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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卷  

次 別 ： 全國各級農會第 6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 

科 目 ： 農業推廣教育實務 

職 等 ： 第七職等晉升第六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答案應寫在答案卷內，否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壹、 簡答題（3 題，共 36 分） 

一、 綠色照顧是目前我國家政推廣的重要政策，試說明綠色照顧的主軸為何？農業推

廣人員在協助及輔導鄉村社區居民或高齡者時要進行哪些步驟？（12%） 

二、 食農教育是一種結合親手體驗的飲食與農業的教育，試分別從生產者及消費者的

角度來看台灣食農教育發展包括那些重要構面，並在不同構面下列舉農業推廣人

員可以採取的相關行動措施？（12%） 

三、2019 年為地方創生元年，整體社會創新也開始在鄉村地區展開，有關社區內農產

業輔導屬於多元面向之資訊傳播工作，試說明農會之農業推廣人員可以發揮何種

功能協助社區產業可以持續創新，並促進農村活化再生？（12%） 

貳、申論題（2 題，共 64 分） 

一、台灣多元化農業發展致使推廣人員在工作上需要多元能力，從早期的偏向敎育的

方式至近代轉變為傳播干預的概念，試說明農業推廣在這樣的轉變下，現代農業

推廣人員應該具備哪些基礎專業能力，試簡要說明各項能力內涵？並說明那些能

力對推廣人員較為重要，理由為何？（34%） 

二、目前農村人力老化，勞動力缺乏，農業缺工問題嚴重，政府採取各種形式協助農

民解決缺工問題，試說明站在農業推廣人員的立場來協助農場或農民，目前可以

整合政府那些重要措施？並提出推廣人員所能採取的人力資源輔導策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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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答案  

次別：全國各級農會第 6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 

科目：農業推廣教育實務 

職等：第七職等晉升第六職等 

 
壹、 簡答題（3 題，共 36 分） 

一、 綠色照顧是目前我國家政推廣的重要政策，試說明綠色照顧的主軸為何？農業推廣人

員在協助及輔導鄉村社區居民或高齡者時要進行哪些步驟？（12%） 

答: 1. 綠色照顧之主軸包括綠場域、綠飲食、綠療育、綠陪伴為四大主軸； 

   2. 農會推廣人員融入在地產業發展之能量，進行綠色照顧的推廣工作步驟如下： 

     (1) 了解鄉村社區居民及高齡者之需求； 

     (2) 盤點社區資源，結合在地各種相關綠色資源，尤其考慮對在地社區、環境、產

業或公共事務具有正面影響之元素； 

     (3) 辦理適合於社區居民及高齡者之各種多元學習活動、工作坊、示範觀摩等，有

利於其學習及吸收新知。 

     (4) 事後進行滾動式評估檢討對社區居民及高齡者在生活品質上所造成之影響，逐

年調整作法。 

 

二、 食農教育是一種結合親手體驗的飲食與農業的教育，試分別從生產者及消費者的角度來

看台灣食農教育發展包括那些重要構面，並在不同構面下列舉農業推廣人員可以採取的

相關行動措施？（12%） 

答 食農教育重要構面及可採取之相關行動措施 

1. 地產地消-國產食材採用、鼓勵低碳飲食、資源永續利用 

2. 安全生產-有機友善認識、用藥安全認知、農產標章辨識 

3. 農事教育-農事課程發展、農事生產體驗 

4. 健康飲食-食品安全認知、均衡飲食習慣養成 

5. 飲食文化-調理技能培養、飲食態度培養、鄉土料理傳承 

 

三、2019 年為地方創生元年，整體社會創新也開始在鄉村地區展開，有關社區內農產業輔

導屬於多元面向之資訊傳播工作，試說明農會之農業推廣人員可以發揮何種功能協助

社區產業可以持續創新，並促進農村活化再生？（12%） 

 

答：農業推廣人員可針對轄下農村社區產業以生活、生產、生態或文化為基礎，並連結產

業價值鏈相關資源所建構之產業，以在地社區企業（公司、合作社、獨資或合夥事業

等）為核心，推廣人員發揮之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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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農民了解社區產業之特色，盤點資源，確認發展形式為初級、二級或三級或六

級化產業形式； 

2. 整合社區內外或其他周邊相關之同業與異業組織，協助以群聚或整合概念提出創新

商業經營模式及開發新產品； 

3. 辦理教育訓練、示範觀摩、展示活動或工作坊等進行知識學習與技術交流等，鼓勵

農村社區持續創新研發特色產品； 

4. 針對其特色經營項目與農村社區產業生產、製造、加工、行銷相關內容，蒐集與傳

遞各種相關資訊給農場、農民及社區居民，並聯絡及協調專家提供諮詢與輔導，協

助其進行決策判斷。 

 

