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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執行目的 

本校自 104年 10月起，與「永樂自然農法有機農場」合作，進行食農教育，

運用「永樂綜合微生物菌」，改善並活化原本貧脊多石頭的土地，並運用儲存由

屋頂蒐集的雨水，讓孩子在校園內開闢教育農園，學習「永樂有機自然農法」，

體驗種植有機蔬菜的過程，也讓學校師生了解無毒蔬果的栽培技術，推廣永續大

自然生態。 

本校自 105年 5月起，與金車文教基金會合作，開發戶外教育走讀課程，帶

孩子踏查離學校不遠的祕境「猴猴溪谷地」。除了讓孩子親近山林，認識台灣低

海拔山區生態，更讓孩子從生火、炊事、雨遮等手作勞動，具體感受自己與大自

然的連結。在這個基礎之上，本校於 106 學年度將「山海走讀」和「教育農園」

列為正式課程，開發以「環境教育」為核心價值的教學特色。 

 除了軟體開發之外，本校還申請 107年度永續校園探索計畫，未來也能從硬

體的改造，推廣能源教育，營造節能減碳的健康校園。因此，希望藉由臺美生態

學校認證，盤點本校現有環教資源，透過各項認證指標，檢視課程與教學的優缺

點，提供未來改進之參考。 

貳、生態學校之教育理念、願景目標 

一、教育理念 

永樂國小是一所提供雙語、環教、美學的特色學校，培養「正向發展、身心

整合」的快樂兒童是全校教職員共同的教育理念。我們以環境教育為主軸，透過

友善環境的影響力，幫助孩子培養建全的人格和正向積極的生活態度，引導孩子

探索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生發出自主選擇美善的能力，提升自我的認同及生活

的品質，進而獲得心靈上的自由快樂。 

二、學校願景 

本校所在位置有山林為伍，課堂伴隨蟲鳴鳥叫，可說是最天然的「大地教室」，

我們希望能引導孩子以大自然為師，學習與萬物和諧互動而非對土地需索無度，

透過「與環境友善」的學習，體察自然、愛惜土地、守護環境、關懷社會，用心

追尋全方位的生活內涵，「培育守護環境、關懷他人、追求真善美的快樂兒童。」 

 

參、辦理日期：107 年 1 月～107 年 11 月 

肆、學校團隊名單 

● 行政團隊: 

校長:曾○○、教導主任:黃○○、總務主任:林○○、教學組長:丁○○、活

動組長:李○○ 

● 教師團隊 



3 

 

一年級導師:林○○、二年級導師:張○○、三年級導師:劉○○、四年級導師:

莊○○、五年級導師:曾○○、六年級導師:林○○ 

●學生團隊:生態行動會議幹部 11人暨全校學生 

●學生家長: 俞○○會長、沈○○、蕭○○、黃○○ 

●非政府生態團體成員: 

臺灣地理永續發展協會：邱○○、王○○。永樂自然農法有機農場林○○。

永樂里里長及居民:高○○里長、陳○○、黃○○等。書澳創聚 197獨立人文

書店:潘○○、曾○○、林○○等。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洪○○

校長、鄭○○主任、廖○○教官。蘇澳扶輪社少年團成員:陳○○主委、李○

○團長、游○○等。 

伍、執行成果 

一、推動狀況與具體作為 

（一）健全學校環境保護小組運作 

本校訂定有推動三年環境教育實施計畫，並設置學校環境保護小組，將環境

教育列入本校重點活動項目，所訂定之相關實施計畫、工作項目及進度，能確實

執行並定期檢討成效。校長也會在每學期校務會議中提示未來一學期學校推動能

源教育方向，期勉共同努力，在課程教學層面、生活落實層面與設備改善層面一

同努力落實。透過學校師生及家長的參與，共創符合永續發展、安全舒適的校園

環境。落實並執行環境創意教學，增進學生對環境覺知、技能、行動及價值觀。 

（二）以環境教育為主軸發展校本課程 

「以環境教育為主軸，推動雙語並進、生態永續、美感樂活三大面向特色課

程。」整合認知、情意與技能三面向的學習，連結知識學習與生活問題，透過戶

外教育情境化和整合性的功能，讓學習走進生活、走向自然、走入社會，培養以

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實現十二年國教課綱「自發、互動、共好」的基本理念。 

本校以環境教育為主軸規劃校本課程發展，於課發會、領域會議等相關會議

討論將環境教育、能源教育、生活教育、健康教育、美感教育等議題融入各領域

教學中。透過生活化的學習，鼓勵學生蒐集資料並討論，增進學生對環境的覺知、

技能、行動及正確的價值觀。 

（三）建立學校環境教育特色 

1. 猴猴族山野海洋走讀課程 

猴猴山谷連結永樂和南方澳聚落，有非常原始的低海拔生態多樣性，挑戰谷

地健行，不僅可以經由叢林探險認識台灣，也可以認識猴猴族這個古老神秘的人

類文化，是最佳的山野教育場域；南方澳有美麗的海岸線，而海岸中的潮間帶是

一個全球性的生態棲地，差不多九成的國家都有海岸線，所以潮間帶是具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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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在地化的意涵的題材，而極高之生物多樣性可以引發孩子源源不絕的好奇

