫間淨化作用」，產生池水淨化的效果；並設計「虹吸鐘」裝

置，控制植生槽池水的排放(如圖二綠能魚菜共生系統各項功能設施實景圖) 。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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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綠能魚菜共生系統的作用原理 

(一)礫間與虹吸鐘作用圖解說明 

礫石植生床的「礫間作用」係將「優養池水」的養分附著在泡煉石上，提供蔬菜

在植生床裡成長所需要的有機養分(氮肥)；並經由虹吸鐘調節植生床裡水位，使其上

下流動，帶動硝化作用分解水質優養產生養分氮肥，同時提升蔬菜根系與煉石礫間水

質淨化效果。 

「虹吸鐘」的設計主要是透過虹吸物理原理，讓植生槽裡的池水進出魚池得到控

制，只產生「大量排水」與「完全中止排水」的功能，促使植生槽裡的水位產生上下

反覆的運行，加速植生槽裡池水礫間淨化與硝化製肥的效果(如圖三)。  

 

(二)綠能魚菜共生系統中硝化作用的實況 

  我們特別在植生槽外開了幾個觀察視窗，利

用觀察視窗讓學生了解發泡煉石、優養物質與

蔬菜根系之間所發生「礫間作用」的關係；魚

池裡的優氧物質經過礫間發泡煉石的過濾，與

空氣中的硝化菌接觸後，產生硝化的化學變化，

產生的氮肥附著在發泡煉石上；蔬菜根部為了

吸收「氮肥」，緊抓著發泡煉石，魚池裡的優氧

物質，經過硝化製肥與蔬菜根系氮肥的吸收，

逐漸化解魚池多年優養化的問題 (如圖四)。 

圖四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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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農教育課程納入學校本位課程體系 

為了延伸教科書的學習範

圍，中帄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

參照課程綱要與三年級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能力指標，針對

「綠能魚菜共生系統」將「有

機栽培課程」，納入本校環境教

育本位課程，研擬三年級「親

手做食農體驗課程」，讓師生有

機會「走出課室，師法自然」，

學習親手勞動，農事探索，理

解友善環境的農耕方式，以及

有機無毒食材生產的過程經驗

與樂趣(如圖五)。魚菜共生有

機栽培課程，除了體驗友善環

境的農耕方式，同時利用六年

級校園環境解說課程，融入「綠

能環保節能」、「礫間生態工法」、

「硝化化學作用」、「虹吸物理

原理」，以及「物質能源循環」等原理原則，進行全校性跨領域專門知識的學習與解決

問題實用能力的解說活動。 

五、魚菜共生有機栽培的操作 

三年級共有 8個班，採取「每兩個班」，輪流

操作為期一年的蔬菜水耕有機栽培；並與在地社區

「大蕓有機蔬菜農場」合作，邀請其專業實務人士

到校指導協助(如圖六)。一方面進行魚菜共生蔬菜

育苗與摘種，同時比較校園裡原有布馬農園「土耕

區」，不同摘種介質的有機栽培途徑所遇到的問題，

包括：養份、水份、蟲害、病害、溫度、蒔草、網

室等各項栽種因素，進一步了解「水土」栽培的優

劣利弊與各項變因，真實體驗農事的奧妙，啟發孩子探

索食安生活的意願與動機，進而獲得有機無毒的食農經

驗與生活技能。 

六、魚菜共生有機栽培所遇到的問題 

經過幾次魚菜共生有機栽培的成功經驗，蔬菜翠綠

油亮，鮮嫩多汁，包裝起來絕不輸給市面販售的有機蔬

菜，三年級師生興致勃勃，成就感十足(如圖七)。 

圖六 

圖五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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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大自然生物的多樣，以及池水優養環境的

