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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新竹分社） 

 

 

2019年 

 

綠食育點線面連結及新生 

結案報告 
 

實施日期：10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彭桂枝 0937-989482，電郵：sandypemg@gmail.com 

協力夥伴：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新竹分社綠食育/綠繪本推廣員 

贊助單位：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公益金） 
 

  

左圖：清大自煮與認識竹蜻蜓綠市集；右圖：協助新竹市龍山國小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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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計畫名稱：「2019 綠食育點線面連結及新生」 

壹、 緣起： 

  2014 年~2018 年，新竹分社持續投入深耕桃竹苗地區的綠食育，藉由

培訓推廣員，在學校及社區進行推廣，持續累績綠食育力。這五年間也和

合作團體一起捲動公民參與社會行動，如：2014 年的校園午餐改革行動、

2018 年大新竹水議題等等。 

    2018 年，我們在大新竹區培訓綠繪本推廣員，並與「我們要喝乾淨水

行動聯盟」合作推動水議題教育。2019 年，我們在大桃園區培訓另一批綠

繪本推廣員，期望能扶植大桃園在地社群發展，以及屬於桃園的在地關懷

行動。大新竹的推廣員則持續與夥伴學校及社群發展更密切地合作關係，

在捲動公民參與社會行動時，綠食育推廣員先行在學校及社區推動教育，

以教育即倡議的方式並行。 

  綠食育與食物、環境及背後的社會關係有很深的連結，藉由食物讓我

們走到更深的公民教育中！ 

  2019 年公益金因經費有限僅補助青年綠食育（含跨域議題）新台幣

46,000 元，因其為整體計畫中一部分，分項執行成果總括呈現於整體計畫

中，特此說明。 

 

貳、 目的： 

一、 建立桃竹苗中小學教師、家長及學生之綠食育基礎概念。 

二、 在桃竹苗社區以「綠食育夥伴社區/社團」加深陪伴，推動綠食育課

程，建立成人綠食育理念 

三、 以綠食育連結青年：提供食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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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公共議題成形及串連行動的可能性，使合作社社員及民眾達到自

我賦權及增能，共創美好生活。 

 

參、 總體效益：總執行場次為 106 場（2,552 人次），其中青年綠食育（含跨

域議題）為 27 場（612 人次）。 

一、 落實合作社關懷地方社會的原則。 

二、 持續厚實本社在桃竹苗區的綠食育影響力。 

三、 持續累積新竹分社綠食育推廣員能量，並使其永續運作。 

四、 達成女性培力及賦權的意義：推廣員多為女性，共同落實「教育即是

倡議」，並願意投身參與關心在地社會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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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增加本社在桃竹苗地區青年社群的曝光度及友好感。 

六、 合作學校及社群藉由本計畫認同具有 SDGs 永續指標的合作社組織，

並進而支持合作社組織永續經營。 

七、 藉由社間合作，共同推動在地公共議題。 

 

肆、 實施日期：2019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伍、 實施對象： 

一、學生、學校教師、家長社群 

二、桃竹苗地區青年（20～45 歲） 

三、社員 

四、合作團體 

五、關心公共議題的桃竹苗民眾 

 

陸、 計畫聯絡人：彭桂枝 0937989482，電郵：sandypemg@gmail.com 

 

柒、 工作計畫、實施方式、執行效益、建議及回饋： 

表 1：2019 年綠食育點線面連結及新生工作計畫總表 

工作計畫及目

標 
實施方式 執行效益 建議及回饋 

推廣

講座 

1.在桃

竹苗中

小學及

社區，

以綠繪

本 / 綠

食育課

程，建

立綠食

育基礎

概念。 

（1）以「夥伴學校」方

式，深耕大新竹（例如：

龍山、科園、東門）及

桃園學校（例如：潛龍、

龍潭），觀察綠食育長

期影響力。 

（2）拓展影響力：以單

場課程，推廣綠食育。 

（1）中小學及社區推廣 72

場，共 1,731 人次。持續建

立桃竹區綠食育概念，進

而累積環境公民力。 

（2）大新竹建立 3 所夥伴

學校。龍潭區 1 所夥伴學

校。 

（3）社內綠食育推廣員的

推廣技能成長，達成女性

社員培力及賦權。 

（4）增能及交流綠食育

實施現況。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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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桃園 2019 年雖有新進

