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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著眼於⼤學在地的社會關注，可以透過課程與教學的活化，深入社區，進⾏在地實踐，肩負起⼈才培育

的社會需求。本研究嘗試以跨領域教師的統整，運⽤協同分⼯的⽅式，設計出⼀個實驗性提案。結合區域特⾊，引

領學習者⾛進有溫度的場域，親近有感覺的⼟壤，從茶香飄散出⼈情的溫暖，並藉由⼀系列美學的滋養與陶冶，最

終以⼀席深坑在地的饗宴，作為文化感知、體驗實作、專業融入、文化認同、創意創新以及⽣活美學等綜整學習的

驗收成果。本研究並針對該實驗性課程，從教師⾯、學⽣⾯、學校⾯以及社區⾯，檢核其成效，並提出校⽅對於未

來跨領域彈性課程所應因應的改變。

關鍵詞：食農教育、美學教育、跨域學習、在地實踐

王玫（2017）。食農美學跨域張⼒的在地實踐。教育脈動，11。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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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9-cfd69f858307&insI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壹、背景與研究問題

⼀、研究動機

       有感於⼤學與社區的責任與關係，應該落實於具體實踐⽅案，讓⼤學⽣以在地資源應⽤做為學習的場域。本研

究以在地實踐為核⼼，透過⼈文關懷與永續環境的概念，強調⼤學的社會責任，運⽤跨領域課程設計，促使教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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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共同參與社會創新實踐。⽽食農與美學概念的結合於城鄉交界的區域學校⽽⾔，應負起更為親近⼟地與環境的

