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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推廣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鐘 

王榕老師 

一、請說明農業推廣的目標為何？（15 分）農業推廣的功能為何？（10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屬於農業推廣目標與功能的基本概念題 

《命中特區》：農業推廣講義 A1，志光出版，第四章頁 84-85。 

【擬答】： 
農業推廣目標 
增進農民智能：目標為全國農民鄉村居民，且農業推廣具有教育性，提升平均智能水準。 
提高農業生產效能：將農業技術研究機構或成果，提供給農民參考使用，使得農民生產利潤

增加，即農業推廣具有技術性。 
提振農村經濟：改善農業經營模式，增加農村受益。 
改善農村社會：培育領導人才，加強公民教育觀念，即農業推廣具有社會性。 
提昇農民生活：農業推廣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改善農民生活。 
農業推廣目標，依其出現之先後與範圍之大小，可分為基本目標；一般目標與工作目標。 
農業推廣功能 
農業推廣因接觸方式不同而功能可以分作下列幾項 
直接功能 
增進農村農民生活知識。 
提升農村或鄉村民眾的職業技能。 
增加生活技能。 
強化農民決策能力。 
發展農民現代化價值與行為。 
發展農民資源稟賦。 
間接功能 
提升農業經營績效。 
科技成果轉換。 
促進農村組織發展。 
提升鄉村環境與發展程度。 
發展優質農業生態。 
打造精緻農村文化。 
執行國家農業政策。 
維持社會健康穩定。 

二、請說明一般農業推廣教育人員認為最有效的農業推廣之教育方法有那些。（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能闡述農業推廣之教育內涵 

《命中特區》：農業推廣講義 A1，志光出版，第六章頁 150。 

【擬答】： 
農民教育(成年農民) 
農民教育內容從屬性可分為下列三種 
生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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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藉由促進農民間相互交流，達到邊做邊學習目的，提升個農民組織間之經驗與

技術，拉近彼此距離與教學相長之效果，例如水果種植與蜜蜂飼養者可相互合作，有利兩

者產能提升，並有效利用雙方資源與配置。 
示範農田與示範農家(即前面章節所述之結果示範)：如一村落設定一個農戶或農家，常為

較為顯眼處或重要道路旁之農田，其農家與農田工作，都有其合約規範，農事作業和程序

需依照推廣人員指導，並且擔任該地區示範之責，具備推廣新穎農業方法之作用，示範農

家也具備了示範、繁殖種子、示範教育與展覽展示之功用。 
經濟面 
為了建設農村軟硬體設施，鼓勵農村合作與在地農民組織交流，達到鄉村經濟發展進步。 
公民教育 
利用議會或組織自主選舉，讓農民除了在團體間可以交互交流學習外，投票選舉組織幹部則

是公民教育重要一環。 
家政推廣教育(Home Economic Education) 
家政推廣教育是生活科技的轉移工作。在農村，透過農會家政指導員不斷充實與生活有關之

科技知能，應用各種推廣方法轉移給接受服務的對象。其目的為輔導農村婦女認識家庭生活

有關的問題及需要，且經由教育可減少有形及無形成本以改善家庭經濟，並應用資源以提昇

生活品質。 
進行農村生活應用科學之研究，提供農村生活改善工作之技術指導與推廣知能予各級農會家

政推廣人員，包括提升營農婦女能力、農村營養推廣教育、侍親教育、農村高齡者生活輔導

、農村環境改善、農特產加工利用研究推廣等，加強指導農村婦女結合台灣農村具有傳統特

色之古厝風情文物以及特殊風味的農特產品…，為農業締造新機。並藉由研習會加強區內家

政推廣人員輔導農村婦女開創與經營副業，結合產銷科技，導入經營理念，發揮農產品市場

之機能，以活絡農村經濟，提昇農村生活品質。 
四健推廣教育 
台灣四健會緣由：當時我國農業發展依賴國外援助，因此期望從臺灣的農村培養出能獨立自主

的農村新生代青年，才引進四健運動之概念來籌設臺灣的四健會。蔣夢麟（1955）提到「建設

我國農村，…，必須以教育方法，組織力量，來教育農村青年。使他們能夠自動自發，自立自

強，成為農村幹部，農村建設才有永久而深厚的基礎」，人力資源的培養，農村才能有自主發

展、永續經營的可能，因此四健會從引入臺灣即被定位為教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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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發展條例第 65 條第 3 項：「主管機關辦理農業推廣業務，應編列農業推廣經費。」與

