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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級農會第 3 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解答】 

科目： 農業推廣教育實務 類別： 七職等晉升六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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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從過去的推廣經驗中，可分類出早期的直線傳播模式和後期的網絡傳播模

式兩種，請簡要說明推廣的直線傳播模式的特性為何？(15 分) 

解答 

推廣的直線傳播模式特性為： 

1.傳播的訊息以知識為主要內容，其來源是由科學研究者所供應，因此，科

學研究是推廣工作的前置和必要條件。傳播訊息的有效性是來 自研究成

果的創新和實用價值，所以，科學研究需要由理論研究、應用研究、技術

發展和實地試驗等依序而產生實用知識和技術成品。 

2.研究者直接或透過(推廣者傳遞訊息給使用者，其過程是單向知識流動，其

知識內容不具改變。 

3.推廣者或訊息接受者不具有知識或技術發展效力，因此，其缺乏知識傳播

的權力作用。一般而言，訊息接受者常被認為需要啟蒙，因為，他們常處

於知識落差或貧乏的困境。 

4.農業知識流動可依順序連結不同機構而進行，因此，所有相關的機構 (或

個別行動者)依角色功能 的分化而連結成一完整的知識體系，在 此體系

內可產生上下連結的整合效果。 

 

二、農業推廣工作過程中，需要各類傳播方法來配合進行各種推廣策略，依目

前的經驗，傳播方法可分為大眾傳播方法、人際傳播方法和整合媒體

(internet)方法等，請簡要列舉大眾傳播方法之傳播特點和功能？(20 分) 

解答 

1.適合應用於較大群眾對象。 

2.適合應用於社會網絡緊密之傳播環境。 

3.接受者需具有視聽能力。 

4.可適用於改變認識和興趣。 

5.較不適合知識創造之傳播效果。 

6.傳播訊息需先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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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農業推廣教育實務 類別： 七職等晉升六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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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較難促進收訊者的主動參與。 

8.具有較快的傳播速度。 

9.傳播的時間彈性較高。 

10.傳播的空間彈性較高。 

12.高儲存能量 。 

13.需要較具專業認定的技能水準 。 

14.依賴團隊合作及各類機構的支持。 

 

三、請簡要說明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和農夫市集

(farmer's market)的意義與特徵？(15 分) 

解答 

A、社區支持型農業可被概括為「食物生產者＋食物消費者＋每年的互相承

諾＝社區支持型農業和無限契機」。意含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關係本質，是建

立於彼此承諾之上；由農場餵養人們，人們支持農場，並共同分擔潛在風險

與收成。亦即農民與鄰近消費其生產農產品的人們之間的連結。 

社區支持型農業之共通特徵為(1)以有機農產品或有機栽培為目標，但未必為

接受國家有機認證規格的有機農產品。(2)會員付款方式是依年間契約提前付

款，在生產者與會員間存在相互信任之對等關係。(3)會員可以參與農場營

運，積極關心、支援農作業。 

B.農夫市集又名農民市場、農夫市場等，簡稱 FM，係讓生產者與消費者面

對面的地方，意味著「直接與農夫買」，此「以小農為主，於固定時間、在

固定地點舉行，由農民親自販售農產品的經營方式、行銷經營組織」。在農

夫市集裡，農夫親自販售在地生產的農產品，不僅具有地方特色且新鮮有

機，更能讓消費者吃的安心又健康。 

特點：1.產品是新鮮、自然和在地生產；2.產品多樣但少量；3.由農民或生產

者直接販售，除了能讓產品免除大盤、中盤商抽成外，更提供生產者與消費

者面對面交流機會，農民能了解消費者需求；而消費者於選購產品時，也能

了解手上購買的產品來源、以及栽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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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農業推廣教育實務 類別： 七職等晉升六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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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申論題 