⽅式，聚焦於區域特⾊，連結地⽅資源，促進⼈才培育。基於此，⼀群教師掀起⼀場教學實驗的⼩⾰命，我們以食

農美學主題式的教學概念建構模組，在這個⽅案中，強調教師教學的主導性及學⽣學習的主體性。透過教材內容的

改變與執⾏⽅式的變更，以⼀種更具彈性且更活潑與主動性，跳脫傳統教室授課的模式，讓整體教學⽅式立體起

來。我們採擷地⽅資源，運⽤在地特⾊，在教師群的集體策劃下，讓學⽣發揮⾃主性完成學習任務（康以琳、張瑋

琦，2016；胡忠⼀，2011；陳惠雯，2009）。

⼆、研究⽬的

       基於以上研究動機，研究者進⾏食農與美學融併的跨域課程開發。不同於⼀般跨域課程，讓不同系所學⽣相

遇，研究者發現，學⽣基於對外系的陌⽣感，常常很難將不同背景之學⽣組成團隊，更遑論合⼒完成專案。因此，

本研究嘗試以同⼀批學⽣，讓不同系所老師的結合，共同設計學習提案，以不同專業挹注課程，分⼯協同，引導學

⽣，共同施展跨域共榮的張⼒。這是⼀項創新嚴峻的挑戰，打破以往⼀⼈⼀課的基礎模式，我們試圖將⼤學⽣融入

在地文化，挖掘在地寶藏，運⽤專業技能，注入更為立體式的教學任務，使得學習發⽣於真實場域，透過⼀件件的

難關，相互協調分⼯，解決問題（陳亦宣，2014；林宜靜，2016；中時電⼦報，2016 ；Krug & Cohen-

Evron，2000）。這⼀席學習的饗宴，將跨域教師群拉攏靠近，賦予學⽣成為學習的主⼈，對教師與學⽣都屬⼀項

前所未⾒的嘗試。基於以上說明，本研究提出以下三點研究⽬的：

        （⼀）探討食農與美學教育如何結合在地，進⾏⼤學在地實踐。

        （⼆）試圖探討食農美學跨域教學模組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的⽅法。

        （三）從教師、學⽣、學校、社區不同構⾯檢視跨域實踐的問題。

貳、食農與美學跨域學習⽅案

⼀、食農與美學跨域學習設計理念

       本跨領域實驗性課程的操作，有著⼀個重要的核⼼價值，即是帶領這群以農業休閒為主要培植⽬標的學⽣，深

入深坑社區，增加對在地文化的體認與參與。我們設計系列體驗參與式活動，均圍繞於深坑社區的文化資產，透過

接觸、了解、參與、感知、關懷、設計與創意（Maquet,1986），最後以⼀場餐會盛宴結合在地元素，將領受的滋

味具體呈現，表達對深坑文化的敬意。

       本課程包含3⾨課程、6位老師共同參與該實驗⽅案，3⾨課程分別是：「農產品加⼯實務」、「財務管理學」以

及「食農美學體驗與微創業實習」；參與教師分別為該三⾨任課教師外，亦包含農業技職專班導師、觀光系老師與

餐旅系老師。跨領域教師背景如下：

表1

跨領域教師參與說明圖

 所屬系級 授課科⽬ 參與⾓⾊ ⼯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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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師  

通識教育

中⼼

食農美學體驗與微

創業實習

授課教師、『移動的餐桌‧流

動的饗宴微創業競賽』指導

老師

總體規劃與設

計、指導分組競

賽

呂老師 休管系 財務管理學 授課教師、『移動的餐桌‧流

動的饗宴微創業競賽』指導

老師

聯繫農友社區、

場勘、評分表設

計、指導分組競

賽

施老師 休管系  

農產品加⼯

實物

授課教師、『移動的餐桌‧流

動的饗宴微創業競賽』評審

指導企劃書撰寫

游老師 休管系  技職專班導師、『移動的餐

桌‧流動的饗宴微創業競賽』

評審

協助學⽣⾏銷餐

券

吳老師 觀光與⽣態

旅遊系

 『移動的餐桌‧流動的饗宴微

創業競賽』指導老師

指導分組競賽

梁老師 餐旅系  料理指導 指導料理製作

⼆、食農與美學實踐的⽅式

       （⼀）背景說明

       這⼀群休管系三年級學⽣，全班共計31名，以技術績優的職業培訓專班型態，接受教育部「技職再造」計畫的

補助，主要以休閒農業⼈才培育為主要⽬標。因應休閒農業勃興的未來趨勢，深坑正符應農業觀光休閒發展的條

件，位居城鄉交界之特殊地理位置，⼩農文化留存，且世代盤據⼭間的務農家族仍以⾃然⽣態農法辛勤耕耘這片時

⽽雲霧裊裊、時⽽撥雲⾒⽇的清麗莊園。幾位老師同樣對於深坑⾃然景觀有感，且⾝為在地最⾼學府，理當結合社

區盡⼀份社會責任。在理念相同的情況下，構成了這樣⼀個跨領域對話的教學⽅案。

      （⼆）前導課程

       這群技職專班的學⽣⾼職多為餐飲背景，因此製作料理對他們⽽⾔不是難事。如何誘導學⽣成為⼀名有美學素

養的農業休閒專家，並具備⼟地、農事、環境意識的技術⼯作者，恐才是我們欲培養的具體⽬標。因此，該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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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即針對美學與食農教育的結合型態設計課程，期使學⽣在⼀系列的美感陶塑中，涵養出對美的感受與品味，進

