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新竹分社） 

2017年綠食育點線面~培力連結的一年 

結案報告 
零、 計畫名稱：「2017年綠食育點線面~培力連結的一年」 

壹、 緣起： 

新竹分社連續三年，連結合作社與地方社會的關連，進行食育倡

議，培力社員、家長及教師社群，參與政府食安及食育會議，並持續

有目標地培力及增能社內志工。 

2014 年，縣市長及議員選舉，我們連結社員及在地團體（例如荒

野新竹分會、清大、家長團體、、、），倡議：1、非基改禁入校園午

餐；2、落實食育及環境教育；3、每週至少 1 次友善耕種餐，落實地

產地消。新竹縣市首長及眾多議員也簽署訴求，並有八千多位社員及

地區民眾進行實體及線上的連署。 

2015 年，地方選舉過後，我們進行監督當選人落實簽署訴求及家

長社群培力的工作。第 5 屆常務理事姜淑禮代表合作社及基金會分別

進入新竹縣市午餐食安會議。 

2016 年，我們結合既有志工能量，向學校老師進行師資培訓，並

繼續向學子、社區進行食育推廣。此外，新竹分社的班員多為學校老

師，因此進行食育推廣時，也同時向這些班員推廣合作社的食育關懷。 

2017 年，我們除了承繼過往的關懷，更希望傳承社員志工能量，

模組化既有食育教案。新的一年，我們希望和青年進行更多的連結，

繼續推展食育及落實合作社的在地關懷原則。 

 

貳、 目的： 

一、 持續追蹤新竹縣市校園午餐近況、食育及環境教育推動情形。 

二、 深厚桃竹苗地區食育及環境教育的基礎： 

（一） 提供學校教師社群、家長社群對於綠食育及校園午餐的認識與

協力合作監督方式。 

（二） 提供桃竹苗學校綠食育推廣課程。 

三、 以綠食育連結青年：提供食育推廣課程予桃竹苗地區青年，使

其認識合作社，並建立對合作社的友好感及認同感。 

四、 傳承新竹分社綠食育志工能量：模組化社內既有的食育教案，

使志工社群永續運作。 



 

參、 實施日期：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肆、 實施對象：學校教師、家長社群、學生、桃竹苗地區青年（20～40 歲）、

社員、合作團體、關心綠食育及校園午餐的桃竹苗民眾。 

 

伍、 計畫聯絡人：彭桂枝 0937-989482，電郵：sandypemg@gmail.com 

 

陸、 執行期程： 

 
時間 1 月-3 月 1 月-4 月 5-8 月 9-12 月 12 月 

工作

項目 

1、撰寫計畫

書。 

2、推廣文宣、

向學校寄發公

文。 

3、志工培力。 

3、綠食育推

廣。 

1、審查申請

表。 

2、志工培力及

教案模組化。 

3、綠食育推

廣。 

4、每月召開共

識會議。 

5、規劃清大 6

月座談會。 

6、規劃《找尋

明天的答案》讀

書會及《明日進

行曲》放映會。 

1、6 月辦理清大

工作坊。 

2、規劃青年綠食

育推廣課程。 

3、志工綠食育推

廣。 

4、志工培力及共

識會議。 

5、期中檢討會

議。 

1、《明日進行

曲》放映會及

讀書會。 

2、志工綠食育

推廣。 

3、青年綠食育

課程。 

4、志工培力及

共識會議。 

 

期末檢討

會議、撰

寫結案報

告 

 

 

 

mailto:sandypemg@gmail.com


柒、執行團隊及分工： 

團隊名稱 分工說明 備註 

新竹分社教

委會1 

1、 審查綠食育申請表單。 

2、 維持分社志工發展：培力、增能及共識凝聚。 

3、 進行志工與合作社的連結：定期報告推廣情形。 

4、 連結合作社與合作團體的合作關係。 

5、 計畫執行掌控，核銷前端工作之審查。 

 

桃竹苗綠繪

本小組 

1、 成員：新竹（彭桂枝、劉郁芬）、北桃（謝宜芸）、南桃

（歐陽惠如）及其他 2013 年底及 2015 年培力之志工。 

2、 推廣對象：以小學為主。 

3、 綠繪本綠食育之推廣及教案發展。 

 

非基改推廣

小組 

1、 成員：王俞舒及其他 2016 年培力之志工。 

2、 推廣對象：成人及中小學。 

3、 非基改推廣及教案發展。 

 

綠食育推廣

小組 

1、 成員：楊婷琪、新竹（姜淑禮）、桃園（李碧恬、盧玉芳）

及其他推廣志工。2014 年初、歷年社大綠食育課程、2017

年綠食育議題培力之志工。 

2、 綠食育推廣及教案發展。 

 

合作教育 
1、 成員：李碧恬及分社解說員。 

2、 合作教育推廣及教案發展。 
 

新竹分社組

織課 

1、 成員：分社組織課。 

2、 以社員承擔工作為前提，必要時協力行政工作： 

（1） 核銷表單送件。 

（2） 綠食育推廣時，提供社務連結。例如，苗栗地區為班型

態，且集中於學校。綠食育推廣時，班專適度配合進行

合作社推廣。 

（3） 活動需宣傳時，協助張貼於站所、刊載於週報及粉絲頁。 

 

 

捌、分項結案報告：詳如下文。 

 

                                                      
1
 新竹分社曾於 2016 年進行志工發展之討論，決議持續推展志工工作：因社員聽過入社說明後，持續參

與課程及地區營運的比例並不高。反而是在綠食育推廣時，再聽入社說明的社員，對於合作社的認同及

參與較高。因此新竹分社會持續進行志工經營，培養潛在社員對合作社的認識。 



一、教師及家長社群綠食育講座 

（一） 作法：提供桃竹苗學校及社區申請綠食育講座。以申請單位自費為原則，必

要時綠食育夥伴學校、偏鄉小校及偏鄉社區提供公益場次。 

（二） 目的： 

1、增能及交流綠食育實施現況。 

2、新竹分社既有及潛在班員為學校教師，由於其工作型態較難到站所上課，

因此綠食育課程的推廣，可以增加這類型社員對合作社的認同度。 

（三） 推廣實績：共計申請 44 場，1713 人次參與。詳如： 

附表 1：2017 綠食育小組推廣場次彙整表。 

附表 2：2017 年綠食育推廣講座成果（含照片）列表。 

附表 1：2017 綠食育小組推廣場次彙整表 
共 44 場次（桃園：6 場、新竹縣市：31 場、苗栗：7 場）              製表：彭桂枝 

場次 課程簡介 場次 人數 對象 

食品添加物 內容：認識食品添加物，吃真食的重

要。 

活動：免揉麵包、雞蛋布丁、鮮奶酪 

11 418 國中生、學校教

師、社區 

餐桌上的基改風

險 

內容：認識大豆及玉米的應用途徑，

瞭解認識餐桌上的基改風險。 

活動：豆腐三吃、毛玉飯捲、煎草飼

牛、豆腐丸子 

10 325 國中生、學校教

師、社區 

污染從清潔後開

始 

內容：認識清潔原理，減少使用清潔

用品，必要時選用應注意事項。 

活動：液體清潔劑示範、固體皂教作、

魔法清潔刷 

5 194 學校教師 

剩食、惜食與全

食 

內容：瞭解食物的一聲、剩食的影響，

分享惜食及全食的重要。 

活動：全食利用（米飯、雪裡紅、魚

漿煎餅） 

7 238 國中生、學校教

師、社區 

綠色飲食 內容：綠食育概論，強調真食、少添

加及友善食材的意義。 

活動：隨申請單位調整 

7 270 學校教師、社區 

綠繪本簡介與綠

食育 

內容：綠食育概論、如何用繪本教綠

食育 

活動：繪本教案演示 1 套 

1 70 幼兒園教師 

校園午餐 內容：家長及學校如何協力提升校園

午餐品質、台灣校園午餐概況 

1 78 學校教師 

我們要喝乾淨水 內容：認識頭前溪飲用水體現況 1 70 高中生 

蜜蜂與除草劑 內容：除草劑對環境的影響 

活動：蜂蜜漬水果 

1 50 社區 

備註：不含 2017 年龍山國小綠繪本《餐桌上的基改風險》11 場 291 人次。 



 

（四） 回饋與建議： 

1. 學校教師入社意願增加：綠食育推廣講座的目的不是為了行銷合作社，或

推廣合作社的產品，但每次講座結束都會有學校教師因為認同合作社的理

念，積極詢問如何加入合作社。 

2. 推廣足跡由新竹縣市擴展至桃園及苗栗：新竹分社藉由公益金計畫連續四

年在桃竹苗地區進行綠食育，2014 年是喚起民眾正視校園午餐議題、食育

及環境教育的重要。2015 年及 2016 年則是培力新竹縣市學校及家長。2017

年，隨著推廣員的成長，我們終於比較有動能往桃園及苗栗地區進行推廣

工作，將綠食育及合作社珍愛台灣的理念更普及化，落實合作社在地關懷

的力量。 

3. 申辦單位多樣化：感謝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協助發送電子公文至桃竹

苗縣市政府環保局及教育局，使得新竹分社綠食育推廣講座訊息可以傳佈

到學校及社區。此舉一方面讓更多單位知道有講座可以申請運用，另一方

面也讓推廣員累積更多推廣經驗。對於整體食育普及與推廣工作開展大有

助益。2018 年新計劃，若有需要，建議仍可請基金會協助發送電子公文。 

4. 鼓勵申請單位自付款項：除偏鄉小校、偏鄉社區及夥伴學校優先運用公益

金外，2017 年的計畫多鼓勵申請單位自付講師費及材料費。實施一年下

來，發現所有的單位都能接受材料費自付的觀念；三分之二的申請單位雖

不能給付交通費及全額講師費，但或多或少都願意提供部分金額。也因為

大部分申請單位的配合，計畫經費才能優先運用在原先設定的族群上。

2018 年計劃，建議仍需維持。 

5. 專人統籌申請案件：推廣場次較多，因此需專人於事前審閱書表，與申請

單位溝通講題細節及經費安排。2018 年計劃，建議仍需維持。 

6. 合作社食育推廣員的養成及優勢：雖然食育概念在台灣已提倡多年，且推

廣單位也日益增加；但主婦聯盟合作社新竹分社教委會培育出來的推廣員

依然有其優勢及長項。諸如：合作社產品理念的堅持、社員教育持續地提

供、推廣員認真地共學、陪伴的顧問與基金會師資無私地分享（例如：姜

淑禮女士、李碧恬女士、葉雪霞女士、林玉珮女士及基金會師資群等），

這些點點滴滴都會讓推廣員充滿熱情，並逐步累積專業知識及實務經驗。

因此，當新竹分社的推廣員出去分享課程時，幾乎可以讓聽眾明顯感受到



兼具熱情、食育概念及生活化應用的課程，且不會流於網路流言的散佈。 

7. 小結：2017 年，推廣場次雖多，推廣員也十分辛苦，但每每看到聽眾觀念

的翻轉，以及他們對合作社的肯定，就會讓我們想持續推廣下去。 

 