心。 

2. 中油環教體驗課程 

「台灣中油」座落在白米溪和猴猴坑溪中間，佔地 100公頃，是永樂社區重

要的環境因子，而石化工業與日常生活食衣住行息息相關，卻潛藏環境汙染的威

脅，是改善環境必須積極面對的重要課題。隨著地球人口的增加，能源匱乏問題

迫在眉睫，減少地球資源耗損、加速綠色能源研發及推動綠色能源教育刻不容緩。

「綠能中油」課程融入綠色能源主題，引領孩子認識能源科技相關課程，讓孩子

將所學知識內化為生活習慣，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更讓孩子能覺知環境相關問

題，並進而思考可能的解決之道。 

3. 教育農園課程 

與「永樂自然農法有機農場」合作，進行食農教育，運用「永樂綜合微生物

菌」，改善並活化原本貧脊多石頭的土地，並運用儲存由屋頂蒐集的雨水，讓孩

子在校園內開闢教育農園，學習「永樂有機自然農法」，體驗種植有機蔬菜的過

程，也讓學校師生了解無毒蔬果的栽培技術，推廣永續大自然生態。 

（四）成立學生生態行動團隊 

每年六月能源教育週進行環保小局長選舉，選舉五年級學生代表為小局長，

邀請各班學生代表組成生態行動團隊，帶領各班學生推行新學年學校環保工作，

主要工作目標簡述如次： 

1. 藉由環保小局長遴選及宣導過程，鼓勵學生參與各項環保教育活動。 

2. 藉由環保小局長所帶領的生態行動團隊，以學生自治力量，帶動環保工作之

推行，落實環保教育的理念。 

3. 培養學生環保意識，能力行正確之環境保護觀念及行為。 

4. 培養學生熟悉民主程序及法治精神，了解「選賢與能」的意義。 

5. 培養學生主動參與環保工作之能力與習慣。 

 

（五）提升親師生環境教育知能與素養 

環境對於一個人的健康成長至關重要，而父母師長所構成的人文環境亦是形

成正確思想觀念、行為準則以及優秀人格的關鍵。保持整潔、按時起居、生活規

律、守時心細……這些良好的品性，有助於培養孩子的責任心和自制力。因此，

除了為學生安排系列的環境教育課程，本校更用心將環境教育的理念，透過各種

管道，讓父母師長更深入了解，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的落實。 

1. 結合班親會辦理低碳飲食講座 

永樂國小班親會出席踴躍，家長參與為學校教育注入創意活力，連結在地金

棗，營造友善環境，讓學習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發酵，金棗搖搖，永樂親師生同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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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企業烹煮或外食場所製造出來的餐點，絕對和自己親手料理有所不同，透過

親師生共同參與，期待越來越多人改變外食模式，改在家中開伙動手做，添增樂

趣保健康。 

2. 辦理教師環境教育增能研習 

藉由研習互動共備，引導教師提出各項環境教育議題，透過分享共同資源的

成長 方式，促進生態教育理念推廣，深耕本校與社區生態教育的推動與紮根活

動。同時讓教師認識生態保育在環境教育中的重要性，培養校園及社區生物多樣

性資源調查能力，提升教師對於環境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能力，透過實地參訪及

研習上課，生物與人及人與環境之間互相影響關係。 

（六）擴大環境教育及學習至社區 

除了自然環境，人文環境與每一個人的連結更直接、更緊密。在地文化是每

一個人成長的根本，也是基本教育最佳的學習素材，透過耳濡目染的浸潤，各方

面的學習會更有效率，包括對自我的了解和對學習的興趣。為了更了解社區文化，

永樂的孩子有更多機會走進社區。 

1. 承辦蘇澳鎮七星山健行活動 

每年 3 月 12 日植樹節，會選在假日時由蘇澳鎮公所主辦，鎮內各國中小協

辦七星山健行活動，活動邀請家長與學生一同參與。蘇澳山、七星嶺沿蘇澳市區

街道北側，橫亙著一道低海拔的山嶺，從空中鳥瞰，嶺頂幾處曲折點像極了關刀

上面的「七星圖」，山因此命名為「七星嶺」，海拔只有 229 公尺的七星嶺，其

上蜿蜒一條全程 4.7 公里的步道，於西側的蘇澳運動公園旁和蘇澳冷泉公園的

旁邊各有一登山入口，只要輕鬆爬昇二百公尺，就能換來鳥瞰全蘇澳海邊的視野，

將整個蘇澳鎮美景盡收眼底，向東眺望太平洋更能發現何為「水連天碧，壯闊滄

茫」的壯觀。 

2. 參與白米社區農事體驗 

社區營造開發社區生命力，而國民教育培育下一代生命力，兩者異曲同工，

相輔相成。換言之，學校教育連結社區營造是培育下一代的好方法。白米社區

40 年來第一次農地復耕，社區發展協會邀請在地居民及永樂國小學生一起參與

體驗插秧，透過大手牽小手，建構具地方感的自我認同，為整個社區和下一代營

造生生不息、堅毅不饒的生命力。 

二、課程教學 

以環境教育為主軸，發展雙語、美感、生態三大面向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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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浸英語 
透過綜合領域山野教育學習情境脈絡的提供，結合英語領域新課綱與素養導