⽽具備審美、鑑賞的能⼒。

美感陶塑前導活動說明如下：

            1、食旅文學閱讀

       課程納入旅遊與飲食文學閱讀，透過文學引發想像⼒，讓學習者發揮創意，遨遊天際，寄情文化餐桌的浪漫與

趣味上，增加對事物的好奇追尋與情感的表述。文學讓閱聽者容易產⽣聯想，並進⼀步認知、體會、同理不同情境

中⼈、事、時、地、物的關聯性。我們挑選《在異國餐桌上旅⾏》、《⼀個旅⼈，16張餐桌》等等叢書，進⾏分組

讀書會，從中聽取個別感受與想法，最後將其訴諸文字，參加閱讀⼼得競賽。

            2、農事體驗

       該班級以農業休閒⼈才培育為⽬標，從事農事體驗成為重要課題。在農事栽植的過程，不僅體會農事辛勞，更

對季節、⼟地、環境、風⼟、溫度與植物⽣⻑的關係有所認識。從體驗中認知到當季的蔬果⽣⻑快速，也就不需施

重肥，遠渡重洋的珍貴食材，反⽽耗費諸多資源。更重要的是，在抓菜蟲的過程中，亦是⼀種環境與⽣命教育的天

然養分。

            3、跨領域對話的感性敘事

       我們以食農故事及美學敘事，進⾏課堂對談，從食農上下游的觀點引導概念，分別從飲食教育、農事教育、環

境教育及美學教育的論點談起。並以文學閱讀、藝術欣賞、文化體驗等不同美感藝術形式，引導五感開發，打開

視、聽、嗅、味、觸的知覺，進⼀步將眼、⽿、⿐、舌、⾝、意六感展延並體悟，以此誘導法，讓學⽣從

5W（When,Where,Who,What,Why,以及How,Now）覺察⾃⼰內⼼的聲⾳，最後成為美學意識覺醒者。

            4、製茶、泡茶、品茶體驗

       深坑製茶⼯藝已有百年歷史，我們安排學⽣上⼭，資深農友以12⼩時的實作經驗帶領製茶⼯序的每⼀步驟。從

採茶、萎凋、浪菁、炒菁、解塊、揉捻到乾燥，讓學⽣⽤⼼體會茶農的細膩與技術，最後再以⾃⼰親⼿製作的包種

茶，進⾏茶藝的品賞。

       再以茶藝美學的泡茶與奉茶禮儀，解說茶藝相關知識與技術。學⽣們將⾃⼰採摘、製作的文⼭包種，透過美感

的提煉，在緩緩升起的熱氣茶湯中，不僅視覺上呈現優雅的美感；茶湯入杯的滑落聲響亦滿⾜聽覺的律動感；撲⿐

⽽來的上揚清香、⼿感的觸摸以及茶湯入喉的⽢甜，這五感並⾏的美學體驗，再再說明喝茶是⼀件⽣活美學的體

現。這⼀席茶之饗宴，⼤⼤改變同學們對喝茶老派的印象與觀念。

       經過⼀系列的活動設計，從文學閱讀、農事體驗、感性敘事⽅法論、文化與製茶體驗、茶藝品賞等等，最終無

非期望學⽣從中領受美感經驗，成就⼀位⽣活美學家，對⽇常事物能⽤⼼觀察與體悟，引發審美想像，從在地的文

化精髓中，隨著想像起⾶，發揮創意，構思進⼀步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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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美感陶塑前導活動圖

