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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執行成果特色亮點說明 

食農教育推廣計畫執行成果特色亮點表 

項目 說明 

影響力 

北投草山柑的復育計劃不僅是一個農業復甦的行動，更是推動

食農教育的重要契機。透過與農會和農友的合作，這一計劃讓

社群成員共同參與，增進對在地農業的理解與支援。當小農的

生產環境得到改善，消費者也能獲得更優質的產品，進而提升

對農業的興趣與投入。透過各種教育活動，年輕人將被吸引回

鄉，這樣不僅能促進農業多樣性，更能創造人與環境的和諧共

榮，為北投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鋪路。 

重要性 

食農教育在北投草山柑復育計劃中至關重要，因為它不僅提升

了社群對農業的認識，也促進了環境的永續發展。透過教育活

動，農業生產者能夠分享知識，讓消費者瞭解產品的來源和價

值，增強對在地農業的支援。這樣的互動關係不僅提高了農業

價值，還激勵了年輕人返鄉投入農業，培養新型態的經營思

維。專案活動的推廣將助力草山柑的復育，並創造良性的產銷

迴圈，保障農民收入與消費者權益，促進人與環境的和諧共

榮，為北投的未來開創更多可能性 

持續性 

食農教育計劃在北投草山柑的復育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透過各

項活動，提升了社群對於在地農業的理解與參與。計劃鼓勵農

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加強農業知識的傳遞，增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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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產品來源的認識。這種合作不僅保障了產品的品質和安全

性，還提升了小農的經濟收益。在良性迴圈中，我們希望吸引

年輕人返鄉，投入新型態農業，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共榮，為

北投創造可持續的發展機會，最終達成復育草山柑的目標。 

創新及

特色 

北投草山柑的復育計劃結合食農教育，以促進社群的永續發展

為核心，創新地結合了農業生產者、加工者及消費者的力量，

形成緊密合作關係。透過各項活動，提升了小農的產銷環境，

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並強化了產品品質與消費者權益。此外，

本計劃積極吸引年輕人返鄉投入新型態農業，實現人與自然之

間的和諧共榮，為北投未來創造更多可能性。藉由這些創新與

特色，我們期待能有效達成草山柑的復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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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成果效益分析 

（1） 可量化效益 

指標項目 單位 
預期成果 實際成果 

本年度 本年度 

整合協調在地資源及相關單位 個 7 10 

在地跨單位整合活動 
人次 220 289 

場次 10 11 

推廣在地特色教材 套 1 1 

食農種子教師培育 

小時 6 6 

場次 3 3 

人次 60 60 

食農教育擴散人次 人次 1000 1200 

介紹計畫執行成果影片 支 1 1 

（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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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在參加了北投草山柑復育計劃中的食農教育教學及體驗活動後，學員的生活

態度與行為發生了顯著改變。透過實際參與農作體驗，學員對於在地農產品

的瞭解更為深刻，也意識到自身消費行為對環境的影響。許多學員表示，他

們對於食品來源的認識提升，開始主動選擇支援本地農產品，並且在日常生

活中更加重視節約資源與環境保護。 

具體而言，學員的態度轉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增強環保意識：在活動中，學員瞭解到農業生產對土地和生態系統的影

