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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食農碰到教育──內城⽣態學校 
2019-01-05   楊巧柔  

說到要出去玩，第⼀個想到的就是出國，但是台灣真的這麼「不好玩」嗎？近年來，為了改變台

灣觀光勝地幾乎是⽤如出⼀轍的經營模式，⻑相類似的商業老街、⼤同⼩異的各⼤夜市等等。主

題式的深度在地旅遊也逐漸興起。其中，農村體驗也⼀直是許多親⼦假⽇出遊的選擇。

內城社區與當地友善⼩農。(攝影/楊巧柔)

宜蘭內城，⽔的故鄉

宜蘭的內城社區，位於員⼭鄉，⼤家都說員⼭是「⽔的故鄉」，因為雪⼭⼭脈的⽔源上游就是在

此。當地還有個可愛的埤塘──羌仔連埤，據說此處因為⽔源⼗分乾淨，因此吸引了⼭羌會下⼭到
此飲⽔，才得了此名。不只是羌仔連埤，整個內城社區所灌溉引⽤的⽔源，都是如此乾淨，也因

此聚集了很多友善⼩農在此。

運⽤內城社區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條件，兩位宜蘭⼈賴志政與黃勝宏創立了「內城⽣態學校」。

談到創建了理念，賴志政這麼說：「內城保留最原始的農村⾃然條件，包括從⽣態認識、從整個

內城的特⾊去發展出體驗的部分。」他們也不同於其他休閒農業業者，內城⽣態學校名字裡⾯有

「學校」兩個字，其實就是更著重與「教育的傳達」，他們希望整個體驗的活動是可以有知識被

內化到體驗者⼼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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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後內城的稻穗結實纍纍。(攝影/楊巧柔)

食農教育是什麼？

食農教育是近年因為台灣「食安危機」後⼤家才逐漸重視。對於現在的⼩孩來說，愈來愈多「吃

過豬⾁，但沒看過豬⾛路」的狀況。對於餐桌上的米飯、蔬菜，也不知道是如何種植，從哪裡

來？食農教育利⽤讓學員⾃⼰親⾃進⾏耕種、採集甚⾄到烹飪，⽤實際的體驗去記憶食物到底是

從哪裡來？

承租下原本為內城農場的空地，四處都是友善耕種的稻米。(攝影/嚴銘浩)

有機農夫黃勝宏⾝體⼒⾏的食農教育

創辦⼈之⼀的黃勝宏，同時也是內城「蓮成有機」的創辦⼈。原本也是離開宜蘭到外地就業，後

來因為想回鄉陪伴⽗⺟⽽回到了內城社區，返鄉後就堅持使⽤無毒的耕作⽅式去種植蔬果、稻米

許久。

當與他談到所謂的食農教育，他⽤爽朗的笑容說著：「因為我是⼀個農夫，我是偏向於農這⼀

塊，所以食的這⼀塊，其實就是只要我產出健康的蔬果，提供給⼈們吃，這樣對我來說就是給他

們正確的觀念。」聽似雲淡風輕的帶過他的理念，但實際去參觀過黃勝宏的農⽥，就可以知道他

所謂「產出健康的蔬果」背後下了多少功夫。

黃勝宏選擇親⾃育苗，⽽非購買現成菜苗直接種植。這當然花費了許多⼼⼒，黃勝宏說：「別⼈

育的苗都比較脆弱，我的苗從⼩就給他風吹⽇曬，真的下⽥去種也比較不會⽣病或死掉呀！」才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by IR@NCTU



剛回答完我問題，黃勝宏⼜像⼩蜜蜂⼀樣的到⽥裡去處理各項農事，⼀會兒收成拔菜、⼀會兒要

撒播有機肥料。

返鄉務農多年，黃勝宏對於有機農業耕作已經有⾃⼰的⼀套⽅法，他也不吝分享給其他農⺠，多

次開授蔬菜班直接分享⾃⼰的「務農⼩撇步」。黃勝宏說：「只有愈多⼈實施有機耕作，⼤家才

會更認識這個東⻄。」

團隊帶領經驗豐富食農教育遊程

除了黃勝宏，內城⽣態學校的另⼀創辦⼈賴志政，則是內城社區發展協會的專員，過去也曾當過

學校老師，非常了解現在的孩⼦需要甚麼。也因為看⾒了學⽣們對於農村這⼀塊知識的缺乏，才

促成了「內城⽣態學校」的創立。賴志政對於「團隊帶領」有他⾃⼰的⼀套⽅式，他經常帶學⽣

社團、團隊，到內城⽣態學校進⾏⼀連串的活動。

運⽤各類活動帶領，讓參與者對⽣硬的農村知識與陌⽣的內城⽣態，可以⽤輕鬆的⽅式去吸收、

學習。年輕有活⼒的賴志政，負責內城⽣態學校相關的遊程規劃以及⾏銷推廣。在推廣活動上，

常常會⾃⼰也跳下去與參與活動團員同樂，從國⼩⽣到⼤學⽣都在他的守備範圍，曾經參與內城

⽣態學校活動的中央⼤學⼤三林同學說：「參與內城的活動，除了體驗農村外，更是在這樣的活

動與環境認識了新⼀部分的⾃⼰。」

內城⽣態學校創辦⼈之⼀──賴志政。(攝影/楊巧柔)

內城社區的有機與友善

有機與友善耕作是內城⽣態學校⼀定會跟學員分享的，這兩個相同之處，都是能維護⽔⼟資源、

⽣態環境以及⽣物多樣性，這樣就可以促進農業友善環境還有資源永續利⽤，⽽且在⽣產過程中

都不會使⽤合成化學物質，像是化肥、農藥、基因改造⽣物等。

⾄於差別呢，就是有沒有認證，「有機耕作」須經過第三⽅驗證，獲得有機驗證標章，⽽友善則

是⼩農們⾃由⼼證。在通路⽅⾯，有機因為有官⽅認證所以較容易進入超市販售，⽽友善⼩農⼤

多需要⾃⼰找到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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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是食農教育中重要的⼀環，煮菜所⽤的⼤灶。(攝影/楊巧柔)

內城有有機農也有友善農，有⼈種稻也有⼈種蔬果，就是因為如此豐富的農村環境所以在這邊推

⾏食農教育才更為合適。⽬前內城發展⼀套整天的遊程，包括內城⽣態學校是⼀個體驗場所以及

實作的場域。

將社區跟周邊區域的配合，把社區的文化、歷史、⼈文帶進來。配合內城社區鐵⽜⾞，先繞完認

識社區以及阿公阿嬤輩以前在內城的記憶，認識完整個內城區域之後，再去⽣態學校，做農村實

在的體驗。除了認識作食農教育體驗這⽅⾯之外，帶入社區以及地⽅的文化，也讓遊客來到內城

是有⼀個完整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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