不確定性，於是「蟲害」的問題仍然出現。眼看甜

美的收成即將展現，但卻面臨「蟲蟲災損」，師生倍

覺「受挫困擾」。經師生仔細觀察，蟲蟲背部翅鞘各

有一條略呈波狀的「金黃色縱紋」，跳躍遷移像「跳

蚤」，所以被稱為「黃條葉蚤」。經過專業人士指導，

先是利用「黃條葉蚤」趨光的特性，使用黃色粘板

誘殺成蟲，可降低植栽區蟲蟲的密度，減少蔬菜的

危害。由於「黃條葉蚤」針對「十字花科蔬菜」（例

如:蘿蔔、白菜、青江白菜、甘藍、花椰菜、芥菜、芥藍菜等）特別的喜愛，因此，採

取「輪種」的方式，改種「非」十字花科的蔬菜，阻斷害蟲的食物來源，降低造成嚴

重的蟲害 (如圖八)。最後，於暑假期間清洗植生槽與發泡煉石，並利用陽光紫外線消

除植生槽與發泡煉石上的蟲害，讓魚菜共生系統充分保養與休耕，留給未來三年級新

的學期施作時，能有豐碩的成果！ 

七、從真實操作上遇到的問題，理解食農教育的真諦 

經過一年的運轉，三年級「每兩個班」輪流操作魚菜水耕有機蔬菜栽培，有豐收

的喜悅，有蟲害的困擾，甚至也有「血本無歸」的失望；這些真實的歷程經驗，激發

小朋友「想」解決問題的動機與行動！魚菜共生慘遭「黃條葉蚤」過境，十字花科蔬

菜「蟲蟲災損」嚴重！所幸趨光黏板防治後，菜葉坑坑洞洞，還有些許的收成，只是

「賣相不佳」。小朋友從這些「賣相不佳」的蔬菜，深深感受「有機無毒農業」背後所

付出的辛苦；「蟲害」雖然是生態多樣的自然現象，卻能讓孩子更加理解「菜農」的辛

苦；「蟲蟲猖獗」可導致蔬菜品質降低，甚至移除廢耕，所有的辛苦都付諸流水，進而

培養「應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憫農態度！除了理解憫農的情懷，經由與食物、

農民、動植物、自然環境之間互動體驗過程，更加體認「食品衛生安全」必須建立在

農業源頭所付出的辛苦勞力與血汗；同時理解從生產栽培到生活餐桌的過程，必須層

層把關，關照生態環境的保護，才有健康的安全飲食進；而認識在地的農業、正確的

飲食生活和其所形成的農業和飲食方式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真真切切體認「食農

教育」的真諦！ 

八、結語 

食農教育是一種強調「親手做」的體驗教育，讓孩子們動手操作，進行「生態維

護、農業生產與健康生活」之間相互依存的體驗；然而，原本是校園池水優養的生態

環境議題，藉由多功能的「魚菜共生系統」，透過「食農教育」的實施，生態池得以淨

化，水生動植物得以多樣，校園優氧的問題得以改善；整個系統的運作同時發揮「虹

吸物理原理」、「硝化化學作用」、「礫間生態工法」等多功能的效果，又融入「綠能環

保」、「物質能源循環」低碳節能的技術，也為「有機食農栽植」提供友善耕作的環境；

讓師生得以在真實友善耕作的過程中，理解「多功能魚菜共生系統」用以解決問題的

統整性知識，習得「低碳節能」的實用生活技能，並感受健康生活所需付出的辛苦代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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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兼具統整與跨領域知識、情意與技能的綜合能力的培養。 

美國教育學家布魯姆（Bloom)的學習階層：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

鑑；教科書教學只侷限在「知識」與「理解」的層次。然而，從「綠能魚菜共生」的

跨領域操作體驗課程，綜合多項能力的養成；透過親身體驗，動手操作，學生學習成

就感容易因為獲得豐碩的成果而得到滿足(製造東西)；因為成就感的驅力，啟發學生

學習的動機與好奇心，即便是過程中遇到「蟲蟲危機」，認真從困難中找出解決問題的

方法，並理解在地農業的困境與正確的飲食生活方式(發現事物)；甚至願意與他人合

作一起努力克服問題，實踐「友善耕作」的理念(合作溝通)。這樣的學習歷程，完全

跳脫教科書與傳統教室教學，激發孩子學習創意，強化問題解決生活實用能力(表現自

我)！很顯然的，綠能魚菜食農體驗課程已超越教科書「知識」與「理解」的學習階層，

達到「應用」、「分析」與「綜合」的學習階層，這也與杜威強調以符合「兒童興趣」

的學校課程設計理念不謀而合。 

參考文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