響，因而更加重視環保。他們開始在生活中主動選擇不使用一次性產品，並

嘗試實施家庭堆肥與資源回收。 

2. 改善飲食習慣：許多學員開始注重飲食的健康性，他們選擇購買有機或在

地種植的蔬果，並減少外食的頻率，努力做到均衡飲食，提升自身的健康水

平。 

3. 社群互動：參加食農教育的過程中，學員間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係，形成

了支援在地農業的社群。他們在社交平臺上積極分享活動體驗，鼓勵更多人

關注食農教育與可持續農業。 

4. 志願參與：受到活動的啟發，不少學員表達了參與農業相關志願活動的意

願。 

隨著學員態度和行為的改變，對於食農教育的後續規劃也將相應展開，具體

規劃包括： 

1. 持續的農業體驗課程：計劃開設定期的農作體驗課程，讓學員能夠深入瞭

解不同農作物的栽培過程，包括種植、管理及收穫的技術，進一步增加對農

業的興趣與認識。 

2. 環保與健康飲食講座：安排專題講座，邀請專家分享環保與健康飲食的重

要性，並提供實用的飲食建議，促進學員對可持續生活方式的理解與實踐。 

3. 建立農業社群平臺：建立一個線上社群平臺，讓參與者可以交流學習心

得，分享農產品資訊，並促進在地農民與消費者之間的直接聯絡，提升農產

品的銷售渠道。 

4.定期評估與反饋：在計劃實施的過程中，定期進行效果評估，收集學員的

反饋意見，持續調整與最佳化食農教育的內容和形式，確保教育效益最大

化。 

這些規劃和行動不僅能夠持續推動北投草山柑的復育計劃，也將在更廣泛的

層面上促進社會對於可持續農業與環保議題的關注，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共

榮。期待未來能夠在社群中看到更多因參與食農教育而產生的積極變化，為

北投的可持續發展貢獻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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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討與建議 

北投草山柑的復育計劃自啟動以來，展現了透過合作與集結社群力量所能創造的正面

影響。以下是對本計劃的心得回饋、檢討與建議： 

心得回饋 

1. 社群合作的成功範例： 

   計劃展現了農業生產者、加工者及消費者之間的緊密合作，使各方參與者皆能在復育

過程中獲益。這種良好的合作模式不僅提升了農業生產環境，也減少了供應鏈中的浪

費，實現了資源的最佳利用。 

2. 環境永續的實踐： 

   復育計劃的實施過程中，成功提升了草山柑的生產潛力，並且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也

隨之提升。透過農作體驗與食農教育，參與者更加意識到保護生態的重要性，這對環

境永續發展是個積極的推動力。 

3. 吸引年輕人參與： 

   計劃中的各項活動，特別是農作體驗，吸引了部份年輕人返鄉參與農業生產的意願。

這不僅能夠減少青壯年外流的問題，也能為當地的農業注入新鮮的血液，促進創新與

發展。 

檢討 

1. 活動參與度： 

   雖然各項活動吸引了許多志願者參與，但部分活動的參與度仍有提升空間。建議未來

可考量多樣化的活動形式，例如舉辦更具吸引力的採果活動或是文化節慶，增加社群

居民的參與感。 

2. 宣傳與資訊分享： 

   對於復育計劃的宣傳，仍需加強。部分社群居民對計劃內容的瞭解不夠深入，導致積

極參與度不足。未來希望在社群內設立資訊攤位或舉辦說明會，以便向更多居民宣傳

計劃的意義與成果。 

建議 

1.擴大合作夥伴： 

   除了北投農會及陽明山農友之外，可考慮引入學術機構、環保團體及企業，共同研發

相關技術及資源，以拓展計劃的實施範圍與深度。 

2. 持續的教育與訓練： 

   為保障復育計劃的長遠發展，建議設計持續性的教育與訓練課程，針對農業技術、環

保知識以及行銷策略等，提升農業生產者的專業能力。 

3. 持續的影響評估： 

   建立長期的監測機制，以評估復育計劃的成效。透過資料回饋，不斷調整計劃策略，

以確保達成既定目標並促進社群的持續發展。 

透過這些建議和檢討，期待北投草山柑復育計劃能在未來持續蓬勃發展，為當地環境

與農業創造更多可能性，並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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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規劃與教材設計成果 

（1） 計畫成員 

計畫主要執行人員(單位內部成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專長領域 負責之工作內容 

謝國清 有限責任台北市北投雲

集食農教育勞動合作社 

理事主席 整合各項方案,

人脈資源提供 

專案工項整合及人脈
資源提供 

丁盈壬 有限責任台北市北投雲

集食農教育勞動合作社 

會計 會計. 