推廣員 8 位，但因推廣聯

繫人力尚未到位，小組運

作模式為接受單場邀約，

尚未建立夥伴學校。 

（2） 龍潭區有 1 所夥伴學校，

2019 上半年學校運用自

有經費申請進班；下半年

學校及公益金皆無經費

支援，因此中斷進班。實

屬可惜，盼 2020 年，學

校或公益金能支援此部

分推廣，協助在地小組發

展動能。 

（3） 新竹區因組織較健全，雖

無公益金挹注，但學校及

社區自費意願較高，且推

廣員願意配合少領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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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300 元/場），因此推

廣動能尚可維持。 

2.在桃

竹苗學

校親師

群推動

綠食育

課程，

建立成

人綠食

育 理

念。 

（1）請友會（主婦聯盟

環境保護基金會）針對

桃竹苗學校發送電子

公文，提供申請講座的

管道。 

（2）針對「夥伴學校」

親師，主動安排講座。 

（3）由主持人及各區

組長安排推廣員前往

宣講，介紹綠食育與學

校教育及親職教育的

銜接可能性。 

（1）辦理 7 場，209 人次，

藉由講座建立綠食育概

念。 

（2）使「夥伴學校」親師

的綠食育理念建立及落實

更契合。 

（1） 此類型講座模式運作

良好，建議 2020 年持續辦

理。 

（2） 整理 2020 年講座申請

表單，提供桃竹苗學校、社

區及公司行號申請。 

3. 厚

實「綠

食育社

區 / 社

團」的

綠食育

力。 

（1）請友會（主婦聯盟

環境保護基金會）針對

桃竹苗社區發送電子

公文，提供申請講座的

管道。 

（2）由主持人及各區

組長安排推廣員前往

宣講。 

（1）建立「夥伴社區/社

團」合作模式。 

（2）使本社公益可見度及

影響力，逐漸增加。 

（1） 此類型講座模式運作良

好，建議 2020 年持續辦

理。 

（2） 整理 2020 年講座申請表

單，提供桃竹苗學校、社

區及公司行號申請。 

綠食

育力

組織

分權

發展 

1.推廣

員增能 

（1）發掘桃竹苗區的

共同環境及食育議

題，安排增能課程。

今年為「減塑議題」

及「低碳飲食／節電

教育」。 

（2）持續安排推廣場

次是維持推廣員能量

的作法。 

（1）推廣員瞭解「教育即

倡議」的方式即是溫柔的

社會行動。 

（2）厚實本社推廣員能

力。 

2019 年首次將「減塑」、「節電」

主題列入申請表，兩主題推廣反

應不錯，2020 年建議將教案調

修後，再繼續推廣。 

繼續以「教育即倡議」的方式行

動。 

持續培養綠色公民力！ 

2.推廣

員組織

分權 

（1）設主持人統管計

畫執行及各組協調。 

（2）分設新竹、南桃及

北桃組長，陪伴在地推

廣員。 

（1）使計畫確實執行。 

（2）推廣員藉由定期聚

會，以及組長陪伴更有向

心力及在地行動力。 

2019 年，因經費有限，且推廣經

費不足，無法回捐，主持人及組

長皆為志工擔任。2020 年，盼能

尋找資源支持組長及組內勞務，

使組織經營更能穩固。 

3.社區

培力 

（1）於桃竹苗等地結

合社區大學及社團資

源，開設社區培力課

程。 

（2）本計畫安排人力

陪伴及拓展食育推廣

點與人力。 

（1）使成熟之教案可在社

區廣為分享，一起提升整

體食育力。 

（2）訓練本計畫陪伴夥伴

對外連結能力。 

2019 年在科學城社大開設兩學

期培力課程，但因社大規範，目

前為推廣員個人與社大的合作，

尚未提升到合作社與社大的合

作，合作模式在 2020 年有待摸

索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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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綠食