向學習，實踐英語「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本課程推動盡量採小組討論和主

動參與的模式，在山野探索方面，招募學生幹部做為活動規劃、準備、執行和檢

討的主體，讓學習者透過小組合作，收集資料並進行閱讀討論跟發表。而英語文

融入山野教育，即是在此基礎上，融合 12 年國教英語領域素養導向的精神，營

造「英語與生活情境的連結」，以及「英語為任務完成的工具」，讓沉浸式英語教

學的理念更加落實。 

（二）主題閱讀 

以 PBL專案學習方式推動閱讀，並結合環境教育議題，建構生活化的學習脈

絡，讓各領域的學習經驗相輔相成，實踐以學生為中心的自主學習，從學生的舊

經驗出發，讓學生以小團體的學習方式，充分互動，「用已知來吸收未知」，滿足

學生對於這個世界的好奇心，提供學生運用書本知識的機會，在驗正所學的過程

中，增進學習的興趣和熱忱，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配合「生態永續」課程，一、二年級由班級導師引導問題討論並進行主題閱

讀，三~六年級由各班學生分組進行主題閱讀，各組每學期選擇一個主題，收集

並閱讀資料，再進行討論與分享。以學習者為中心，透過學生個人的問題意識，

引發主動學習，以舊經驗為基礎，閱讀並理解相關資料，再透過小組討論，建構

並內化學習主題相關的知識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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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培力 

結合在地教育資源，推動「ㄧ般民眾參與學生教育與陪伴」工作，強調讓孩

子接觸環境，學習與親近大自然外，更授與常民文化智慧與品德觀念，主要更在

培養青少年與兒童正確價值觀感，當關懷與陪伴的行動與眼光不斷的擴大，所觸

動的感受皆會引發共鳴，成為日後各種教育行為與活動的源頭。 

1. 在地寶藏 

以蘇澳在地特色為主軸，請孩子擔任尋寶人，替蘇澳找出地方的寶藏，透過

彼此合作、腦力激盪，激發孩子們的創意，並且體驗公民參與，也邀請家長陪伴

孩子，為蘇澳的發展提出美好願景。 

2. 文創市集 

參與縣內文創市集，展出自己的作品並與他人交換交流，除了體會特有市集

風俗文化，與人面對面溝通，還可以飽覽人文風光，學習設計思考，讓手掌心的

創意開出一片美麗的花朵。 

3. 扶少攜手 

與本地高中蘇海扶少團合作，共同推動社區自治、安全、環保、文化、產業、

福利等營造工作，讓學習更多元，學校的教育更豐富。透過大手攜小手，讓蘇澳

地區的少年和兒童一起成長，創造多元培力的機會。 

（四）山海走讀 

向大自然學習是本校一貫的教育理念，走到戶外，透過真實情境的體驗學習，

喚起學習的渴望和喜悅，讓孩子們自在的與外在環境互動，展現學習的主動性，

整合認知、情意與技能，增進真情、善念、美感的多元學習價值，培養人與自己、

人與社會、人與環境各種關係的意義、價值與共好之責任。 

親近大自然，不單培育孩子對大自然的孕育心存感謝，也包涵學習人際相處，

如師生之間、同學之間、親子之間的互愛之情。天地萬物都有其獨特之處，一草

一木都有存在的意義，讓孩子從小培養尊重大自然的情懷，學習真愛自己、社會

和環境，自然能實踐永續發展的理念，成為時時感恩、日日包容的快樂兒童。 

透過山海走讀時的苦行與勞動，讓孩子學習以敬畏天地和順應自然的態度看

待自己、他人和環境。「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一個好的登山家必然具有關懷

生命的環境倫理和登山素養，一個經常親近大海的人也能鍛鍊出容納百川的視野

和胸襟，這是都是美麗人生不可或缺的元素。 

（五）教育農園 

教育學生營造一個可食農園，落實環境教育，讓學生親自參與如何把一塊雜

草叢生的荒地，經過老師、專家和大家努力之後，變成一塊能夠日日觀賞努力成

果的園地，同時也是休閒、關懷和採蔬果來吃的農園。 

1. 友善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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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農園裡，孩子能親自觀察校園裡的土壤及植物的生長過程，認識蔬菜

