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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 18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 

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活動 

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教育創新、實驗先行~打造一所健康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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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創新、實驗先行~打造一所健康的學校 

 

 

摘要 

 

    以健康為首要願景的清江國小，在教育局全力支援下，整合社區資源，集結

親師生力量，發展出以「健康飲食教育」為骨幹，佐以「小田園與食農教育」為

內涵，並且設計出跨領域及主題性的課程統整模式，除了以健康為核心，整合四

大特色課程外，也進一步建立了健康飲食教育、健康講座及體育活動、完善的行

政管理、健康資源運用四合一的完整架構。在全校教師總動員，並親自帶著孩子

實施的體驗教育活動中，孩子們獲得認知、情意與技能三個層面的學習與成長。

學校更藉由實驗創新教育的推動，凝聚大家的向心力，確立學校的品牌，不僅獲

得電視、報紙、廣播、雜誌、網路等各類型媒體的報導，更獲得家長及學生的肯

定。學校仍然持續朝向「健康學校」的目標邁進。 

 

關鍵詞：健康飲食、食農教育、體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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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背景：學校遭逢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困境 

  一、學校正位於「不進則退」的重要關頭 

    (一) 風光不再  學生數目驟減 

  成立於民國 51 年的清江國小，是全台唯一以「清江」命名的學校，並曾經

擁有過一段光榮輝煌的歷史。民國 75 年，王繁森、蘇國榮老師共同開發「清江

一號圖書館」整合系統，並用於清江國小圖書館中，為全國第一套的圖書館自動

化軟體，開啟往後圖書館自動化之先河；民國 78 年時，小學部學生數目達到高

峰，擁有 1560 位學生。然而，由於少子化效應浮現，再加上鄰近學校校舍不斷

更新發展，而學校校舍卻日益老舊，更因為社區居民不認同等諸多因素之衝擊，

使學生數由千人降至四百人左右，對學校之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二) 弱勢生多  健康狀況不佳 

且近幾年來，因為經濟不景氣之影響，校內 400 位學童中，具弱勢身分之學

生人數比例高達 3 成以上，孩童多元學習機會不多，亟需學校教育給予機會和協

助，因此學校期盼透過相關資源之爭取，提供學生多元體驗學習與發展機會。再

加上弱勢家庭比例高，家長對於孩子的營養教育、健康教育常有忽略或有心無力

之情況，連帶使得學生出現體重過輕與過重比例偏高的兩極化現象，民國 104 年

的數據顯示，學生體重過輕與過重的人數已超過 100 人，佔學生總數四分之一強。 

(三) 家長對立  校園氣氛緊張 

    原本應是學校最佳助手的家長會，此刻卻是站在學校的對立面，不僅發動家

長抵制學校，甚至於找媒體投訴，動輒打 1999 等，接著家長會陷入重新改選的

風波…。 而負面新聞的報導，不僅損及學校形象，更讓校園氣氛低迷，校內人

員抱持戒慎恐懼的心情，一種動輒得咎的不安氣氛瀰漫。 

 (四)社區耳語  學校口碑不佳 

社區家長為了停車、進入校園等事，也常與學校起衝突。而少部分家長仍然

對學校留有刻板印象，對於學校目前正全力推動的各項課程、教學與活動並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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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到了民國 104 年 8 月劉國兆校長上任後，仍然有耳語流傳，以就讀附近學校

為優先選擇，讓清江國小因此而流失一些學生。 

  

負面新聞報導損及學校形象      負面新聞報導打擊人員士氣 

    二、學校必須尋思突破困境凝聚共識建立信心的作法 

(一) 前任校長何怡君校長帶來的契機 

前任校長何怡君校長於民國 100 年 8 月上任後，致力於學生學習本位與教師

教學專業的理念，除了積極爭取經費改善校園軟硬體設備，營造校園美學空間，

在課程與教學上，並爭取相關經費辦理校際交流、遊學趣、藝文教學深耕等課程

教學活動，並致力推動多元課後社團活動，同時逐步規劃統整校本特色課程與活

動，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 

(二) 確立「打造一所健康學校」的目標 

民國 104 年 8 月劉國兆校長上任後，立基於學生的需要，並為了改善學校所

遭遇到的諸多問題，因此將學校四大願景之首的「健康」，列為學校發展的最重

要目標，傾全力打造一所健康學校。民國 105 年 8 月，更參與臺北市 105 學年度

教育創新與實驗計畫。學校希望整合社區資源，集結親師生力量，發展出以「健

康飲食教育」為骨幹，佐以「小田園與食農教育」為內涵，並且設計出跨領域及

主題性的課程統整模式，更希望進一步建立健康飲食教育、健康講座及體育活

動、完善的行政管理、健康資源運用四合一的完整架構。並將家庭及社區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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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培養正確健康飲食觀念，與家人擁有健康生活，進而打造全台灣第一所以

健康為辦學目標的學校，並能推廣至社區，未來並爭取成立臺北市健康飲食教育

課程中心，協助各校發展健康飲食教育課程，打響臺北市健康城市的名號。 

 