註：研究者⾃⾏繪製。

        （三）跨領域實作

       深坑擁有⼀條百年老街，⾃清以降、⽇治時期，歷經國⺠政府，⼀直以茶葉為其重要的對外輸出產業，並造就

⼀條熱鬧街市，即今⽇之深坑老街。從其巴洛克式牌坊、環環貫連之亭仔腳以及散落深坑不同位置之閩式合院，可

以想⾒曾經有過的繁華與榮景。百年前此處曾⾼達3,000位茶農，時⾄今⽇僅剩30餘位農友仍守護著茶鄉家園，並

對未來抱持狐疑與徬徨，因為根本找不到後繼者。

       東南科技⼤學居於深坑，伴隨⼩城區近50年歲⽉，以往⾛過理⼯為強的製造業年代，培育諸多技術導向⼯程⼈

員，現今隨服務創意產業⾛強，漸趨轉向餐飲休閒與設計⼈才培育。

       為拾起⼀所科技⼤學肩負的在地社會責任，因⽽孕育了這個跨領域的組合。該群休管系學⽣從認識茶、製茶、

品茶、賞茶到以茶入餐，在跨域群組的教師們引導下，共分三組，展開⼀場別開⽣⾯的「移動的餐桌˙流動的饗宴

微創業競賽」。學⽣以深坑四寶（茶葉、綠⽵筍、⿊豬⾁、豆腐）為元素，向地⽅⼩農購買食材，融入餐飲設計。

並從「財務管理學」課程中，學習財務管控；從「農產品加⼯實務」課程學習產品加⼯知識及技術；從「食農美學

體驗與微創業實習」課程中，學習美學融貫食農體現的感知教育與展現⽅式。三組學⽣透過餐旅系老師技術指導，

不斷試做，欲呈顯最具在地特⾊的餐宴。從撰寫企劃書，設計深坑文化特⾊菜單及邀請函，販售餐券，最後在深坑

老街集順廟埕前辦桌，進⾏餐桌布置與活動設計，並透過活動募款，捐贈慈善，善盡在地責任，以此完成⼀場移動

的餐桌、流動的饗宴。

       透過系列活動，學⽣以深坑在地元素展現成果作品。這樣的學習過程，將涵蓋文化感知、體驗實作、專業融

入、文化認同、創意創新以及⽣活美學的涵養。跨域統整歷程概念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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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跨域統整歷程概念圖

註：研究者⾃⾏繪製。

三、執⾏過程與成效

       於105年12⽉27⽇假深坑老街集順廟埕前舉辦了這⼀場「移動的餐桌‧流動的饗宴微創業競賽」活動。我們以協

同的⽅式串聯彼此課程，合⼒舉辦的這⼀場學習成果發表會，以⼀種創新展演的型態呈現。這個結合「農產品加⼯

實務」、「財務管理學」和「食農美學體驗與微創業實習」三⾨課程的合創成果展演，被視為學習綜整能⼒的展現

與驗收。

        （⼀）食農與美學的初體驗

       休管三⼄農技專班的學⽣，在系列課程的安排下，來到深坑茶葉產銷班蔡班⻑的百年古厝，從早上8點跟著年逾

八⼗的蔡婆婆採茶，歷經12⼩時完整製茶⼯序，體驗製茶辛勞。學⽣們從來沒有採茶與製茶的經驗，這是⼀個初體

驗。以下是學⽣的回饋：

李玲：「上山做茶，一整天下來，真的好累，尤其等待萎凋的過程，每隔一段時間要翻攪，那麼大一個笳歷

(萎凋時放置茶菁的器具)，一個人是無法獨力完成的，難怪自古附近茶戶要互相幫忙，這也養成早期農業社會

相互協助的良好風俗。」(20161107訪S2)

余曉光：「我們遵照著蔡班長和高大哥一起進行一項一項製茶工序，也聽取他們對每一個步驟的解說：原來室

外萎凋，是以日曬加速茶葉水份蒸發，使其軟化、發酵…………，好多的知識，透過實地操作，才真正體會其

中的道理。」(20161107訪S3)

周大鈞：「茶簍、笳歷、軟簳、浪菁鍋… 好多特別的製茶工具讓我大開眼界，原來早期沒有機械化的農村生

活，都是老祖宗們純手工藝的器具製作，現在看起來，超級有味道的。」(20161107訪S4)

       跨領域教師群同樣對這次與學⽣⼀起上⼭，經歷完整製茶⼯序深有所感，以下是老師在課程臉書的社團上的即

時回饋（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8078511544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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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師：「感謝蔡班長及高大哥陪了學生一整天，從8:00-20:00學生們體會種茶丶製茶的辛勞。整個製茶工序

讓參與者體悟茶人做茶靠天吃飯、看天臉色、仰天長歎的苦盡甘來。今天老天賞我們一個笑臉，一整個大藍

天，享受初冬的溫煦，百年老厝合院前，土角厝裡埋藏無盡先人的智慧，外頭閃耀刺眼熾熱的光線，裡頭卻保

持著穩定的恆溫，這20-25度的適溫，恰是大型茶場人為溫控的絕佳度數，輕撫牆面沁出微涼的觸感，山裡流

瀉著冰清的山泉，這求之不易的天然場域，恰逢天時地利人和，就當是為著我們這群忙前顧後的老師們，送給

孩子的佳禮〜」(20161107訪T1)