專案企劃執行 
專案企劃執行、專案

核銷 

楊東穎 有限責任台北市北投雲

集食農教育勞動合作社 

行政助理 行政庶務.網路

社群資整合 

專案助理、網路行
銷、活動攝影 

陳心絨 有限責任台北市北投雲

集食農教育勞動合作社 

監事主席 蔬菜.酒類.康

普茶老師 

課程活動講師 
成果展協力 

許逸倫 有限責任台北市北投雲

集食農教育勞動合作社 

出納 咖啡教學 

灣磨磨豆師 

課程活動講師 
成果展協力 

奚遠緣 有限責任台北市北投雲

集食農教育勞動合作社 

藝術總監 美術設計.多媒

材運用 

課程活動講師 
成果策展 

施伊芳 有限責任台北市北投雲

集食農教育勞動合作社 

社員 中英文導覽 課程活動講師 
成果展協力 

外部合作單位參與人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專長領域 協助之工作內容 

林佳敏 隨野家.生活 負責人 養雞 □籌備會議 

□教材編撰 

□教學規劃 

■活動/課程之進行 

□其他：___________ 

曹雅芳 大梯田花卉農場 經理人 花卉養殖設

計 

□籌備會議 

□教材編撰 

□教學規劃 

■活動/課程之進行 

□其他：
_____________ 

侯奕瑋 大屯火山咖啡（大

屯 29 莊園） 

農場主 種植咖啡 □籌備會議 

□教材編撰 

□教學規劃 

■活動/課程之進行 

□其他：___________ 

陳水珍 陳水珍桶柑園 農場主 水果種植 □籌備會議 

□教材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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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要執行人員(單位內部成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專長領域 負責之工作內容 

□教學規劃 

■活動/課程之進行 

□其他：___________ 

詹振嘉 二崎生態休閒農場 農場主 蔬果種植.生

態導覽 

□籌備會議 

□教材編撰 

□教學規劃 

□活動/課程之進行 

□其他：___________ 

陳孟凱 合樸農學市集 理事長 推動農村食

農教育 

□籌備會議 

□教材編撰 

□教學規劃 

□活動/課程之進行 

□其他：___________ 

楊雅安 社團法人台灣兒童

食育協會 

食農教

育點子

膠囊版

主 

［農業專業

領域］植物

保護 

□籌備會議 

□教材編撰 

□教學規劃 

□活動/課程之進行 

□其他：___________ 

王庭碩 城市方舟工作室 創辧人 城市養蜂 □籌備會議 

□教材編撰 

□教學規劃 

□活動/課程之進行 

□其他：___________ 
蔡東纂 中興大學 教授 農業神醫 □籌備會議 

□教材編撰 

□教學規劃 

□活動/課程之進行 

□其他：___________ 
王文安 北投區農會 主任 農業推廣 □籌備會議 

□教材編撰 

□教學規劃 

□活動/課程之進行 

□其他：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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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規劃及教材設計成果： 

表 1 地方整合食農教育活動說明表  

主題農產品 

或在地食農

主題 

（至少 1 種） 

主題：__草山柑_______________  

草山柑主題的食農教育推動旨在提升民眾對農業的認識與支持。

透過實地參訪、農場體驗及課程學習，讓參與者了解草山柑的栽

培過程及其生態價值。活動中強調可持續農業的重要性，鼓勵消

費者選擇當地產品，並促進農民與社區的連結。透過這樣的教育

推廣，期望能培養出對農業有更深刻理解的下一代，並促進地方

經濟發展。  

食農教育 

概念面項 

■農業生產與環境 

■飲食健康與消費 

■飲食生活與文化 

 

食農教育 

學習內容 

 

1. 柑橘 DIY 課程__ 

2.生態體驗營_ 

 

目標參與者 小學、成人、中高齡、全年齡 

活動名稱 柑橘停看聽 

活動規劃項

目 

1. 柑橘 DIY 課程 

柑橘 DIY 課程將結合北投的農業資源與在地產業，鼓勵

參與者親手製作柑橘產品，促進地方經濟與文化交流。 

2. 生態體驗營帶領學生探索北投自然環境，結合當地生

態資源與保育知識，培養環保意識及對生態的珍惜。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活動規劃項目與在地相關產業及資源的連結性等。）  



4 

 

活動大綱 1（柑橘 DIY 課程） 

教學時間 
活動內容 

 

預定實施場

域 

150  分鐘 

 

 

 

 

150  分鐘 

 

 

 

150  分鐘 

 

 

 

150  分鐘 

 

 

 

