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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
地球極端氣候變化及溫室效應溫暖

化，造成病蟲害不斷滋生且不易控制

的情況下，嚴重危害全世界的糧食生產，由於過度使用

化學農藥防治已成為常態，因此造成食品的農藥殘留及

環境污染亦相當嚴重，加上食品添加非法物質或不同污

染源造成的食品污染之事件在各地也層出不窮，而引起

國人對食品安全的重視，食品安全已成為目前國際及國

內糧食生產的重大問題及議題。由於生活水準提高，民

眾也開始關心自己的健康，社會大眾對食品安全的要求

也相對提高，也重視農產品的生產履歷，因此食農教育

及食品安全更關係到國人的生命及生活。

雖然國內食農教育法尚未完備，食農教育之理念

及推廣在各地方政府、社區組職及學校仍方興未艾，

食農教育仍以不同型式在學校、學校支援社區型及社

區等三大方向來展開，因此友善環境的食農概念及從

農場到餐桌的各種作法，均是讓國人認真去思考解決

食農及食安問題。

緣起

嘉義大學為配合教育部「105年特色大學試辦計

畫」，由本校原住民教育及產

業發展中心規劃本計畫， 而成

立「原住民部落食安種子及食

教育輔導團」，舉辦系列課

程，以培育具備食品安全及食

品營養知識的原住民學生為部

落食安教育種子講師。另外深

入阿里山原住民部落及學校，

強化原住民新生代暸解傳統文

化與食農教育的精髓。

計畫主題及內容

計畫以「食安」高山化，

「食農國際化」為主題，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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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原住民學生食安種子及食安教育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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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嘉義市涂醒哲市長對於協助嘉義市國民

小學推動食農教育非常積極，以提升市民對於

農產品認識及飲食習慣之建立，期能打食安城

市。本校團隊以教學相長，配合各方專家，共

同擬定課程，教授正確的觀念及飲食習慣，為

此計畫的重要工程。

        

計畫執行成果

食安種子及食安教育輔導團實施計畫 食

安教育的第9堂課【食物的倫理與哲學】，活動

宗旨：分階段至阿里山原住民部落，逐步推展

食安宣導及食農教育。以本校食品科學、食品

加工、食品營養、農藝、園藝、生命科學、企

業行銷之專業師資及原住民學生資源，建立食

安及食農宣教團隊。之後結合靜態講座、實作

課程與實地參訪，培養具備食品安全及食品營

養知識的種子講師。再來舉辦食安及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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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國小的食農教育─有機蔬菜的種植。

作有：

食安食農種子部落宣導及推展：充分運用

本校專業師資及學生資源，建立學生食安及食

農宣教團隊，以靜態講座、實作課程與實地參

訪，使本校學生增進食品安全及食品營養知

識，並選定部落菜園示範地點，俾利進行食安

宣導及推動食農教育與產業輔導。

原住民部落食安及食農之推廣：至原鄉部

落學校及部落進行食安教育宣導及食農教育實

作體驗，教育原住民族下一代，重新建立人與

食物、土地的關係，提升對食物、有機栽培方

式的興趣，以實作體驗增進對農業知識及族群

傳統耕作文化的認識。

國際生參與食農與食安教育活動：由國際

生的參與學習及對話，間接推廣至國外，讓更

多人重視食安及食農教育之重要性。

向下紮根推廣「食安」與「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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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程16小時、實作6小時及實地觀摩12小