貳、 實施過程：排除萬難  展現團結一心的新局面 

一、萬事起頭難 頭過身就過 ：堅定理念與信心 

    萬事起頭難，但是台語俗諺說：「頭過身就過」。「頭」可以是「理念」、「領

導人」、「規劃」等等。吳清山、林天佑(2002)在《道德領導》一文中提到：「校長

的領導，是心、手、腦三合一」，而「心」居其中，是最重要的核心。劉國兆校

長除回應學生健康的需要，並提出自己的辦學理念：「培育身心健全、主動學習、

良好品德的現代公民」，以及學校的發展目標：「清江高手、丹鳳展翅~迎向學校

特色發展、學生多元展能的未來」，同時連結到臺北市政府推行的「田園城市」

政策以及清江國小所處生態社區的特性，淬鍊出學校要發展的四大特色課程，並

以課程的發展，帶動學校的發展，進而從鄰近優質學校中，找到學校發展的立足

點。 

  

以健康為核心的四大特色課程 學校發展立足點的分析圖 

二、動之以情  說之以理：課程領導與溝通 

    歐用生(2007)在《詩性智慧及其對課程研究的啟示》一文中提到：「詩性智慧

是由故事（muthos）和創造（poiein）所組成」，因此，課程領導者要善用故事，

創造出具有生命力的課程內涵。劉國兆校長在教師早會上與大家共勉，就算經歷

風風雨雨，學校仍然會朝向正向發展，以凝聚校內人員的共識與向心力，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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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擴大行政會議、學年會議、領域會議、教師早會等會議，不斷論述學

校要發展四大特色課程：健康飲食教育、藝文教育、生態教育、足球教育。在課

程領導與溝通過程中，校長利用各種管道，包括：讀者投書、學校網頁、媒體文

章、廣播電台等，說明「善用彈性教學 特色、基礎不偏廢」、「被倒掉的飲食觀

與價值觀」、「12 年國教課綱即將上路，您準備好了嗎？」、「一種有溫度的教育

模式─讓體驗教育成為實踐 12 年國教理想的最佳途徑」、「讓孩子走出去  讓世

界走進來 ─ 清江國小與您一起努力 開創孩子的天賦能力」。向外界、家長及老

師，論述課程發展的重要性。 

三、凝聚共識  塑造氛圍：組成跨領域教學團隊 

    每周的教師早會，除公開肯定與表揚教師的專業表現，並以溫馨有趣故事，

讓學校氛圍更加溫馨，輔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行動研究的

持續參與、備課觀課議課的進行、教師會成為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推手等多層次

專業發展帶動下，各領域教師協助課程設計，並組成跨領域教學團隊。計畫主持

人是劉國兆校長，成員如下： 

表 1 跨領域教學團隊成員表 

 

 

 

 

 

  

善用彈性教學 特色、基礎不偏廢 被倒掉的飲食觀與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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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定發展目標  課程列車啟動：總體課程架構修正 

    立基於前述溝通，課發會通過總體課程架構修正。一來積極回應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強調「核心素養」的重要，也配合臺北市政府推行的「田園城市」政策，

更符應 195 國於 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 2015 年聯合國氣候峰會中通過的《巴黎協

定》氣候協議，冀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趨勢，積極發展氣候友善的農業，更接

軌日本政府於 2005 年全面啟動的食育推進計畫。二來解決學校學生實際的健康

問題，並集結社區資源及親師生力量，進而融入自己的辦學理念，讓健康成為無

可取代的價值，並以健康為核心，扣緊四大特色課程：健康飲食教育是「健康的

飲食」，藝文教育是「健康的心理」，生態教育是「健康的環境」，足球教育是「健

康的身體」。 

職務/任教領域 姓名 工作 

學務主任、教務主任  于文灝、徐佳瑀 總策畫特色、課程發展 

營 養 師  蕭清月 健康飲食課程設計 

護 理 師  吳怡璇 健康講座活動 

體育組長、衛生組長  邱光毅、鄭川淼 體育、健康飲食相關行政工作 

自然老師/自然領域 李泰霖、吳明敏 小田園、食農課程設計 

社會老師/社會領域 胡靜怡、鄭裘莉 食安議題 

美勞老師/藝文領域 王漢瑜、梁文馨 手工皂設計 

體育老師/健體領域 張郁婷、邱光毅 體育活動、體重管理、健康知識 

級任導師/語文領域 一~六年級全體老師 協助教學活動 

資訊老師/資訊領域 施翔禮、廖焌宏 製作小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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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國小總體課程架構圖 四大特色課程架構 

五、主題式課程  跨領域統整：參與遠見天下基金會「不一樣的教室」第

一屆主題教學活動 

     芬蘭大力推動的主題式課程，在遠見天下基金會促成下，清江國小以「我

是畢卡索」主題，成為第一屆的參與者。參與的老師們多達二十多位，並組成一

個跨領域、自主性的團隊，從兩天的工作坊結束至今，不斷透過小組討論、line

群組、教學活動…，展開一次又一次的專業對話，並設計一系列從入門到進階的

課程，更有機的連結閱讀、歷史、資訊、繪畫、作文、戲劇、說話⋯⋯等各領域課

程。本次的主題課程設計，帶動了學校後續的專業發展。 

  