所需的生活環境條件，發現實際耕種上的困難，思考在不使用農藥的條件下解決

蟲害的方法，使得學習效果更印象深刻，充實多元的生活體驗。 

2. 柑溫寶柚 

讓孩子學習製做環保清潔劑，把吃完的柚子或橘子皮，去除白色的內膜，留

下綠色皮部份，用酒精浸泡萃取，然後混入椰子油起泡劑就可以成為環保清潔劑。

透過手做，孩子可以真實體會健康、環保、樂活的趣味。 

3. 窯烤披薩 

為讓食農教育從小紮根，家長們在校內空地，動手打造真實灶窯，把灶窯烹

煮，納入學校食農教育課程，透過食物，與人、學校、社區作緊密連結。 

（六）服務學習 

本校環境教育課程設計採「服務」與「學習」並重的原則，透過「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學習經歷，更能促進孩子生命的成長。關懷生命、保護

環境是環境教育的核心價值，透過無痕山野、淨灘減塑、文化尋根等具體行動，

讓孩子學習回饋自己、他人和環境。 

1. 環保尖兵 

在永樂，孩子們擁有多元的學習機會，他們從一年級開始就可以學習清洗回

收箱，打掃環境，處理資源回收。比起只有考試的童年，永樂的孩子將來會更懂

得如何定義自己的幸福。 

2. 寒冬送暖 

生活有辛苦的一面，瞭解這一點，孩子們變得更懂事。陪著社區阿嬤去探訪

其他獨居老人，孩子們會主動伸手攙扶，走在巷弄裡，他們會自動降低音量。整

個下午他們很開心，因為幫助人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3. 團隊合作 

從事戶外學習，更需要團隊合作的力量，所有活動都必須分工合作才能順利

完成，而每一個成員完成的工作，對個人是學習和成長，對團隊則是服務和奉獻。 

(七)創意美學 

美的事物會帶給人幸福的感覺，換言之，能讓人覺得幸福的就是美。美感的

追求是人生進步的力量，為了生存必須培養競爭力，但唯有美的感受可以提高生

存的價值。永樂的孩子很喜歡星期三下午的美勞藝術社團，他們有自己獨特的眼

光和想法，每一個人都是天生的藝術家。 

 

1. 兒童攝影 

學習攝影對孩子的成長有很多好處，因為拍照須要專注觀察周遭環境，學習

安排場景並與人溝通，彼此相互學習及合作，嘗試用不同角度看待事物等。，拍

照是一件快樂的事，因為孩子可以大膽的拍出自己想要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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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勞 DIY 

引導創意思考，讓孩子從課程中去練習不同的工具、媒材，認識美學基礎概

念、實驗媒材多樣可能，讓孩子成為創作的主人，啟發視覺敏銳度，激發想像力

和藝術多元的表現手法。 

3. 藝文走廊 

藉由藝文走廊的成立，提供孩子作品展示的空間，除了肯定優秀的表現，亦

可彼此看齊、激發團體動力。另一方面，讓孩子平常多接觸藝術作品，可以調劑

身心、舒緩壓力，同時培養生活品味和積極奮發的人生觀。 

三、本年度申請環境路徑 

（一）能源教育 

為了申請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補助，解決班級教室夏日十分悶熱、

不通風的困擾，我們決定帶領學生自己來研究「熱和生活」的問題，並且學習相

關知識後，能討論出既能降低教室溫度，又能節能減碳的問題解決方案。因為這

些課程和計畫的實施，本校獲得 107年度教育部推廣能源教育標竿學校銀牌獎。 

1. 開發能源教育課程 

類別 年級 領域 主題名

稱 

課程名稱 課程說明 節數 

熱和生

活 

低 年

級 

生活課

程 
風來啦 

和風做朋

友 

透過感官探索察覺風在

生活環境中的存在 
2 

風的遊戲 

認識與風有關的生活器

物及其為生活帶來的便

利，並利用風的特性進

行吹吹樂遊戲 

2 

生活課

程 

太陽的

光和熱 

光影好好

玩 

覺察有光的地方才有影

子，並進行光影遊戲。 
2 

熱力四射 

體驗夏天太陽照射下溫

度高容易流汗，知道讓

身體舒適的方法，如在

陰影下太陽照不到的地

方會感覺較涼爽。 

2 

熱和生

活 

中 年

級 

自然與

生活科

技 

藝術與

人文 

風的形

成 

空氣的流

動 

察覺風是由空氣的流動

所形成，了解風向和風

力。並製作風力風向計 

2 

風力競技 

透過對風力的知悉，進

而設計製作簡易風力

車，並進行比賽。 

2 

自然與 炎熱的 認識天氣 透過觀察雲量的變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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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

