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大敘事力計畫

文化創意城市─

烹飪導向的食農教育

食農教育是一種強調「親手做」的體驗教育，透過

學員們親身體驗，一步步參與農事生產、處理、烹

飪過程，漸漸發展出自我耕食能力，從而了解每天

接觸食物的來源，增進對於食物產地、生產過程、

履歷的挑選能力，以達到養成健康飲食的好習慣。

當食物的消費和農業的生產變得密不可分時，我們

該如何理解重新食物之於我們的意義？食農教育告

訴我們在「食」的同時，應進一步思索背後「農」

的意義。自工業革命的旋風從英國吹向全世界後，

人們逐漸遠離農村生活，再也無心於認識食物，食

物的溫度與情感被冷凍在超市的角落，麻木的都市

生活，使人們對農村與土地的柔情，在城市煙硝中

開始麻痺，而食農教育正是要向人們大聲疾呼拾起

對土地及萬物的尊重。食農教育尤其關注在「農業

生產與環境」、「飲食健康與消費」以及「飲食，

生活與文化」三大議題上，從知識拓展到技能學

習，乃至擴及至環境教育，從而鍵連起環境、氣候

議題與食農的知識網絡，以達到食農教育的最終目

的。而今天，這個重要的議題通過成功大學創意產

業設計研究所副教授—林蕙玟老師的「文化創意城

市」課程，帶領我們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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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 你不知道的文化創意城市
成大跨院系敘事力新創課程發展計畫(以下簡稱成大
敘事力計畫)以SDGs永續城鄉為核心議題、利他為核
心精神，希冀通過議題導向的教育方式，以落實場

域實踐並思考永續方案。其中，「文化創意城市」

即是計畫中的一支課程。林蕙玟老師擁有成功大學

建築學博士、英國曼徹斯特首府大學室內設計碩士

等學歷，主要專攻項目為文化創意資產的保存與行

銷、地方與城市行銷以及歷史建築再利用設計等。

授課方面，林老師將建築與文化連結，引領學生思

考一座城市背後的人文價值，並學習如何行銷城市

中的藝術、文化，以至於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創意城

市。此外，這堂課程更邀請了來自藝術、科學等不

同領域的同學與客座來賓，希望能藉由跨領域之間

的學習討論。激盪出更多的火花，使課程更加豐富

多元。除了文化創意城市外，林蕙玟老師也曾開設

相關實務課程，如文化遺產創意行銷以及設計研究

方法等，皆在培養學生跨領域學習與應用，讓知識

的傳授不僅是紙上談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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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導向的食農教育 - 草根意識工作室
草根意識工作室成立於民國9 6年，早期主要承辦
地方社區的總體營造、社區環境改善，與農村再生

輔導等相關計畫案，近年來則開始積極投入都市農

耕、農村社區美學、食農教育、生態農業，以及循

環農業推廣相關工作。希望透過社會設計、工程實

作與組織協力的方式，帶動社區居民由下而上參與

都市循環農業營造，喚起人們對於對食物的感知，

這也是推廣都市農耕的宗旨。草根意識工作室負責

人劉晉宏老師，長年致力推廣都市生態永續農園與

食農教育，至今已屆六、七年，除了將食農教育的

場域從校園移轉至實地演練外，更發現食農教育影

響層面相當廣泛，從環境教育、在地文化、到產業

經濟都與之有關，可以說是無所不在。

一路從食農教育到烹飪教育，再從農田耕耘到餐桌

饗食，劉晉宏老師認為餐桌才是真正的戰場，他以

為唯有讓現代人真正重視自主的重要性，才是標

誌著推廣食農教育成功的里程碑。劉晉宏老師說：

「社會設計工作者的最終目標，就是希望自己離開

後，這個模式還能運行，唯有如此，這才是一百分

的模式。所以，社會設計的重點不在於設計產品，

在於人的設計，設計你成為那個真正解決問題的

人。」更呼籲大眾能夠一同成為推廣食農的夥伴，

從農村走入都市，與之並肩作戰並持續宣傳食農與

生態永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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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課程 - 當「文化創意城市」遇見「食農
教育」
林蕙玟老師以文化創意城市課程為契機，邀請劉晉

宏老師到課堂上向學生們分享烹飪導向的食農教

育。透過與學生共同設計、發想菜單，不僅提升同

學料理的基本技能、了解食材來源外，更進一步剖

析人與食物的關聯。在烹飪課程中，劉老師特別加

入了人文關懷，提醒學生「食」的重要性之餘，也

不忘感念土地所賜予人類賴以維生的一切。

劉老師在課堂上運用三道菜：三種炒蛋（不同飼養

方法：農事雞蛋/飼料雞/放牧雞）、三種青江菜（不
同養殖方式：有機種植/產銷履歷/傳統無品牌）以
及三種佐料的虱目魚湯（嫩薑/客家酸菜/臺南西瓜

綿），除了教導學生基本技能並了解食材的

來源外，更深入探討「食與健康」、「食與

文化」以及「食與人道」的重要議題。而透

過來自不同系所專業的合作、討論，大家也

認真思考環境議題與在地文化保存、推廣。

透過食農教育，最終讓學習者挑選正確的食

材、了解產地，並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不

僅有效正視現代社會的外食問題，也可以透

過「自煮」保存延續在地的飲食文化，遑論

它還引導著人們進一步去思索更深刻的未來

議題，包括氣候議題、農產品產業鏈，最終

實現人、土地與文化的人文關懷。

課後反思 - 左鎮惡地的創意料理                                                                                                    
食農教育的目的不在強調食物的好壞，而是

要我們學會判斷食材並做出選擇。如何運

用當地食材料理是本學期課程的首要任務。

課程既環繞在食物與食物的記憶的主軸上，

同學也將在期末嘗試做出一道融合左鎮惡地

特色的料理。相信對許多從未下廚過的同

學來說，絕對是個兼具難度與趣味性的挑

戰，就讓我們拭目以待他們準備上桌的惡

地佳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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