親師生參與我是畢卡索主題成果展 參與不一樣教室活動專題報導 

    六、教育創新  實驗先行：參與臺北市第一屆教育創新與實驗計畫 

    創新不是口號，實驗並非標新立異，都是植基於學校現有的基礎上，繼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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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與發展。愛因斯坦曾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

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步，並且是知識進步的源泉。」黃武雄(2013)

也說：「打開窗戶，知識在窗外。」然而實驗創新，仍然必須立基於學生的需要，

於是以「「健康飲食教育」為主題，申請教育創新與實驗計畫，也因此接連參與

了「2017 實驗教育在臺北」論壇、臺北市 106 年創新實驗教育論壇。 

  

學生的需要是辦學的核心 臺北市 106 年創新實驗教育論壇 

    七、課程設計 主題統整：設計跨領域課程 

    1. 健康飲食教育課程設計 

    根據國民營養調查小學生最欠缺的營養知識，以及小學生成長發育的營養需

求，並参考食品營養與安全時事新聞，再根據健康教育領域、生活領域、藝術與

人文學習領域的能力指標設計健康飲食教育課程。 

    2. 小田園教育課程設計 

    為提升學校師生有關健康飲食及食物栽種之知能與素養，讓小田園體驗融入

課程，以培養學生勞動、農事體驗之生活習慣，並對田園產生情感，同理農夫農

作辛勞，進而促使學童喜愛及認識在地糧食，達到教育扎根之功效，據此設計小

田園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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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飲食教育課程 小田園教育課程 

    3. 跨領域課程設計 

    將健康飲食教育體驗課程、小田園教學活動課程、健康講座及體育活動及相

關領域課程統整成跨領域課程設計。 

表 2 跨領域課程設計表 

健康飲食教育體驗課程 小田園教學

活動課程 

健康講座及體育

活動 

相關領域課程 

 主

題

活

動 

營

養

講

座 

食

安

概

念 

學

習

領

域 

主題

活動 

學習

領域 

衛教

宣導 

健康

活動 

學習

領域 

語

文

領

域 

社

會

領

域 

資

訊

領

域 

藝

文

領

域 

一

年

級 

湯

圓

DI

Y 

當

令

食

材 

農

藥

殘

留 

綜

合

健

康

領

域 

我愛

清江

小田

園 

自然

領域 

潔牙

入班

教學

/傳

染病 

登

山、

體育

活動 

綜

合、

健康

體育

領域 

    

二 布 成 食 綜 奇妙 自然 視力 登 綜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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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級 

丁

DI

Y 

長

營

養

素 

品

添

加

物 

合

健

康

領

域 

的種

子 

領域 保健 山、

體育

活動 

合、

健康

體育

領域 

播

客 

三

年

級 

蔬

果

潤

餅

DI

Y 

蔬

食

營

養

素 

基

改

食

品 

綜

合

健

康

領

域 

我愛

我種

當季

食蔬 

自然

領域 

潔牙

講

座、

健康

體位 

登

山、

體育

活

動、

體重

管理 

綜

合、

健康

體育

領域 

 食

安

議

題 

小

播

客 

 

四

年

級 

全

榖

飯

糰

DI

Y 

體

重

體

位

管

理 

加

工

食

品 

綜

合

健

康

領

域 

我愛

我種

在地

當季

食蔬 

自然

領域 

牙線

使

用、

健康

體位 

登

山、

體育

活

動、

體重

管理 

綜

合、

健康

體育

領域 

 食

安

議

題 

小

播

客 

 

五

年

級 

健

康

飲

品 

熱

量

超

吸

收 

遠

離

垃

圾

食

物 

綜

合

健

康

領

域 

香草

植物

與生

態環

境 

自然

領域 

青春

期、

健康

體位 

登

山、

體育

活

動、

小鐵

綜

合、

健康

體育

領域 

小

日

記

、

寒

假

食

安

議

題 

小

播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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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學

習

單 

六

年

級 

家

事

皂

DI

Y 

飲

食

保

健 

食

用

油

安

全 

綜

合

健

康

領

域 

香草

植物

的運

用 

自然

領域 

CPR

+AE

D、

健康

體位 

登

山、

體育

活

動、

小鐵

人 

綜

合、

健康

體育

領域 

作

文

、

評

量

命

題 

食

安

議

題 

小

播

客 

手

工

皂

設

計 

    八、專業培訓  同儕合作：辦理一系列研習、觀課、備課與議課活動 

    實施一系列的專業培訓課程，包括：105.11.02 辦理「有機食物的營養與安

全」、105.12.28 辦理「從產地到餐桌—食品安全議題」、106.03.08 辦理「健康飲食—

時蔬潤餅 DIY 體驗課程」、106.04.05 辦理「健康飲食—原味粗食全穀飯糰 DIY 體

驗課程」、106.05.10 辦理「健康飲食—含糖飲料 V.S 鮮蔬飲料 DIY 體驗課程」、

106.06.07 辦理「健康飲食—食用油回收 DIY 手工皂體驗課程」，並結合觀課、備

課與議課，不斷提升教學知能。 

  