附表 2：2017 年綠食育推廣講座成果（含照片）列表 
編號 宣導日期 課程 參加對象 人數 單位名稱 相片或摘要 

1 2017/1/11 
食品添加物+

免揉麵包 
教師 15 新竹市新竹國小 

2017/01/11：推廣員楊婷琪介紹添加物，以及吃

真食的概念。推廣員彭桂枝則搭配免揉麵包的教

作。學校並致贈感謝狀，謝謝合作社。 

2 2017/4/5 輕食料理 
教職員及家

長 
30 新竹市舊社國小 

2017/04/05：推廣員彭桂枝帶領學員製作簡易輕

食/全食料理。 

3 2017/4/5 均衡飲食 
教職員及家

長 
30 新竹市舊社國小 

2017/04/05：推廣員楊婷琪分享均衡飲食概念。 



4 2017/3/31 
綠色飲食與

環保 
社區民眾 40 

苗栗縣銅鑼鄉竹

森社區發展協會 

2017/04/31：竹森社區是長壽村，自辦老人日間

照顧，推廣員葉雪霞和居民分享綠食育概念。 

5 2017/5/1 
食品添加物

知多少 

部分教師與

學生家長 
40 

苗栗縣城中國民

小學 

2017/05/01：推廣員姜淑禮向城中國小師生及家

長分享如何解讀食品包裝上的添加物標示。 

6 2017/5/3 剩食與全食 社區民眾 70 中壢社區大學 

2017/05/03：推廣員李碧恬向社區民眾宣導剩食

與全食議題，並於課後進行互動討論。 

7 2017/5/5 
食品添加物

知多少 
801 28 新竹縣富光國中 

2017/05/05：推廣員姜淑禮與富光國中同學分享

食品添加物為何會存在食品加工中，以及如何避

免攝取過量添加物。 



8 2017/5/5 
餐桌上的基

改風險 
802 28 新竹縣富光國中 

2017/05/05：推廣員楊婷琪與富光國中同學分享

餐桌上的基改風險及台灣的非基改運動。 

9 2017/5/5 剩食與全食 803 27 新竹縣富光國中 

2017/05/05：推廣員黃文怡向富光國中同學分享

剩食與全食議題，課中也帶領大家製作全食手

捲。 

10 2017/5/26 
食品添加物

知多少 
802 28 新竹縣富光國中 

2017/05/26：推廣員姜淑禮帶領富光國中同學進

行天然花青素遇酸鹼值變色實驗，說明食品添加

物為何會存在食品中，課程中也提醒吃真食才能

避免過量添加物。 

11 2017/5/26 
餐桌上的基

改風險 
803 27 新竹縣富光國中 

2017/05/26：推廣員楊婷琪與富光國中同學分享

台灣大豆進口情況，以及餐桌上的基改風險。 



12 2017/5/26 剩食與全食 801 28 新竹縣富光國中 

2017/05/26：推廣員黃文怡向富光國中同學分享

剩食與全食議題。 

13 2017/6/2 
食品添加物

知多少 
803 27 新竹縣富光國中 

2017/06/02：推廣員姜淑禮帶領富光國中同學進

行天然花青素遇酸鹼值變色實驗，說明食品添加

物為何會存在食品中，課程中也提醒吃真食才能

避免過量添加物。 

14 2017/6/2 
餐桌上的基

改風險 
802 28 新竹縣富光國中 

2017/06/02：推廣員楊婷琪與富光國中同學分享

餐桌上的基改風險及台灣的非基改運動。 

15 2017/6/2 剩食與全食 801 28 新竹縣富光國中 

2017/06/02：推廣員黃文怡向富光國中同學分享

剩食與全食議題，課中也帶領大家製作全食手

捲。 

16 2017/5/12 綠色飲食 社區民眾 80 
新竹縣竹北市大

眉社區發展協會 

2017/05/12：推廣員姜淑禮向竹北大眉社區居民

分享綠色飲食概念，搭配布丁實作介紹添加物，

呼籲多吃真食。 



17 2017/5/17 

校園午餐向

前行（校園午

餐現況、監廚

分享、如何參

與） 

全校教職員

工 
78 苗栗縣後龍國小 

2017/05/17：推廣員楊婷琪向苗栗縣後龍國小教

職員分享家長及學校如何協力提升校園午餐品

質。 

18 2017/5/17 

污染從清潔

後開始(實

作:打皂) 

全校教職員

工 
30 苗栗縣公館國小 

2017/05/17：推廣員黃文怡分享清潔原理及環境

荷爾蒙的影響。 

19 2017/5/24 

基改食品知

多少，請搭配

食物教作 

或 食品添加

物知多少，請

搭配免揉麵

包教作 

教職員及家

長 
20 桃園市大湖國小 

2017/05/24：推廣員李碧恬及戴盛華前往桃園市

大湖國小講授非基改講座，學校特頒發感謝狀。 

20 2017/5/31 
基改食品知

多少 
教職員 25 

桃園市新屋區埔

頂國民小學 

2017/05/31：推廣員李碧恬與埔頂國小教師分享

基改食品對生活及健康的影響。 



21 2017/5/31 
污染從清潔

後開始 

全體教師及

志工 
20 

桃園市龍潭區龍

源國小 

2017/05/31：推廣員姜淑禮與龍源國小教師分享

清潔原理及清潔劑環境荷爾蒙效應，搭配魔法菜

瓜布手做。 

22 

2017/6/22 主婦聯盟介

紹+食品添加

物+布丁教作 

中高齡農村

婦女 

50 北埔農會 
 

23 

2017/6/29 非基改+豆腐

三吃+味噌教

作 

中高齡農村

婦女 

50 北埔農會 
 

24 

2017/7/14 剩食、惜食與

全食+全麥芽

菜手捲 

中高齡農村

婦女 

50 北埔農會 
 

25 

2017/8/3 蜜蜂與除草

劑+蜂蜜料理 

中高齡農村

婦女 

50 北埔農會 
 

26 2017/7/3 
基改食品知

多少 

校內教職員

工 
50 

桃園市龜山區山

頂國小 

2017/07/03：推廣員李碧恬向山頂國小教師分享

基改食品的風險。 



27 2017/8/19 
基改風險不

可不知 
夫妻 30 苗栗縣婦幼中心 

2017/08/19：推廣員劉娟志帶領學員揭露餐桌上

的基改風險。 

28 2017/9/9 認識清潔劑 親子 30 組 60 苗栗市新英國小 

2017/09/09：當日為親職日，且參與者多為學前

孩子，因此課程調整至簡易度。建議下次直接申

請綠繪本較適合。（本次未拍照） 

29 2017/9/20 
食品添加物

知多少 
教師 40 新竹市東門國小 

2017/9/20：推廣員劉娟志分享免揉麵包作法，

沒有添加一樣好吃。 

30 2017/9/26 
綠繪本簡介+

綠食育概念 

新竹市幼教

教師 
70 
新竹市私立華德

幼兒園 

2017/09/26：推廣員彭桂枝與新竹市幼教老師討

論幼兒園飲食習慣現況。 

31 2017/10/14 

舊社國小親

職教育：綠食

育+DIY 

親子 30組 50 新竹市舊社國小 

2017/10/14：推廣員彭桂枝分享飲食概念，並帶

領親子進行芽菜捲 DIY。 



32 2017/10/18 
基改食品知

多少 
教職員 30 桃園市富台國小 

2017/10/25 ：推廣員戴盛華與富台國小教師分

享基改議題，增加教師食育知識。 

33 2017/10/18 認識清潔劑 本校教職員 14 
新竹縣尖石鄉石

磊國民小學 

2017/10/18：推廣員姜淑禮向石磊國小教師分享

打皂及清潔原理，以及清潔劑的環境荷爾蒙效

應。 

34 2017/10/25 剩食與全食 
教職員及家

長 
25 新竹市舊社國小 

2017/10/25：舊社國小教職員在推廣員葉雪霞的

帶領下，製作薯泥水果派。 

35 2017/10/26 
食品添加物+

免揉麵包 
教師 10 

新竹縣竹東鎮二

重國小 

2017/10/26：推廣員黃文怡向二重國中領域老師

分享食品添加物概念，並示範免揉麵包如何製

作。（本次未拍照） 



36 2017/11/23 剩食與全食 家長及教師 10 新竹市大湖國小 

2017/11/23：推廣員葉雪霞分享剩食與全食議

題，並帶領教師與家長進行雪裡紅製作。 

37 2017/11/29 
食品添加物

知多少 

教職員及家

長 
90 

新竹縣竹北市新

社國小 

2017/11/29：推廣員黃文怡向新社國小教職員分

享食品添加物議題。 

38 2017/12/5 食品添加物 教職員 10 新竹市建功高中 

2017/12/05：推廣員姜淑禮向建功高中家政童軍

領域教師分享食品添加物，示範免揉麵包如何製

作，強調真食的重要。 

39 2017/12/6 
污染從清潔

後開始 
教職員 70 新竹市舊社國小 

2017/12/06：推廣員姜淑禮分享清潔原理及清潔

劑的環境荷爾蒙影響，現場並示範液體清潔劑製

作方式。（本次推廣未拍照） 

40 2017/12/6 

食品添加物

知多少+課程

設計演示 

教職員 80 
苗栗線頭份鎮建

國國小 

2017/12/06：推廣員彭桂枝向建國國小教職員介

紹食品添加物、如何減少添加物的攝取，並介紹

如何透過綠繪本教案向國小學童介紹添加物及

吃真食的概念。（本次推廣未拍照） 



41 2017/12/21 
我們要喝乾

淨水 

高三文組學

生 
70 國立新竹高中 

2017/12/21：推廣員彭桂枝及荒野志工陳翠琴，

一起向新竹高中同學分享新竹縣市飲用水議

題，也討論如何拿回環境權。 

42 2017/4/26 
餐桌上的基

改風險 

新港國小 4-5

年級 

37 

竹北農會四健會 

2017/04/26：推廣員王俞舒向新港國小同學介紹

基改食品如何隱藏在食品中。 

43 

2017/12/15 

綠色飲食-合

作力量大 寶山社區 20 社區民眾 

推廣員楊婷琪分享綠色飲食及食育力如何透過

合作社的方式實踐。 

44 

2017/12/15 

綠色飲食-米

食力 寶山社區 20 社區民眾 

推廣員葉雪霞介紹台灣米食現況，並引導學員進

行米食簡易製作方式。 

 



二、提供桃竹苗學校學生綠食育推廣課程 

（一）前言： 

1.桃竹苗地區沒有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的辦公室：但這三區的綠食育需

求持續蓬勃成長中。因此，新竹分社的志工群正好可以協助滿足這塊需求。 

2.為何新竹分社推廣員要投入綠食育工作：（1）桃竹苗地區有許多熱心食農

教育的社員、友好團體先後投入綠食育工作，進行農事體驗、飲食文化及環

境教育課程。（2）而合作社連結基金會能量，所提供的飲食教育及環境永

續面向課程，依然重要。（3）在拜訪新竹縣教師會及多位學校教師時，教

師也表示：由於學校既有課程幾乎滿載，外加式期許教師融入食育課程，可

能增加教師勞務負擔。因此，新竹分社提供的食育課程，正好可以與學校食

育課程進行結合。 

（二）作法： 

1.傳承基金會的「綠食育夥伴學校」： 

（1）負責與學校接洽的推廣員會與學校教師先進行綠食育課程說明，並約

定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待學校提出申請後，分社教委會安排推廣員進班。

進班期間，持續與教師交流。進班結束，與教師進行回饋檢討會議。期盼

綠食育的推動，可以融入既有學校課程，並在綠食育夥伴學校持續扎根。 

（2）2017 年上半年之夥伴學校為「新竹市龍山國小」：進行 11 班的綠繪

本《阿平的菜單》推廣，以及非基改課程推廣。 

2、接受學校綠食育申請： 

（1）各學校採填寫書表2方式申請課程。 

（2）由教委會審核申請表3。 

（3）以申請單位自費為原則。綠食育夥伴學校、師資培力、偏鄉小校及社 

 區，可運用公益金。 

（三）目的： 

1、持續深耕過去三年累積的食育土壤。 

2、推廣員增能及永續運作：  

（1）新竹分社綠食育推廣員（綠食育、綠繪本及非基改約有 50 位志工），

持續推廣是維持能量作法之一。 

                                                      
2
 參照附件一：申請表單。 

3
 參照附件二：截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提出之申請及審查情形。審查原則為夥伴學校、偏鄉小校、社區

及師資培力優先，以自費為原則，必要時才提供公益場次。 



（2）推廣員精進課程及共識會議：已運用分社教委會環保教育經費及主婦

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議題志工培力計畫進行。 

  （四）推廣實績： 

1. 桃竹苗縣市共 29 個單位申請（含學校 25、竹北農會 1、香山綠市集 1、

荒野新竹分會 1、苗栗婦幼中心 1），辦理 64 場次，2042 人次參與 

詳見 

附表 5：2017 桃竹苗綠繪本小組推廣場次彙整表 

附表 6：2017 綠食育點線面綠繪本推廣講座成果（含照片） 

2. 各校回饋：或有頒發感謝狀，或有電子報報導等，且學校持續詢問是否可

安排後續進班。 

（五）回饋與建議： 

1.桃竹苗綠繪本學校推廣需求高：持續都有學校邀約進班宣講，但限於人力無

法滿足既有邀約，期許 2018 年培育的推廣員可以逐步滿足推廣需求。 

2.推廣教案需與時俱進：（1）既有教案需定期更新教案內容，提供正確資訊

及更易理解的方案。（2）新教案開發需求：例如食育中的土地及水資源、飲

食文化、糧食自給力、食廢及能源等議題，需要有繪本教案來支援，讓桃竹苗

學童食育觀念更扎實。 

3.延續夥伴學校制度：綠繪本課程確實能在國小課綱上銜接，推廣員需事前與

學校教師進行教案分享及溝通，這樣才能讓學校教師將綠繪本課程設計在教學

內涵中。龍山國小的推廣就是這樣被學校整合進食農教育主題課程中，本計畫

也很榮幸及高興能被學校整合，此舉將有助於學生吸收。（2016 年的六家國小

及科園國小也是一樣的模式，學童概念理解及教師應用都有整體助益。） 

4.零散式進班定位在推廣綠食育：2017 年除龍山國小案外，其他學校都是零散

式申請進班，結合方式是與既有的食農教育或閱讀教育課程整合。此類進班型

態，長期影響力雖較難評估，但卻可達到廣泛推廣綠食育的目的。 

 

 



附表 4：新竹市東園國小校園新聞報導、與苗栗婦幼中心合作、桃園市大湖國小感謝

狀 



 