第 67 條之 1：「提供農業推廣服務者，得收取費用。」兩者有何關聯，試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闡述農業發展條例的立法意涵，並針對推廣經費分配作一闡述 

《命中特區》：農業推廣講義 A1，志光出版，第七章頁 174。 

【擬答】： 
農會辦理農業推廣工作的經費來源 
農會各類事業盈餘提撥農業推廣、訓練及文化福利事業 
申請各級農會間有關推廣互助經費 
申請農業金融機關純利益提撥各級農會推廣經費 
申請各級政府農業推廣經費補助 
其他 
農業發展條例第 65 條第 3 項：「主管機關辦理農業推廣業務，應編列農業推廣經費。」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 65 條，表示政府應整合與落實農業推廣教育，但現階段的農業推廣單

位事權分岐，工作類別雷同，易形成資源無謂損耗，也難以融合不同單位的推廣目的與方法

。 
第 67 條之 1：「提供農業推廣服務者，得收取費用。」 
此條法規主要給農會在提供農業推廣服務或教育時，可以斟酌對農民收取一定費用，因為農會

執行農業推廣事業時，經費雖有上述的來源管道，但未必足夠支撐農會欲執行計畫，所以目的

也是讓農民可認真思慮是否要接受農業推廣服務，從被動接受化為主動收集資訊，參與相關推

廣事務。 
兩法條間的關聯 

根據農會法第二章第四條農會任務二十個項目中，其中有十三項與農業推廣教育事業有關，

占農會總任務的 65%，可見農業推廣工作在農會的任務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於農業

推廣業務主管機關為政府，就理論而言主管機關應負擔全部至大部分經費。 
所以除了主管機關編列農業推廣經費外，因此主管機關必須負擔關於農業推廣中如研究與基

本架構之事務經費，有效運用資源，提高推廣品質與效率；而地方事務與推廣，則仰賴地方

農會推廣人員的推行，但因主管機關有相關補助，所以也必須檢視農會執行農業推廣事務經

費運用分配是否合宜，所以當地方農會推廣費用若受限農會盈餘不足，則檢視狀況與農民收

入生計等因素，收取合理與優惠費用，也才能支撐農民團體間的推廣費用，讓推廣業務能永

續發展。 

四、推廣人員在選擇推廣方法時，需要知道所有的推廣方法的種類有多少，每一個不同之推廣方

法的使用效果或優點如何，以及使用最好的組合方式。請問除了前述三項外，還要注意那些

事項？（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需了解推廣方法種類與優缺點，並能闡述推廣人員的角色 

《命中特區》：農業推廣講義 A1，志光出版，第五章頁 117。 

【擬答】： 
接觸範圍類別之方法 
大眾傳播法：大眾傳播可以透過傳播或資訊媒介來推廣農業新知，且大眾傳播具有較高的權

威與時效性，大眾傳播媒體是讓潛在採用者最快、最有效率獲得創新事物存在的方法，如演

講紀錄、新聞報導、海報、通知單、廣播、電視、報紙、電影、網際網路或書籍等。其靈活

度高而能深入農民群體，讓農民接收農業新知且採用，如農藥使用與農作物病蟲害防治等。

一般而言，大眾媒介在知識階段比較重要，而人際溝通則在說服階段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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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指導法：此種方式通常是推廣人員與兩人以上之鄉村農民團體，在特定教學情境下，邀

請農民集合參與，在短時間內傳送資訊給特定對象。此種方式可以讓推廣者與被推廣者有雙

向互動溝通，具有回饋效果，讓農民學習農業技術並且相互討論分享，一般可分為室內團體

與室外團體。 
個別指導法：此種方式通常是推廣人員與農民一對一接觸與溝通，討論共同話題或有興趣議

題，並對農民提供意見與諮詢，此種方式針對性強且雙向溝通，但資訊傳輸有限，常見方式

有電話諮詢、私函、諮商、辦公室訪問、函授或是農家訪問等一對一教學。 
結果示範(Result demonstration) 
示範是一種經過仔細準備，以顯示做法或使用程序的演示，配合適宜的口語與視覺的解釋、