主題 1：柑味人生 

內容：柑橘果醬&康普茶介紹 

課程介紹柑橘果醬與康普茶製作，學員需準

備材料，遵循步驟，注意衛生，透過品嚐與

分享評估成果，增進實作能力。 

主題 2：Cookie&Bread 戀戀柑橘香 

內容：課程指導學員製作柑橘風味的餅乾與

麵包，需準備食材，注意烘焙時間，透過成

品評比與口味分享來評估學習效果。 

主題 3：草山生活の柑橘 coffee 

內容：課程教學員調製柑橘風味咖啡，需準

備咖啡豆與柑橘，注意沖煮技巧，透過味道

評比與創意分享來評估學習成效。 

主題 4：柑橘繪影 

內容：課程引導學員以柑橘為主題進行繪

畫，需準備畫具，注意色彩搭配，透過作品

展示與評論來評估創意與表現。 

隨野家生活

農場 

 

 

 

隨野家生活

農場 

 

 

淳覺咖啡舘 

 

 

 

淳覺咖啡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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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分鐘 

 

 

主題 5：柑橘的異想世界 

內容：課程引導學員以柑橘為主題進行紙漿

創作，需準備紙漿材料與工具，注意環保與

安全，透過作品展示來評估創意與技巧。 

 

 

 

 

 

淳覺咖啡舘 

 

活動大綱 2（食蒔幸福生態體驗營） 

教學時間 
活動內容 

預定實施場

域 

180 分鐘 

 

 

 

 

 

 

 

180 分鐘 

主題 1：獨居蜂介紹及旅館 DIY 

內容：課程介紹獨居蜂的生態與重要性，並

指導學員 DIY 旅館建造。活動中需準備木

材、工具、裝飾材料，並遵循安全規則與環

保理念。學員需注意細部設計，以提高吸引

蜂類的效果，最終透過作品展示與功能測試

來評估成效。 

 

主題 2：可食雜草植物應用及 DIY 果醬,布丁 

內容：課程探討可食雜草植物的應用，並指

導學員 DIY 水果果醬與布丁。學員需準備雜

二崎生態休

閒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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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食材、器具，遵循衛生與操作規則。注

意選擇安全可食的植物，並掌握烹調時間。

透過成品品嚐與互評來評估學習成效與創意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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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方食農特色推廣教材設計說明表 

教材名稱 食農教育推廣摺頁 

教材形式 

□學習單 □簡報 PPT □手冊 □圖卡 □繪本 □電子書 

□影片 □漫畫 □有聲書 □桌遊 □立體教具 □海報 ■DM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規格/篇幅 

折頁簡介 / A3 彩印雙面， 3 摺(直 2 橫 1) 

北投草山柑折頁可用於推廣活動、農產

品行銷及旅遊資訊。透過彩印雙面設

計，展示草山柑的特點與健康效益，吸

引遊客與消費者，增進品牌形象，並提

升銷售及認知度。 

建議 

教學時間 

20 分鐘 

各單元主

題內容 

1. (單元 1 北投地圖簡介) 

北投地區具豐富生態系統，擁有多樣植物及野生動物。氣候

溫暖潮濕，加上地熱資源，形成獨特的自然景觀。此處的溫

泉文化與歷史環境，吸引眾多遊客，體驗自然魅力與人文風

情。 

2. (單元 2 淺談草山柑) 

北投草山柑生長於陽明山清新的氣候中，土壤肥沃，適合栽

培。獨特的自然環境孕育出香甜多汁的柑橘，並吸引各種 

pollinators，促進生態平衡，成為區域農業的重要經濟作物，

與當地風土緊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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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元 3 草山柑的行動方案) 

草山柑行動方案以全食與地產地銷為基礎，結合體驗式育樂

活動，推廣健康飲食與農業教育。倡導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促進環保農作，並復育草山柑，保護當地生態，提升社群意

識，打造可持續的農業實踐。 

使用情境

與方式 

草山柑摺頁 DM 可在 DIY 課程中提供製作指導，吸引學員參與；

在農場走讀中介紹柑橘栽培過程，增進參訪者理解；配合講座分

享健康飲食及永續農業理念，並於成果展展示農產加工品，推廣

草山柑的多元價值與地方特色。 

參考資料 

1. Google 網站  

2.訪問地方耆老 

 

注意事項 

1. 本計畫所認定之著作權人為各申請單位，各申請單位與相關成員/作者之

間的著作權歸屬，請自行協議；如有爭議，農業部將不受理相關之爭端解

決。 

2. 申請單位及相關成員/作者須確認計畫書內容包含附加檔案等無剽竊、侵

犯他人著作權，以及違反學術倫理等事項；如有違反情事，一切法律責任

由申請單位及相關成員/作者自行負責。 

  