附表 5：2017 桃竹苗綠繪本小組推廣場次彙整表 
共 4 場次（北桃：4 場、南桃：14 場、新竹：46 場）              製表：彭桂枝 

課程 課程簡介 場次 人數 

奶茶好好喝 主題：過糖飲料的秘密 

故事：凱西公主喜歡喝各式各樣的奶茶，她需要愈來愈大的

茶壺，加愈來愈多的糖… 

活動：抓糖小高手、糖漬小黃瓜、（自製奶酪） 

22 684 

阿平的菜單 主題：食品添加物及零食 

故事：阿平當家作主決定自己可以吃什麼，他會發生什麼事

呢？ 

活動：飲食紅綠燈、汽水魔法、（雞蛋布丁） 

13 435 

都是放屁惹

的禍 

主題：氣候變遷、當季當食 

故事：地球暖化似乎是不可逆轉，但你知道吃牛肉竟是升溫

主因。 

活動：蔬果九宮格、低碳飲食過五關、（全麥芽菜捲） 

11 357 

爺爺的有機

麵包 

主題：認識全穀、稻麥、學習均衡飲食 

故事：小雪因為異為性皮膚炎搬去和爺爺奶奶同住。爺爺改

變她的飲食習慣，並帶著她從種植小麥開始，學習製作麵包，

小雪的過敏好了，也體會了許多事… 

活動：真假麵包、飲食金字塔、全穀大考驗 

11 341 

環遊世界作

蘋果派 

主題：飲食文化、食物里程 

故事：想吃蘋果派，但雜貨店卻沒開，要怎樣才能拿到

所有材料呢？ 

活動：東西飲食、米食大變身、（簡易水果派） 

3 87 

艾蒂的蕃茄 主題：糧食自給力 

故事：艾蒂住在被禁運石油的古巴，她在海邊即興跳了

一首舞，得到蕃茄作為獎賞。但是蕃茄卻被壓爛了，怎

麼辦呢？ 

活動：傳統好味、認識糧食自給力、創意米蛋糕 

2 57 

怕浪費的奶

奶 

主題：減廢、全食利用 

故事：奶奶教年幼的孫子惜物愛物，她想到什麼好方法

呢？ 

活動：惜物腦力激盪、剩飯全利用 

1 37 

好一個瓜啊 主題：蔬菜營養百分百、農藥肥料真的需要嗎？ 

故事：南瓜妹不愛吃青菜，只愛吃速食。全家一起去種菜後，

她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活動：蔬果大風吹、種子想開花、（全麥芽菜捲） 

1 44 

備註：不含 2017 年龍山國小綠繪本《阿平的菜單》11 場 291 人。 

  



附表 6：2017 綠食育點線面綠繪本推廣講座成果（含照片） 

編號 宣導日期 課程 
參加對

象 
人數 單位名稱 相片或摘要 

1 2017/3/23 
都是放屁

惹的禍 

402

班、403

班學生 

45 
桃園市大

湖國小 

2017/03/23：推廣員謝宜芸和大湖國小同學分享

繪本。 

2 2017/3/27 
阿平的菜

單 
4 年級 30 

桃園市中

山國小 

2017/03/27：推廣員薛文娟分享阿平的菜單繪本

給中山國小同學。 

3 2017/3/27 
爺爺的有

機麵包 
410 28 

新竹市東

園國小 

2017/03/27：推廣員鍾菀勻帶領東園國小 4 年級

同學認識全穀類。 

4 2017/3/28 
奶茶好好

喝 
二忠 22 

桃園市東

勢國小 

2017/03/28：推廣員歐陽惠如帶領東勢國小二忠

同學觀察糖漬小黃瓜的變化。 



5 2017/3/28 
奶茶好好

喝 
二孝 22 

桃園市東

勢國小 

2017/03/28：推廣員魏順華帶領東勢國小二孝同

學觀察糖漬小黃瓜的變化。 

6 2017/3/28 
奶茶好好

喝 
二仁 23 

桃園市東

勢國小 

2017/03/28：推廣員彭桂枝帶領東勢國小二仁同

學討論飲料含糖量。 

7 2017/4/5 
奶茶好好

喝 

教職員

及家長 
30 

新竹市舊

社國小 

2017/04/05：推廣員黃藍藍分享如何運用繪本推

廣綠食育。 

8 2017/4/14 
奶茶好好

喝 
409 28 

新竹市東

園國小 

2017/04/14：推廣員鍾菀勻帶領東園 4 年級同學

玩抓糖小高手。 



9 2017/4/17 
都是放屁

惹的禍 
407 28 

新竹市東

園國小 

2017/04/17：推廣員彭桂枝和東園 4 年級同學討

論當季當食的概念。 

10 2017/4/20 
阿平的菜

單 
107 25 

桃園市大

勇國小 

2017/04/20：推廣員謝宜芸和同學討論阿平當家

作主的心情轉換，帶領同學們思考阿平為何肚

子痛？ 

11 2017/4/20 
阿平的菜

單 
105 26 

桃園市大

勇國小 

2017/04/20：大勇國小同學進行飲食紅綠燈遊

戲，認識日常飲食的挑選原則。 

12 2017/3/30 
奶茶好好

喝 
三年級 28 

新竹縣竹

北市新社

國小 

2017/3/30：推廣員謝月齡和新社國小同學分享飲

料標示。 



13 2017/4/14 
奶茶好好

喝 
二乙 16 

桃園市龍

潭區德龍

國小 

2017/04/14：推廣員歐陽惠如藉由糖水試飲，向

德龍國小同學介紹含糖飲料的秘密。 

14 2017/3/28 
奶茶好好

喝 
101+103 50 

桃園市龍

潭區龍潭

國小 

2017/03/28：推廣員歐陽惠如向龍潭國小同學分

享奶茶好好喝繪本。 

15 2017/4/11 
阿平的菜

單 
102+104 50 

桃園市龍

潭區龍潭

國小 

2017/04/11；推廣員歐陽惠如帶領龍潭國小同學

進行飲食紅綠燈遊戲，認識零食中的三多。 

16 2017/4/27 
爺爺的有

機麵包 
303+304 50 

桃園市龍

潭區龍潭

國小 

2017/04/27：推廣員鍾菀勻向龍潭國小同學介紹

常食用的麵包潛藏什麼風險？ 



17 2017/4/27 
爺爺的有

機麵包 
301+302 50 

桃園市龍

潭區龍潭

國小 

2017/04/27：推廣員歐陽惠如向龍潭國小同學分

享爺爺的有機麵包教案。 

18 2017/4/20 
奶茶好好

喝 
106 27 

新竹市東

門國小 

2017/04//20：推廣員魏順華回饋，小朋友大都知

道，喝飲料是不好的事。但有慾望時，還是會

偷喝。於是順華和他們討論該如何選擇：請孩

子投票，選出心中認為含糖最多的飲料，並教

導如何看營養標示。帶領量出相同含糖克數至

量杯。孩子們都說，太甜了，哪吃得了那麼多

糖！有趣的是，孩子們都認為，優酪乳及養樂

多都無糖。 

19 2017/4/21 
奶茶好好

喝 

全校學

生 
45 

苗栗縣大

湖鄉大南

國小 

2017/04/21：推廣員魏順華自新竹駕車 2.5 時到

達苗栗大湖的大南國小分享奶茶好好喝繪本，

課後教師回饋高，希望 2018 年能再申請。（當

日課程未拍照） 



20 2017/4/22 
都是放屁

惹的禍 
親子 50 

桃園市龍

潭區潛龍

國小 

2017/04/22：推廣員歐陽惠如向潛龍國小親子分

享飲食與氣候變遷的關係，及當季當食的概念。 

21 2017/4/29 
阿平的菜

單 
低年級 37 

苗栗市新

英國小 

2017/04/29：推廣員陳錦玲及彭桂枝藉由小黃瓜

實驗，引導新英國小同學思考過糖對細胞的影

響。 

22 2017/4/29 
爺爺的有

機麵包 
中年級 16 

苗栗市新

英國小 

2017/04/29：推廣員劉娟志及黃藍藍，引導新英

國小同學進行全穀分分分遊戲，認識日常食用

全穀類。 

23 2017/4/29 
都是放屁

惹的禍 
高年級 15 

苗栗市新

英國小 

2017/04/29：推廣員魏順華引導新英國小同學進

行低碳飲食過五關遊戲，討論如何藉由飲食選

擇減緩氣候變遷。 



24 2017/5/5 
好一個瓜

啊 
304 班 27 

新竹市東

門國小 

2017/05/05：推廣員林雅萍向東門國小同學分享

爺爺的有機麵包，帶領同學認識全穀營養的重

要。 

25 2017/5/10 

都是放屁

惹的禍＋

爺爺的有

機麵包 

三甲四

甲 
32 

桃園市育

仁國小 

2017/05/10：育仁國小同學一起討論低碳飲食過

五關的概念如何應用在食物選擇上。 

26 2017/5/24 
奶茶好好

喝 

1甲與 2

甲學生 
32 

苗栗縣通

霄鎮啟明

國小 

推廣員帶領小朋友認識飲料的成分及糖量。 

27 2017/6/7 
爺爺的有

機麵包 

二年級

21 

三年級

28 人 

49 

桃園市新

屋區埔頂

國民小學 

2017/06/07：推廣員彭秀賢向埔頂國小同學分享

爺爺的有機麵包繪本。 



28 2017/6/2 
奶茶好好

喝 

四丙學

生 
18 

苗栗線頭

屋國小 

2017/06/02：苗栗地區缺乏綠繪本資訊，推廣員

陳璿妃、劉郁芬課後與全班師生合照，老師回

饋希望有機會再安排綠繪本課程。 

29 2017/6/2 
環遊世界

作蘋果派 

全校學

生 
20 

新竹縣尖

石鄉嘉興

國小義興

分校 

綠繪本課程後，手作薯泥水果土司派 

30 2017/6/6 
阿平的菜

單 

二三年

級 
55 

桃園市龍

潭區石門

國小 

2017/06/06：推廣員張德玲向石門國小同學分享

阿平的菜單繪本。 

31 2017/6/13 
阿平的菜

單 

二三年

級 
56 

桃園市龍

潭區石門

國小 

2017/06/13：推廣員歐陽惠如向石門國小同學分

享阿平的菜單，提醒零食飲料的三多和隱藏的

添加物。 



32 2017/6/16 
都是放屁

惹得禍 

全校師

生(一~

六年級) 

50 
新竹縣照

東國小 

2017/06/16：推廣員陳璿妃分享當季當食概念給

同學們。 

33 2017/6/22 
爺爺的有

機麵包 
三戊 23 

桃園市龍

潭區潛龍

國小 

2017/06/22：潛龍國小同學藉由全穀分分分遊

戲，認識日常食用的全穀類。 

34 2017/6/23 
阿平的菜

單 
三乙 25 

桃園市龍

潭區潛龍

國小 

主題：阿平的菜單 

對象：潛龍國小三乙 

2017/06/23 推廣員彭秀賢與潛龍國小同學分享

阿平的菜單(未拍照)。 

35 2017/6/26 
都是放屁

惹得禍 
三丙 22 

桃園市龍

潭區潛龍

國小 

2017/06/26：推廣員歐陽惠如和同學討論氣候變

遷及當季當食概念。 

36 2017/6/27 
奶茶好好

喝 
三丁 25 

桃園市龍

潭區潛龍

國小 

2017/06/27：推廣員歐陽惠如向潛龍國小同學分

享奶茶好好喝綠食育繪本(本堂未拍照) 