育 

1.大專

生綠食

育能力

養成。 

（1）與大專學校合作，

開設「自煮課程」+「綠

食育跨域議題」。 

（2）參加者支付部分

食材費，計畫經費支援

部分食材費及講座費

用。 

（1）辦理學校自煮 8 場

（100 人次）大專生自煮課

程，培養關心綠食育跨域

議題的觸角。 

另外，寒假期間與清大

AIESC 社團合作，接待 3

場次（60 位同學）認識主

婦聯盟新竹分社。 

（2）使大專生認識食物的

「價值」，進而支持具有

SDGs 永續指標的企業及

社會行動。 

（3）使環境議題突破同溫

層。 

依據 2018 年的回饋，自煮跨域

議題的關鍵是隨堂助教的主動

性。 

2019 上半年由主持人主導 4 次

自煮跨域議題，2019 下半年則

為學生主導 4 次自煮跨域議題。 

2020 年，竹社將轉為協助，視學

生是否主動發起，才進行協助。 

2.從食

出發，

連結綠

食育議

題予社

會 青

年。 

（1）與「夥伴社區/社

團」合作（例如：針對

單身上班族、小家庭等

設計適合課程），結合

「自煮課程」+「綠食育

跨域議題」。 

（2）參加者支付部分

食材費，計畫經費支援

部分食材費及講座費

用。 

（1）與夥伴社團「燒炭窩

竹風樂境」、「我們要喝乾

淨水」合作 3 場次（100 人

次）活動。 

促使社會青年認識食物的

「價值」，進而支持具有

SDGs 永續指標的企業及

社會行動。 

使環境議題突破同溫層。 

（2）與《竹北市農會》合

作推動綠食育課程 8 場次

(300 人次)，竹北市農會更

因此獲得全國四健會食農

教育獎。  

2020 年持續發展夥伴社團模

式，互相協力從食出發。 

跨域

議題 

從食出

發，使

桃竹苗

在地民

眾願意

連結食

物背後

的農業

發展、

環境開

發、能

源議題

等。 

1.結合環團，規劃國土

計畫工作坊，連結土地

利用、農業及水源保護

議題，共同凝聚行動的

方向。 

結合新竹分社教委會社員

基礎課程資源，與地球公

民基金會、主婦聯盟環境

保護基金會等，共同規劃

「國土計畫工作坊」，使民

眾認知食物背後的環境議

題。 

2020 年持續發展夥伴社團模

式，互相協力從食出發。 

國土計畫部分暫定會與「我們要

喝乾淨水行動聯盟」、「主婦聯

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及「地球公

民基金會」合作。 

能源議題則暫定與「竹塹社區大

學合作」。 

食農議題則是暫定與大新竹區

綠市集及「科學城社區大學」合

作。 

2.結合環團，規劃能源

工作坊及系列講座。使

民眾瞭解能源轉型人

人都可以參與。 

（1）使桃竹在地團體及志

工行動力可以凝聚： 

2019 年，科學城社區大

學開設「從產地到餐桌的

綠食育」系列課程 2 學期

(17 人參與)，培訓社大學

員成為綠食育志工。 

2019 年，與竹塹社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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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合作「節電活動家工作

坊」1 場次(25 人參與)，

嘗試將結能關懷與夥伴社

團結盟。 

（2）吸引關心民眾，願意

投身參與倡議行動。 

 

  實施方式補充： 

一、 提供教師及家長社群綠食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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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4055c63bf3532bfe 

 

二、提供桃竹苗學校學生綠食育推廣課程1： 

（一）各學校採填寫書表2方式申請課程： 

由計畫主責夥伴審核表單，以申請單位自費為原則。 

「綠食育夥伴學校」、偏鄉小校及社團可運用公益金。 

目前，大新竹區及南桃園區的推廣經費幾乎可以一半自籌。長遠的

目標，是希望能在經費來源上逐漸降低補助比例，提升經費獨立運

作的能力。 

＊申請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4065c64d98940d4a 

 

（二）運用「綠食育夥伴學校」模式：累積夥伴學校案例，讓更多學校教

師未來可以轉化經驗至教學中。 

 

 

 
1 為何新竹分社投入綠食育推廣工作？由於桃竹苗地區沒有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的辦公

室；且三區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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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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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拜訪新竹縣教師會及多位學校教師時，教師也表示：學校既有課程幾乎滿

載，期許教師融入食育課程，可能增加勞務負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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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參照附件一：申請表單。 

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4055c63bf3532b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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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年上半年之夥伴學校： 

（1）新竹區： 

A.新竹市龍山國小（阿平的菜單及奶茶好好喝）。 

B.新竹市科園國小（好一個瓜啊）。 

C.新竹市東門國小（阿平的菜單、都是放屁惹的禍）。 

（2）南桃區：潛龍國小。 

（3）北桃區：大勇國小（阿平的菜單、都是放屁惹的禍）。 

2. 2019 年下半年夥伴學校： 

（1）新竹區： 

A.為新竹市科園國小合作推動《海邊的鳥醫醫生》綠食育減塑行

動。 

B.為新竹市龍山國小合作推動《停電了》節能綠繪本。 

（2）南桃園區：無。 

（3）北桃園區：無。 

 

