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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目前有許多的地區、鄉鎮在做土地保育或是環境教育，而在鄉鎮中，若

要做土地保育，就要從土地出發，但因每個鄉鎮會因其地形、地貌、地方文化背

景、條件優劣勢等不同，因此無法在同一個基礎下做相同的計畫，推動相同的想

像，因此需在當地紮根，深入了解當地，在依當地環境做出適合當地的計畫。 
從大家較不熟悉的苗栗神農計畫來談談環境教育，當時並沒有為這個計畫命

名，只是希望有機、友善土地的耕種方式可以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基礎，因此認

養了三所小學來推動有機農業，將營養午餐換成有機蔬食，讓每一個偏鄉的小朋

友都能夠吃到有機蔬食，讓孩子們知道：有機蔬食不是只是給有錢人吃的，也不

是只是為了健康，而是為了讓本身就以農業為起點的台灣，因此若能保育土地，

土地上的產物就會很健康。另一部份，是在學校開闢校田，讓孩子們能有機會接

觸土地和農耕，培養孩子對大自然生物的尊重，從校園中去建立孩子對土地的認

同與尊重，延伸至對家鄉的認同。 
神農教育的三大核心價值： 
1. 有機飲食－我們對食物的記憶會影響到我們對土地的態度，有機飲食的

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育土地，土地健康，人也跟著健康了 
2. 土地教育－為孩子開一畝校田，孩子每天的學習都在這塊小填上發生，

校田就是一個戶外的教室 
3. 家鄉認同－透過孩子們對校田的認識，更加認識了家鄉的作物、水質、

家鄉的土地，也可以認識到自己的家鄉，人文、社區文化、自己的父母 
透過神農教育，讓孩子們能從校田建立起自信心及對故鄉的認同與尊敬，使

學校成為永續環境教育的場域，讓孩子們從做中領悟出其中的價值。神農計畫是

跨領域的計畫，橫跨農業、文化、教育、商業等四個領域的整合多元力量，不只

跟地方政府、小學教育(結合各領域課程之發展)，也跟社區得農業先關組織、企

業發展，有著緊密的連結。 
神農教育，不只是孩子在改變，老師也在改變才是最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