37 2017/6/27 
爺爺的有

機麵包 
三甲 25 

桃園市龍

潭區潛龍

國小 

2017/06/27：潛龍國小同學一起討論飲食金字塔。 

38 2017/7/4 
奶茶好好

喝 

荒野志

工及一

般大眾 

20 

荒野保護

協會新竹

分會 

2017/07/04：推廣員彭育妃向荒野新竹分會會友

及民眾分享奶茶好好喝繪本。 

39 2017/7/9 
阿平的菜

單 

一般大

眾 
20 

香山綠市

集 

2017/07/09：綠繪本與香山綠市集聯手推廣綠食

育。 

40 2017/8/5 
都是放屁

惹的禍 

親子家

庭 
30 

苗栗縣婦

幼中心 

2017/08/05：推廣員魏順華帶領親子進行全麥芽

菜捲 DIY。 



41 2017/8/7 
奶茶好好

喝 

親子家

庭 
30 

苗栗縣婦

幼中心 

2017/08/07：推廣員魏順華向苗栗婦幼中心親子

分享奶茶好好喝繪本。 

42 2017/8/9 
環遊世界

作蘋果派 

親子家

庭 
30 

苗栗縣婦

幼中心 

2017/08/09：推廣員彭桂枝向苗栗婦幼中心親子

分享食物里程概念。 

43 2017/9/26 

幼教師

培：奶茶好

好喝 

新竹市

幼教教

師 

70 

新竹市私

立華德幼

兒園 

2017/09/26：推廣員黃藍藍向新竹市幼教老師分

享奶茶好好喝如何應用在綠食育教學上。 

44 2017/9/29 
阿平的菜

單 
六年級 28 

桃園市草

漯國小 

2017/09/29：推廣員魏順華分享高年級學生對於

添加物的知識較多，但困難卻是知行合一。1、

課堂中汽水實驗，學生要求要喝。順華有禁止，

但學生依然想偷喝。順華有預料到，所以一開

始就是準備飲水。學生喝了一小口，也不想再

喝，因為很難喝。2、零食包裝，學生從名詞就

能判斷何為添加物。（本堂未拍照） 



45 2017/9/29 
爺爺的有

機麵包 
低年級 28 

桃園市草

漯國小 

2017/09/29：推廣員劉郁芬分享，上到糙米與白

米故事時，小朋友提出：「我都吃白米，我沒

得腳氣病阿，為什麼？」 

郁芬回答，「現在餐桌上飲食多樣性比從前好

多了！如果你不挑食，無法從白米得到的維生

素 B1 可以從其他食物獲得。」 

46 2017/10/14 

舊社國小

親職教

育：奶茶好

好喝+綠食

育+DIY 

親子 30

組 
50 

新竹市舊

社國小 

2017/10/14：推廣員黃藍藍帶領舊社國小同學認

識飲料含糖量及測糖。 

47 2017/10/23 
好一個瓜

啊 
202+204 44 

桃園市快

樂國小 

2017/10/23：推廣員彭桂枝帶領快樂國小進行蔬

菜一字千金遊戲，瞭解學生對蔬菜的認識。 

48 2017/10/25 
奶茶好好

喝 
三年級 36 

苗栗縣三

義鄉僑成

國小 

2017/10/25：推廣員劉郁芬與僑成國小同學互動

討論愛喝的飲料。 



49 2017/10/26 
奶茶好好

喝 
305 27 

新竹市東

園國小 

2017/10/26：推廣員黃藍藍向東園國小 305 同學

分享如何看飲料的糖份，及無糖飲料的秘密。 

50 2017/11/7 
阿平的菜

單 
312 27 

新竹市東

園國小 

2017/11/07：推廣員帶領東園國小 312 同學進行

添加物大露出遊戲，認識零食成分標示。 

51 2017/11/23 
爺爺的有

機麵包 
311 25 

新竹市東

園國小 

2017/11/23：推廣員劉郁芬向東園國小 311 同學

分享全麥麵包的辨別方式。 

52 2017/12/4 
都是放屁

惹的禍 
302 28 

新竹市東

園國小 

2017/12/04：推廣員黃淳維帶領東園國小 302 同

學進行蔬果九宮格遊戲。 



53 2017/11/22 
奶茶好好

喝 

六年級

學生 
31 

苗栗縣竹

南鎮大山

國小 

2017/11/22：推廣員彭桂枝帶領同學分享飲料中

的糖量，提醒同學減糖的重要。大山國小為農

友洪箱阿姨的故鄉，有幸可以到此分享，是我

們的榮幸。 

54 2017/4/14 
都是放屁

惹的禍 

新港國

小 4-5

年級 

37 

 

竹北農會

四健會 
 

2017/04/14：推廣員帶領新港國小同學進行「低

碳飲食過五關」遊戲。 

55 2017/5/3 
環遊世界

作蘋果派 

新港國

小 4-5

年級 

37 
竹北農會

四健會 

2017/05/03：推廣員黃淳維帶領新港國小同學製

作季節鹹派。 

56 2017/5/5 
怕浪費的

奶奶 

新港國

小 4-5

年級 

37 
竹北農會

四健會 

2017/05/05：推廣員陳璿妃和新港國小同學討論

如何進行生活減廢。 



57 2017/5/17 
艾蒂的蕃

茄 

新港國

小 4-5

年級 

37 
竹北農會

四健會 

2017/05/17：推廣員彭桂枝帶領新港國小同學進

行「傳統好味道」遊戲。 

58 2017/10/31 

阿平的菜

單+雞蛋布

丁 

豐田國

小五年

級 

20 
竹北農會

四健會 

2017/10/31：市售布丁含添加物多，推廣員劉郁

芬指導豐田國小同學製作健康的雞蛋布丁。 

59 2017/11/14 
奶茶好好

喝+鮮奶酪 

豐田國

小五年

級 

20 
竹北農會

四健會 

2017/11/14：推廣員陳錦玲向豐田國小同學分享

奶茶好好喝繪本。 

60 2017/11/21 

艾蒂的蕃

茄+飯捲

DIY 

豐田國

小五年

級 

20 
竹北農會

四健會 

2017/11/21：推廣員陳璿妃帶領豐田國小同學進

行飯捲 DIY。 



61 2017/11/28 

爺爺的有

機麵包+簡

易水果派 

豐田國

小五年

級 

20 

 

竹北農會

四健會 
 

2017/11/28：推廣員魏順華分享爺爺的有機麵包

給豐田國小同學。 

62 2017/12/19 

都是放屁

惹的禍+芽

菜手捲 

豐田國

小五年

級 

20 

 

竹北農會

四健會 
 

2017/12/19：推廣員陳璿妃向豐田國小同分享植

物生長五要素，當季當食時，可減少不必要的

肥料及農藥。 

63 2017/12/1 
阿平的菜

單 

新港國

小高年

級 

36 
竹北農會

四健會 

2017/12/01：推廣員劉郁芬向新港國小同學分享

阿平的菜單中添加物的概念。 

64 2017/12/4 
奶茶好好

喝 

新港國

小中年

級 

34 
竹北農會

四健會 

2017/12/04：推廣員劉郁芬帶領新港國小同學進

行飲料投票遊戲。 

 



三、以綠食育連結青年 
 
（一）作法：以議題及綠食育課程連結桃竹苗地區的大專院校，規劃三類課程如下： 

1.辦理 2017 面對人類最巨大的產物 —氣候變遷與空污」座談會。 

2.辦理《找尋明天的答案》讀書會及《明日進行曲》放映會。 

3.針對 20-40 歲青年開辦綠食育課程。 

（二）目的： 

1.培力青年參與食育及環境議題的推廣。 

2.增加本社在青年社群的友好感及認同度。 

 
辦理情形，報告如下： 

 
第一節 2017 面對人類最巨大的產物 —氣候變遷與空污」座談會 

 

 
（一）目的：提供一般大眾認識氣候變遷與空污議題的機會，分享公民團體行動方 

案與學者專家的研究成果。 

1.透過公民團體行動方案分享、學者專家專題演與雙方交流座談，讓氣候變

遷與空污議題討論方向，從學術研究延伸至公民行動的討論。 

2.提供學者專家、公民團體與一般大眾溝通的平台，讓各方的聲音都被聽見，

認識彼此所關注的事物。 

（二）辦理時間：2017 年 6 月 15 日 9:00-16:00 

座談會議程安排：詳如 

附表 7：2017 面對人類最巨大的產物 —氣候變遷與空污」座談會議程表。  

 

附表 7：2017 面對人類最巨大的產物 —氣候變遷與空污」座談會議程表 

時 間 主   題 講  者 

8:30 – 9:00 報到   

  開幕引言－蔡英俊教授/清大人社院院長 

9:00 – 9:30 行動方案分享： 

從低碳飲食行動看生活型態對空氣品質

及氣候變遷影響 

賴曉芬董事長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專題演講主持人－吳泉源教授/清大人社院副院長 



9:30 – 10:30 專題演講 1 

氣候變遷的衝擊與挑戰 

汪中和教授 

/中研院地科所兼任研究員 

10:30 – 10:40 休息   

10:40 – 11:40 專題演講 2 

空污時代的能源革命－非核無煤下的能

源轉型 

莊秉潔教授 

/中興大學工學院副院長 

11:40 – 12:2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李丁讚教授/清大社會學研究所 

與談人－賴曉芬董事長、汪中和教授、莊秉潔教授 

12:20 – 13:10 午餐   

  專題演講主持人－李修瑋理事主席/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13:10 – 14:10 專題演講 3 

氣候變遷及空污下的健康風險 

詹長權教授 

/臺灣大學公衛學院副院長 

14:10 – 14:20 休息   

14:20 – 15:20 行動方案分享： 

啟動空污環教，帶動公民參與 

張明純會長/主婦聯盟基金會

台中分會 

行動方案分享： 

青年參與反空污行動 

鍾瀚樞專員/主婦聯盟基金會

台中分會 

行動方案分享： 

為空氣而戰－公民喚醒 行動串聯 

許心欣研究員/台灣健康空氣

行動聯盟 

15:20 – 16:00 綜合座談：面對空污與氣候變遷的公民參與力量 

主持人－李修瑋理事主席/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與談人－詹長權教授、張明純會長、鍾瀚樞專員、許心欣研究員 

16:00 散會   

 

（三）辦理地點：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演講廳 A202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四）負責人：楊婷琪 

（五）協力單位：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新竹分社）、主婦聯盟 

環境保護基金會、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六）執行情形： 

1.參與人數：70 人。當日滂沱大雨，本來擔心報名者無法前來，但是參與者卻

抱雨前來，報名者為綠食育議題志工、社員、一般大眾及清華學生（詳如

附表 8：2017 面對人類最巨大的產物 —氣候變遷與空污」座談會成果）。 

2.此次座談會為新竹縣市首度針對「氣候變遷」議題辦理座談會，且辦理時即

邀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主婦聯盟環境保

護基金會等共同辦理。 

3.座談會相關資訊及紀錄，均彙整於主婦聯盟基金會網頁。 

（活動頁面：http://www.huf.org.tw/event/content/3983） 

 

（七）媒體報導：上下游新聞專題採訪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96636/ 

  

http://www.huf.org.tw/event/content/3983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96636/


附表 8：2017 面對人類最巨大的產物 —氣候變遷與空污」座談會成果（照片） 

 
2017/06/15:清大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蔡英

俊教授為座談會致開幕詞。 

 
2017/06/15：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吳

泉源教授主持第一場專題演講。 

 
2017/06/15：清大社會所李丁讚教授主持

上半場綜合座談。 

 
2017/06/15：主婦聯盟合作社理事主席李

修瑋主持下半場綜合座談。 

 

柒、達成效益： 

一、捲動更多民眾關注氣候變遷與空污議題，並願意在生活中展開環境行動。 

二、透過學者專家、公民團體與一般大眾三方交流，激盪出更多創新的行動方案，

或找到目前面臨的困境，藉此提供未來行動之參考。 

三、藉由座談會的交流，奠定日後學者專家與公民團體更多合作的機會。 

四、透過公民行動方案的分享，讓更多民眾認識在地的公民團體，提升民眾參與公

民團體的意願。 

 

 



第二節 辦理《找尋明天的答案》讀書會、《明日進行曲》放映會及青年綠

食育課程 

零、執行說明： 

讀書會及放映會原訂在桃竹兩地大專（暫訂中原大學與清華大學）、社內辦理各三

場次。因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2017 年已安排全省巡迴放映場次4，然而基金會辦理

的放映會是挑選部分章節放映，並安排單次映後座談。 

本計畫希望與青年有更深度的連結，因此扣合原先自煮課程的設計，調整執行方式

如後： 

一、 中原大學部份：與張耀仁教授及夢田創辦人詹琪芬女士合作，結合公益金經

費及中原大學經費，規劃青年自煮、《找尋明天的答案》放映會及讀書會等

系列課程。 

二、 清華大學部分：由計畫負責人彭桂枝與服務學習課程郭文琪老師合作，結合

清華大學課程資源，設計青年自煮及主題講座，將《找尋明天的答案》概念

一一於主題講座中分享。 

三、 社會青年部分： 

（一）規劃 8 堂青年自煮課程：與新村小商號合作，該商號為在地友善減塑

商鋪，其負責人為台灣綠市集協會秘書長，連結桃竹苗在地及全台友善生產

者。因此青年自煮課程選擇在此進行，運用桃竹苗在地生鮮蔬菜及主婦聯盟

生活消費合作社產品，設計課程及主題講座。 

（二）後續規劃「找尋明天的答案～民主米粉炒」、「找尋明天的答案～我們

要喝乾淨水」：結合講座及自煮課程，分享書中環境翻轉的概念。 

（三）安排《明日進行曲》放映會：與新竹市築心生命教育協會合作，其會

員多為園區青年及家庭， 引介環境議題予非同溫層參與者，期能開展另類合

作及對話可能。 

 

                                                      
4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針對桃竹民眾，分別於 2017 年 5 月於中原辦理開放場 1 場、2017 年 7 月於新

