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里山塾‧耕讀天地書
報告人：龍肚國小黃鴻松



反水庫運動撩起的社區意識運動



找回記憶的水、兒時的根



這裡曾是六堆米倉‧農業補校

1928 1930

六堆：清朝時南台灣的客家區域



民國60年代



龍肚食‧藝‧彩



春天來唱蒔禾歌

客家春祈式 山歌獻土地



全校插秧



稻間鴨 寒假撿福壽螺打工



田間觀察 稻子開花了



友善土地 動物棲息



稻田的風中奇緣



稻浪音樂會（一）



稻浪音樂會（二）



提供城鄉、國際交流的平台



六月收割



米食製作 創新發粄



農村運動會



亞洲米食節～在地資源與國際觀



辦一桌謝師宴



秋天種菜

白玉蘿蔔



學產學消～當作午餐食材



冬季裡作 多樣有趣



學做包高麗菜水餃 辦感恩餐



歲末感恩餐會



播種非基改黃豆



豆田拔草



人海戰術手工採收



人工脫殼



食農 ﹡教育

數學數黃豆 喝鮮豆漿



都市來的穀東～擴大參與



請問小朋友，
你喜歡現在的美濃嗎？
如果這邊的農地都蓋起
別墅，綠油油的田園都
不見了，該怎麼辦？



討論農地種別墅～景觀與糧食自給率問題



一株禾 傳承祖先的歷史文化

敬禾得穀‧敬老得福



一粒米 找回對等的城鄉關係

農村是文化的森林



一塊田 重建農村的知識體系

孩子是土地的希望



現況與未來

• 一、困境

• 1.新世代老師與少子化後的孩子，離土地愈來
愈遠。

• 2.填滿的功課表，食農教育躲在角落生存。

• 二、希望

• 1.12年國教的『校訂課程』期望得到關愛眼神

• 2.食安問題引發中央到民間對食育的重視。



有閒來尞（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