技 

天氣 了解天氣的變化和雲的

關係，學習使用氣溫計

測量氣溫， 

測量氣溫 

在合適的地點實際測量

氣溫，並發現天氣狀況

與氣溫的關係。 

2 

熱和生

活 

高 年

級 

自然與

生活科

技 

通風大

作戰 

神奇的天

燈 

進行天燈實驗操作，探

討空氣熱對流現象及氣

體浮力 

2 

向下吹？

向上吹？ 

了解熱對流現象，透過

模擬屋實驗探討教室空

氣如何產生對流讓溫度

降低。並在教室實施，

觀察空氣流動的情形。 

2 

太陽輻

射熱 

無所不在

的熱輻射 

透過電暖氣實驗了解熱

輻射的現象，觀察教室

裡有哪些輻射熱源。 

2 

隔熱法寶 

利用磚塊堆疊模擬房屋

進行實驗，了解太陽的

輻射熱讓水泥建築溫度

升高的情形。並實驗用

植草、隔熱漆、隔熱板、

灑水等方法隔熱了解溫

度降低情形。 

2 

 

2. 組織生態行動團隊 

●參與成員: 

◎環保小局長: 五年級學生於下學期五月份，在班上進行分組，形成競選

團隊，並就團隊政見議題提出討論與競選準備。 

◎生態行動團隊: 全校學生為當然成員。   

●活動時間:自 107年 1月至 107年 11月止     

●會議規則: 

◎會議時間: 週四中午 12:45~13:15。 

◎討論成員: 環保小局長及其團隊，每班生態行動團隊代表 1名。 

◎會議運作: 會議主持人為環保小局長，會議記錄為環保小局長團隊成員，

各班 1 名代表參與討論與發言。會議進行中，以學生為主，教師從旁

輔助。 

●會議地點: 圖書館。 

●執行成果報告:週二早上學生晨會。  

●環境議題: 

能源、水、氣候變遷、交通、學校土地、消耗與廢棄物、健康生活、健康

校園、生物多樣性、永續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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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宜蘭縣永樂國民小學生態行動團隊會議議程 

時  間：107年 03月 29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45分 

地  點：永樂國小圖書室 

主  席：林○○             記錄：陳○○、潘○○、李○○ 

指導列席：傅○○老師、魏○○老師 

出席人員：一年級- 李○○、二年級- 李○○、三年級-沈○○、四年級- 陳○○、

五年級- 林○○、六年級-林○○、陳○○、潘○○、李○○  

臺、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二、106學年度上學期期末資源回收數據報告。 

貳、討論事項 

一、環境教育課程經驗分享  

  主席林○○: 去上山野教育課程，去猴猴溪的時候，有的人不小心會把寶特瓶忘在

溪裏頭。 

  指導魏老師: 嗯!上學期我們看影片，看到河水中的垃圾，到最後會漂流到海邊，

造成海口垃 

  圾堆積。這週中年級去海邊淨灘，可以說一說你們的心得嗎? 

  四年級陳○○: 這次淨灘，看見許多垃圾汙染海洋，海裏頭的魚類都會受害。 

  二年級李○○: 垃圾會造成汙染。  

二、學校環境教育事項檢視: 

  指導魏老師: 大家既然發現垃圾對環境的影響，我們學校也力行減塑減垃圾的行

動，不知道小朋友發現校園中還有沒有要改進的地方? 

  二年級李○○: 校園中的草地上還有小糖果紙。 

  主席林○○: 對! 校園之中，可以發現小垃圾。 

  指導魏老師: 所以大家認為? ……可以做為我們接下來努力的目標? 

  全部: 是…。 

  肆、列席指導致詞: 

經過幾次的開會，發現小朋友越來越有環境保護的概念，在會議中討論熱烈，也能逐

漸在生活中注意到自己的行為對環境的影響。希望小朋友可以將會議中討論的事項，

傳達給班上的同學，讓環境保護的行為更為落實。 

伍、主席結論或主席指示事項:。 

陸、散會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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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小局長主持生態會議 各班代表討論會議事項 

  

環保小局長主持生態會議 環保小局長就蒐集之資料彙整簡報 

  

小局長生態會議報告 小局長生態會議報告 

 

（二）健康生活 

為了更有效的推動環境教育，我們試著盤點既有的戶外山野教學資源，整合

規劃一到六年級每學期 8 節的課程，帶學生「樂遊猴猴、蘇活灣澳」，並且得到

教育部飛揚 100戶外教育成果競賽銀牌獎。 

蘇澳港最突出的海岬叫「猴猴鼻」，蘇花公路開頭有一段沿著小溪谷上行，

那小溪叫「猴猴溪」，這些都是猴猴族留下的名稱。猴猴山谷連結永樂和南方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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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有非常原始的低海拔山林生態，挑戰谷地健行，不僅可以經由叢林探險認