9 

 

表 3  食農教育種子教師培育說明表 

辦理場次 
日期：113 年  7  月  18  日 

地點：台北市北投區育民路 16 號 3 樓 

培育對象 社員及民眾 

培訓目標 小農經驗分享及在地農業風土了解 

辦理方式 講座 

培育主題 青農帶路 

產出 

及效益 

增加食農教育活動的推廣，讓參與者更了解草山柑及在地風

土 

辦理場次 
日期：113 年  8  月  1  日 

地點：台北市北投區育民路 16 號 3 樓 

培育對象 社員及民眾 

培訓目標 小農市集經驗分享 

辦理方式 講座 

培育主題 小農市集經營經驗分享 

產出 

及效益 

小農市集經營經驗分享講座促進農民交流與合作，提升農產

品曝光率。透過實務案例，參與者學習行銷策略與品牌打

造，更加了解消費者需求，提升市集銷售效益，增強小農的

競爭力與市場存在感。 

辦理場次 
日期：113 年  9  月  20  日 

地點：台北市北投區育民路 16 號 3 樓 

培育對象 社員及民眾 

培訓目標 食農教育講師人才培訓 

辦理方式 講座 

培育主題 食農教育 123 起步走 

產出 

及效益 

透過人才培訓，提高教育工作者與農民的知識與技能，增進

食農教育推廣的效果。培養學員正確的飲食習慣與環保意

識，促進農業與飲食的連結，促進可持續發展，未來社會更

具韌性與健康。 

備註：如有不同場次及主題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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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計畫執行紀錄 

     並請另外提供照片原始檔(未壓縮過，至少 10 張)至結案資料光

碟。 

（1） 籌備會議紀錄 

1. 場次一 (如有 2 場次以上，請自行複製表格填寫。) 

會議日期 5月 3日(五) 會議時間 9:00~12:00 

會議地點 台北市北投區育民路 16號 3樓 

出席人員 
謝國清、陳心絨、丁盈壬、楊東穎、許逸倫 

 

會議記錄(條列式說明) 

1. 1.食農教育活動計劃執行方向討論。 

2. A:目前專案已核定，未來將依專案規劃活動場次一一執行。 

3. 2.6月份 DIY課程內容大綱討論。 

4. A:將執行 5場 DIY課程。 

5. 3.確認講師課程時間定案。 

6. A:後續由盈壬聯繫講師，再次確認課程時間。 

照片記錄（少 2 張含圖說） 

計畫內容說明 課程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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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6月 4日（二） 會議時間 9:00~12:00 

會議地點 台北市北投區育民路 16號 3樓 

出席人員 陳心絨、丁盈壬、楊東穎 

 

會議記錄(條列式說明) 

7. 1.6月份 DIY課程內容確認討論。 

8. A.無法出席的講師替換。 

9. 2.招生 DM製作討論。 

10. A.請庚霖製作招生海報。 

11. 3.招生內容及時間上架。 

12. A.Line 群組及 FB活動宣傳，本週開始。 

13. 4.草山柑介紹融入 DIY課程。 

照片記錄（至少 2 張含圖說） 

柑橘咖啡課程介紹 農友臨時參與會議分享草山柑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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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7月 5日(五) 會議時間 9:00~12:00 

會議地點 台北市北投區育民路 16號 3樓 

出席人員 丁盈壬、楊東穎 

會議記錄(條列式說明) 

1.6月份 DIY課程招生檢討。 

A.招生及活動行銷提早。 

2.講座、走讀、生態營 DM活動確認。 

A.已完成 DM，本週印刷。 

照片記錄（至少 2 張含圖說） 

ＤＩＹ課程 DＭ ７月８日講座招生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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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9月 12日(四) 會議時間 10:00~12:00 

會議地點 台北市北投區育民路 16號 3樓 

出席人員 謝國清、丁盈壬、楊東穎、蔡尚宏、侯奕瑋、 

奚遠緣、蘇怡帆 

會議記錄(條列式說明) 