實施一系列的專業培訓課程 觀課、備課與議課 

    九、走訪社區 整合資源：宣揚溝通理念並善用各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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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拜訪社區重要人士，參與社區各項活動，讓社區居民了解學校現況，以

消除負面印象。並積極結合社區各種資源，包括：與北投區健康中心合作辦理「減

重班」、與北投區農會合作「農事計畫」、參與奇岩社區發展協會主辦的「生態園

圃計畫」等。除此之外，並善用與教育局合作之機會，發展食安學校。包括：擔

任全國首創「校園食品中毒應變處理演習觀摩活動」演練學校、擔任臺北市「全

面守護食安」複評學校、榮獲臺北市公私立小學珍食美味大作戰總決賽「學校中

央廚房組第一名」。 

   

   

拜會社區人士溝通理念 

 

  

媒體報導食品中毒應變處理演習活動 珍食美味大作戰中央廚房組第一名 

    十、體驗教育 完整學習：實施一種有溫度的教育模式 



 14 

    清江國小在老師們的專業帶領、家長們的大力支持下，正全力發展四大特色

課程，並實施一種有溫度的教育模式─體驗教育，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藉由一

系列的步驟，包括：訂定教育目的、辦理專業培訓、組織教學團隊、規劃行政作

業、運用社區資源、進行課程設計、落實教學活動、檢視學習成效以及不斷地批

判反思修正中，讓學生獲得認知、情意與技能三個層面的完整學習。這樣的學習

模式，孩子們不會被動地等待老師教導而已，因為操作後的深層思考，可以促發

他們想要主動解決問題，所以，學習不只發生在課堂中，也發生在學校的任何角

落。 

    清江國小的「小田園與食農教育」，除了運用前述一系列的步驟外，更讓學

生獲得認知、情意與技能三個層面的完整學習。第一個層面是認知，藉由系統性

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們培養正確的健康飲食觀念，並認識在地當季食蔬，故具有

完整的知識；第二個層面是技能，透過動手操作，包括：翻土、整地、育苗、施

肥、照顧、除蟲、拔草、採摘、清洗、秤重、煮菜、收拾等一系列過程，真正體

會到從產地到餐桌的真實歷程，也學會動手種植的技能；第三個層面是情意，讓

學生體會人與土地之間的連結關係，更從新鮮食材的品嘗過程中，回味「媽媽的

手藝」，也讓學生從每道菜餚中領略不同的故事。這些林林總總的體會，將深入

到學生的情感中，未來成為愛護土地、尊重自然、重視健康與珍視家人的生活家。 

  

老師帶領學生實施小田園與食農教育 六年級學生籌畫火鍋嘉年華活動 

    而清江國小的健康飲食教育課程，小一進行「圓滿幸福~湯圓 DIY」體驗活

動時，可以搭配「當令食材重要性」營養講座，並強調「農藥殘留」食安概念；

小二進行「原汁美味~布丁 DIY」體驗活動時，可以搭配「成長營養素」營養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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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並強調「食品添加物」食安概念；小三進行「敬祖文化~蔬果潤餅 DIY」體

驗活動時，可以搭配「疏食營養素」營養講座，並強調「基改食品」食安概念；

小四進行「米食文化~全榖飯糰 DIY」體驗活動時，可以搭配「體重體位管理」

營養講座，並強調「加工食品」食安概念；小五進行「健康飲料 DIY」體驗活動

時，可以搭配「熱量超吸收」營養講座，並強調「遠離垃圾食物」食安概念；小

六進行「加油添鹼~家事皂 DIY」體驗活動時，可以搭配「食用油安全」食安概

念。學校可以根據健康教育領域、生活領域、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能力指標，

藉由主題性、系統性的課程實施，讓學生學習到完備的健康飲食知識，並懂得如

何實踐在生活中。 

  

一年級圓滿幸福~湯圓 DIY 二年級原汁美味~布丁 DIY 

  

三年級敬祖文化~蔬果潤餅 DIY 四年級米食文化~全榖飯糰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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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糖糖危機 VS 健康飲品 六年級加油添鹼~家事皂 DIY 

    另外，學校辦理一系列健康講座及體育活動，包括：健康動一動、體重管理、

登山活動、小鐵人等等。在跨領域課程小播客方面，202 林主播製播「飲食大革

命帶來的教育大改造」、401 楊主播製播「友善農品石虎米」、501 王主播製播「人

間佳餚」。 

  

登山慶祝兒童節 中國時報報導 

  