        （⼆）食農與美學展開對話

       透過漫⻑的製茶體驗，同學對⼀包包⾃製文⼭包種茶充滿感受與滋味。我們決定讓學⽣親⾃學習泡茶禮儀。學

⽣們於⽣澀中⼩⼼翼翼地執壺，沖泡著⾃採⾃製的包種茶，從茶香、茶湯與⾊澤的觀察中，深深感受茶藝學問之豐

厚。

       壺中正沖泡著深坑這片泥⼟孕育的烏龍茶種，再透過茶農與學⽣的雙⼿，製作出文⼭包種茶。這片⼟地百年

來，在深坑先⺠認分、勤樸的⽣活模式中，與世無爭得維持⼤⾃然的平衡。從學⽣沖泡茶葉所流露的專注神情，⾜

以揣測其對於⼟地、環境、茶樹、農⺠以及壺中的茶葉，是那樣地感恩與謙敬。以下是發⽣在茶鄉故事屋裡，泡茶

競賽的師⽣對話：

呂老師：「你們的香味沒有完全泡出來，可能是水溫不夠，不過已經很不錯了！」

吳家家：「老師，可以再給我們一次機會嗎?」

呂老師：「你們不嫌麻煩嗎?比賽已經快要結束…」

王曉櫻：「我們有信心，一定可以把包種茶的清香泡出來…。」

呂老師：「好吧，你們就再試試吧！」(20161205觀1) 

       這組同學們的泡茶經驗雖不是太多，但精神可嘉。從他們流露出渴望將⾃⼰親⼿做的包種茶泡出令⼈滿意的境

地，可以充分感受到⽤⼼與執著。這即是出⾃對於⼟地、關愛與茶藝的相環相扣，他們不怕⿇煩，不嫌耗時，不畏

困難，就是希望將這片⼟地⽣⻑出的茶葉，⽤他們澆灌的情感，沖泡出⼀壺令⼈讚嘆與驚艷的茶湯。⽽清雅悠揚的

包種茶，果真在他們的努⼒下，得以呈現。

        （三）食農與美學奏出和諧樂章

       接下來最困難的事，即是學⽣們要將茶葉設計入菜，亦需融合深坑其他三寶（綠⽵筍、⿊豬⾁、豆腐），並設

宴於深坑老街集順廟埕，做為整體習茶歷程的成果展現。這個被命名為「移動的餐桌‧流動的饗宴微創業競賽」活

動，乃透過分組競賽的型態，三組同學需運⽤在地食材、在地特⾊，於深坑老街集順廟埕前布置⼾外餐桌，從研發

菜單、練習出菜、成本管控，⾏銷餐券、設計文案及活動，結合在地素材，創造美食、美景融倂的美感饗宴。這是

⼀項極⼤的考驗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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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開始構思，他們將設計概念與老師討論後，經技術指導，以及無數次試做，才得以端出亮麗成果。以下

是老師的臉書即時回饋：

游老師：「學生們的行動力很強，也非常具有實驗精神，很會創意發想。整個菜單都出自學生的設計。從敲定

菜名，從失敗中嘗試，最後終於研發出深坑黑豬肉特製三明治。當天的活動，在學生們的整體規劃、安排、

分工、協作中，各司其職，恰如其分，每個人都扮演好自己在團隊中的角色，連最後的整理收工，都做到盡善

盡美，無懈可擊。」(20161227訪T1)