1.成果展策展討論。 

A. 一、展覽布置與產品展示 

• 市集中的顏色控制：討論提到，食農成果展的整體視覺設計要保

持 LOGO 顏色的一致性，色彩不宜過於分散或超出指定的顏色範圍。這

樣可以確保整個展區有統一的視覺風格，使參觀者能夠更好地識別品

牌與主題。 

• 展示物品的選擇與擺放： 

o T恤展示：有考慮展示與活動相關的 T恤，這能夠作為紀念品來提

升品牌形象，並可能吸引參觀者購買作為支持活動的象徵。 

o 咖啡樹與模型：討論了展示真實的咖啡樹或農業模型，以增強現

場的農業氛圍。這些實體展示能夠讓參觀者更直接感受到農業的實

際情景。 

o 牆面展示設計：提出了以大屯山風景作為展示背景的想法，搭配

無色鋼紙，這樣的設計有助於打造自然、純粹的感覺，並與食農主

題更緊密結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互動體驗與參與者感受 

• 近距離觀賞與互動體驗：會議中討論到，允許參觀者近距離觀察

展示品甚至觸摸某些物品，這能增強參觀者的體驗感，特別是對於農

產品的展示，如水果或植物，能夠讓人更加親身感受農業的自然面

貌。 

• 趣味互動設計：為了增加參與度，考慮設置小額捐款互動，比如

參觀者可以支付象徵性費用，體驗摸展品或參與其他小遊戲。這種設

計不僅能增加趣味性，也能帶動一定的互動收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行銷推廣與公關合作 

• 北投區里長邀請：討論了聯繫北投區的 42位里長，邀請他們參與

活動。這不僅能夠提高當地居民的參與度，也有助於擴大活動在社區

中的影響力，進一步深化與地方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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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企業代表邀請：考慮邀請農業相關企業及機構的代表參加

活動，這有助於促進與企業的聯繫，並可能為後續的合作與贊助打下

基礎。 

• 媒體報導：提出了邀請公民記者報導活動的想法，以便更廣泛地

宣傳活動亮點和成果。這種方式能夠增加媒體曝光度，並向更廣泛的

公眾展示活動的成功。 

• 學校合作：討論了與當地學校合作，將學校學生與老師作為主要

參觀對象，透過教育與農業體驗結合，讓學校群體更深入了解活動的

目的與意義。。 

 

照片記錄（至少 2 張含圖說） 

展場圖示 

活動展場示意圖-1 

活動展場示意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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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執行紀錄（請依教學大綱之教學內容順序填寫） 

1. 場次一 (如有 2 場次以上，請自行複製表格填寫。) 

活動名稱 食雲集成果展 

執行日期 11 月 6 日 10:00~12:00(共計 2 小時) 

執行地點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102 巷 34號 

出席人次及

名單 

謝國清、陳心絨、丁盈壬、楊東穎、蔡尚宏、奕

瑋、奚遠緣、蘇怡帆 

執行記錄 

1. (單元1北投地圖簡介) 

北投地區具豐富生態系統，擁有多樣植物及野生動物。氣

候溫暖潮濕，加上地熱資源，形成獨特的自然景觀。此處

的溫泉文化與歷史環境，吸引眾多遊客，體驗自然魅力與

人文風情。 

2. (單元2淺談草山柑) 

北投草山柑生長於陽明山清新的氣候中，土壤肥沃適合栽

培。獨特的自然環境孕育出香甜多汁的柑橘，並吸引各種 

pollinators，促進生態平衡，成為區域農業的重要經濟作物

，與當地風土緊密結合。 

3. (單元3草山柑的行動方案) 

草山柑行動方案以全食與地產地銷為基礎，結合體驗式育

樂活動，推廣健康飲食與農業教育。倡導永續發展目標SD

Gs，促進環保農作，並復育草山柑，保護當地生態，提升

社群意識，打造可持續的農業實踐。 

 活動紀錄(照片及圖說)（至少 4 張含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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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DM 介紹 成果展活動簡介 

113 食農教育專案成果介紹 草山柑加工品應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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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活動介紹 

成品導覽 

草山柑加工品應用介紹 草山柑加工品應用介紹 

活動檢討與修正 



18 

 

草山柑成果展活動為改進未來活動提供寶貴經驗。首先，未來將加強宣

傳與宣導，以提升參與度；其次，增設互動體驗環節，吸引遊客參加；

最後，收集參與者回饋，以便調整展覽內容，確保活動更具吸引力及教

育意義。 

其他(如廣宣海報、新聞稿或網路平台露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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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材設計紀錄 