竹市影像博物館辦理開放場 1 場、桃園市辦理開放場 2 場、2017 年 10 月清華大學辦理開放場 1 場。 



壹、中原大學部份（詹琪芬女士撰寫）： 

一、前言： 

「2017 中原青年自煮」是中原大學開設大專學生自煮課程的首例。應主婦聯盟生活

消費合作社教委會主委，也是綠食育點線面公益金執行者彭桂枝小姐邀請，中原大學電

子系系主任張耀仁教授5在妻子詹琪芬協助下，向「主婦聯盟中壢站區會」與「夢田自

然園」提案合作，讓中原大學碩士班的選課學生，有機會使用附設廚房的教室空間上課。 

 
二、以下是課程執行的基本資料： 

（一）課程名稱：場域應用與服務設計（詳附表 9：中原大學場域應用與服務設計 2017） 

（二）開課老師：張耀仁教授 

（三）課程規劃執行：詹琪芬 

（四）課程地點：主婦聯盟中壢站 7 次，夢田 1 次，中原大學 2 次 

（五）課程期間與上課次數：2017.9.11 起至 2017.12.26，扣除期中期末考與前一週溫書

假，共進行 15 次課程。 

1.其中 7 堂「青年自煮（詳附表 10：中原大學青年自煮的七堂課 2017）」，2 堂與自 

煮相關的議題講座（基改與人道雞蛋），與期末回饋分享各 1 堂。其他完全與青年 

自煮無關的五堂課，包括期初課程說明、「棉樂悅事」社會企業講座，還有 3 次見 

學行程，分別參觀了中壢「木匠的家」、桃園「蜂巢社區合作社」與「本立自然良 

品」。 

2.「中原青年自煮」設計：2 次課堂議題講座、3 次公平貿易講座與手作，4 次食 

農議題與料理 DIY，最後是期末分享茶會。以上，共動員議題講師 7 位，料理講師、 

與助理 7 位。 

（六）課程經費來源： 

1.青年綠食育公益金約 10000 元，支援了 4 堂料理課的部分講師費、部分食材費、 

部分勞務費。 

2.中原大學課程費用支援了 3 堂公平貿易茶水間與 2 堂議題課程的講師費、點心食 

材費與勞務費，還有 4 堂料理課的不足部分款項。 

（七）「青年自煮」課程八次（含期末分享茶會）的出席統計（詳附表 11：中原大學青 

年自煮出席統計）：選課學生共 21 人，學生出席率正常約七成五到九成（16-20 人）， 

但是 12.19 與 12/19 二次濕冷天氣，不僅人數降到四至六成（9-11 人），還姍姍來

遲！ 

（八）學生回饋 22 筆（詳附表 12：2017「中原大學青年自煮」選課學生之課程回饋）： 

12/26 的期末分享，以茶席＋花藝的茶會形式進行，幾乎全數到齊。缺席的 2 位， 

還有一位是因開刀才請假的，出席與回饋情況皆令人欣慰。 

 
三、小結： 

（一）為何要強調出席率與使用「欣慰」這種老派用詞呢？ 

其實課程進行當中，琪芬自己的壓力感不小，疲累感從頭持續到現在，自我懷疑感

不曾褪去，課程愈接近尾聲，我愈訴諸情緒地告訴自己：就要解脫，切勿重蹈覆轍、再

跳火坑（下學期不要再開自煮課啦！吶喊！）！我會這樣的原因，歸納如下： 

                                                      
5
 張耀仁教授自 2005 年開始，持續帶領學生到社區組織或機構「服務學習」。2011 年起，透過妻子詹琪

芬女士協助企劃執行，持續開設「非營利科技」、「場域應用與服務設計」等課程，邀請第一線工作者前

來分享個人的生命歷程、關注的社會議題，同時介紹所屬組織。師母詹琪芬是夢田自然園共同創辦人暨

召集人，目前還擔任主婦聯盟中壢站區會主委/社代/解說員。 



1.沒有經驗。 

2.沒有團隊或夥伴，企劃執行全靠單打獨鬥。 

3.身為企劃者必須全程參與：從構想、規劃、聯絡、備料、主持到紀錄都得親為，

甚至因為南埔媽媽米雅農園的黃淑惠，和台灣動物研究會的講師臨時無法前來，還

得硬著頭皮上陣開講。 

4.一人多角：必須從已經十分繁重的合作社幹部和照顧陪伴家人的日常角色中，一

再擠壓自己來承擔這個任務，力難從心，倍感沈重。 

5.自信心不足下，特別覺得缺乏學生的直接回饋，導致自我懷疑：帶領低頭族世代

的「高等」知識份子近庖廚，顯然我的自信心沒有我的「憨膽」、「熱情」與「理想」

大！ 

是的，忙了一整個季節，靠的就是自己的憨膽、熱情、理想，桂枝與我先生張耀仁

教授的百分之兩百支持、肯定、鼓勵，還有講師/助理群的相挺成全！ 

 
（二）然後呢？要延續嗎？ 

若不是親聞又親睹學生的口頭/書面分享，我其實就是投降休息了！但是看看他們

的回饋吧！確實有像他們老師張耀仁說的（但我一直拒絕採信）：他們低頭滑手機時還

是能聽的，他們不看著你也會有感有思的，師母帶領欠缺經驗技巧，他們卻是有能力參

與改善的！ 

至於我們開課、企劃、出錢者想知道的：學生是否透過此課程連結到 「人與人、

人與土地、人與社會」，是否值得持續在大專生、大學校園推廣這類課程，我覺得學生

們也在回饋中表達得具體明白，同時給予一致的肯定了！ 

所以，回到我這個在中原大學，幫張耀仁老師成為始作俑者的「藏鏡人」吧！天就

要亮了，我心也已瞭然：擱聊落去囉（再被拖下去吧！）！已經有足夠的學生為自己為

別系學生、為其他沒修到的同學請命：繼續開下去！最振奮人心的部分，是當中提出了

讓課程更有趣、更好玩的建議，學生的動能已自然而然的跨出「下一步」了，除非有別

人也能承擔，否則我又是當仁不讓了！希望這回不是自己背連自己的「跳火坑」戲碼，

而是與學生、講師、廚師共同創造有致命吸引力課程的「社會改革實驗室」～校長！我

們把教室搬到廚房了！ 

 
（三）以下檢討與建議是給我們自己的～大學課程規劃： 

1.持續連結校園鄰近與桃園在地組織及其關注的社會議題 

2.持續社區與組織的資源整合、協力合作 

3.持續延請有原創性、有行動力、專業利益人群、生命或環境的多元講師 

4.持續課程進行方式的多元性，且議題仍暫由由老師擬定，但是開放「舊生」參與

課程規劃。例如：田野見學、紀錄片映談、自煮與課堂議題講座的堂數比例; 與自煮相

關的食農議題和其他社會議題，想聽想學哪些？ 

5.從源頭學習，更深入與紮實的體驗知識 

6.提早規劃，如學期的最後一堂課，一起為下一步打造出想要的課程樣貌 

7.學生人數上限 20，分成 4-5 組，每個月至少一次手作食堂。至多不超過 2 次/月，

甚至直接參與中壢站或夢田課程，或直接由二個組織的講師來規劃與帶領。 

8.期末分享會辦餐會，也由學生自行討論執行、自行料理。 

 

附表 9：中原大學場域應用與服務設計 2017 
授課者：張耀仁教授（電子系）X 詹琪芬（主婦聯盟中壢站主委）X 講師群 

課程規劃與主持： 詹琪芬（演講與自煮課程）Ｘ張耀仁（見學課程） 



序 時間 地點 講師 形式 講題 備註 

1 9/11（ㄧ） 

2-5pm 

中壢站 Birgit 

Lienhart 

公平貿易

茶水間 
業力咖啡（尼泊爾）： 

企業創新與直接貿易 

青年自煮課程 1 

（手沖咖啡體驗） 

2 9/12（二） 篤信 156 張耀仁 課程說明   

3 9/19（二） 

2-5pm 

篤信 156 林念慈 演講 棉樂悅事＆本立自然良品： 

企業創新、永續經營 

分享尼泊爾奶茶、 

月餅與中秋新柚 
4 9/21（四） 

10-13:00 

蜂巢合作社 

本立自然良品 

戴雅君 

  林念慈/楊雅妃 
見學 

用餐 

看見精障者 

支持社區就業 

參觀「蜂巢」，並聽創辦人

之一現身說法 

5 10/3（二）2-4pm 木匠的家 劉修容 見學 木匠的家關懷協會： 

回收創業、創造社區就業 

參觀木匠修惜站 

與文物保存 

6 10/17（二） 木匠的家 李亞俐 見學 環保時尚 參觀環保時尚工作室 

7 10/24（二） 

2-5pm 

中壢站 吳子鈺 

朱麗容 

公平貿易

茶水間 
雨林咖啡（印尼）： 
企業創新與直接貿易 

青年自煮課程 2： 

手沖咖啡/手作餅乾 

8 10/31（二） 

2-5pm 

篤信 156 

大草坪 

（雨天備案：地

下室） 

黃淑惠 

（媽媽米雅農園） 

楊雅妃 

（喜喜手作飯糰） 

廚房課

野餐會 

認識台灣米 

好好吃飯 

青年自煮課程 3： 
捏飯糰、捲壽司 

9 11/7（二） 篤信 156 李碧恬 演講 一起來認識基因改造食品 分享豆漿 

10 11/14（二） 

2-5pm 

中壢站 詹琪芬 

林媽媽、朱麗容 
廚房課 台灣糧食自給率低 

與進口基改豆的食安危機 

青年自煮課程 4： 

黃豆與豆製品蔬食料理 
11 11/21（二） 大溪老街 陳來紅 見學 跟著來紅看見大溪之心 新南老街人文體驗 

12 11/28（二） 

2-5pm 

中壢站 呂美莉 

朱麗容 

公平貿易

茶水間 

巧克力甜心？禍心？ 青年自煮課程 5： 

（泡熱可可/手作餅乾） 

13 12/5（二） 篤信 156 陳玉敏 演講 善待雞，才有好蛋 分享茶葉蛋 

14 12/12（二） 

2-5pm 

中壢站 羅有助 

詹二姐、朱麗容 
廚房課 認識雞蛋與蛋雞產業 青年自煮課程 6： 

蛋料理 

15 12/19（二） 

2-5pm 

夢田 張麗雲 

徐盛恭徐阿嬤 
廚房課 吃當季、吃當地： 

體驗冬至客家鹹湯圓 

青年自煮課程 7: 

 搓、包、煮鹹湯圓 

16 12/26（二） 篤信 156 張耀仁 茶席形式 期末分享：課程心得與意見 桂珠花藝Ｘ琪芬奉茶 

 
 
 



附表 10：中原大學青年自煮的七堂課 2017 
課程規劃與主持： 詹琪芬（演講與自煮課程）Ｘ張耀仁（見學課程） 

序 時間 地點 講師 形式 講題 

1 9/11（ㄧ）

2-5pm 

中壢站 Birgit Lienhart 
（業力咖啡） 

公平貿易茶水

間 

業力咖啡（尼泊爾）：企業創新

與直接貿易 

（DIY 體驗手沖咖啡） 

2 10/24（二）

2-5pm 

中壢站 吳子鈺 

（雨林咖啡） 

公平貿易茶水

間 

（朱麗容） 

雨林咖啡（印尼）：企業創新與

直接貿易 

（DIY 體驗手作餅乾） 

3 10/31（二）

2-5pm 

篤信 156 

與大草坪 

（雨天備案：地

下室） 

黃淑惠 

（媽媽米雅農園） 

 

廚房課野餐會 

（楊雅妃 

/喜喜手作飯

糰） 

 
認識台灣米，好好吃飯 

（DIY 體驗手作飯糰） 

4 11/14（二）

2-5pm 

中壢站 詹琪芬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

合作社） 

廚房課 

（林媽媽、朱麗

容） 

台灣糧食自給率低 

與進口基改豆的食安危機 

（DIY 體驗蔬食黃豆料理） 

5 11/28（二）

2-5pm 

中壢站 呂美莉 

（馥聚貿易公司） 

公平貿易茶水

間 

（朱麗容） 

巧克力甜心？禍心？ 

（DIY 體驗手作餅乾） 

6 12/12（二）

2-5pm 

中壢站 羅有助 

（有助牧場） 

廚房課 

（詹二姐、朱麗

容） 

認識雞蛋與蛋雞產業 

（體驗蛋料理 DIY） 

7 12/19（二）

2-5pm 

夢田 張麗雲 

（夢田自然園） 

廚房課 

（徐阿嬤、徐盛

恭） 

吃當季、吃當地 

（DIY 體驗冬至客家鹹湯圓） 

 
附表 11：中原大學青年自煮出席統計 

姓名\日期 9/11 10/24 10/31 11/14 11/28 12/12 12/19 12/26 小計 

陳○融 
 

O O O O O O O 7 

涂○俊 O O 
 

O O 
 

O O 6 

謝○輝 
 

O O O O O O 
 

6 

王○心 
 

O O O O O O O 7 

黃○偉 
 

O O O O 
 

O O 6 

柯○安 
 

O O O O 
 

O O 6 

胡○文 
 

O O O O O 
 

O 6 

陳○謹 
 

O O O O O 
 

O 6 

池○允 
 

O O O O O 
 

O 6 

王○傑 
 

O O 
  

O O O 5 

陳○遠 
 

O O O 
  

O O 5 

張○瑋 
 

O O 
 

O O 
 

O 5 

張○瑋 
 

O O 
 

O 
  

O 4 

王○程 
  

O 
 

O O 
 

O 4 

吳○貴 O O 
    

O O 4 

楊○毅 
 

O O O 
   

O 4 

莊○傑 
 

O O 
 

O 
  

O 4 

黃○意 
 

O O 
 

O 
  

O 4 



 
 
 
 
 
 
 
 
 
 

附表 12：2017「中原大學青年自煮」選課學生之課程回饋 

2017「中原大學青年自煮」選課學生之課程回饋 

來源：「2017 青年自煮」臉書社團發文（2017/12/26）～助教陳聖融整合建檔、2017/12/26 期末分享會

的口頭分享～師母詹琪芬紀錄（部分補充）。 

王○傑： 

這學期透過老師邀請的各位講師分享後，讓我了

解到我們除了專業之外仍然有很多要補組充的知識。 

舉例來說，像是蛋類的揀選，雖然現在學到的不

見得馬上會有用到，但在未來一定有派上用場的時

刻，故我強烈建議持續的開課。 

我有個提議，其實不見得要限制在電子系，我們

能利用跨領域的方式讓外系外部的人也能一同共襄

盛舉。 

陳○謹：  

場域服務這門課需要到校外上課，來到主

婦聯盟與來自各種不同領域的講師交流，聽他

們的歷程分享，都能讓我們認識新的知識和不

同的文化。另外還有青年自煮這項主題，使許

多沒下過廚的青年，能有一個機會，簡單的接

觸並嘗試料理這件事。儘管時不時就得冒著風

雨前來上課，但課程內容十分有趣豐富，非常

值得選修。 

黃○偉： 

很開心這學期可以上這堂課，收穫很多(客套結

束 XD)，主要是在自己的領域很難接觸到類似的思考

與相關的社會議題，我是認真覺得這樣的課程真的很

棒，因為也許對於我而言，之後很難再遇到類似的課

程，如果硬要說有什麼建議的話，希望可以有人將這

些課程以及活動做些總整理，因為我不是個記憶很好

的人，如果有人可以整理每堂課的重點以及，提出的

觀點或反思的東西，作為這堂課的回饋與回憶，相信

會讓這份感動與思考，延續至更遠的以後^^! 