一、農業推廣教育重視創新傳播，而創新的屬性影響創新的傳播結果，依羅吉

斯(Rogers)的看法，這些創新的屬性可區分為相對優勢、相容性、複雜性、

可試驗性與可觀察性。請簡要說明上述五種屬性的意涵？(25 分) 

解答 

(一)相對優勢：這是指相對於被取代的舊事物，創新所具有的優勢程度。相對優

勢可以用經濟因素來衡量，也可能和社會知名度、方便性和滿意度等重要

因素有關。這不是該項創新事物本身是否擁有客觀的優勢；而是接受者對

這項創新優勢的主觀認知。創新被認可的相對優勢愈高，其被接受程度也

會愈高。 

(二)相容性：創新事物和目前的價值體系、過往經驗，以及潛在接受者的需求吻

合的程度。如果該項新事物和社會現行的價值體系和規範不相容的話，就

無法快速被社會大眾所接受。不相容的創新事物要被接納，需要社會大眾

先接納新的價值體系，而這個過程是相當緩慢的。 

(三)複雜性：關於了解和使用某項創新的難易程度，這裡的難易程度也只是一種

自由心證。有些創新事物很容易地為社會體系中大多數的人所理解；但有

些則顯得相當複雜，所以擴散的時間也較長 

(四)可試驗性：這是指創新是否可以在有限的資源上被驗證的程度。可以階段性

被檢視或試用的創新，通常會較那些無法進行階段性實驗的創新事物更快

的被採納。 

(五)可觀察性：創新的後果可以讓旁人觀察的程度，我們稱之為「可觀察性」。

後果愈容易讓旁人看得到，那麼其接受度就愈高。這種可觀察性借助激起

同儕之間對創新的討論，接受者的朋友和同事通常都會詢問有關創新的資

訊。 

 

二、農村社區發展或是農村再生是目前台灣農村永續發展的重要工作，此項工

作亦可納入農會重要的推廣業務之一。欲推動農村社區發展工作時，推廣

人員對農村社區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應有所瞭解，請列舉五項與推廣人員

(社區發展執行者)有關的農村社區發展關鍵成功因素並論述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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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農業推廣教育實務 類別： 七職等晉升六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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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 

(一)瞭解社區：推廣人員對社區了解透徹。包括文化習俗、社會結構、人口組成、

政治派系、社區議題。 

� 推廣人員是否了解社區決策的形成方式？ 

� 推廣人員是否了解社區的社會規範、價值和文化？ 

� 推廣人員對社區歷史是否瞭解？ 

� 推廣人員對對不同團體的人口組成和其相互關係是否熟悉？ 

� 推廣人員是否暸解社區的需要、困頓與問題？ 

(二)真誠承諾：推廣人員對社區及居民福祉真誠承諾。 

� 推廣人員對社區是否有高度的興趣？ 

� 推廣人員是否是公正的？是否受到居民信任？ 

� 推廣人員是否願意花時間去認識居民？ 

� 推廣人員是否有長期投入的計畫？ 

� 推廣人員在社區艱難時是否願意留下來協助其克服障礙？ 

(三)信任關係：信任關係存在於推廣人員與社區居民之間。 

� 推廣人員是否願意花時間與居民建立關係？ 

� 推廣人員是否擁有建立信任關係的技能？ 

� 推廣人員和居民是否有共同的目的和任務？ 

� 居民是否相信推廣人員將實現承諾？ 

(四)具有社區組織經驗：推廣人員擁有可幫助社區發展之社區組織工作經驗。 

� 社區需要的推廣人員應具備什麼類型的經驗？ 

� 推廣人員是否擁有社區所需要的經驗？ 

� 推廣人員經驗上的不足是否有訓練或技術支援可填補？ 

(五)真彈性和調整能力：推廣人員具有彈性，可適時調整其作法及策略。 

� 推廣人員是否具備因應環境變化 而調整的能力(如情境、人員、政治和

社會環境)？ 

� 推廣人員及其代表的組織是否擁有彈性策略？是否能針對社區需要或

變化而調整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