飲食大革命帶來的教育大改造 自由時報報導 



 17 

參、 實施成果：清江展新貌 實驗創新有一套 

 一、學生及教師滿意度高 

(一) 學生 

學生對於健康飲食教育課程滿意度為 88%，對於小田園課程滿意度為

76%。對於表示尚可、不滿意及很不滿意的學生，學校仍需進一步了解，做為課

程實施改進之參考。 

項        目 5 

很滿意 

4 

滿意 

3 

尚可 

2 

不滿意 

1 

很不滿意 

滿意% 

1.健康飲食教育 64% 24% 9% 1% 2% 88% 

2.小田園 48% 28% 17% 4% 3% 76% 

     (二) 教師 

     教師對於課程設計目標、課程內容連貫性、教學時間分配、學生參與意願、

學生學習效果等項目，滿意度達 100%。顯見教師親身投入課程活動，也獲致相

當的成就感。 

項                目 5 

很滿

意 

4 

滿意 

3 

尚可 

2 

不滿

意 

1 

很不

滿意 

滿意

% 

1.特色課程目標清楚明確並可達

成，且能依據學生能力進行規劃設計 

95% 5% 0% 0% 0% 100

% 

2.課程內容有注意縱向、橫向的連貫

與連接 

71% 29% 0% 0% 0% 100

% 

3.課程內容份量適切、教學時間分配

適切  

90% 10% 0% 0% 0% 100

% 

4.學生對所學習內容能維持一定的

參與意願，並嘗試將所學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81% 19% 0% 0% 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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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設計及實施評量檢核學生學習

效果 

81% 19% 0% 0% 0% 100

% 

    二、找到學生學習亮點 

促進健康概念，學生體位適中者增加；學生喜歡學習，更能專注學習；豐富

學生的生活經驗，因而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增進運動風氣，在北區運動會獲得

好成績。 

  

學生體位適中者增加 北區運動會獲得好成績 

    三、提升教師專業動能 

教師會是學校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推手，教師評鑑、教學輔導、行動研究與

觀課議課成為教師專業發展的最佳工具。本專案更促使教師專業的正向發展，積

極參與各項教材教案的徵選，並獲「微笑台灣‧創意教學教案徵選」國小組中油

綠色教育獎、生命教育教材單元活動設計甄選比賽特優、臺北市第 17 屆教育專

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國小組團體獎乙組第四名等佳績。 

  

教育創新行動研究團體乙組第四名 積極參與\教材教案徵選及各項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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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促發課程多元創新 

學校參與教育創新與實驗計畫，形成跨領域團隊，也讓本專案「健康飲食教

育」與學校同時進行的專案「小田園與食農」、「藝文深耕計畫」、「環境教育專題

研究」、「樂高積木課程」產生跨域連結與整合。 

  

藝文深耕計畫獲中國時報報導 藝文深耕計畫獲國語日報報導 

  

資源班樂高主題課程 生態課程設計 

    五、帶動學校整體發展 

本案實施後對學校造成的整體效應如下： 

(一) 學校行政人員工作有價值，更樂意投入行政工作，本年度考上兩位候用

主任。 

(二) 學校特色發展獲得教育局、媒體及社區重視，不同特色課程彼此也產生

連結。 

(三) 學校品牌建立，提到健康飲食第一個先想到清江國小(教育局連續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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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清江國小擔任候用校長班健康飲食教育、小田園與食農教育課程講

座，遠見雜誌要做健康飲食教育、小田園與食農教育專題報導，清江國

小是臺北市唯一受推薦學校)。 

(四) 學生喜歡上學，在體驗教育中，孩子可以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 

(五) 凝聚親師生向心力，因為發展特色課程，讓親師生關係更緊密，更加認

同學校。 

(六) 形成跨領域團隊，學校組成「健康飲食教育」、「小田園與食農教育」、「藝

文深耕計畫」、「環境教育專題研究」、「樂高積木課程」等跨領域團隊。 

(七) 教師專業發展持續升級，從教師評鑑、教學輔導、行動研究與觀課議課

提升到自編教材，並實驗創新。 

(八) 社區家長肯定，逐漸扭轉過去對學校的刻板印象，並協助行銷學校(在

校長臉書上，已有愈來愈多的家長，謝謝學校辦理相關活動，並轉載分

享，且要讓孩子就讀本校)。 

(九) 更促使報紙、雜誌與電視媒體的採訪報導，正面行銷學校，也讓學校的

努力獲得家長的肯定，再加上學區人口增加，因此，106 學年度一年級

核定班級數增加一班為四個班，此為五年來首度增班。 

  

學生愈來愈喜歡上學 獲教育行銷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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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家長扭轉對學校的刻板印象 教師專業社群發展更見成熟 

    六、媒體報導 

  健康飲食教育課程、小田園與食農教育課程、食安教育等各類型媒體報導，

包括： 

(一) 電視類：公視午間新聞、民視新聞、凱擘大台北數位新聞、台視新聞。 

(二) 報紙類：國語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 

(三) 廣播類：教育廣播電台、正聲廣播電台。 

(四) 雜誌類：遠見雜誌。 

(五) 網路類：Hinet 新聞。 

表 3 健康飲食教育課程、小田園與食農教育課程、食安教育等各類型媒體報導 

年級 
主題

活動 

健康飲食教育課程媒體報導 食安媒體報導 

一 

圓滿

幸福~

湯圓

DIY 

 