補充○偉口頭分享： 

對這堂課的表層感受就是：哇～好爽！吃吃喝喝也算

上課！ 

但是深層的感受是，進電子系之後，向來想的都是以

後要進好公司、賺錢、提升自己在公司的產能和產

值，卻不曾想過自己才是自己生命的主角，環境與動

物也是重要的，為何不是專注自己、專注人、環境、

動物～多一點？ 

楊○毅： 

上完這堂課後，覺得這堂課帶給我的意義

很大，平常在電子系上課總是接觸到很多很死

板很無趣的專業知識，從沒想到原來上課也可

以結合到環境意識、公民意識以及許多與社會

關懷做連結的時候，讓平常這麼無趣死板的內

容頓時活潑了許多，也瞭解到原來社會上的各

個角落有的是那麼多的故事，對於人生的啟發

以及經驗，真的提升許多，未來若有碰到類似

的故事，更能夠感同身受。 

補充○毅口頭分享：覺得這門課很有趣，有不

同主題，對料理課印象最深刻的是：自己可以

煮，其實沒有那麼難！ 

池○允 

覺得這門課程很有趣、值得去思考，因為有很多

是平常自己不會去思考到的地方，像是公平交易、尼

泊爾的布衛生棉⋯等等，有很多事情都是在學校很難

學到的知識，若自己沒修到這門課程，自己的眼界還

是停留在課本知識中，而不是更貼近生活。 

青年自煮的部分就充滿樂趣，有時候老師及阿姨

黃○意 

一開始修這堂課以為和老師開的另一堂身

心障礙服務學習性質類似，以為只是一堂聽聽

演講的課，但真正上了課以後發現，這堂課比

起坐著聽別人分享經驗與介紹，多了很多親手

做的部分，平常只是聽別人介紹，都沒有親手

動手做來的印象深刻，我覺得這是一堂很有意

吳○臻 
 

O O 
 

O 
   

3 

歐○琳 O 
     

O O 3 

李○豪 
  

O 
 

O 
  

O 3 

社員 17 位 1 位 
       

上課人數 20 19 18 16 11 9 11 20 
 

其他： 阮○琪 
      

O 不予統計 

 
邱○嘉 

      
O 不予統計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1232809427&fref=gs&hc_ref=ARQi03rATUALAPBtl1D5AxE00s_iRIXUiI9rkP4nIwKGBQNt-Atiez7JjzqdiA3unzs&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liangjin.chen.39?fref=gs&hc_ref=ARSY4v_DdPeh3wzXHbOw0QSDfeIgmql4hAKJ_4ygfx9pe21legr3qBPwGoiZAfnWRbE&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1243872053&fref=gs&hc_ref=ARTVXvclueCI0e01Kw4hJiMIndrNdoz6NNbpSPNtVhyY7rco7ahYSXde-cIxH1TC1gA&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317287440&fref=gs&hc_ref=ARQs3eaCrnBX9VtSAK-S37CGq2BoRGhh-qxJuyPvlSWmPltHVwRXKfORB-9oPlVvpYo&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217122905&fref=gs&hc_ref=ART4KCBeP2Fy1MQ232xTgFV0LTlKOm7P6nfaRBU-J2sfH_Q4EI2g_4ABnxvEydyuBSA&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smile.ejo?fref=gs&hc_ref=ARSCegM1lIIKNy9E6cnXPR05zMHU98sQMUzlMeJxLjRwtoKfZO1KPvZDbZ5W8qR_kkU&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都有備料，我們負責煮，煮完大家一起坐下吃自己煮

的感覺就是很不一樣。如何準備食材、選購食材都有

更進一步的了解。 

書本的知識就是要應用在生活中才有意義，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門值得選修的課程。 

補充○允口頭分享： 

建議 1、課堂所學應去與人分享; 2、期末分享會，可

以全班分組討論，一起料理來共食，而且從採買開始。 

義的課，學到很多生活中我們真的有使用到

的，不管是食物、衣服，讓我們了解以前都不

會注意的，以前只知道拿來用，都不會去想它

是從何而來，透過這堂課讓我有更深刻的了

解，也學到很多，我認為專業課程固然重要，

但這些貼近我們生活的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補充○意口頭分享： 

印象最深刻的是公平貿易巧克力與木匠的家的

牛仔褲再製成品。知道食品、商品的源頭，就

會尊重製造的人，像巧克力包裝紙上的生產者

照片與介紹的。 

李○豪 

一開始選這堂課只是因為名字看起來很奇怪，所以抱

著好奇心來上上看，但是這門課程帶給我的比我想像

的還要多很多，除了東西真的都很好吃以外，也教會

了我們在選購食材之餘的人道關懷，好吃又不貴，這

幾乎大大的影響了我在買食物方面的習慣，以往我都

是看想吃什麼就買什麼，但是漸漸的我會觀察一些食

材是否有關聯公平交易或是一些可以幫助到別人

的。因為對我來說食物都還是很好吃甚至是更便宜的

價格，可是可能我一個小小的習慣能在無意之中幫助

到一些需要幫助的人，木匠的家也改變了我東西壞掉

就丟的想法，很多東西都可以煥然一新以不同的面貌

再度出現在架子上給需要的人們使用，我覺得這是一

堂很有意義的課程，給的影響是久遠的，我很幸運能

夠選到這麼一堂好課。（＾∇＾） 

張○瑋 

場域應用與服務跟主婦聯盟合作的課程 

在自己動手做東西之餘,了解產品背後的故事或

是一些社會議題。 打破課堂間生硬的討論形式 

改用輕鬆的方式去接觸所要探討還是分享的議

題 。充分結合手作及該次主題。是個值得推薦

的好課程。 

補充張○瑋口頭分享： 

希望料理課多一點！ 

 

莊○傑 

學期初選這堂場域應用的課程，原本只是單純的

以為在學校上課，然後偶爾出去參訪而已，沒想到經

過了一個學期，收穫比想像的多了好多好多，透過專

業的講師來分享他們的人生歷練或是創業經驗...等

等，讓我能從這些分享得到許多不同的人生觀點,生

活態度以及關注環境...等等議題。此外，透過幾次的

青年自煮，讓我們自己動手做東西吃，不僅體會了不

同以往的上課方式，也因此讓我更了解食物對我們的

重要以及提升對環境議題的重視。 

補充○傑口頭分享： 

特別是基改課之後，發現有影響到自己實際生活的改

變。只是雖然我住外面有廚房可用，但自己做自己吃

沒意思，收拾善後很麻煩，也就懶了。 

歐○琳 

這學期，讓我最有印象的一堂課，就是本

立自然良品的負責人來演講的那堂課，可能是

因為身為男生，對女性的生理用品不這麼的了

解，沒想到一位女性一年要用掉的衛生棉是如

此之多，對環境造成的傷害也是如此之大。然

後在比較落後的國家，女性對生理上的知識那

麼的缺乏，所以對林念慈小姐的理念感到非常

佩服。  這堂課沒什麼需要改變的，已經非常

好了，讚！ 

補充○琳口頭分享： 

知道女性衛生棉對環境造成那麼大的衝擊之

後，有興起買布衛生棉送給媽媽和女朋友的念

頭呢！自煮部分，煮東西不難，是收拾太麻煩

了！ 

師母回饋： 

其實從產地到餐桌，從料理到收拾善後，都是

一整件事！如果看見這樣的事實，分工合作、

互相體貼，就不會因為單獨收拾而不想料理

吧！祝福你們未來因此懂得和伴侶建立能夠

「一起享受自己動手飲食」的關係。 

柯○安 張○瑋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554083268&fref=gs&hc_ref=ARRUJbwtc33p-GUo4lM5V3a38ouodJLyeGYq3Ys7pYxRiXblCE28SbM8P7QLSGn_CA0&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a8318049?fref=gs&hc_ref=ARSSgwltzcEZOb4d1Eq5dJAbpi2jYxRybnNs2A5CFzGrNlopqlpCsS7Z4rDCDet9xcE&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396392623&fref=gs&hc_ref=ARSXkn3zE5uQc2x7kz-pXeET041Ctuc2vhgXdoaephNqXMMe2D8V5ehJH5W26NpXrvU&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yenlinou?fref=gs&hc_ref=ARTU2pwfMDRPaWKWDHr-H0EdWSiMXgvwBC_TRW9p3x7mWr3gOl3CN0XvqagYUH_9SSo&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72027276&fref=gs&hc_ref=ARRp2n1NhKAh7c5VCSzJKUKJwKsH7OcOdFHyIP-dCBd9tPvKbQe-hgTK_8roNQjPwfs&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733709808&fref=gs&hc_ref=ART6Ul6zjhbEl6ldt7CGKO2t1kWUl3AHdgCHF3ownbmnvlOpoQYrLgbZJ99GpyEScK0&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我覺得這堂課很有趣，每次上課都有不一樣的主

題，從課堂中可以學習到很多生活中的知識，關心自

己生活週遭環境跟飲食，我覺得最有趣的是學煮菜，

我平時是不碰廚房，因為這堂課讓我學會了煮東西，

這是一般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很感謝有這機會可以

修到這一門課。 

場域應用的這堂課很特別，在課程中我做了人

生中第一次的餅乾還有煮菜，因為這堂課我回

家也開始會和媽媽學習如何的做菜。而且我也

學到了基因食品如何會對環境造成影響。很開

心這學期選了這堂課，讓我可以另外學習到日

常生活中的知識，希望老師之後能繼續開這門

課。 

涂○俊 

在我的研究所第一個學期參與了這門課程，課程

內容完全顛覆了「電子工程」所學的專業科目，一整

個學期下來聽了不少講座，另外更包含了好幾次的

「自煮」課程，自煮的課程讓我覺得最受用也成長最

多，自從大一出門自己生活之後，在網路或新聞之外

鮮少接收到有關飲食的觀念，這門課短短幾門課就學

到了「基改」、￼「公平貿易」、「綠主張」等等概念，

從以往的聽說、上課中了解、到下課後的省思，都讓

我了解到原來消費者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我們都有照

顧好這個地球的責任，讓下一代擁有更好的地球。 

希望之後課程可以提供更多此類的概念給我們

這些大學四年活在井底的理工男，看到更多可以讓地

球永續發展的力量。自煮課程方面希望之後可以讓我

們學到更多的烹飪技巧。 

補充○俊口頭分享： 

這個課程分成二部份，第一是議題講座，認識到可以

從消費者自己改變，自己日後有能力，一定會努力從

消費改變。第二個部分是自煮，每次上課都像在開驚

喜包，讓我們自己備料炒菜那次最好玩，建議從原料

製作就讓我們從頭參與，如湯圓的米粄！ 

師母回饋： 

主婦聯盟中壢站的料理課、手作食堂，以及夢田的「節

氣食堂」，歡迎同學來報名上課。 

天○王 

這個課程跟學校的課程，有很大的不同。 

學校的課程大部分都只教我們學科上的專業知

識，有應用在未來學術上或者職場上。而這個

課程教會我們許多生活上的小常識，社會議

題，還有生活上的技能。 實際上，不管是泡咖

啡和煮飯，對我都是第一次體驗，所以這個課

程對我來說，獲益良多。 

課程上，例如：基因改造議題、如何挑雞

蛋、做手工飯糰、手工餅乾、還有泡咖啡，都

是很有趣的課程，因為過去都不會去做，標準

外食族。比起學科上的課程，這個課程比較跟

生活上貼近。 還有基因改造議題，如何挑雞

蛋，咖啡，米飯等，都是有意義的生活知識，

不過最後希望能夠有其他關於社會議題的課程 

胡○文 

當初選這堂課時是覺得 「場域效應與應用」這個名

字蠻讓人猜不透課程內容是在做什麼的讓我很好

奇，所以我就選下去了，之後我上的第一堂課是關於

企業創新與永續經營，過程中我心裡想:「哇這課也

太酷了吧!」，一邊聽講員分享她的經驗一邊我們也可

以喝講員所準備的尼泊爾奶茶，這讓我的第一印象很

深。 之後我們陸續也有到木匠之家上課，在上這堂

課前我都只有聽過名字，還從來沒進去看過，上課後

才知道原來木匠之家它背後有很多的故事，後面我們

開始到「主婦聯盟」上課了，上的是我在第一堂課聽

老師說過的「青年自煮」的課程，這是我期待已久的，

因為以前在大學時可從來沒上過這種課程，之後除了

烹調我們還上了公平貿易與認識雞蛋......等很有趣與

令人省思的課題，這堂課中我學到與認識蠻多我從前

不知道的知識，也體驗了愉快的烹飪，我很喜歡這門

課，也希望這門課能再繼續開，讓更多新的同學們能

王○程 

經過這堂課後我覺得雖然需要到學校外面

去上課或是聽演講，但是透過主婦合作社讓我

了解更多關於食品的知識，也透過跟講師的交

流也理解到很多事情包括他們辛苦的歷程等

等，我希望這門課可以繼續以這種方式開下

去，在來就是青年自煮，我覺得是個很不錯的

上課方式，在現在大家都是外食族下，能夠自

己煮個東西是很棒的一件事，這門課是非常值

得去選修的課程。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733709808&fref=gs&hc_ref=ART6Ul6zjhbEl6ldt7CGKO2t1kWUl3AHdgCHF3ownbmnvlOpoQYrLgbZJ99GpyEScK0&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442926411&fref=gs&hc_ref=ARRz7PWD23I4wqHtCt6JfWPDY9BLAWePr_WzN1P1qv2QUaFcrj-Mr0yXgahDbphVDpM&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kevin.hu.503?fref=gs&hc_ref=ARQErl3C4Yw7OsST39B48DPiBlYwI_VmeI3Yv_djUIzDcsND19hWw2eMnAHYrpfRTPQ&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20345222&fref=gs&hc_ref=ARR_GhhdHtKQBKNdpGOJfuEm4D_5f67OdHEGGRoyWSWDXtPOoqL9pPALxOKh0soghOM&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夠認識這有趣的課程與認識台灣在地的文化和了解

我們的環境目前面臨了什麼樣的問題，這些東西都是

能在我們的人生中留下一筆的美好回憶! 

