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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聞稿 請轉交文教記者 

【發稿日期：108年 7月 15日】 

業務聯絡：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教科 穆慧儀科長 02-2725-6359 

 楊詠翔股長 02-2725-6351 

 鄭才新教師 0911-272-585 

新聞聯絡：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記者室 林奎宇研究員 1999#6338/0930-936-532 

【活動日期：108年 7月 5日(星期五)至 7月 18日(星期四)共 14日】 

【主題：『職人心之旅』-專心、用心、真心的日本創新農業與食品科技見學】 

【活動地點：日本青森縣、靜岡市】 

臺北市教育局自 102年推展技職海外見學團，迄今辦理 33項及選派超過 600名師生赴

海外見學。108 年度為鼓勵更多技職師生走向國際、學習國外技職領域創新作法，教育局

編列 1 億元經費擴大辦理 9 項海外技職見學活動，不僅是歷年來見學團數最多、專業群科

領域最多、亦是國家數最多的一次。 

其中，臺北市 108 年創新農業與食品科技實習及見學團，由教育局中等教育科蘇曉蓉

專員擔任團長，於 108年 7月 5日至 18日與臺北市松山工農師生共 20名前往日本青森縣、

靜岡市及東京見學，此次見學團著重學習日本職人農業栽培的「專心」、農業產銷技術的「用

心」與將農產品傳遞到使用者手上的「真心」，不僅有紮實的產業參訪、農業高校交流，此

團與其他群科見學團不同之處，是獨創了日本職人專業體驗及日本在地農家作業體驗學習

之見學方式，使參與學生有超越技術層次之深度體驗學習，體現 108 課綱強調素養導向學

習的精神。 

本次農業見學團深入當地農家學習蘋果、櫻桃及哈密瓜等農產品栽培、採收、儲藏、

加工與販售，進行日本智能溫室、水耕蔬果技術與茶葉生產製作的見學，參訪農業產業技

術中心、東京食與農博物館、久保田農業機械公司，見習產地直賣、運銷與都會農業產銷

等不同農產營運模式，並安排造園修剪技藝的職人課程。在日本研修見學歷程中，深度探

訪日本農業產、製、儲、銷的專業與用心，師生充分體會到日本學習農業者除具有農作物

栽種專業技術能力外，更具備產品行銷能力與安心產品之職業道德，亦強調推廣食農教育、

觀光農業與社福事業聯結進而實踐社會企業責任。 

本次農業見學團在 16個農家 Homestay進行農作體驗學習，最具挑戰性之處是學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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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突破語言與文化之限制，於短時間融入農家生活作息以習得農業技術交流，更可貴的是

學生們成功地建立了良好的國民外交。學生從入村儀式的致詞到離村儀式的感言發表，每

個小組的成員，都在過程中體會農家接待他們的誠摯與真心，並能懷抱感激與謝意，在離

村的過程中，見學團的學生真誠的表達了自己的謝意，送上自製謝卡與小禮作為回報，彼

此間互道珍重再見，難忘的情誼在泛紅的眼眶和依依不捨中嶄露無遺，農家的 homestay是

所有參與學生在國際交流上的一大學習，難能可貴的深度接觸經驗，絕對是學生未來人生

中重要的滋養與啟發。 

松山工農園藝科周律維同學說，學習日本人的「生垣剪定(綠籬造園修剪課程)」，印象

最深刻的是職人對於工作的態度與嚴謹，不只重視品質更著重細節，修剪工作前的鋪設不

只是為了收拾便捷，更是為了修剪成品的品質保證。這次的學習，並非只學習到了專業的

技術，更加深了未來對做事態度的培養與落實。 

松山工農園藝科王凱婷同學說，櫻桃分級與包裝的實習除了見識分級的機器的神奇外，

可以先將櫻桃依重量進行分級，再來還是得靠人工來進行包裝工作，這次的包裝體驗更讓

人感受到日本職人的用心。除了講究排列的工整與精美外，過程中還要注意許多細節，首

先一定得戴手套進行、然後選果時要注意留意底部有無傷痕、缺陷等問題，再來，即便同

樣是櫻桃，卻又要因大小不同有不同的包裝方式，真正讓人深刻感受到日本職人的細膩與

用心。 

誠摯歡迎媒體朋友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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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學生在青森縣南部町農家進行櫻桃採收實作】 

 

【圖 2櫻桃採收作業完成後與農家 home爸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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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學生在青森縣南部町農家進行櫻桃分級包裝作業】 

 

【圖 4在青森縣平川市農家進行球根花卉栽種實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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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學生在青森縣平川市進行「生垣剪定(造園綠籬修剪作業)」】 

 

【圖 6與青森縣十和田市三本木農業高校的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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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學生在久保田農業機械公司進行秧苗機操作學習】 

 

【圖 8參訪青森縣產業技術中心農林綜合研究所觀賞用稻作試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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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與青森縣產業技術中心農林綜合研究所工作人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