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版（愛鄉、鍾理和文教基金會專欄） 月光山雜誌  2023年（民國 112年）05月 09日

為留住廚房請命！
龍肚國小食農教育的典範價值(下)

以
榮
耀
感
為
基
礎
的
味
覺
教
育

　

校
園
午
餐
做
為
學
童
生

活
學
習
的
一
部
分
，
有
超

越﹁
填
飽
肚
子
﹂的
意
義
。

日
本
與
法
國
的
食
農
教
育

特
別
重
視﹁
味
覺
教
育
﹂，

將
在
地
日
常
的
﹁
鄉
土
料

理
﹂納
入
校
園
午
餐
的
菜
單

中
。
但
台
灣
經
常
把﹁
味
覺

教
育
﹂窄
化
為
風
味
辨
識
的

教
學
。
龍
肚
國
小
家
長
李

慧
宜
觀
察
到
鄉
村
居
民
對

自
己
的
家
常
飲
食
較
缺
乏

自
信
，
但
如
果
廚
工
是
很

會
運
用
在
地
食
材
的
人
，

孩
子
每
天
在
學
校
吃
到
阿

公
、
阿
嬤
家
中
熟
悉
的
味

道
，
就
不
容
易
認
為
家
鄉

的
料
理
是
搬
不
上
枱
面
的

東
西
。

　

鄉
村
學
校
擁
有
從
農
田

到
廚
房
自
耕
自
煮
的
優

勢
，
這
種
掌
控
食
物
的﹁
自

主
性
﹂也
是
建
立
鄉
村
學
生

榮
耀
感
的
重
要
基
礎
。
每

當
午
餐
時
間
，
廣
播
傳

來
：
﹁
各
位
小
朋
友
大
家

好
，
我
們
今
天
的
午
飯
很

特
別
哦
，
是
五
、
六
年
級

大
哥
哥
、
大
姐
姐
種
的
有

機
米
哦
。
﹂這
一
口
飯
菜
吃

進
了
成
就
感
、
責
任
感
和

滋
味
的
記
憶
，
絕
對
與
吃

從
中
央
廚
房
送
來
不
知
是

今日龍肚國小仍維持自給自足的傳統。

誰
種
的
稻

米
，
有
著
不

同
的
感
受
。

負
責
推
動
食

農
教
育
的
黃

鴻
松
主
任
認

為
，
可
以
吃

到
自
己
種
的

東
西
對
孩
子

來
說
是
很
大

的
鼓
舞
，
如

果
校
園
午
餐

用
這
個
角
度

思
考
，
就
不

會
只
以
效
率

和C
P

值
去
評

估
。

耕
食
教
育
是
活

的
文
化
資
產

　

當
許
多
學

校
費
心
思
考

如
何
將
食
農

教
育
融
入
教

學
之
際
，
龍

肚
國
小
以
校

廚
為
核
心
的

食
農
實
作
已

悄
悄
走
過
了

五
十
六
個
年

頭
。
當
我
們

在
日
本
尋
找

食
農
教
育
的

典
範
時
，
卻

忽
略
了
這
所

國
內
食
農
教
育
的
先
驅
校

所
擁
有
的
﹁
活
的
文
化
資

產
﹂。
營
養
午
餐
的
歷
史
與

美
濃
客
家
的
耕
讀
傳
統
、

客
家
敬
天
惜
食
的
倫
理
緊

密
相
依
，
落
實
在
學
童
的

每
日
生
活
中
，
而
成
為
跨

世
代
美
濃
人
的
集
體
回

憶
。
黃
主
任
說
：﹁
我
們
的

校
廚
雖
然
歷
史
悠
久
，
但

卻
是
一
個
會
跑
的
蒸
汽
火

車
頭
。
每
天
校
廚
升
起
裊

裊
的
蒸
飯
炊
煙
時
，
代
表

著
社
區
依
然
活
絡
著
！
﹂師

生
與
家
長
們
強
調
：﹁
一
旦

廚
房
關
閉
，
龍
肚
國
小
午

餐
的
歷
史
就
中
斷
了
﹂。

從
廚
房
出
發
，
建
立
食
農
教

育
的
多
元
典
範

　

經
多
方
協
調
後
，
龍
肚

國
小
的
廚
房
暫
時
被
保
留

下
來
了
，
但
政
府
對
自
辦

午
餐
的
小
校
尚
缺
乏
鼓
勵

性
的
配
套
措
施
。
龍
肚
國

小
的
危
機
並
非
個
案
，
其

他
推
動
食
農
教
育
有
成
的

偏
鄉
小
校
在
央
廚
政
策

下
，
亦
面
臨
進
退
兩
難
的

困
境
。
我
建
議
從
食
農
教

育
的
補
助
性
計
畫
尋
求
解

決
之
道
。

　

過
去
農
委
會
的
食
農
教

育
推
廣
計
畫
以
課
程
及
教

案
補
助
為
主
，
但
未
來
不

妨
假
借
社
區
營
造
的
成
功

經
驗
，
在
食
農
教
育
的
預

算
中
編
列
經
費
，
以
競
爭

型
計
畫
補
助
自
辦
午
餐
的

學
校
結
合
食
農
教
育
，
支

援
其
所
需
之
營
養
師
、
午

餐
執
祕
、
廚
工
、
設
備
維

修
等
費
用
，
將
可
鼓
勵
更

多
元
、
有
創
意
且
自
發
性

的
校
園
午
餐
食
農
教
育
實

踐
。
此
外
，
依
據
食
農
教

育
法
第
十
一
條
，
學
校
應

優
先
採
用
在
地
生
產
之
農

產
品
或
以
其
為
主
要
原
料

之
食
品
，
農
委
會
宜
協
調

各
地
農
會
建
置
在
地
食
物

系
統
，
在
午
餐
團
膳
供
應

上
扮
演
更
積
極
的
角
色
。

　

我
認
為
，
食
農
教
育
應

以﹁
反
思
現
代
化
、
建
立
永

續
新
典
範
﹂為
起
點
，
當
前

的﹁
偏
鄉
學
校
中
央
廚
房
﹂

是
一
種
典
範
，
但
亦
應
保

留
﹁
食
農
整
合
的
自
辦
廚

房
﹂等
多
元
典
範
的
發
展
空

間
。

文
／
張
瑋
琦︵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環
境
與
文
化
資
源
學
系

副
教
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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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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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