        中視新聞報導 

1.北市演練食物中毒 擬定

SOP~國語日報、中國時報、

聯合報、民視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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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汁

美味~

布丁

DIY 

 

公視午間新聞報導 

 

中國時報報導 

 

國語日報報導 

 

民視報導

  

聯合報報導 

 

中國時報報導 

2.推動食農、食育、食安、剩

食減量~國語日報、聯合報報

導 
三 

敬祖

文化~

蔬果

正聲廣播電台採訪報導 



 23 

潤餅

DIY 

 

國語日報報導 

 

        聯合報報導 

3. 遠見雜誌專題採訪 

 

    遠見雜誌專題採訪報導 

4.教育廣播電台採訪 

四 

米食

文化~

全榖

飯糰

DIY    

凱擘大台北新聞報導 

五 

糖糖

危機

VS 

健康

飲品

Y 

凱擘大台北數位新聞報導 

 

人間電視新聞報導 

六 

加油

添鹼~

家事

皂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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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參與教育創新與實驗計畫，促使學校在各方面活動也不斷創新，更獲得

媒體的重視與大幅報導。 

  

媒體報導藝文教育 1 媒體報導學生學習 

  

媒體報導小田園食農教育 媒體報導健康飲食教育 

 

肆、省思分享：看到改變發生  持續精進向前邁進 

    一、看到學生的改變、老師的熱情與家長的認同 

    (一)學生的改變 

    清江國小以「健康飲食教育」為骨幹，佐以「小田園與食農教育」為內涵，

並且設計出跨領域及主題性的課程統整模式，並實施一系列健康講座、體育活動

等，目的是培養學生正確健康飲食觀念，進而影響家庭，與家人擁有健康生活。

實施至今，我們看到了原本的「不可能」，已經逐漸轉變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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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認知上，學生改變了對於特定蔬菜的恐懼，知道健康的重要，新鮮及在

地食材的可貴。四年級學生說： 

 

這個星期二，我們的午餐非常特別，為什麼很特別呢？因為我們吃的是菜

包肉,更特別的是,菜是我們自己種的。第一節下課，我和林昀臻、丁翊軒、

張虔立一起到菜圃裡剪拔葉萵苣,我們專心的剪著,剪完時發現大豐收，到

了中午,老師先發給我們一人一片萵苣,大家就開始興奮地包肉,咬下去時,

外脆內軟,實在太好吃了!一開始,我覺得萵苣應該不好吃,沒想到小小的一

口,竟然大大的改變我對萵苣的看法 

 

    在情意上，學生在「健康飲食教育」課程中，學習分組合作、互相尊重及協

助的態度，在「小田園與食農教育」課程中，在翻土、整地、育苗、施肥、照顧、

除蟲、拔草、採摘、清洗、秤重過程中，學生親近孕育萬物的土地，知道農人的

辛勞，更體認到「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更學習到一種勇於迎接挑

戰、不怕困難的態度。五年級學生表示： 

 

我覺得種菜不但可以培養耐性，還能讓我們學會如何種菜才是正確的，自

己種菜，真的非常好玩，尤其看著菜慢慢長大，心裡真是開心又滿足…，

這個活動真是太棒了！ 

 

    六年級學生也表示： 

 

     我們要辦火鍋大會前，我們辛苦種菜，不被大雨打敗，不被強風吹垮，也

不畏菜蟲，但我們的辛苦值得了。 

 

    在技能上，學生回家也開始動手製作布丁，並與家人一起炒菜，而在小播客

活動中，學生更針對飲食大革命、友善農品、人間佳餚等主題，進行製播報導。 

在課程中帶著學生一起做的老師們，也對學生做了仔細的觀察與回饋： 

 

  「蔬果潤餅 DIY」的活動，能讓學生對食物的熱量，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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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如何搭配，讓潤餅的食材更爽口，無負擔…自己動手，運用新鮮營養的

食材來包製飯糰，對每個學生來說是個有趣且珍貴的午餐經驗，大家都很滿

意自己包出來各具特色的飯糰，也大口大口的吃下，真是美好的用餐經驗… 

 

    培養學生具備兼具「認知、情意與技能」的素養，是 12 年國教的目標，其

實也正是我們正在努力的方向。 

  

學生改變對萵苣的看法 學生在家裡自己動手做布丁 

  

學生將種的菜拿回家與奶奶分享 學生在考卷上抒發辦理火鍋大會心得 

    (二) 老師的熱情 

     清江國小實施「健康飲食教育」與「小田園與食農教育」，是經過全體老師

一起討論參與，並共同選定「健康飲食教育」為學校發展的主軸，更難能可貴的

是，一到六年老師全部參與，親自授課並帶領學生一起動手做。老師們看到孩子

們的收穫，都表達了內心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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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認真學習與實作，不僅新奇也更有趣~營養教育與米食文化結合，營

養、健康又美味…從過程中，獲得很高的成就感及學習樂趣… 

 

