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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國民小學創立於民國二年(大正2年)，至今已屆百年。學校位於台一線省道東
側，學區涵括官田、二鎮、社子三個里。目前有國小12班，不分類巡迴資源班1班、
幼兒園1班、學前巡迴班1班共計15班，學生計有224人，弱勢家庭（低收入、單親、
隔代教養、新住民）學生佔全校學生比例約為48％。學區因烏山頭水庫地利之便，水
源灌溉方便，農業發達；早期以生產稻米為盛，近十幾年來因種植菱角的面積與產量
冠於全國，加上品質優良，官田菱角聞名遐邇，成為當地具特色之農產品。近年來學
校重視學生五育均衡發展，創造各種舞台，提供多元學習機會，使得學生在樂樂棒球
、女子籃球、平鼓、醒獅、直笛或是合唱，皆有不凡的表現。

 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是孩子學習的最佳場域，孩子親自動手做的學習才是與記
憶最深刻的連結。本校98年開始與官田區農會四健會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農業
向下紮根計畫申請經費，實施「學童種稻」的體驗課程，實踐「地方產業課程化、特
色課程產業化」；加上在100年學校同仁參與台南市食育教材編輯工作，更遇到食安
問題層出不窮，讓我們意識到「食育」的重要。因此，引發我們去研發一套具在地特
色的食農教育課程方案。全校教師皆攜手投入此一課程方案的規劃、設計與實施，由
校長擔任課程領導與教學領導，教務主任及教學組長負責課程架構分析，學務處及總
務處進行全校性教育活動的規劃及情境的營造，其他教師則進行教材的研發及主題單
元教學的設計，並於彈性課程及融入領域教學實施教學，豐富孩子的學習視野。我們
期盼透過此一課程方案，讓我們的孩子能立足官田，胸懷世界，以謙卑、愛物、感恩
的心，來翻轉其未來的人生。

此外學校在硬體建築及軟體設備方面，班班教室均有觸控電視，可進行電子化教
學；教室補強、廁所美化、運動場改建、圖書誠品化、闢建幸福農場及網室魚菜共生
，讓校園呈現嶄新的風貌，打造高品質的學習環境，將每個孩子帶上來，用教育為孩
子裝上飛向夢想的翅膀，讓孩子找到自我價值，實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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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名廚傑米．奧利佛
飲食革名宣言

我們強調在生活中學會烹飪技能的
重要性，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學會一生受
用的基本烹飪技能，而這將會為我們的
人生帶來美好且重要的改變。



(三)食育已成為當代顯學 與國際接軌
日本政府為了改善其國民的飲食生活，建立正確的選擇

食物能力並傳承日本傳統飲食文化的價值，於2005年6月17日
通過「食育基本法」，從中小學加強推廣「食育」，並將食
育與德育、智育及體育視為同等重要。英國將飲食教育正式
納入國民義務教育課綱，規定學生十四歲以前必須學會烹飪
至少2道菜餚。吃不再只是吃，而是對自然、社會與文化的反
思。吃要有價值、有公義、更環保，讓我們從教育紮根，用
食物把世界變得更美好。









・學童種稻體驗
・米食體驗活動

・成立校本課程工作坊
・課程研討 專業對話
・規劃主題課程走向
・確立課程架構 聚焦
四大主題課程
・發展教學單元

・擬定教學計劃
・深耕課程主題教學
・跨界協同教學
・社區踏查
・引進家長及社會資源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省思、回饋與修正

・建立卓越品牌形象
・展現學生學習成效
・小小解說員導覽
・畢業生辦理謝師宴
・策略聯盟資源共享
・媒體行銷擴散效益
・遊學體驗擴大參與(課程結構鬆散)

易經有云：「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課程方案的發展必須依據孩子的身心發展
，循序漸進發展符合學生能力且能引起學習興趣的課程。本方案自醞釀以來，透過教師團
隊不斷的對話、回饋、省思與修正，逐漸找到具本校特色的課程脈絡，期間難免會有挫折
與失落，我們越挫越勇一路挺過來。回首來時路，有汗流浹背的辛苦付出、有焦慮不安的
悸動；也有歡樂收割的喜悅及學生快樂學習的滿足感。歷程是艱辛的，果實是甜美的；凡
走過必留下痕跡：

(一)育苗期(98~99年)：
本校自98年開始，即透過官田區農會推廣股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申請農業

向下紮根計畫—學童種稻體驗活動，迄今除103年中斷外共辦理6年。這是學校發展食農
教育的契機，但偏向於活動式課程，缺乏系統化的課程結構。

(二)播種期(99~101年)：
為了系統化學校本位課程，成立校本課程工作坊，邀請學者協助提升教師發展課程

的能量，發展具有在地特色的「官田樂活—小奧利佛的餐桌翻轉教育」課程方案，確立
尋根官田、深耕官田、良食官田及廚藝官田等四套主題課程。

(三)耕耘期(101~103年)：
落實課程實施以提升學生能力表現是方案的主要目標，經由教師團隊的創新教學並

引進外部專業資源的努力下，不斷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透過省思與回饋進行方案課程
修正。

(四)豐收期(103年~)：
揮汗耕耘，歡喜收割。經過這幾年的努力，學校的成效不斷受到家長及各界的

肯定。本著不藏私的理念，透過各種管道分享我們的經驗，也發展遊學課程讓更多
人能親自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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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國小創校至今已超過百年，為偏鄉的一所中小型學校；學區家長以農、工為主，受
到少子化及都市集中化的影響學生人數由高峰期8、9百人遞減至今剩近2百人，曾經的繁華已
然凋零。本校弱勢學生(單親、隔代教養、新住民子女及經濟弱勢)約佔全校學生的48%，家庭
文化資本不足，造成許多家庭功能失能，孩子的照護與教育受到忽視，也讓孩子的飲食習慣
不佳，而危及學童的健康。有鑑於此，食在幸福教學團隊著手推動食農教育，緊密連結土地
、教室與餐桌，不只讓孩子吃得健康，更讓學童學會自己種菜、自己煮菜的全套飲食教育，
為孩子正向飲食習慣種下一粒種子，習得受用一生的技能。畢竟！健康是一切的基礎。

每當看到，大學或高中畢業生為謝師宴的安排及經濟負擔沉重而傷腦筋的時候，官田的
孩子用自己的雙手烹飪出一道道充滿感恩與愛心的佳餚，讓教師驚艷不已，更讓家長感動與
欣慰孩子長大了。當都會區的小孩為參加農作體驗營擠破頭且所費不貲之際，官田的小孩在
校園當中就能浸淫在幸福農場，享受田園之樂。當課堂中的學生對學習不感興趣而痛苦不堪
時，官田的孩子走出教室，農場、稻田、社區都可以看到他們專注學習的神情與喜悅，讓人
動容。欣見我們所付出的努力與辛勞開花結果了，官田的孩子將會不斷成長、不斷茁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