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草莓產業為苗栗縣重要產業，每年栽種面

積為全臺之冠，本場因應產業的輔導，每年皆

於農民學院開設草莓相關課程，課程內容包含

草莓產業的介紹、草莓栽培技術、病蟲害防治

技術及加工等。希望藉由課程使欲加入草莓經

營的農友可學習專業知識及技能，對於已從事

草莓栽種的農友則可解決實際遭遇的問題。惟

本訓練進行多年來，未曾進行訓練成效的追

蹤，無法得知農友受訓後實際於田間的應用情

形，故透過本次成效追蹤評量、學員訓練前後

測量及訓練滿意度結果，來綜合檢討課程規劃

及辦理的成效，並建立農業訓練評核機制，瞭

解課程缺失及學員訓練需求，據以改善及精進

課程的安排。

訓練辦理情形

本場草莓產業相關課程目前每年均於農民

學院開設進階選修班，招收參加過農民學院

初階班且參與農場見習4個月以上之學員，或

已實際從事農業3年以上之農友，表一為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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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產業訓練成效評估與從
農分析

103年至107年開辦之課程及招生情形。

草莓訓練成效追蹤

經分析103-106年結訓學員65位學員回

覆的成效追蹤問卷，大專以上學員共52位，

佔80%；已種植草莓的學員共有37位，佔

56.9%，且其中青農有15位，佔40.5%；顯示

已有高學歷、青年農民投入，成為草莓產業新

的生力軍。

學員接受草莓訓練後從事草莓產業者共

23位，佔62.2％，顯見草莓訓練已達政策效

果；另已栽種草莓的37位學員中，栽種面積

以0.05公頃以下最多、佔32.4%；另經營面積

為0.25公頃以下、佔73%，為草莓產業常見的

小農經營模式。

而在接受草莓訓練前已從事草莓產業的

14位學員中，草莓銷售額變化情形以「沒有

增加」、「增加1-10%」及「增加11-20%」

相同，皆佔28.6%；草莓銷售利潤（收入-

成本）變化情形以「沒有增加」最多、佔

35.7%，詳如表二，顯示確有部份學員於受訓

103

43.8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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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學員進行草莓定植實習。

圖三、學員至種苗繁殖改良場參訪。

圖二、學員進行草莓加工實習。

圖四、學員參訪草莓育苗場。

 
  103-106年草莓  

重要變數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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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提升收入。

受訓學員前後測及滿意度調查

107年受訓學員共60位，平均年齡41.1

歲，大專以上學歷佔88%，可讓草莓產業年青

化及提升競爭力，而整體滿意度高達94%，成

效良好，詳如表三。

利用受訓前後進行能力自我評量測驗比

對，發現兩個訓練班學員均有能力因素提升。

其中草莓栽培管理班在生產技術及財務行銷構

面上的提升具顯著性，詳如表四；至於草莓育

苗班則在行銷能力構面上的提升具顯著性，詳

如表五。

 
表三、  107年參訓學員基本資料及滿意度調查 

班別 草莓栽培管理班 草莓育苗班 合計

重要變數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女性

教育程度
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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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高中

職

國中

平均年齡

整體滿意度

 

 
表四、  107年草莓栽培管理班參訓學員前後測調查 

因素 類別 平均數 標準錯誤平均值 值 顯著性

生產技術
後測

前測

財務行銷
後測

前測

 
表五、107年草莓育苗班參訓學員前後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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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07年草莓育苗班參訓學員前後測調查 

因素 類別 平均數 標準錯誤平均值 值 顯著性

行銷能力
後測

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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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依本研究發現，本場草莓產業訓練主要授

課內容以基礎栽種為主，實應屬於農民學院課

程分級之初階訓練班別，惟目前課程時數尚無

法符合農民學院現行初階班開設日數規定，故

造成些許缺漏，例如：

(1)不符合進階訓練班學員資格之欲經營草莓

產業之青年無法報名參訓。

(2)課程內容著重於核心農場生產能力及作物

栽培能力，而其他相關能力無時數可安排

訓練。

(3)已從事種植學員及尚未種植學員程度仍有

一定差異，對講師授課及學員上課皆會造

成影響。

推測由於此等情形，而導致追蹤結訓學員

中，會有銷售額增加但可能因其他能力不佳，

而利潤沒有增加之情況。故藉由本次訓練學員

回饋之受訓需求，未來應可參考，其他產業的

訓練模式，如養蜂、菇類…等，逐步將草莓相

關課程分級及系統性規劃，以符合現行實務狀

況。

圖五、學員練習草莓病害辨識。

圖六、草莓栽培管理班學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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