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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推廣案 

壹、計畫源起 

在 2022 年 4 月 19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食農教育法》，主責機

關為農業部，當時農業部公布食農教育推動 7 大重點，將部門協力、

地產地消、獎勵及預算等予以法制化，而在 2022 年 5 月 4 日，總統

正式公告共 20 條的《食農教育法》條文，並自公布第 3 日（5 月 6

日）生效，賦予推動食農教育的經費及法源依據。時任行政院長蘇貞

昌表示，食農教育是農業政策的根基，讓孩子從生活中的每一口咀嚼，

認識在地食材、飲食文化以及從產地到餐桌的每一環節，進而培養在

地消費的觀念。各界倡議《食農教育法》多年，2018 年農業部召開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即宣示要推動食農教育立法，發展系統性食農教

育體系，並於去年完成草案，邁出了一大步。 

因此，食農教育能達到保障食安、提升國人對國產農產品認同、

促進農業文化傳承及永續發展的功用，而食農教育應從小做起，需要

農業部、教育部的整合，這次《食農教育法》草案通過，內容包含原

則性基本法及執行法，將來農業部、教育部、衛福部甚至原民會都會

一同納入，也將大力輔導地方政府協助推動。因此『食當季、買在地』

食農教育推廣案在這樣的脈絡與緣起之下，也成為連江縣政府推廣食

農教育的重點專案之一。 

 

 

 

 

 

 



 

貳、計畫目標 

為推廣食農教育，引導本縣縣民從關心個人的飲食，瞭解農業生

產到銷售的過程，從而轉化成實際支持國產農產品的行動為計畫目標，

從農業生產與環境、飲食健康與消費、飲食生活與文化等主題，讓全

民都能注重健康飲食及支持國產農產品。 

目前的食農教育大致上包含了農業、飲食和環境教育三個內容，

在以往這些教育內涵是各自獨立施行，分別由不同的公、私部門承辦，

造成了諸如農業部門辦的教育活動只重視農事體驗，忽略飲食和環境

教育的重要性之缺失，因此，嘗試將這三種教育內涵融合於共同設計

為目標，也讓不同的公私部門，例如政府機構、學校、農會、非營利

組織、農場和農企業等都能夠經由合作參與來共同完成。 

此外農業部「我國農業體系食農教育推動現況」，整理出「臺灣食

農教育多元面向」目標。此面向涵蓋範圍廣泛，共分為八個面向，包

含與飲食教育相關的低碳飲食、飲食文化、均衡飲食(正確的飲食知

識)，以及與農業教育相關的社區產業(含農村及在地經濟)、食農體驗、

全球環境變遷調適(糧食安全)，以及串聯飲食教育及農業教育的友善

環境、食品安全。 

 

 

 

 

 

 



 

馬祖食農教育八大目標 

 

 

一、食農體驗 

  食農教育從親手做開始，包含社區參與、體驗農業生產及食物烹

飪、生態體驗，培養學習者簡單的耕食技能，並透過體驗的過程，觀

察及認識生態環境與農村樣貌，提升民眾對土地情感、瞭解環境與農

業的關聯及重要性。 

二、社區產業(含農村及在地經濟) 

  認識馬祖在地的里山與里海的原生生物與農漁資源，搭配里山倡

議的精神，兼顧生態保育與社區產業，帶動社區的特色農產品、支持

在地小農市集、融入環境教育的思維，幫助農村自給自足，發展在地



經濟。 

三、環境與農產調適(糧食安全) 