（三）「綠食育社團」模式： 

1.持續與竹北市農會合作至偏鄉小學推動綠食育工作。 

2.持續與綠市集合作進行綠食育推廣工作。 

3.持續與桃園中埔樂齡中心合作進行綠食育推廣工作。 

 

（四）單次或少次進班模式： 

1.受理各校提出之申請，尤其希望可以投入偏鄉及苗栗地區的食育推

廣工作。 

2.提供偏鄉翻轉課室的綠食育課程，多少彌補城鄉差距。 

 

三、推廣員培力： 

（一）安排推廣員增能課程：  

綠食育說明

會：課程介

紹、說明權利

義務 

學校提出申

請（見附件

1）、審核 

1. 安排進班 

2. 過程回饋 

期末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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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掘桃竹苗區的共同環境及食育議題，安排增能課程。 

今年為「減塑議題」及「低碳飲食／節電教育」。 

2.持續安排推廣場次是維持推廣員能量的作法。 

 

（二）組織分權及永續運作： 

1.各區分設組長，鼓勵社員分工協助議題推廣工作。 

2.定期召開共學會議：教案共學、推廣安排及檢討等等。 

 

四、社區培力：與大新竹地區社區大學合作，尋求結盟的可能性。 

 

五、以綠食育連結青年及跨域議題： 

（一）作法：以議題及綠食育課程連結大專院校及社區青年。 

1.規劃「跨域公共議題講座」： 

與在地團體及桃竹之大學合作辦理辦理，。邀請學者、桃竹苗在地

團體及非營利組織進行公共議題講座，內容可能含括：食物體系、

水權、國土規劃及垃圾處理等議題。期能藉由講座凝聚在地關懷能

量，提升在地美好生活。 

原定於 2019 下半年進行，後調整為 1 場跨域講座（2019/12/14），論

壇形式則改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假新竹縣議會簡報室辦理完畢。 

2.針對 20-45 歲青年開辦綠食育課程：培力青年食育力，並介紹食物

背後的環境及政經議題，以及合作社及合作經濟的社會影響力。目

前預定與清華大學及社區團體合作。 

（二）目的： 

1.培力青年關心在地公共議題的能力。 

2.藉由自煮行動，將食育及環境議題推廣至非同溫層。 

3.增加本社在青年社群的友好感及認同度。 

 

捌、過往執行合作社計畫成效3：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經費 申請人 結案報告 

綠繪本推廣計劃 2014 年 公益金 彭桂枝 V 

 
3歷年計畫皆在新竹分社營委會進行提案、執行進度及結案報告。各計畫均已向合作社提出結案報告檔案。部

分計畫經費並未執行完畢，概因執行時以樽節經費為原則，鼓勵申請單位盡量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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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午餐行動計畫 2014 年 公益金 彭桂枝 V 

新竹縣市校園午餐行動計畫 2015 年 專案年費 新竹分社 V 

綠食育暨綠繪本扎根計劃 2015 年 專案年費 新竹分社 V 

綠食育暨綠繪本外展計劃 2016 年 分社專案年費 新竹分社 V 

2016 年綠食育點線面行動計畫～

扎根監督前進的一年 
2016 年 公益金 彭桂枝 V 

2017 年綠食育點線面～培力連結

的一年 
2017 年 公益金 彭桂枝 V 

2018 年綠食育點線面～連結．跨域 2018 年 公益金 彭桂枝 V 

 

玖、執行團隊及分工： 

團隊名稱 分工說明 備註 

新竹分社教委會4 

1. 維持分社推廣員發展：培力、增能及共識凝聚。 

2. 進行推廣員與合作社的連結：定期報告推廣情形。 

3. 連結合作社與合作團體的合作關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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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淳維）、北桃（謝宜芸）、南桃（歐陽惠

如）及其他 2013 年底至 2019 年培力之推廣員。 

2. 推廣對象：以小學及社區為主。 

3. 綠繪本綠食育之推廣及教案發展。 

  

