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興國小112年智慧化氣候友善永續循環校園先導型計畫成果海報-軟體
一、規劃選擇探索面向：
學校學生家庭多數以草莓做為經濟作物，草莓不但是學生家庭賴以為生的生計，也是家鄉在地的特色特產，草莓=大湖=家鄉的概念化連結非常強烈，故本校以
「有莓真好」規劃校本特色課程，橫向連結與草莓相關的課程。然而，生活並非如此美好，種植草莓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常會遇到許多問題與困難，有些甚至
是突然發生整片莓田感染生病，讓種植者措手不及，一夕損失慘重，學生家庭叫苦連天，生活頓失依靠，影響學生甚鉅，故選擇以此方向進行探索
二、課程引導教學設計:
概說  從團體討論、資料蒐集，思考賴以維生的草莓種植遇到生存問題如何解決改善問題? 

A 單元大概念  
關懷在地家鄉產業，期待培養會解決問題、
善於思考的好學生，同時也能夠穩定培養家
鄉好草莓，培養學生核心素養及學科橫向整
合及實作能力，提升國際競爭力，達到深
化、優化、活化的效能。 

B 問題  
突然下起的傾盆大雨，準備採收的草莓表皮傷痕累累，整盆草莓看起來懨懨一息，所有的種植成本已
經投入，大家都等著採收草莓卻遭此惡運，難道我們真的如俗語說的，種田人就只能看天吃飯嗎?就
只能靠運氣，運氣好，就歡喜採收，運氣不好，就要血本無歸了嗎?身為家鄉的一份子，請你運用所
學，系統思考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除了種草莓之外，我們還可以怎樣發揮草莓的價值，讓草莓不
只是食物，而具有話題性提升能見度，像最近最熱門的鬼滅之刃一樣超有話題的?想一想?可以利用什
麼方法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種草莓的辛苦，一起珍惜辛苦種植的草莓。讓我們成為守護家鄉的創意
家。 

C 學生能知道  
1. 草莓生長遇到的疾病。 
2. 更新改造的意義。  
3. 氣候變遷對生態造成的影響。 

D 能做到  
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觀察、記錄、訪查及查詢資料，進而能察覺種植草莓
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2. 能關注家鄉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種植草莓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之
解決方法及創意開展行動。 
3. 透過 PBL 專題研究報告自己對於種植草莓過程中觀察遇到的困難及解決策略。 

大概念價值定位  關係  

核心素養  E-A2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A3具備擬訂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環境。  

課程目標  透過共同討論與資料搜尋，深刻思考賴以維生的草莓種植遇到生存問題與如何解決改善問題。 

表現任務  1. 學生能製作草莓生長 PPT 簡報 
2. 學生能發表草莓生長 PPT 簡報 
3. 學生能完成研究問題與主題的海報 
4. 學生能與社區農事專家互動發表並回答 

課程脈絡  發現問題〉共同討論〉多面向思考〉決定發展方向 

素養發展  察覺力、解決問題能力、創造力 

思考工具  T型圖  

 三、SDGs連結發想

SDGs
SDGs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與本計畫之關聯性

目標1：消除貧窮
終結全球各地所有類型的貧窮

弱勢學生整體關照 本學區之家長社經地位偏低，學生多屬弱勢族
群，此計畫可讓學生參與討論，提升其對環境
的敏感度，亦增強其問題解決能力，習得終身
學習的能力。

目標2：消除飢餓
終結飢餓，實現糧食安全和改善營養，並促進
農業永續發展

食農教育，延伸至糧食浪費 本校校本課程以食農教育為主，因此環境的改
善，有助於在地食農教育的推廣活動。

目標4：教育品質
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等教育，並為所有人提供
終身學習機會

學校教育的品質促進，延伸連結至新課綱實施 此計畫將由學生共同參與討論，在參與的過程
中，即包含了自發、互動與共好的過程，提供
學生帶著走的能力。

目標11：永續城市
讓城市和住宅兼具包容性、安全性、靈活度與
永續性

學校與社區的連結與關係 本校社區為草莓特色產業發展區，學校與社區
緊密的連結，此計畫有助於改善學校環境，亦
更能提升社區人士到校活動的安全性。

目標13：氣候行動
採取緊急行動對抗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氣候變遷、環境變遷 此計畫有包含改善跑道塵土飛揚的問題，由此
影響空氣品質的問題，可延伸至探討氣候變遷
是否與校園空氣和環境有關。