       三組同學分別設計中式與⻄式套餐，有螃蟹、鮮⿂等融入地⽅特⾊食材的中式「午福茶宴」；另兩組則以⻄式

餐點融合深坑四寶，以⻄式餐宴擺盤、布置，富含深坑在地風味。在傳統廟宇前所敞開的⻄式餐宴，刻意營造出東

⻄文化的碰撞，擦出極富衝突感的火花。這都是這群經過美感洗禮的同學們，在消化之後所展現的創意。以下是

『午福茶宴』學⽣的反思⼼得：

吳瑩：「這次活動花了很多時間討論菜單，最終選擇了挑戰最大的中式料理，將深坑四寶和同學們親自採製的

包種茶入菜，過程中感謝梁老師陪著大家一道道菜試做與修正。」

傅璇：「一開始不太有信心，但在老師的鼓勵與指導下一步步完成，更得到「為在地食材創造更上一層樓的價

值」的評語，感覺所有的努力付出都值得了！」(20161228訪S1)

陳文文：「我們一開始很沒信心，覺得一定會搞砸，但是在老師的鼓勵下，不斷試做。當天雖然場面有點慌

亂，卻亂中有序。所有長官和貴賓也吃得很開心，我們覺得一切都值得了。」(20161228訪S2)

       這樣的活動設計，從不同的專業出發，聚焦於社區食飲環境議題的認知與宣揚，充分展現協同教學、團隊合作

的細緻分⼯，每⼀位參與活動的學⽣，均體現美感認知與情感表述，並以實際⾏動展現創新與創意（李謁

政，1991）。從上述幾位同學的反思回饋及歷程觀察中，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爭強好勝，求好⼼切，⼒求完美、創新

投入的精神，他們真⼼切望有⼀場完美的演出，他們做到了。這次活動除向校內師⻑售票，更邀請在地農友為坐上

賓，感謝他們的辛勞，以⾃然⽣態農法愛護我們的⼟地，為學⽣做最好的⽰範。這樣的⼀個期末作業設計，整合學

習成效，整體驗收，讓所有參與者歡度⼀場流動的饗宴。

參、結論與建議

⼀、結論

       在課程模組建構裡，常常強調教師教學的主導性及學⽣學習的主體性。本研究之教學模組以食農美學的在地實

踐為宗旨，意欲透過主題式的教學情境，讓學⽣以主體性的⾃主意識展開⼀場學習探究。⽽在課程實踐的過程裡，

教師群間的跨域結合充分發揮教學設計的主導性，使得這⼀件教學模組的創新建構能夠融合在地的特殊情境，將美

學融入食農，發揮創新型態的教學模式。

       本研究所從事的食農教育在於將美學納入其中，更加重視學習者感受、體認、覺察、關懷、領受、認同、⾏動

與美感體現等學習⾯向，參與者從中經歷了感知學習之旅。更重要的是，透過食農與美學教育的結合，整合在地資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7年09月,第11期