說明和問答，將某一技術或操作程序做正確地描述，它是一種需要特殊技巧和能力，以有效

展示的方法。示範法在短時間內將長期演化的過程做一演示，展現的是一動態的過程，它可

以達到兩個教學目的:提供技巧和支持(觀念、理論、信念)的解釋，是成人教育的重要方法，

在農業及家政的推廣服務、工商業的員工訓練、師資培育及許多以增進技能為主的成人教學

活動中，應用廣泛而成功。 
提出者：美國學者 Seaman A. Knapp 最早提出，用來推廣創新或技術移轉等。此為以農場實

務結果做為示範。 
意義：結果示範有時稱為效果示範，是農業推廣人員為向農民示範某種作業之優點，在農業

推廣人員輔導下，由當地農民利用其農場或農家，實際經營某種作業，將其結果示範給其他

農民，鼓勵他們效法。 
方法示範(Method demonstration) 
意義：此法指的是推廣人員利用會將農民組成小組，使用開會形式舉辦，又稱作方法示範會

，將農業技術或研發機構所創新技巧，一邊解釋給農民聽，一邊示範如何做，同時讓他們有

實習機會，因聽眾可以邊聽邊看邊學習，所以是優良的推廣方式。方法示範為指導員親自教

導農民農業技巧，如家畜施打預防針，噴灑農藥之類。 
優缺點： 
優點：需要經費較少，可以培養領導人才，快速有效介紹新技術，讓農民仿效，且示範活

動可以用來促進機構與農民關係，成功後可提升推廣者信心與經驗，方法示範藉由視聽與

討論等機會，容易引起農民興趣，較為簡單可使農民重複練習。 
缺點：準備時間較長且示範者須具備一定口才，有時示範資材搬運耗費人力物力，且工作

人員經常不屬於推廣部門，不易指揮。 
網際網路 
農業大眾傳播：農業大眾傳播工作是農業推廣工作中極為重要的一環，若能妥善運用大眾傳

播媒體，將可獲致較高之教育效果。農業推廣任務在台灣早已行之有年，其推廣工作之成效

對於國家整體農業發展必有助益。而進入全球化的網際網路時代，使用新興網路媒體平台進

行農業推廣，已是政府的必備技能。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在現代農業傳播中已是重要資源與中介推手，是一種能協助農場經營、

決策與問題解決的工具，尤其是網際網路的發展，為農業傳播提供了另一種有效、便捷、快

速的管道。舊媒體的時間及空間限制，到了網路媒體時代紛紛被打破，傳遞的對象範圍亦大

大擴展。 
電子資料庫：為了因應知識工作者的需求，電子資料庫的建置不僅是資訊科技應用的基礎，

更是促進知識流動的一種便捷方式。過去關於資料的整理多侷限於統計性的靜態資料，同時

受到地域的限制，如今，科技的進步使基礎的知識整理工作變得更為方便容易，幾乎所有地

方都能利用公共電信網路通訊，增加溝通與訊息分享的速率。 
農業推廣人員應注意事項 
推廣人員在喚醒活化的工作形式中應扮演喚醒者、社會運動或行銷者；在人力資源發展的工作

項目中應作一個教學者和促進者（facilitator），並促進社區意識的喚醒，是扮演鄉村社區發展

工作促進者首要面對的關鍵議題，以及促進由鄉村社區民眾主導的社區發展志願服務組織的設

立，應是促進者念茲在茲的要事。其工作重點在於培養及篩選地方領袖（local leader）組成社

區自治組織（在台灣慣稱社區發展協會），以落實社區自助、自治及自決之運作；在資訊傳播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普考) 

共 5 頁 第 5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的範疇中應扮演傳播者（communicator）和資訊管理者的角色；而農業推廣人員在資源提供者

角色上，以目前這個資訊時代及講究關係網絡的社會裡，並考量農業推廣人員的能力，其所能

提供的是資訊資源及農業推廣人員社會關係網絡資源。在問題解決的協助工作上，推廣人員則

應是一激能者（enabler）和知識管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