1. 教材一 (如有 2 套以上，請自行複製表格填寫。) 

教材名稱 草山柑 DM 摺頁 

教材設計草

圖／草案 

 

教材設計記錄 

1. 確認可應用範圍及目標。 

2. 發放對象。 

3. 紙質種類。 

4. 經費預算 

 教材完成圖（至少 4 張含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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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內容 

DM 內容 



21 

 

海報設計 

邀請卡設計 

 

（4） 計畫執行成果影片簡介說明 

在北投草山柑復育計劃中，為了推廣食農教育，我們精心設計了一系

列活動，包括 5 場 DIY 課程、4 場走讀活動、1 場國小生態體驗營、3 場人

才培訓課程、2 場 Podcast 以及 1 場成果展。這些活動的目的在於增強社群

成員對於農業與環境的認識，並促進實際參與。 

首先，DIY 課程讓參加者能夠親手製作與草山柑相關的產品，如柑橘

手工果醬、麵包、柑橘咖啡及相關藝術創作，這不僅傳授了農產品的利用

知識，還提升了對於農產品的珍視。走讀活動則以實地考察的方式，帶領

參與者深入草山柑的生長環境，瞭解其栽培技術及生態系統的連結，強調

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國小生態體驗營專為孩子們設計，透過互動式的學習，讓他們瞭解食

物的來源及生態系統，培養他們對自然環境的尊重與愛護。而人才培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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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則專注於提升參與者的農業知識和技術，為未來的農業發展培育專業人

才。 

Podcast 活動為社群提供了一個分享與交流的平臺，各方專家和農友分

享他們的經驗與觀察，使得食農教育的理念能更廣泛地傳播。最後，透過

成果展，我們展示了各項活動的成效，讓社群成員實際看到他們的參與所

帶來的成果，進一步鼓勵更多人參與。整體而言，本計劃透過多元的活動

形式，成功地推廣了食農教育，促進了社群的參與，並提升了對於農業的

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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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計畫總經費 430,000 元，擬申請合作社公益金 50,000、農業部經費 300,000 元，

學員繳費及自籌 80,000 元。 

用途：113 年食農教育推廣計畫-柑橘停看聽/DIY 自費活動/活動推廣/成果發表/行政 

項目 農業部 公益金 
學員繳費 

及自籌 
說明 

租金 102,000 0 8,000 

1.活動場地租金場地 2,000 元*40 小時=80,000 元【農業部經費

+學員繳費】 

2.展覽場地租金 30,000 元*1 式=30,000 元【農業部經費】 

薪資 111,000 50,000 30,000 

1.講師鐘點費 2,000 元*35 小時=70,000 元【農業部經費

45,000+公益金 25,000】 

2.專家學者出席費-共備會議 2,500 元*12 人次=30,000 元【農業

部經費】 

3.專家學者出席費 2,500 元*10 人次=25,000 元【農業部經費】 

4.助教 500 元*22 小時=11,000 元【農業部經費】 

5.臨時工資 200 元*75 小時=15,000 元【公益金】 

6.臨時工資(計畫經理人)200 元*200 小時=40,000 元【公益金

10,000+學員繳費 30,000】 

稿費 8,000 0 12,000 

1.體驗活動海報設計完稿 2,000 元*6 式=12,000 元【學員繳

費】 

2.教材圖片使用 300 元*20 張=6,000 元【農業部經費】 

3.教材撰稿費 1,000 元*2 千字=2,000 元【農業部經費】 

物品 56,000 0 30,000 

1.體驗活動材料費 300 元*120 人次=36,000 元【農業部經費】 

2.體驗活動材料費 300 元*100 人次=30,000 元【學員繳費】 

3.烹飪用具 4,000 元*5 套=20,000 元【農業部經費】 

雜支 23,000 0 0 

1.誤餐費-便當 100 元*120 個=12,000 元【農業部經費】 

2.講義手冊 20 元*100 份=2,000 元【農業部經費】 

3.民眾體驗保險費 50 元*120 人次=6,000 元【農業部經費】 

4.雜項用品(活動場佈、文具用品、印刷費) 

  3,000 元*1 式=3,000 元【農業部經費】 

小計 300,000 50,000 80,000   

理事主席：                                會計：                             承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