綠食育推廣小組 

1. 成員：姜淑禮、彭桂枝、楊婷琪、葉雪霞、黃文怡及劉

娟志。2014 年初、歷年社大綠食育課程、2016-2017 年綠

食育培力之推廣員。今年預計新增「節電推廣員」。 

2. 推廣對象：以中學、成人為主。 

3. 非基改、低碳飲食、其他綠食育課程及教案發展。 

  

合作教育 
1. 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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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社務連結。例如，苗栗地區為班型態，且集中於

學校。推廣時，班專適度配合進行合作社推廣。 

（2）需宣傳時，協助於站所、週報及粉絲頁聯播。 

  

 

  

 
4 新竹分社曾於 2016 年進行推廣員發展之討論，決議持續推展推廣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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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員經營，培養潛在社員對合作社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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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執行期程： 

時間 1 月-2 月 3 月-5 月 6-8 月 9-12 月 12 月 

工作項目 1. 形構計畫。 

2. 2018 年底已

初步確認

2019 上半年

合作學校；

2019 年初確

認進班細節。 

3. 推廣員共學會

議。 

4. 規劃青年綠食

育推廣課程。 

5. 規劃科學城社

區大學 2019

上半年之合作

課程。 

1. 形成公益金

計畫書。 

2. 開始科學城

社區大學合

作課程(3-7

月)。 

3. 每月召開共

學會議。 

4. 執行夥伴社

區/團體之綠

食育推廣。 

5. 大專青年綠

食育推廣課

程。 

6. 規劃科學城

社區大學

2019 下半年

之合作課

程。 

1. 規劃 2019 下半

年之青年綠食

育推廣課程。 

2. 執行夥伴社區/

團體之綠食育

推廣。 

3. 接洽 2019 下半

年之夥伴學

校。 

4. 推廣員進階培

力及共學會

議。 

5. 期中檢討會

議。 

1. 辦理跨域講座 

2. 執行綠食育推

廣。 

3. 開始科學城社

區大學合作課

程(9-12 月)。 

4. 執行青年綠食

育課程。 

5. 推廣員共學會

議。 

期末檢討

會議、撰

寫結案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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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經費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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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執行成果相片說明 

推廣講座－綠繪本 2019/04/11 新竹市龍山國小推廣綠食育綠繪本。 

推廣講座－綠繪本 2019/09/28 新竹市舊社國小親職日分享健康不塑食 

推廣講座－綠繪本 2019/09 新竹市科園國小海邊的鳥醫生減塑綠繪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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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講座－綠繪本 2019/12/26 新竹市龍山國小分享能源綠繪本 

推廣講座－社區 2019/04/06 中埔樂齡中心綠食育繪本分享 

推廣講座－學校 2019/10/23 新竹國小宣導污染從清潔後開始，並分享魔法菜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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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綠食育-大學

生連結 

2019/04/17 協助指導清大環文系同學進行蔬菜裸賣討論 

青年綠食育-大學

生連結 

2019/03/27 清大自煮+舌尖上的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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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綠食育-大學

生連結 

2019/04/20 清大自煮：製作自己的輕食+食物的價值 

青年綠食育-大學

生連結 

2019/06/01 清大學生自煮+認識竹蜻蜓綠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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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綠食育-大學

生連結 

2019/10/25 清大自煮+廚餘姬(我在陽台養了一隻雞) 

青年綠食育-大學

生連結 

2019/11/15 清大自煮+減廢生活(我開了一間減廢雜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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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綠食育-大學

生連結 

2019/12/06 清大自煮+認識友善書業合作社 

青年綠食育－跨域

議題 

左上：2019/09/21 於燒炭窩竹風樂境，邀請陳美汀博士分享里山

動物保育和淺山開發的關聯。右下：2019/10/04 於新竹市關新社

區邀請石虎保育協會顏振暉先生分享石虎保育議題與食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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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綠食育－跨域

議題（國土計畫）

及夥伴社團 

2019/02/23 於新竹分社辦理國土計畫工作坊，結合主婦聯盟新竹

分社及友好團體共同辦理，為一整年農地、水及國土計畫審議做

預備。 

青年綠食育－夥伴

社團 

左上：2019/05/10 於科學城社區大學系列課程中分享非基改議

題。 

右下：2019/12/08 社大學員將所學運用在成果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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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綠食育－跨域

議題（能源）及夥

伴社團 

2019/10/5 與竹塹社區大學合作「節電活動家工作坊」，由竹塹社

大、主婦聯盟合作社新竹分社推廣員及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共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