食農美學跨域張力的在地實踐

第 8 頁，共 10 頁



源，將食農美學教育融併的張⼒，進⾏了⼀場跨領域的協同教學。以下是本研究歸納出課程實驗的具體結論：

       透過跨域共學的創新實驗⽅式，挑戰傳統教學的型態，我們相信跨域共學是可以創造極⼤化能量的。事實證

明，跨域共學不僅對老師⽽⾔是創新，對學⽣⽽⾔，亦是⼀項艱鉅的挑戰。以下分就教師、學⽣、學校、社區四個

⾯向討論之：

       （⼀）教師⾯

       教師⾯對傳統式的教學，常會感到厭倦和無奈，起因於傳統教學制式化及學⽣上課嗜⽤⼿機成癮，均造成教師

⾯對傳統課堂益發困惑。因此近年來喊得震天嘎響的翻轉教學，實是順應時代的轉動與潮流，教師的⾓⾊需要調

整，否則將⾯臨時代的淘汰。改變可以從⼀群理念相符的同事間展開，我們均深信參與體驗式的學習型態，帶領學

⽣⾛出教室，是拯救教學枯燥的良⽅，引入情境，與社區接觸，將帶來感知與情意。因此，教師群間的對談，引發

多⽅資訊，設計出⼀個有情境的學習提案，讓學⽣⾛進其中，帶著闖關的⼼態，過關斬將，完成任務，取得學分。

       （⼆）學⽣⾯

       ⼀位同事曾⾔：「讓這群孩⼦關在教室上課是很不⼈道的。」因為我們的學⽣⾃⼩學業成就感不⾼，⾯對傳統

紙筆評量，少有⼿作、感知的學習，僅以對學科的精熟程度來衡量優劣，對他們⽽⾔相當吃虧。我們學⽣善於處理

⼈際互動，更發現他們不僅廚藝⼀流，企劃活動也⼀流。⾯對多元智能發展的今天，學⽣們的成就可以從更開放式

的跨域活動中，表現活⼒與才華，這即是跨域學習的能量展現，非傳統單⼀學科所能做到。

       （三）學校⾯

       就學校⾯⽽⾔，是樂於⾒到教師間的跨域創舉，其可以增進教師間的和諧，更可以善⽤教師所擁有的計畫資

源、系所資源、智能資源與校園資源，打破系所間的藩籬，讓原本僅供系上所使⽤的設備極⼤化，充分發揮被應⽤

所創造出來的更多價值。

       （四）社區⾯

       就社區⾯⽽⾔，集結教師與學⽣以鄰近社區做為學習場域，善⽤社區資源，是拉近⼤學與社區距離的雙贏⽅

式。社區需要學術資源的介入，透過教師與社區農會、區公所、⾥⻑辦公室的接洽，知道社區的需求是什麼，辦活

動不會造成社區的負擔，⽽是利於⾏銷社區、凝聚社區。學⽣進入社區，進⾏訪談，參與農事，有益於促進文化認

同，以實境場域，更能產⽣深刻的感受，對於環境永續、⽣⽣不息，有所體悟，亦有助於利⽤專業解決真實問題的

能⼒。

⼆、建議

       研究者建議未來⾏政體系應配合彈性上課，做適度調整。以本研究所進⾏之跨領域實驗⽅案，許多上課時間並

非在教室中進⾏，常常在社區、校園、廚房間游移，需要更為彈性的⽅式以為因應。⽬前義⼤利知名慢食⼤學即有

⼀⾨課以⼀周時間密集上完的⽅式、國內亦推動寒暑假密集式課程、微學分課程、深碗課程、募課等新型態學習，

以因應時代快速轉變所牽動課程的調整。傳統18週的授課⽅式，似有改變的需要，以新的思維⾯對課堂教學的需

求，打破僵固的觀念。⼿機平板等⾏動載具已提升知識獲得的便捷度，教師沒有必要綁住學⽣困頓在封閉的教室內

划⼿機，⽽應該設計與真實社會連結的學習任務，讓學⽣帶著⼿機⾛出教室、⾛入社區，實地學習。這些想法的實

踐需要⾼層及整個⾏政體系改變，⽅能⼤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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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教務體系針對老師的授課時數亦應適時給予彈性。例如，為使教案能深入社區，必須花費時間與社區相

關單位聯繫與場勘，⽽這些聯繫與拜訪往往是課堂授課的數倍精⼒。研究者常想，現在教師或許除了是⼀位課程設

計師與規劃師，亦是⼀位策展⼈，同時⾝兼專案企劃師等多項⾝分及頭銜，才⾜以應付現今教學場域的巨浪來襲⽽

處在瞬息萬變的狂潮巨浪中，教師⼼態與⾓⾊的轉換，更需上層主管機關跟著轉動，否則齒輪是無法⾃轉的。相互

的牽動，才能將時代的巨輪推向正確的⽅向。

       最終，研究者發現，經過食農與美學教育的實驗結合，不僅讓學習者暴露在有溫度的學習環境中，與真實⼈⽣

接觸，與⼟地親吻，更讓⼤學有機會負起⾼教的社會責任與義務。⽽這⼀切的努⼒，是在集結多⽅智能、打破藩籬

的個體疆界的前提下，得以實踐。相信未來透過更多跨域整合的教師社群，以更務實及彈性的⽅式，將會產⽣更多

元的課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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