識台灣，也可以認識猴猴族這個古老神秘的文化，是推廣戶外教育最佳的場域。 

猴猴溪谷地是蘇花古道北段的開端，台灣先民從這裡出發，開啟對東部未知

領域的探索。宜蘭縣永樂國小透過「樂遊猴猴」、「蘇活灣澳」等山野和海洋課程，

帶領孩子踏上先人的腳步，走進猴猴溪谷地，踏上太平洋海濱，重新觀察生命的

特質，思考生命的意義，建立欣賞生命、尊重生命、與維護生命的價值觀。 

1. 樂遊猴猴 

以猴猴族曾經聚集的山谷為探索學習的場域，從認識校園內動植物開始，運

用雙腳和五觀走讀溪流濕地生態環境、中低海拔山林生態環境、台灣蛙類和蛇類、

野外求生技能、神秘的猴猴族人和蘇澳周邊步道系統等。 

 

單元 課程大綱 課程標的 

認
識
校
園 

大綱 : 

校園內動植物 

(校樹、園藝種) 

昆蟲系列課程 

(鞘翅目與鱗翅目) 

土壤生態環境 

標的 : 

利用校園豐富植物資源，建立學童基礎原境概

念，藉由尋找、閱讀、探查等內容，發展低年級

生表達與觀察能力。 

過程中加入昆蟲課程，養成物種分類辨別能力，

對生命尊重及負責心態。 

1.記錄校園(基礎調查) 80 

2.植物辨別 40 

3.草本與木本 40 

4.開花植物 40 

5.種子認識 40 

6.土壤裡的小生命 80 

7.認識蝴蝶(鱗翅目) 40 

8.認識甲蟲(鞘翅目) 40 

9.紀錄物種(基礎調查) 80 

10.昆蟲觀察與紀錄 40 

11.昆蟲的家 80 

12.食草的分布 40 
溪
流
濕
地
生
態 

大綱 :  

營造溪流環境 

(先觀察後施作) 

布置水族箱 

(以溪流為主題配置魚缸) 

豢養觀察水棲動植物 

(水蠆、水草、原生魚類) 

標的 : 

通過一定能量的觀察，表達自己所意義之系統，

建立屬於自己的微型生態缸，課程學習其中的照

養方式與設計美感及生態完整性。 

動植物使用台灣原生，加強外來物種學習以及避

免或去除。  

1.溪流觀察(實地課程) 80 

2.昆蟲綠活圖 80 

3.水棲昆蟲 40 

4.溪流魚類 40 

5.布置水族箱(概念) 40 

6.溪流微生態 40 

7.台灣原生水草 40 

8.水草種植 80 

9.砂與石的故事 40 

10.打造魚的家 40 

11.觀察與紀錄 40 

12.我的水族繪本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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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的
山
林 

大綱 : 

認識中低海拔生態環境 

(由認識物種到建立概念) 

原生與外來種概念建立 

(台灣原生木本與外來種木本) 

標的 : 

不同的環境條件，形成不同特質的棲地，這也讓

森林中的植物群相，物種有不同的組成變化。 

走入森林戶外課程，帶領學生實地前往當地的森

林環境，進行環境學習與生態體驗，並將先前單

元所學的認知與概念加以印證與應用。 

1.第一次接觸山林(實地) 80 

2.低海拔動物 40 

3.原生種特殊植物 40 

4.可食用的蕨類 40 

5.美麗的台灣山林(寫生課) 80 

6.山林綠活圖一 40 

7.山林綠活圖二 40 

8.中低海拔哺乳類 80 

9.瀕臨絕種的動物 40 

10.觀察與紀錄 80 

12.原生種類與外來(實地) 80 

兩
爬
動
物 

大綱 :  

台灣蛙類與蛇類介紹 

生態池建立與觀察 

(物種復育課程) 

標的 : 

生態池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環境系統，需要有完整

的水質概念，動植物種概念，才能讓生態池維持

平衡。 

課程中將動植物分別作介紹，讓其能在此微型生

態中不因為喜好而被增減，成就學童穩固的系統

概念 

1.台灣的兩棲與蛇類 80 

2.生態池概念 40 

3.水質是甚麼 80 

4.生態池建立一 80 

5.生態池建立二 40 

6.生態池建立三 80 

7.生態池中的植物 40 

8.種出一片美麗的池塘(實地) 80 

9.食蚊系統(魚類豢養) 40 

10.紀錄表格的設計與實務 80 
自
我
照
顧 

大綱 :  

野外求生系統 

蘇澳週邊步道系統(一) 

標的 : 

在學習各項生態環境基本知識後，培養照顧自

己、團隊合作是相當難得的技能。而其中於山野

以最低索取資源標準，完成踏勘以及求生標的，

建立強韌心理、體能是其課程目標。 

透過登山健行等戶外活動中，認識人類、文化和

生物、物理環境間的相關性，使人們得與森林友

善溝通，並從中獲得身、心、靈的陶冶。 

1.野外求生(課程) 40 

2.野外求生課程 80 

   (取火與汲水實務) 