陳○融 

我覺得這堂課是很不錯，現在的課很少像這樣可

以有不一樣的體會，課程讓我們更加了解自己生活週

遭環境與飲食的安全。健康的飲食，必須先了解我們

食物的來源，製作的過程，像是雞蛋的議題，想吃到

健康的蛋，就要善待雞。 

聽完食物的介紹，再動手做料理，有更深的體

會，烹飪料理的課我也是第一次體驗，每一樣料理都

有它的小技巧，抓住了技巧，就覺得自己是像個「小

廚師」。 

邱○嘉 

透過這門課讓我認識更多的健康且安全的食

品，以及對環境更加友善的東西，像是非基改

食物以及對雞友善對待所產出的蛋。而我最印

象深刻的就是環保衛生棉，不僅顛覆我的價值

觀而且是在尼泊爾生根發展，這需要多大的勇

氣與熱情才能辦到？真的很佩服念慈講師，而

且有幸在她回台期間與她共進午餐與參觀她在

台灣的據點！真的是很好的經驗。 

阮○琪 

這個課程我覺得很有意義，也很有趣！可是現在

在外租屋，很多時候真的沒辦法如此講究，但至少我

們建立一個概念，要如何吃的健康吃的對環境友善，

吃的符合食物本身的成本，尤其是人力、動保問題以

及環境的成本！ 最有印象的是雞蛋的課題，我覺

得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發生在人身上我們都理解

要讓肚子裡的寶寶健康就要讓母親吃的好，過的好，

身心都在健康的狀態下才能生出健康的寶寶，但為什

麼發生在母雞身上我們卻忘記這個道理了呢？ 

 

陳○遠口頭分享： 

捨不得…(假哭)沒有啦！開心！夢田那次，進到

屋子很溫暖（師母注：12/19 天氣濕冷）。離開

時很生氣，因為騎機車，輪子捲起田間爛泥巴

濺得滿身！（師母注：感謝你們冒著風寒、迷

路「應召」而到的同學，相信同學也因此留下

難忘回憶！） 

謝○輝口頭分享（12/19 於夢田; 12/26 請病假去開刀。

○輝是碩專班生/業界人士/中年已婚）： 

這門課給我很大的震撼，因為我們學工程出身的，學

的東西從來不曾和環境、社會議題或人文、弱勢連結

在一起。這學期看到與學習很多，收穫就是對於社會

上的議題爭辯，比較知道在說什麼了。回家也跟太太

說：買雞蛋不要再挑蛋黃是紅色的了。另外就是感覺

現在大學的課程比較有彈性、比較活潑，與生活相

關，是一種進步啦！ 

吳○貴口頭分享： 

這堂課有很多講師，各有堅持的東西。原本不

清楚、不關心的，透過他們的關注與專業分享，

得到了認識，讓我更有動力去做課堂以外的事。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015000598&fref=gs&hc_ref=ARSSOsLqNTTwSR1wNrGhOBVb8accDvf832Drxh4YZ2YrB_wDfDCjiQG9AXQq9OroBGw&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015000598&fref=gs&hc_ref=ARRKM77DzR4jbpDr0VEyoY_Qox-bo4gvDI9NvUE8J-S_R2TS71vI2K8v3bIEhoy6SXw&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015000598&fref=gs&hc_ref=ARRKM77DzR4jbpDr0VEyoY_Qox-bo4gvDI9NvUE8J-S_R2TS71vI2K8v3bIEhoy6SXw&dti=1651950881539248&hc_location=group


貳、清華大學部份： 

一、前言： 

「2017 清華自煮」是合作社師資和清大合作自煮課程的第三例，在清華大學清華書

院李天健教授、導師郭文琪老師和計畫負責人彭桂枝的協助下，規劃系列課程。 

 
 
二、以下是課程執行的基本資料： 

（一）課程名稱：校園飲食環境改善（詳附表13：課程設計） 

（二）開課老師：李天健老師、郭文琪老師 

（三）課程規劃執行：彭桂枝、學院助教高成翰同學 

（四）課程地點：清華大學仁齋交誼廳 

（五）課程期間與上課次數：2017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共進行 6+1 次自煮課

程。12/28 的期末分享，以學生自行規劃壽司教作、湯圓教作等形式進行和大

陸交換學生交流服學課程成果。 

（六）課程經費來源： 

1.青年綠食育公益金，支援了 7 堂料理課的講師費、食材費、勞務費。 

2.參與課程學生酌收 60 元/人，補貼食材費用。 

（七）「青年自煮」課程出席統計：100 人次。（10/12-12/21 共有 81 人次、12/28 未

簽到） 

（八）學生回饋 5 筆（詳附表 14）。 

 

 

 
 
三、小結： 

（一）大學自煮課程的設計： 

1. 有鑑於台灣食米力日益下降，所以課程規劃時即設定以米飯為主食，搭配本土

友善食材，且動手作時間需在 60 分鐘內結束。食物背後嚴肅的環境議題，則在

邊吃邊聊時導入。 

2. 總計 7 堂課共吃掉 6.3 公斤米。 

3. 原先認為嚴肅的課題：國際貿易與美牛、糧食自給力、除草劑議題、氣候變遷

與全食、日本輻食風險、認識合作社，都在吃吃喝喝中愉快地進行。 

4. 上課場地不能使用明火（使用電晶爐），所以料理需重新設計步驟及參與方式。 



 
（二）達成效益 

2017 年的計畫，修課學生透過課程連結 「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社會」等面向。

因服學課程修課人數有限，擴散效應尚待觀察。又大一新生與講師互動較少，需要講師

積極炒熱氣氛。 

課程中觀察學生反應，每人都非常期待動手烹調，且專心聆聽講題。從學生的回饋（詳

附表 14：清華大學同學回饋），以及上課相片（詳附表 15）可略觀一二。 

此類觸及年輕族群的課程，計畫效益為： 

1. 培力學生動手作的意願及能力。 

2. 拓廣學生視野，開啟與非營利組織的連結。另外，也讓非營利組織可以接觸非

同溫層的群眾。 

3. 提供理工科為主的學生多面向的環境思考角度。 

 
（三）檢討和是否要延續？： 

2017 年之前，合作社講師就曾經到清大開過兩回自煮課程，合作社師資定位在提供

課程，所以與學生在課後的連結就比較少。而清華書院主導的服學課程持續在食安及環

境議題上發展，清華學院學生對環境永續議題已有相關行動在校內進行。2017 年第三回

合作，也是結合課程進行，定位在自煮課程及議題連結，並沒有與學生在課後持續互動。 

2018 年建議： 

1. 繼續深耕服學課程。藉由課程，持續連結關心環境及土地的非營利組織到校園

中分享。 

2. 評估組織人力是否有動能及意願，藉由計畫更深度地陪伴學生，發展與合作社

及非營利組織的連結。 

 



附表13：「清華大學校園飲食環境改善」課程設計 
一、課程基本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課程名稱 校園飲食環境改善 學分 t 0 

服務內容 社會關懷 人數限制 ? 

服務時間 Rab 服務地點 仁齋 

教學分配 
1.共同課程：12 小時 

2.服務時數：6 小時 
聯絡人 

姓名：高成翰 

連絡電話：0934289480 

email：j5111323@yahoo.com.tw 

課程性質：擴開設或曾開設 

二、課程目標 

1.概述現今食物議題，並能從中學習反思及延伸學習  

2.透過實際體驗，了解食物生產過程  

3.正視校園飲食議題，並提出改善方案 

三、課程內容 

(一)課程大綱 

1.了解校園飲食概況  

2.探討食物工業化演進及食物自主權相關議題淺談  

3.了解農作物從生產到端上餐桌的整個產業鏈，同時了解在地人物故事 

4.由自身出發去試著推動校園自煮風氣 

5.舉辦成果展  

 

(二)課程設計 

透過課程帶領與影片觀賞的討論，使學員彼此討論並探討各式議題。再經由分組活動及實際動手操作，從各種

角度了解相關議題與藉由自身經驗去體會我們推廣的校園自煮理念。  

 

(三)課程與服務內容 

週次 主題 說明 

第一週 9/14 課程說明 全班四個主題共同進行 

第二週 9/21 共同課程：服務學習三

個層次 

全班四個主題共同進行 

第三週 9/28 主題課程一 各主題分別進行(停課) 

第四週 10/5 主題課程二 紀錄片：明日進行曲放映 

第五週 10/12 服務方案課程一 1. 彭桂枝老師+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長

賴曉芬授課：動手來自煮：牛肉料理~貿易關係下

的食關係 

2. 風雲樓二樓的共同廚房概念發想。有鑑於校宿

舍幾乎都沒有瓦斯爐，不然就是借用跟使用上很

麻煩，所以我們大家一起集思廣益，調查學校的

同學們有沒有需要設置一個共同廚房，只要登記

後就可以借用一個時段。(如果大家有其他想法，

也不一定要執著於共同廚房這個想法) 

第六週 10/19 服務方案課程二 1. 彭桂枝老師+吳建良農友授課：動手來自煮：

一鍋飯料理~台灣食米力+稻米農友來分享 

2. 共同廚房概念的深入討論 

第七週 10/26 主題課程三 各主題分別進行 

第八週 11/2 服務實踐一 擬定共同廚房計畫的初稿 

第九週 11/9 總務長演講 邀請總務長來談「清華校園餐廳的現況與未來」，



約一小時。在這場演講，可以向總務長請教共同

廚房的可能性，然後依據總務長的意見，修改共

同廚房計畫。 

第十週 11/16 服務實踐二 彭桂枝老師+荒野新竹分會許天麟副會長授課：動

手來自煮：校園野菜料理~認識除草劑議題   

第十一週 11/23 服務方案課程三 1. 彭桂枝老師+樸門協會陳璿妃理事授課：動手

來自煮：全食料理~氣候變遷下的農業困境 

2. 共同廚房概念的深入討論 

第十二週 11/30 服務實踐三 共同廚房開始跟學校協商 

第十三週 12/7 服務實踐四 葉雪霞老師+彭桂枝老師授課：動手來自煮：日式

壽司及壽喜燒~貿易關係下的食關係(談輻食風險) 

第十四週 12/14 服務實踐五 彭桂枝老師+主婦聯盟合作社楊婷琪理事授課：動

手來自煮：開放料理~認識合作社及主婦聯盟 

第十五週 12/21 服務實踐六 共同廚房跟學校協商出結果 

第十六週 12/28 服務成果發表 全班四個主題共同進行 
 

四、教學策略（例如採用課堂教學、體驗活動、服務活動、影片欣賞、反思討論、 經驗分享等方式） 

1.相關食物議題探討，將會透過課堂教學與反思討論進行  

2.共同廚房的理念生成將會隨著課程進度，進行越來越深入的討論  

3.其學員的感受與想法將透過經驗分享會的形式呈現。 

五、合作機構說明（請簡要說明合作對象及合作模式）  
1.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支援自煮課程講師、講師費及部分食材費。希望推廣大學生動手自煮，

進而認識食材及背後的人事物，累積對周遭事物的感受力及基本生活能力。 

六、成績評量(此部份內容暫定) 

1. 30 小時出席狀況(學習與服務總合)：（30%）（TA）  

2.學習暨服務表現：(30%)（TA 及服務單位）  

3.期中個人報告：(10%)（TA）  

4.期末團體報告或期末個人報告：(20%)（TA）  

5.特殊表現加分：（10%）（TA、課指組各 5%）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李天健、彭桂枝、郭文祺 

上課時間 

Time 
Rab 

上課教室 

Room 
清華大學人齋交誼廳 

 
 