目標15：陸地生態
保護、恢復、促進陸地生態系統的永續利用、
永續 管理森林、對抗沙漠化、制止和扭轉土
地退化，並防止喪失生物多樣性

生態教育、校園內的生態環境 校園位於馬拉邦山之山腰處，可藉由此計畫，
探索於此地理位置之校園生態環境。

四、食農教育之智慧農場自動澆灌系統探究課程

學習子任務 課程內容說明 活動紀錄
一 乾了莓
元件一：土壤溼度感測器的認識、連接操作及實
驗
1-1：
認識土壤溼度感測器
1-2：
土壤溼度感測器連接操作
1-3：
土壤溼度感測器程式編寫
1-4：
土壤溼度感測器測試

(1)土壤溼度感測器的構造及功能介紹。
(2)土壤溼度感測器與Arduino的連接及練習。
(3)撰寫土壤溼度感測器的讀取測試程式及練習。
(4)利用土壤溼度感測器分組進行乾溼測量實驗，

並將實驗數值做紀錄。
(5)各組觀察實驗數值，並進行乾溼度界限值的

討論。

以土壤溼度感測器測量乾溼度，並紀錄數值。

一 乾了莓
元件一：土壤溼度感測器的認識、連接操作及實
驗
1-1：
認識土壤溼度感測器
1-2：
土壤溼度感測器連接操作
1-3：
土壤溼度感測器程式編寫
1-4：
土壤溼度感測器測試

(1)電球閥的構造及功能介紹。
(2)水龍頭與電球閥的連接方式操作及練習。
(3)電球閥的電源與開關連接方式操作及練習。
(4)以電源開關來進行電球閥控制水龍頭出水的

操作及練習。

電球閥的電源與開關連接方式操作及練習。

三、電來莓
元件三：繼電器的操作及實驗
3-1
認識繼電器
3-2
繼電器與Arduino的電路
3-3
繼電器的程式操作
3-4
繼電器與電球閥的連接

(1)繼電器的構造、原理及功能解說。
(2)繼電器與Arduino的電路連接及練習。
(3)撰寫繼電器的輸出測試程式及練習。
(4)以繼電器做電球閥的電源開關，組裝此裝置，

並操作此裝置控制水龍頭出水。

繼電器與Arduino的電路連接及練習。

四、水來莓
組裝自動化澆灌模組
4-1
模組系統組裝
4-2
置入Arduino控制板及電池
4-3
置入土壤溼度感測器
4-4
置入繼電器
4-5
置入LCD螢幕
4-6
自動澆灌控制程式撰寫

(1)模組系統組裝。
(2)將Arduino控制板及電池安置在適當位置。
(3)將土壤溼度感測器與Arduino控制板以電路連

接安置於盒中，並撰寫功能測試程式。
(4)將繼電器與Arduino控制板以電路連接安置於

盒中，並撰寫測試程式。
(5)將繼電器及LCD螢幕電路連接安置於盒中，並

撰寫簡易功能測試程式。
(6)自動澆灌控制系統程式撰寫及測試。

組裝自動化澆灌模組。



東興國小110年永續校園探索計畫成果海報-硬體
一、認識東興-基本資料： 二、設備：

三、校園盤點

問題探索1 改善前

學校行車動線改善：
校舍前方的整體規畫改變原來居民車輛停放之問題，避免居民行車影響學童，並
改出入口行車視角不良問題。

解決問題 改善後
增設人車分道標誌，改善居民車輛停放之問題，解決出入口行車視角不良問題。

問題探索2 改善前

操場的使用模式：
原土面操場遇風沙無法上課及進行相關活動

解決問題 改善後

爭取經費改善現況

問題探索3 改善前

閒置空間改善-1：
將閒置的廁所改建為多功能書屋，成為推展閱讀教育及食農教育的地方。

解決問題 改善後

引進逢甲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及明道大學「園藝設計學系」專家學者籍結合永
續校園計畫，打造多功能書屋

問題探索4 改善前

閒置空間改善-2：
教師宿舍前閒置空地活化利用

解決問題 改善後

透過永續校園計畫，結合在地產業問題解決，建構智慧農場之太陽能自動澆灌系
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