3.繩結運用 40 

4.七星嶺步道 160 

5.搭設庇護區(實地) 80 

6.野地烹煮技巧(實地) 80 

7.朝陽國家步道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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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故
事 

大綱 :  

(海洋民族遷移史) 

(神秘的猴猴族人) 

蘇澳週邊步道系統(二) 

標的 : 

以舊時代生活方式記憶，發掘或模仿祖先智慧，

加深地方認同。 

走讀台灣山林的步道，加強人與自然互動，培養

正確環境倫理素養，提昇社會整體正面價值。 

1.自我照顧的重點 40 

2.求生運用驗收 120 

3.蘇花古道－大南澳越嶺段 160 

4.地方人文遷移文化 80 

5.路線踏查與紀錄(實地) 80 

6.聖母山莊國家步道 160 

 

【認識校園】 

 

以校園的植物與自

然的環境與動物棲

地，的自然觀察，在

校園散步中自然而

然的認識校園與校

園植物與探索 

【溪流濕地生態】 

 

透過教材的介紹與

溪流實地的認識與

觀察，了解溪流生

態，在自已動手營造

出一個生溪流生態

箱。 

【台灣的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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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山林地形多

變，動植群項多樣，

植最好的活教材，從

認識、了解到就地取

材與運用，成為一個

大自然的好朋友。 

【兩爬動物】 

 

生活周邊因不了解

的可怕動物，引領小

朋友們認識親近與

保護，不因誤解而害

怕。 

【自我照顧】 

 

山林間食、衣、住、

行，如何完成，體驗

原 始 的 生 活 與 技

巧，珍惜現有與反

思。 

【我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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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山林感受大自

然，與大自然相應，

團隊協力、相互鼓

勵，完成我們的故

事。 

 

2. 蘇活灣澳 

猴猴族於 1797 年前從台灣東部遷入宜蘭平原武荖坑溪口，嗣於 1830-1850

年間遷徙南方澳，直到 1921 年南方澳建設漁港而四散。據研究，猴猴人有高明

的操船技巧並擅於游泳，且能駕舟往返花蓮，從他們先後選擇遷徙於武荖坑溪口

沙洲和南方澳海濱的事實，加上在他們語言嚴重噶瑪蘭化的 1850-1860年代，卻

突出的保留與噶瑪蘭族不同，而與海上生活有關的語彙，可以推論航海、捕魚應

是猴猴族傳統的生活方式，他們可能和噶瑪蘭人一樣兼營海捕與狩獵。 

追尋猴猴族的故事，可以讓孩子更清楚認識，海洋是我們依存的環境，是文

化建構的要素，是經濟發展的利基，對海洋的認知理解與關心有其必要性。透過

「海洋」教育等問題，以探究式教學，讓孩子接近海洋、了解海洋、關心海洋，

並提升孩子對海洋正確的態度與知能，藉此真誠的面對與對待我們所生存的環

境。 

【海洋生物系統】 

單元 課程內容 課程標的 

海 洋

生 物

系統 

1.海洋生物一(貝類)80 

2.海洋生物二(棘皮類)80 

3.海洋生物三(軟體動物)80 

基礎生物於環境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包含了指

標性與完整性，藉由基礎生物的認識，可了解其演

化與變動。 

海 洋

生 態

系統 

1.海洋生命與生態 80 

2.潮間帶面面觀 80 

3.潮池中的美麗景觀 80 

潮間帶環境是極其複雜也美麗非凡，稱為海洋幼兒

園一點也不為過，生命孕育於此，連結珊瑚礁系統

與洋流變化，是生物多樣性最特別的環境系統。 

海 洋

永 續

發展 

1.海洋廢棄物 80 

2.永續海鮮概念 80 

3.海洋民族的遷徙 80 

4.海洋資源爭奪 80 

廢棄物的來與去 

如何從根本談永續海洋 

先民的遷徙和漁村生活(配合各校特性，永樂以猴

猴族為主。) 

大國崛起-海軍蘇澳基地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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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生 物 多 樣 豐

富，富含了世界的觀

點與在地的應用。 

【海洋生態系統】 

 

台灣四面環海，認識

海洋與潮間帶，與安

全的活動，給小朋友

們一個安全探索的

技能。 

【海洋永續發展】 

 

海洋資源的運用如

何達到一個平衡，幫

助人們並達到永續

的理念，回饋與反

思。 

陸、檢討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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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本計畫認證路徑過程中，必須思考學生成長的根本需求，在多元發展