 
 
 



附表 14：清華大學同學回饋 

 

謝○慈同學 

很開心能夠選擇這個服學，不僅能夠用 60 元

吃到比學餐還要好上許多的食材以外，也學到

許多新的料理，像是飯捲、壽司、湯圓等等，

也接觸到了特別的食材像是野薑花和火龍果

皮烘蛋，這些都是很美味的食物，除此之外，

我還在課堂中得到了許多新知識，也解開一些

自己對於核食或是美牛等等的誤解，實在讓我

受益良多。 

李○儀同學 

在高中時我是烹飪社的幹部，過去我很熱衷料

理，無論是甜點、鹹食，都是社課會接觸到的，

但我從來就沒有思考過這些食物背後的生產

課題。一直以來，我很愛做烘焙類的點心，因

此小麥的麵粉自然用的比較多。當這學期的服

學講到糧食自給率時，我也才驚覺到這件事。

或許今年我們都還未滿 20 歲，而未能加入主

婦聯盟，但我想我會更關注「吃」方面的問題。 

林○辰同學 

以前總想著上大學後要自己生活，想學一些料

理，而書院的服學剛好有這門課於是就參加

了。這學期的課程中不僅教我一般的料理，也

小魚的心得  

參與主婦聯盟辦的共食，讓我學到很多烹飪的

技巧，認識了許多之前沒吃過的野菜、沒試過

的調味方式，每次共食的議題討論也讓我收穫



 
 
附表 15：清大自煮課程影像紀錄 

自煮課程 主題講座 

  

  

  

學到很多少見食材的用法（尤其是野菜那

堂），同時聽講者講述不同的食安問題，是門

收穫滿滿，很充實的課！期待以後還能再參

加，也希望未來宿舍真的能有完善的廚房。 

良多，聽到許多正在發生而我們平常不太會注

意的事。很開心能參加這幾次的活動！未來希

望自己能繼續煮給自己吃，並多關心生活周遭

發生的事情。 

楊○晴同學  

這學期參加校園飲食的服務學習，讓平常幾乎

沒有下過廚的我，開始接觸這些廚房的工具及

食材，桂枝老師每次都俐落的分配工作和指

導，大家就會非常有效率的合作變出一道道美

味的佳餚，能參與其中也讓我非常有成就感。

除此之外，這六堂課也讓我更加了解這些和飲

食有關的議題，感謝主婦聯盟還有所有來的講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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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青年部份： 

一、前言： 

社會青年自煮在新竹是首創先例，本計畫選擇和新村小商號合作，共計開立 6 門自

煮課程。明日進行曲放映會則和「新竹市築心生命教育協會」合作。 

 

二、以下是課程執行的基本資料： 

（一）課程名稱：自煮生活、找尋明天的答案-民主米粉炒、我們要喝乾淨水 

 

 

 

 

（二）開課老師：彭桂枝及外聘講師 

（三）課程規劃執行：彭桂枝 

（四）課程地點：新村小商號 

（五）課程期間與上課次數：2017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共進行 6 次自煮課程。 

（六）課程經費來源： 

1.綠食育點線面公益金，支援 6 堂自煮課的文宣費、講師費、勞務費、食材費

及雜費。 

2.參與課程學員：大人酌收 120 元/人、大班以上小孩 60 元/人，補貼場地費、

部分食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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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與情形：社會青年自煮（含「找尋明天的答案讀書會」）6 場次為 77 人次、

「明日進行曲放映會」為 26 人次。 （詳見附表 16：社區青年自煮、找尋明

天的答案讀書會及明日進行曲放映會成果相片） 

（八）媒體報導：客家新聞雜誌 2017/10/25 專題報導

https://youtu.be/d3DpSx11tMw 

 

 

 

 

 

 

 

 

三、小結： 

（一）社會青年自煮課程的效益： 

1.人與人的連結：在課程中不時會看到久未謀面的朋友或師生相遇，也有不認識

的朋友，因為共煮課程變的常常聚在一起。這就是共煮課程最立即的成效，讓忙

碌的現代社會有個停歇的時間，藉由食物，重新拉近人與人的距離。 

2.環境及食育議題的突破：共煮之後都會搭配相應的主題講座，原本生硬的內容

若是單獨呈現，聽眾不見得會想要參與。但是在吃飯聊天的過程中，卻讓生硬的

議題可以進入聽眾的耳中，甚至還點發彼此的火花。 

3.動手煮不困難：共煮菜單設計都是家常菜，每位參與者都要動手煮食，且時間

設定在 1 時內完成，多次下來幾乎都能在過輕鬆上手。 

4.走出站所觸及社區：參與者可以認同合作社是積極落實在地關懷的團體，對合

作社持正面形象。 

 

（二）對參與族群的觀察： 

1.關於時間：因為負責人時間的限制，因此共煮時間安排在週三晚上 6:30 至 8:30。

原先擔心是否有人晚下班會無法參加，但是若有心想參加的朋友，會自己排開

班，空出時間。 

2.關於對象：參與對象為學生、單身青年、中年子女離巢的媽媽、幼兒家長，社

區的參與者較多元，不會單一集中在青年身上。也因為這樣意外的看見不同族群

的需要：單身的青年需要除了工作領域以外的朋友可以交際，中年媽媽需要有朋

友一起共食聊天，幼兒家長關心怎麼吃比較健康，這些都會是參加的理由。 

 

（三）是否要延續？ 

1.延續下去：已經辦理過共煮課程的新村小商號在 2018 年將會邀集朋友繼續辦

理共煮。而新竹分社推廣員的角色就是持續在各地點火，讓更多人願意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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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織共煮志工團：2017 年的社區青年共煮由計畫主持人桂枝規劃，2018 年建

議可以有計劃地吸納有心的共煮志工一起規劃共煮及主題講座，這樣共煮的影響

力就不會因為主辦人的時間狀態而變化，影響力更能持續擴大。 

3.持續投入就會看到成果：共煮行動持續進行，成果就會慢慢呈現出來，2018 年

我們預計在與香山綠食集和竹蜻蜓綠是集合作，相信會有愈來愈多的民眾願意動

手煮食！ 

 

 

附表 16：社區青年自煮、找尋明天的答案讀書會及明日進行曲放映會成果相片 

9/13 秋之味～燉飯料理

 

9/13 糧食自給力／吳建良

 

9/27 蛋白質圓舞曲

 

 

9/27 餐桌上的非基改/劉娟志 

 

10/11 向自然接力－野菜料理/陳金美 

 

10/11 認識除草劑議題/許天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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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全食料理－用蘿蔔葉製作雪裡紅

 
10/25 全食全方位的營養／彭桂枝 

 

 

11/22 米粉炒：邀請山川米粉老闆莊先生現場示

範米粉炒。 

 

11/22 找尋明天的答案讀書會：邀請前

新竹縣議員周江杰及現任竹北市民代

表分享民主轉返的可能。 

 

12/17 與新竹市築心生命教育協會合作放映《明

日進行曲》。 

 

12/17 映後分享。 

 

12/22 冬至米食樂－一起搓湯圓。 

 

 12/22找尋明天的答案讀書會-拿回環

境公民權力～我們要喝乾淨的水 



59 
 

四、持續追蹤新竹縣市校園午餐近況、食育及環境教育推動情形： 

（一）由於縣市政府及中央政府已將校園午餐品質監控列為重點政策，因此本計畫的定 

位是在持續提供消息，並轉而培力更多食育尖兵。 

（二）作法：持續更新校園午餐消息，藉由臉書維護，提供最新校園午餐及食育消息。 

（三）進行社間合作，推動校園午餐、食育及環境教育普及教育： 

1.各項食育推廣，除了原有綠食育推廣員、綠繪本推廣員外，更加強與其他在

地團體的合作，達成起整體提升食育力及組織連結力的效益。 

2.另外，新竹縣市飲用水議題也在 2017 年 10 月起開始和荒野新竹分會鄉土關

懷組一起合作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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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整體計畫效益： 

一、 落實合作社關懷地方社會的原則。 

二、 培力本社社員發言及行動能力。 

三、 增加本社在桃竹苗地區青年社群的曝光度及友好感。 

四、 提升學校教師及桃竹苗民眾推動綠食育及參與校園午餐的能力，進而提升校

園午餐品質。 

五、 藉由社間合作，提升本社串連在地團體的能力。 

 

壹拾、結論： 

  2017 年感謝主婦聯盟合作社公益金的挹注，讓新竹分社可以有能力在桃竹苗地

區推廣綠食育，實踐和在地社區及年輕族群接觸的新計畫。 

  2018 年，希望會是傳承及持續推廣的一年！讓桃竹苗更多民眾可以繼續看見及

感受到合作社對食育、環境及人的關愛。同時也會有更多社員願意因為看到在地的

需要，一起跨步同行：不論他／她的決定是拿起鍋鏟煮菜，或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共

食，或是踏進農園認識農友，或是發現在地議題，願意發聲成為推廣員、、、等，

對於台灣及我們都是嶄新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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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經費決算表（以合作社最終決算表為準）：請見附表。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申請補助 2017/6 2017/7 2017/8 2017/9 2017/10 2017/11 2017/12 累計 未執行 
執行

率 
執行說明 

推

廣

講

座 

講師費 時 60 800 48,000 16,000 1,600 1,600 1,600 3,200 4,800 4,000 32,800 15,200 68% 

1、鼓勵各申請單位自付為原則，以夥

伴學校、偏鄉小校、家長及師資培力優

先運用公益金經費，因此酌減金額。 

2、原預算額度調整至補貼「青年綠食

育」自煮課程材料費，以及「青年綠食

育」外聘師資運用。 

講師交

通費 
筆 1 10,000 10,000 1,776 0 0 528 816 386 0 3,506 6,494 35% 

實支實付。邀請桃竹苗區講師較多，因

此省下交通費。 

材料費 人次 320 50 0 0 0 0 0 0 0 0 0 0 100% 簡易示範，學員自付材料費。 

勞務費 時 60 100 6,000 0 0 0 800 0 600 3,600 5,000 1,000 83% 宣傳、活動協助及紀錄等 

青

年

綠

食

育

課

程 

文宣費 筆 1 3,000 3,000 0 0 0 0 0 800 379 1,179 1,821 39% 青年食育課程文宣製作 

講師費

（外） 
時 6 1,600 9,600 0 0 0 1,600 6,400 4,800 5,600 18,400 -8,800 192% 

1.《找尋明天的答案》新竹市東區讀書

會 2 時；中原大學場次，賴曉芬女士導

讀之讀書會，由中原大學支付。 

2.其餘經費為「青年綠食育」課程時，

邀請外聘師資運用。因清大自煮及新竹

市社會青年自煮場次，主題講座多為外

聘師資，因此費用增加。 

講師費

（內） 
時 24 800 19,200 0 0 0 2,400 2,400 4,800 5,600 15,200 4,000 79% 

1.自煮課程辦理場次：清大 6 堂、社會

青年 6 堂、中原 4 堂。 

講師交

通費 
筆 1 5,000 5,000 0 0 0 0 856 0 972 1,828 3,172 37% 

實支實付。邀請桃竹苗區講師較多，因

此省下交通費。 

勞務費 時 90 100 9,000 3,000 0 0 0 3,600 2,400 1,800 10,800 -1,800 120% 

1.6 月工作坊勞務費 30 時。 

2.青年綠食育課程志工紀錄、美編及資

料編寫，7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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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 筆 210 100 8000 0 0 0 5350 4352 2880 6480 19,062 -11,062 238% 

1.青年綠食育課程材料費，共辦理 16

場次。2.清大 6 場及中原 4 場，免場地

費。清大學生酌收 60 元/人，補貼食材。

3.社會青年 6 場，需收場地費，由參加

者自付款項 100 元/人（50 場地+50 材

料）。4.講師、工作人員食材費未收。

5.共 16 場約 200 人次（未含講師及工作

人員 32 人次）參與。 

場地費 筆 1 18,000 0 0 0 0 0 0 0 0 0 0 100% 

以爭取合作單位提供為優先，不足款

項，才由預算支出。 

1、2017 年 6 月 15 日工作坊場地，已由

合作單位清大免費提供。 

2、《明日進行曲》放映會：12/7 中原

大學 1 場、12/17 新竹市築心生命教育

協會 1 場。 

3、綠食育課程場地：爭取合作單位提

供為優先。 

公播版

權費 
場 3 8,000 8,000 0 0 0 0 0 5,000 0 5,000 3,000 63% 

1.《明日進行曲》放映會：青年場次，

桃 1、竹 1，共 2 場。 

2.片商洽談 60 人次，版權費為 5000 元。 

3.社內場次：基金會已於 7-8 月、10 月

在新竹及桃園辦理放映會。 

主持人勞務

費 
月 9 1,000 9,000 3,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000 0 100% 總管計畫執行及報告撰寫等 

雜費 筆 1 5,200 5,200 0 0 0 220 2,043 2,260 67 4,590 610 88% 影印、郵電、雜費、、、等 

合計       140,000 23,776 2,600 2,600 13,498 24,667 29,726 29,498 126,365 13,635 90%   

壹拾貳、備註：本計畫將於 2017 年 1 月 15 日新竹分社營委會提供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