貳、 申論題（2 題，共 64 分） 

一、 台灣多元化農業發展致使推廣人員在工作上需要多元能力，從早期的偏向敎育的

方式至近代轉變為傳播干預的概念，試說明農業推廣在這樣的轉變下，現代農業

推廣人員應該具備哪些基礎專業能力，試簡要說明各項能力內涵？並說明那些能

力對推廣人員較為重要，理由為何？（34%） 

答：共同之相關基礎能力及其內涵如下列八大項： 

  1.熟悉農業推廣政策與理念（包括熟悉農業政策、農業推廣理念、農業推廣計畫執行及

評估之能力）； 

    2.農業推廣計畫撰寫（包括工作計劃制定與撰寫、時間管理、資源獲取及財務分配、活

動報告編寫及成果展示、組織團隊決策能力等）； 

    3.運用農業推廣方法（包括運用焦點團體方法、辦理觀摩示範、舉辦教育訓練、討論執

行能力、運用視訊或社群媒體、平面及大眾媒體傳播、協助農民現場田間示範活動

等能力）； 

    4.規劃與管理社會行銷活動（包括辨識市場機會、設計規劃、策劃管理及執行行銷活動

等能力）； 

   5.有效溝通與協調（包括執行調查和訪談、訪視農場和家庭、衝突處理、與社區領袖溝

通、有效召開會議及舉辦社區論壇等能力）； 

    6.促進農民學習與發展（包括推廣活動整合能力、團隊小組動態管理能力、促進團隊小

組學習與發展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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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教育與資訊科技（包括以資訊科技從事資料蒐集、從事活動辦理、呈現成果報告等能

力）； 

    8.鄉村及社區發展與規劃（包括理解農民需求及評估問題、排序及協助解決問題、識別

利害關係人並促使其參與推廣計劃、快速參與農村評估、建立示範場域、考慮性別

之活動設計等能力）。 

   農業推廣人員應具備能力之重要性，可以年資深淺作為簡單之區分：其中在農會年

資較淺之農業推廣人員（三年以下）以農業推廣計畫撰寫、運用農業推廣方法及有

效溝通協調等能力為重要；而資深農業推廣人員（三年以上含主管人員）較需重視

規劃與管理社會行銷活動、社區及鄉村發展之能力。以上二類人員都需要對農業政

策與理念熟悉，並能活用教育與資訊科技之能力。 

   以上主要理由與其所接觸之業務時間及範圍有較多的相關，資淺人員從一開始熟悉

業務運作方式並爭取經費，需要 2-3 年的謀合期，因此對於計畫撰寫及推廣方法之

運用有較多之需求；資深人員已熟悉相關業務，思考社區及農村發展之連結關係，

因此以社會行銷方式改變農民及鄉村居民之行為上會著墨較多，因此認為規劃與管

理社會行銷活動及鄉村發展較為重要。 

 

二、目前農村人力老化，勞動力缺乏，農業缺工問題嚴重，政府採取各種形式協助農民解

決缺工問題，試說明站在農業推廣人員的立場來協助農場或農民，目前可以整合政府

那些重要措施？並提出推廣人員所能採取的人力資源輔導策略？（30%） 

答：目前政府單位協助地方農業缺工有三大重要措施，推廣人員可執行的人力資源輔導策

略如下： 

（一） 補充本國農業人力供給 

1. 協助農場及農家申請農業技術團、農業耕新團、產業專業團、機械耕作團及外

役監等之人力，補充較為長期的人力不足； 

2. 與大專院學合作，鼓勵本國學生及僑外生於平日課餘或假日至農場進行農業打

工，補充短期勞動力需求； 

3. 鼓勵或訓練農民本身利用農業人力資源平臺，透過平臺系統及農業缺工好幫手

App，找到合適的農務人員，提高農業受雇人力媒合率，同時利用各種機會加

強訓練農民學會人力分級管理及分配人力的能力，以提升農業勞動力之運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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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加多元人力供給 

1. 與學校合作，協助宣導在臺僑外學生於課餘時間合法打工，在農業採收季節協助農

場，媒合農產業缺工，補充短期勞動力需求，並加強協助農場與僑外生之溝通； 

2. 盡量協助農場了解如何透過線上系統媒合外籍青年來台參與農業度假打工，主要為

新南向國家（如：越南、印尼、泰 國及菲律賓等）20 至 45 歲青年。來台度假打

工係以度假為主、打工為輔，推廣人員應了解地方農場所需之資訊，提供農場業務

所需相關資源與打工青年生活時所需之援助。 

3. 透過「臺印尼青農技術實習計畫」提升印尼青農來台學習技術與管理知識，並於實

習作業時支援我國農業勞動人力。推廣人員可協助農場提交實習生技能實習計畫

書，向附近農改場申請，之後也協助解決農場引進外籍人力所產生之各面向問題。 

（三） 減省勞動力需求 

1. 協助產銷班檢討及調整產銷作業流程與操作工序，以減省勞動力需求為目標，降低

農場之單位人力需求； 

2. 導入省工機械設備：鼓勵農友購置農機以促進農業機械化，提升農業經營效率，協

助農友申請農機補助計畫及低利貸款，或盡量推動代耕服務，並思考如何調整耕作

制度，透過以上各種方式推動提高產業機械化程度與可機械化之工序，逐步調整產

業耕作模式； 

3. 建立農機共享平台：若鄉鎮內農友或農民團體具有各式新型農機具（設備），則可

協助農友導入共用共享平台，便利農民團體或農民運用或調度自有農機具進行代耕

服務，擴大及整合各地區農糧生產機械化；推動農民與農民團體共同使用機械設

備，以利資源之流通及資源浪費。 

4. 整合推動農事服務：視不同產業需求，協助如：茶葉、 蔬菜、雜糧等區域缺工產

業媒合代耕服務產業，推廣人員可蒐集與盤點農業操作工序需求，對應導入省工農

業機械，辦理各種相關之技能教育訓練課程、示範觀摩、技術交流等活動，透過人

機合作推動農機代耕服務，營造人力減省的農業工作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