時，合計34小時。完成至少30小時課程者將頒

發結業證書，並成為食安教育宣導團種子。其

課程從教導學童食安法解析、食品安全與中

毒、日常飲食必修的2堂化學課、基改作

（食）物面面觀、從「好油！」到「好油」、

食品標示解析、食物與疾病、綠色革命2.0 有

機、無毒與自然農法栽培、微生物醱酵等靜態

課程，到自製果醬（或罐頭）、手作香腸、部

落傳統美食製作等實作課程，再到實地參訪瑪

納有機農場、鄉樂野村鄒築園咖啡、新美村打

手機鄒有機農業農事體驗、茶山村雜糧產銷

班。

原住民部落及學童食品安全宣導暨食農教

育紮根計畫，在嘉義阿里山鄉2所國小各辦理3

場次之食安宣導及實驗體驗、食農教育實作體

驗及有機栽培成果分享及品嚐體驗，協助偏鄉

國小推動飲食教育。食安宣導的部分，則由本

校老師帶隊及原住民食安教育宣導團種子，至

國小校園以靜態課程、遊戲、文化體驗或食品

安全體驗活動等方式，進行親子宣導；食農教

育的部分，由本校園藝系及農藝系教授講授有

機栽培，請部落耆老及在地有機業者示範鄒族

傳統整地及作物種植方式，由學童進行實作種

植短期有機蔬菜如葉用甘藷、葉萵苣等，其有

機蔬菜做實地品嚐或分送部落分享，或配合活

動銷售，並規劃食安講座、食品安全體驗、農

場導覽、認識作物與土壤、有機無毒栽培、堆

肥製作、病蟲害管理、有機蔬菜播種、栽培實

作、成果分享及品嚐體驗等課程，像是在茶山

國小開設食品加工實作體驗課程，讓學童學習

製作愛玉果凍及西瓜果凍DIY，並教導學童如

何注意食品安全與衛生，同學親身體驗及製

作，讓小朋友獲益匪淺。增加原住民學童對食

物、有機栽培方式的興趣，增進對族群傳統耕

作文化的認識，同時也增進本校原住民學生對

阿里山部落的認識，建立學術與產業的對話及

資源連結，並善盡區域大學之社會教育責任。

嘉大有機鄒 阿里山有機農特產展售計畫

【食在安心．食在鄒到】，主要推廣食品安

全、在地、當季、有機、樂活、養生之健康概

念及消費理念。以嘉義大學為平台，串聯阿里阿里山國中小的食農教育─有機蔬菜的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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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鄉與都會區的消費人口，推廣阿里山鄉之有

機蔬果、米、雜糧、咖啡、茶葉等，提升阿增

加地產地銷效能。其活動有阿里山鄉有機農特

產展售、市集，及本校97週年校慶園遊會，並

邀請茶山村雜糧產銷班第二班」、新美村之

「打手機鄒有機發展協會」、茶山村社區發展

協會及多位有機耕作農戶等參與。提供免費平

台，製作活動主題看板、佈置展售會場。徵詢

有機農產經營業者採寄賣方式，由原住民學生

社團協助展售。產品有轎篙筍、醬筍塊、蔗糖

塊、月桃茶、咖啡以及香糙米等多種產品。邀

請校外原住民樂團及嘉大原民學生社團等進行

現場樂舞表演，表演活動有嘉大原住民學生社

團樂舞展演、來吉鄒族樂舞祭儀傳習團隊（來

吉國小）等等，以吸引師生及校外消費者共同

參與。體驗活動：製茶、小米酒製作、竹器製

作、有機蔗糖製作、有機食品試吃、有機茶試

喝、食安與食農教育有獎徵答等。

本校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除了負責

規劃「原住民部落食安種子及食農教育推廣實

施計畫」，也成立了「原住民部落食安種子及

食農教育輔導團」，期望未來能成為住民部落

食安種子及食農教育之種子，深入阿里山部落

及國中小學，和部落耆老共同參與教導孩童親

自參與農事生產、處理及烹調，發展出簡單的

耕食能力及正確飲食習慣，成為此計畫的重要

工程；聯結原鄉及都會，促進原鄉農產品在都

市的行銷平台及知名度。

嘉義大學近年來亦承接政府機構的不同屬

性食農教育計畫，含涵蓋對象包括本校學生、

嘉義市市民、社區民眾、青年農民、社區大學

學員等，事實上推廣成效佳且參與者反應熱

烈。本校2018年配合教育部高校深耕計畫，預

計發展「安全食農學程」，其學程目標為：培

養具安全食農專業知能之專才、培育具關心安

全食農議題之跨領視野之人才；其課程有分析

檢驗、食農產品、栽培養殖、植物保護等相關

學科及課程。

嘉義大學原住民學生食安種子及食安教育輔導團到瑪娜有機蔬菜農場參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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