    老師更進而協助發展與「健康飲食教育」與「小田園與食農教育」攸關的「生

態教育課程」，也主動申請與「健康飲食教育」與「小田園與食農教育」連結的

「環境教育專題研究」，甚至在圖書館改建工程中，老師們也希望結合「健康飲

食教育」與「小田園與食農教育」，打造出屬於清江國小風格的圖書館。 

    當媒體來採訪時，常常問校長：為什麼全校老師都願意投入「健康飲食教育」

與「小田園與食農教育」課程？我想，那是因為全校教師都相信「健康，是無可

取代的價值」，就是這股專業的熱情與動力，驅使著我們繼續往「打造一所健康

的學校」目標邁進。 

    (三) 家長的認同 

    清江國小實施「健康飲食教育」與「小田園與食農教育」，全力打造一所健

康的學校，逐漸獲得家長的支持與肯定，除了在平日給予老師與學校正面回饋

外，並常常上校長臉書留言。 

 

清江國小，讚讚讚！用心的校長推動創新實驗教育，帶著盡心專業的老

師，成就專心的孩子，詪家長安心！學習落實在日常生活，好棒的教學

活動！對新型態有機農業發展，紮根與落實教育很期待！ 

 

     陸陸續續有家長告訴校長：「清江國小真的不一樣ㄟ，現在孩子回家都說好

喜歡學校！」，也有家長將孩子轉來清江國小，不是因為足球，而是因為本校在

推動「健康飲食教育」與「小田園與食農教育」。 

     真心希望家長繼續支持，共同朝向「打造一所健康的學校」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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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上校長臉書留言肯定學校 家長上校長臉書留言肯定學校 

    二、聽到社區的回饋、長官的肯定與媒體的聲音 

    (一) 社區的回饋 

    社區對於學校實施「健康飲食教育」與「小田園與食農教育」頗多肯定，除

了學區三位里長給予肯定外，近來陸續有北投區健康中心合作與學校合作辦理

「減重班」，北投區農會與學校合作辦理「農事計畫」，奇岩社區發展協會與學校

合作辦理「生態園圃計畫」，董氏基金會也希望學校成為全台灣北中南三所學校

中北部的合作學校。社區的回饋，給予學校繼續前進的力量，我們當然會繼續大

步向前行。 

    (二) 長官的肯定 

    在學校實施「健康飲食教育」與「小田園與食農教育」過程中，教育局除提

供經費之協助外，更在教育局的指定下，擔任全國首創「校園食品中毒應變處理

演習觀摩活動」演練學校，並擔任臺北市「全面守護食安」複評學校。教育局更

連續兩年推荐清江國小擔任候用校長班健康飲食教育、小田園與食農教育課程講

座，而遠見雜誌要做健康飲食教育、小田園與食農教育專題報導，清江國小是臺

北市唯一受推薦學校。長官的肯定，是學校前進最大的動力，我們會繼續努力。 

    (三) 媒體的聲音 

    在各類型媒體報導，包括：公視午間新聞、民視新聞、凱擘大台北數位新聞、

台視新聞、國語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教育廣播電台、正聲廣播

電台、遠見雜誌等等，採訪學校實施「健康飲食教育課程、小田園與食農教育課

程、食安教育」的過程中，媒體記者的報導也給予我們很大的力量。在國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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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導中提到(阮筱琪，2016)： 

 

清江國小因此大力發展食農、食育、食安課程，蕭清月也設計「從田園到

餐桌」 各年級課程：低年級認識食物，做布丁、搓湯圓；三年級下學期

配合自然課種菜；六年級學生除了自己採收蔬菜，還要稱重包裝，賣給學

校教職員。教師有時要學生賣便宜一點，學生就說：「老師，最近有颱風，

菜很難種，不要殺價啦！」四年級學生吳尚恩說，以前午餐會剩很多飯菜，

現在會想把食物吃完。四年級學生林曉萱說，有些人挑食，只吃肉不吃青

菜，但老師規定每種菜都要吃，因自己種菜，覺得種菜很辛苦，現在班上

午餐剩食很少。 

 

    聯合報的報導也提到(吳思萍，2016)： 

 

  北市清江國小發展營養教育多年，全校依不同年級上營養講座並搭配實

作，包括參觀廚房、探索 食品安全、西餐禮儀、營養教育等，讓學生在

食安風暴中認識食材，注重食品安全。清江國小校長劉國兆說，每年級每

學期約有半天的營養教育課程，請營養師安排營養講座，並搭配實作、配

合時事，讓學生更了解食品安全議題。營養教育也結合生態環保，像食材

運送過程、耗費多少環境能源，也會分析基改與非基改食品所需付出的成

本。一年級學生因肌肉發展尚未完全，就教他們搓湯圓，二年級學生則製

作布丁，了解布丁如何凝固，三年級學生捲潤餅，四年級學生則蓋薑餅屋，

五年級學生製作含糖飲料與非含糖飲料，六年級學生則用回收油製作手工

皂。 

 

    遠見雜誌特刊的報導更提到(陳承璋，2017)： 

 