的大方向下，仔細討論確定各項活動的教學目標，妥善規劃學生學習的時間，避

免各種資源重複的浪費。 

首先，把「能源教育」和「健康生活」2路徑的教學活動融入領域教學之中，

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仔細觀察，用心學習，進而能學會解決問題，達成預定

的學習目標。此外，要讓學校老師理解「能源教育」和「健康生活」課程的核心

價值，並且透過實際的操作，讓學校老師看見環境教育對學生學習和成長的正面

影響力。屆時，老師們便會主動利用各種機會跟學生傳達這些寶貴的價值，並且

教導學生培養實踐環境教育價值的基本能力。 

「能源教育」和「健康生活」2路徑只是實踐環境教育價值的工具，而不是

目的，環境教育的價值和理念才是追求的目標。因此，在「能源教育」和「健康

生活」2路徑以外的教學活動也發揮殊途同歸的效果。簡而言之，環境教育即是

生活教育，教導學生在生活之中實踐和諧與永續的價值就是最佳的環境教育。 

 

柒、經費支用情形 
 

項次 項目 金額(元) 說明 

1 鐘點費 8,000 

辦理健康生活環境改善工作坊，帶領學

生運用設計思考，尋找校園環境中可改

善的地方，透過共同討論學習，尋求解

決方案。由林菀誼老師帶領，上課 5次，

每次 4小時。 

2 印刷費 16,000 

1.永樂國小節能減碳、環境保護課程推

廣 DM，1,500份，每份 5元。 

2.「樂遊猴猴、蘇活灣澳」戶外教育手

冊，100本，每本 100元。 

3 教學材料費 6,000 樂遊猴猴戶外課程炊事材料 

4 教學看板 18,000 
結合健康生活環境改善項目，製作教學

看板佈置情境。 

5 雜支 2,000 

1.環教課程推廣 DM1,500份，派報費用

500元。 

2.導覽用麥克風 1組，1,500元。 

總計  50,000  

 
 
捌、本項計畫申請總經費新台幣伍萬元，實際支用總經費新台幣伍萬元，詳如

「經費支出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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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宜蘭縣臺美生態學校聯盟執行成果報告書 

               經費支出及分攤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學校名稱：   永樂國小     

原始憑證

編號 

支            出 

宜蘭縣政
府分攤金
額(b) 

受補
助單
位分
攤金
額(c) 

其他
單位
分攤
金額
(d) 

備註 
項目 

明細 
(應與計

畫書經費

需求表項

目相同) 

執行總經
費

(a=b+c+d) 

 鐘點費 鐘點費 8,000元 8,000元 0元 0元  

 
印刷費 

課程介紹

DM印製 
6,000元 6,000元 0元 0元 

 

 
 

成果手冊

印製 
10,000元 10,000元 0元 0元 

 

 
教學材料 有機麵粉 1,800元 1,800元 0元 0元 

 

  橄欖油 1,200元 1,200元 0元 0元  

  蔬菜 500元 500元 0元 0元  

 
教學看板 教學看板 18,000元 18,000元 0元 0元 

 

 
雜支 傳單派報 500元 500元 0元 0元 

 

  麥克風 1,500元 1,500元 0元 0元  

 
合計  50,000元 50,000元 0元 0元  

  分攤比

例 
 100% 100% 0% 0%  

填表人：           主管：           會計主任：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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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請置於原始憑證首頁 

 經費支用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憑證編號 支用項目 子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鐘點費 鐘點費 400元 20元 8,000元 

 印刷費 課程介紹 DM印製 4元 1,500份 6,000元 

  成果手冊印製 100元 100元 10,000元 

 教學材料費 有機麵粉 900元 2袋 1,800元 

  橄欖油 600元 2瓶 1,200元 

  蔬菜 500元 1批 500元 

 教學看板 教學看板 3,000元 6組 18,000元 

 雜支 傳單派報 0.4元 1,250張 500元 

  麥克風 1,500元 1組 1,500元 

合計    50,000元 

製表人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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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不 當 支 出 切 結 書 

 

茲同意切結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辦理 107年臺

美生態學校聯盟推廣計畫，本案經費若經審計單位查核係不

當支出、或有經費項目重複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而須繳回時，

立切結書人單位(人員)願連帶負按原申請補助金額繳回  

貴局之責任，絕無異議，特立此書為憑證。 

      此致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受補助單位：宜蘭縣蘇澳鎮永樂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負責人)：曾文賢 

會計主任：林淑惠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1  月  1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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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107年宜蘭縣臺美生態學校聯盟推廣計畫 

永樂國小參加學生名冊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俞○恩 陳○賢 陳○碩 許○瀚 李○辰 游○淯 

楊○展 李○樂 俞○希 謝○民 游○彬 李○毅 

郭○碩 陳○軒 高○恩 沈○文 陳○維 林○均 

賴○易 李○妤 蕭○恆 游○又 林○澔 賴○承 

游○盛 游○婷 楊○絨 楊○丞 俞○辰 游○鈞 

周○暄 李○柔 李○芮 陳○寧 許○慈 莫○皓 

林○瑜 林○溱 沈○蓁 李○欣 林○晨 葉○膳 

李○綺 周○汝 許○心  謝○恩 李○臻 

 王○貞 張○綪  張○溱 俞○伶 

    潘○琪 俞○菲 

    蕭○倫 劉○闓 

    伍○愉 賴○元 

    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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