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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符合社會正義的「農⾷整合」模式。

輔導/扶植⼩型⽣產者的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模式

動物福利標章驗證

⼩型⾷品業者培⼒⼯作坊

⽬標

⾷農教育推廣

場域介紹



我也正在被教育
從協助者到共作者的⾷農體驗



前期
辦公室階段

被動接收指派⼯作
以市場導向為主的⼯作
負責整理AI資料
製作IG⽂案
簡報的美編



前期
辦公室階段

中期
開始跑⽥野

被動接收指派⼯作
以市場導向為主的⼯作
負責整理AI資料
製作IG⽂案
簡報的美編

開始思考我能主動做什麼
與⽼闆提議想出外⾛⾛
開始觀察政府與農⺠治理
協商現場
了解⾥⻑如何與市政府配
合推動活動



前期
辦公室階段

中期
開始跑⽥野

後期
轉為合作關係

被動接收指派⼯作
以市場導向為主的⼯作
負責整理AI資料
製作IG⽂案
簡報的美編

開始思考我能主動做什麼
與⽼闆提議想出外⾛⾛
開始觀察政府與農⺠治理
協商現場
了解⾥⻑如何與市政府配
合推動活動

主動提案推廣⾷農教育
製作⽵筍販賣活動的⽂宣
實際⾛訪多個農場
了解每個農場的⾷農體驗
開始理解：「我也正在被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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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反思：
反向社會化  →「由下⽽上」的教育過程
⾷農教育的困難  → 不在於「教什麼」，⽽在於誰有權⼒
去教、教的是誰、為什麼要教。
農⺠不是被參訪的對象，⽽是教育的實踐者

「教育誰？由誰教育？──農⺠的觀點」
親⼦活動 → 孩⼦影響家⻑
農⺠強調「要從⼩教起」→ ⼩孩味覺還乾淨、能分辨天然
⾷農教育需要統⼀的教材與教學架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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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反思：
績效迷思與知識權⼒

教育成效被誰定義？反映治理下的權⼒不對等
象徵資本 vs. 實質需求

政府重視LOGO、網站⾏銷等象徵資本
但農⺠真正需要的是補助、通路等實質資源

「政策與⽥野的落差：無效重複與錯置資源」
台北農會曾建置網站「台北有農」，內容豐富，卻即將關站
市府重新標案製作「台北⾷農教育」網站，內容幾乎重複
政府追求「無⽤KPI」
農⺠真正需要的是補助與種植⽀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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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反思：
⾝體化⽂化資本
教育不是單向灌輸，⽽是互動與轉化
社會建構論

我的理解，是在參與互動中不斷被重建的。這種學習不是
灌輸，⽽是社會互動中的意義重構。

「我也是被教育的⼈」
從旁觀紀錄者 → 成為參與者
發現⾃⼰是「都市⼩孩」，缺乏與⼟地連結的經驗
第⼀次知道⿂腥草、⼭蘇、⼟地的酸鹼與⽔質影響作物⾵味
⾷農教育不是單向的，我也在這場教育中被重新教育



⼩結

⽥野讓我重新理解「教育」
⾷農教育不是「教材設計」，⽽是「在地知識的實踐」

社會學讓我學會懷疑、思考與傾聽
 理論不只在課堂裡，也幫助我在實作中思考制度、權⼒與教育的意義

未來將以接案的⽅式將剩下的影⽚完成 → 讓更多農⺠對⾷農教育的想法被⼤家看⾒



我為何選擇好⾷機
對社會企業的好奇

新聞輔系的結合

對⾷農議題的興趣



碰到的困難

⼀開始對場域的不熟悉

01
⼯讀⽣與實習⽣之間的⾝
分轉換

02
如何以社會學視⾓思考⾷
農議題

03



如何解決?

1

2

3

1.頻繁參與實習
2.保有好奇⼼

對場域的不熟悉

1.不只是⼯讀⽣，更是觀察者
2.把握實習的時間
3.被動到主動的過程

⼯讀⽣與實習⽣之間的⾝分轉換

1.在活動過程中觀察權⼒關係/網絡
2.與新聞系同學合作拍攝紀錄⽚

如何以社會學視⾓思考
⾷農議題



我觀察到
什麼

5/2圓⼭農學講堂
1.政府與農⺠的距離
2.產業鏈的不完整
3.法規的保障

拍攝紀錄⽚
1.⼤眾對於農業的不重視
2.習慣採買慣⾏農法作物
3.都市開發與⼟地保存的困難

農場訪問
1.都市農業的型態
2.⾷農教育如何融⼊都市⽣活
3.返璞歸真的反思



謝⽼師:「⽤資本主義以外的⽅式解決
社會性的結構問題」

不停地因應市場需求改變策略

需要強⼤的資源統合能⼒ 社會網絡中結構洞的展現

社會企業的觀察與挑戰
社會企業是⼀個願景，需不斷的修正與實驗



結論
社會學在⽇常⽣活中的展現

1.學中做/做中學

2.隱微的現象擴散⾄社會結構性問題

3.反⾝性的思考



紀錄⽚欣賞

都市裡最後⼀畝⽥──關渡平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jOpS_m6e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jOpS_m6eg


謝謝⼤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