  但清江國小似乎不受影響，當季有什麼菜，小朋友照單全收，不會喊著青

菜難吃，也不會回家向家長告狀，關鍵在於，從一年級開始，每班就開始

落實食農教育。走進清江國小的中庭，是台北市長柯文哲就任後給予補助

所闢建的菜園。菜園不小，幾乎占滿半個中庭，菜種更是多元，從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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萵苣，到香草類的迷迭香、九層塔都有，所有菜都是小朋友親自栽種，從

整地挖土、澆灌施肥、除草採收，一學期四次耕種，不灑農藥，用的都是

落葉枯枝堆的肥。食農教育就從這個田園起步。清江國小營養師蕭清月指

出，每個學年至少會有三堂營養教育課，除了種菜，還會安排體驗課。比

如，蔬果潤餅 DIY 讓小朋友親手包蔬菜潤餅；火鍋嘉年華直接採收田園

蔬菜煮火鍋；還有田園市集，把收成蔬菜一把一把包裝好，以每斤 30 元

價格賣給老師，體會農人辛苦。 

 

    媒體的正面評價，讓我們對學校的未來發展更具信心。我們會繼續加油，向

前邁進。 

    三、想到自己的責任、大家的期待與未來的發展 

     (一) 自己的責任 

    身為學校的一份子，肩負著學校發展的重任，深感榮幸，也深覺責任重大。

記得在 104 年 8 月 1 日就職典禮當天，我望向台下滿座的賓客，訴說著自己的故

事，自己的教育理想，自己與學校、社區之間的連結，然後我以「夥伴們，讓我

們一起努力，讓清江迎向學校特色發展、學生多元展能的未來。」作為結語。如

今，學校已朝向此目標前進。但是，教育是場接力賽，棒棒相傳，一棒接一棒，

我也期勉自己，一定要帶著教師、家長與學生，持續向前跑，朝向「學校特色發

展、學生多元展能」的目標邁進。 

     (二) 大家的期待 

    學生們每天滿心歡喜地上學，上完「健康飲食教育」與「小田園與食農教育」

課程後，常常主動地與我分享心得；同仁們每天認真的教學與工作，希望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家長們每天協助各項志工服務工作，並主動回饋學校，給予支持，

深深盼望學校環境愈來愈好。大家的期待，已成為學校前進的強大動力。 

     (三) 未來的發展 

    本案必須立基在學校長遠發展的方向，才不會讓外界以為參加實驗創新只是

曇花一現，或只是政策下的產物。在執行上，必須做三階段規劃，讓實驗創新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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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深化到學校課程、教學、行政、學習等各方面，第一階段確立「打造一所健康

的學校」目標，設計出跨領域及主題性的課程統整模式；邁入第二階段發展，則

全力打造「以健康為核心的四大特色課程」，讓健康涵蓋飲食、心理、身體與環

境四個面向；進入第三階段時，「一所健康學校」已然建立，並持續精進提升，

希望能爭取成立臺北市健康飲食教育課程中心，協助各校發展健康飲食教育課

程，進而打響臺北市健康城市的名號。 

本案將在現有基礎上，繼續作如下之發展： 

1.健康飲食教育課程：目前已發展六套主題課程，下一個學年度再發展出六

套主題課程。 

2.小田園與食農教育課程：目前已發展在地蔬菜耕作，下一個學年度結合生

態教育，並發展水耕蔬菜及多樣化的蔬菜，並強調生態的保育。 

3.結合資訊科技：讓健康飲食教育與小田園、食農教育課程，具有資訊科技

的內涵。 

    4.擴大社區資源合作對象：與董氏基金會合作。  

   5.持續發展四大特色課程：以健康為核心，讓四大特色課程產生跨域連結，

並具有健康的內涵。 

 
 

持續深化連結特色課程並擴大發展 持續辦理教育創新與實驗計畫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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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改變一所學校？與我相識三十三年的師專老同學告訴我：「校長改變了我

們，我們的努力不僅被看見，而且大家對學校的認同度也提高了，連老師們的教

學模式也跟著改變了…」。他還告訴我：「家長看到校長及老師的用心，大家口耳

相傳，所以今年學校開始增班…」。學校的改變，不僅發生在老同學服務的學校，

也發生在清江國小。 

    在親師生的共同努力，以及教育創新、實驗先行的氛圍帶動下，清江國小正

逐步朝向一所健康的學校邁進。近六年來，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屆，就是現在的六

年級應屆畢業生，總共有 75 人，而今年的新生人數，很有可能突破 100 人，並

首度增加一班，成為四個班級。 

    回首來時路，清江國小立下「打造健康學校」的目標時，正值教育潮流快速

變遷，向心力亟待凝聚之際，雖然面對艱難的局勢，但是大家在團結合作、堅定

信念與確立方向的努力下，藉由實驗創新教育的推動，凝聚大家的向心力，確立

學校的品牌，不僅獲得電視、報紙、廣播、雜誌、網路等各類型媒體的報導，更

獲得家長及學生的肯定。 

    但是，我們不會滿足於現狀，因為努力是永無止盡的，我們一定會朝向下一

個階段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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