  此面向的概念提供給學習者反思的議題，例如馬祖農業面臨問題、

因應環境變遷以及生產元素 (包含氣候變遷，以及土壤、水與海洋資

源、植生等自然資源) 之農業生產調適、安全糧食供給、農業生產永

續等，包括馬祖三寶之加工與食農教育來調適生產問題。 

四、低碳飲食 

  低碳飲食最直接的就是地產地消，不但縮減食物里程、減少碳足

跡，亦能促進在地農產品的消費。而自然加工指的是強調產銷調節型

的加工（例如將過剩的蔬菜製作成菜乾，以延長保存期限及增加產品

價值），以及飲食適量不浪費、降低生產過程之碳足跡，以及保存農

食的原味也都歸屬低碳飲食的面向中。 

五、飲食文化 

  飲食文化是人類對於食物情感以及利用方式，馬祖雖小但相同食

物在不同的島嶼，皆擁有不同的文化、食用及料理方式等，這些都是

值得我們深入去瞭解；例如馬祖豐富的閩東人文以及信仰文化，可以

明白在地傳統食物的文化價值，進而維護在地的飲食文化，包含了食

物的重要、飲食特色、節慶食物、傳統糕點等。 

六、均衡飲食(正確的飲食知識) 

  均衡飲食是現代人較不容易達到的一項目標，除了忙碌的生活外，

對於飲食知識的正確認知也不夠充足，因此於食農教育中，認識營養

素與需求、健康飲食原則、餐點製作及食物組合，搭配綠色烹調強調

低碳、簡單且健康的烹調方式等，將食物對於人類的健康發揮到最大

價值。 

七、友善環境 



  消費行為影響著市場的供應與經營，現今大眾對於農產品的選購，

不再只是價格取向，而也有安全、健康取向的需求，友善土地的耕種

方式，不僅提供了安全的農產品，也保育了生物多樣性，促進環境自

然的循環與永續發展，人、環境、動植物共存共榮。除此之外，透過

關懷在地友善小農、建立產銷互信，直接向信任的農夫購買，也回復

從前人與人的情感，不僅只是商品與價格上的互動。 

八、食品安全 

  食品的選購對現代人而言是一門學問，例如如何挑選新鮮美味的

食材，以及食物的外觀及營養價值其實是沒有絕對關係的，而瞭解加

工食品及添加物、食品運送與保存方式、並在馬祖選購安全的食品上

做出正確的選擇。 

  



參、計畫執行 

 

計畫執行項目 

項次 工作項目 數量 

1 成立食農教育推動會 1 

2 召開食農教育推動會議 2 

3 訂定食農教育推動計畫 1 

4 訂定相關獎勵制度 1 

5 推動國家食農教育貢獻獎，表揚推動人員及團體 1 

6 設置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 1 

7 定期定點辦理友善農民市集 1 

8 連結食安五環、深化食農教育 1 

9 透過鼓勵學校及教師發展食農教育教學策略 1 

10 辦理食農教育推廣活動 2 

  



肆、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計畫主要目的為幫助生產者、馬祖居民、外地遊客等認識食

物的原始樣貌，並思考人類與食物的關係。另外，也希望學習者具

備簡單的農事技能及飲食烹調能力，以建立良好飲食習慣，避免飲

食風險。從社區層面而言，食農教育希望推動在地食物的觀念，以

發展地方農業及相關產業，並維護在地飲食文化。從大自然及生態

環境而言，則強調人類的飲食型態對大自然的衝擊，並提倡環境友

善的農業經營及消費方式，使人類與大自然共同永續生存。 

而馬祖的食農教育之推動，經由四鄉五島農漁產的資源交流，

以及各季食材的互補與特色，建立「地產地銷」的農業食物網絡，

各項成果如下： 

(1) 提倡地產地銷的低碳飲食文化，培養國人健康飲食 

本計畫於馬祖食農教育活動中，以深入淺出的知識科普推廣食品

安全相關理念，讓在地居民、學童從小開始認識在地農產品，與

其自身相關的健康議題。以農作物種植、親手烹飪農食品製作系

列體驗活動，推廣相關種植技巧、注意事項，與食品安全理念

外，從關心個人的飲食，生活中的每一口咀嚼，體驗「食當季、

買在地」的意涵。 

(2) 促進永續性農業生產和支持在地食材消費方式 

藉由食農體驗更加認識在地食材生產的過程和環境，從產地到餐

桌的每一環節中，提倡友善環境共識，強化地產地銷、永續在地

資源，傳承共榮、共好的重要理念。藉由親子共同參與的食農體

驗與料理製作，讓在地居民、師長帶著孩童們，從小開始注重健

康飲食及支持在地農產品，間接促進馬祖當地農業發展並提供更

多農業發展之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