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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校園整體規劃構想書 

壹、 學校教育與經營管理理念篇 

一、學校基本資訊 

校名：苗栗縣大湖鄉東興國民小學 地址：苗栗縣大湖鄉東興村下湖 37 號 

學校年資：59 班級數：6 

學校網址：https://www.dss.mlc.edu.tw/ 老師人數：13          學生人數：20 

是否為縣市政府指定之防災避難中心 □是  █否 

二、學校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教育構想 

1. 強化在地連結 

位於大湖及馬那邦山下的東興國小,擁有比其他學校還多的在地文

化及特色,也因此加強周遭文化產業的聯繫,朝永續城鄉前進 

2. 發展學校特殊教程 

利用空間的改善加強並推廣學校的特色,例如提倡閱讀等... 

3. 安全教學校園 

校園中隱藏許多因為硬體老舊所產生的危險,因此我們探索並檢討
加以改善,打造健康安全的學習環境。 

4. 水資源與環境友善 

在綠覆率達標後,更需要改善是水資源的問題,目前使用的是地下水,

雖然學校用水量不高,但若能利用與水資源,更能達到環境循環。 

三、學校經營管理永續性構想 

1. 環境永續：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在於深化人

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正向關係，在「人與自然」的部

份，需要藉由「環境永續」的概念持續深化，以學習謙卑的面對自

然環境，進而與環境共生共榮！ 

2. 學生為本：本次的探索計畫，回歸「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價值，

藉由教學的設計、課程的規劃，讓學生認識學校、認識社區、認識

環境，以達到「教學在地化」、「學習統整化」的目標。 

3. 教育共構：整合在地資源、在地企業、宗教寺廟等，擴大學習面

向、共構學習資源，以提昇學生的學習視野，活化生涯發展的思

維，促進資源的極大化。 

 

https://www.dss.mlc.edu.tw/


貳、 永續環境基礎篇 

（請在具有比例、方位標準之學校平面配置圖/測量圖上繪製以下基礎資料） 

一、 學校在地基礎物理環境資料 

(一) 日照(呈現大區域日照軌跡、影響範圍) 

甲、 上午日照影響範圍                  2. 下午日照影響

範圍 

 

 

校舍南側無走廊或遮陽板，故西曬、

南曬易致室內溫度升高。 

目前後院列植龍柏為一樓教室阻擋部

分光線。 

由於校舍正面有走廊及遮陽板，

東曬情況較不嚴重。 

舊宿舍有肯氏南洋杉阻擋部分光

線。 



(二) 降雨(蒐集彙整近年每月與雨量分佈) 

降水量每年不盡相同，但皆受鋒面及東北季風 (東北風)影響，集中於

夏、秋，雨季 5~8月較明顯。冬季普遍降水少，10~12月較明顯。 

(三) 風向調查表(呈現大區域季節風以及主要建築物周遭氣流) 

在風向上於冬季時須做好東北季風的導除與遮蔽防風，而在其他季

節上則須將宜人舒適的風導入室內，以維持良好的室內空氣品質。

進一步的模擬風向圖則發現國小位處地帶因前後方接臨山脈，使得

主要風從上方流過，冬天受寒風影響小，但夏天就須針對通風有進

一步的設計。 

2020年 風速風向圖 



2020年氣壓資訊 

(四) 校舍建築物基本資料調查表(名稱、年代、構造形式、現況) 

甲、 校史 

民國 45年 8月 1日初創，時名南湖國民學校東興分班，民國 48年

8月 1日成立南湖國學校東興分校，民國 49年 8月 1日奉准獨立設校，

時名苗栗縣大湖鄉東興國民學校，民國 57年 8月 1日政府實施九年國

教，校名改稱苗栗縣大湖鄉東興國民小學。 

 

東興在民國 57年時，學生人數達 319人，是本校輝煌時期，目前

為六個班級之小型偏遠學校。本校學區家長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皆從事農

業，是一個純樸的農村社區。 

 

而學校鄰近地區為大湖草莓、溫泉、馬拉邦山登山步道、楓葉著名

之地，假日遊客眾多。山上空氣清新，視野良好，有為遊客所設之停車

場與民宿。 

 

乙、 校園名稱及構造形式 

東興國小校舍組成包含辦公大樓、前宿舍、校長室、廁所，後宿舍所

組成，建築構造為加強磚造形式，現況如下： 



 

 

 

 



 

 

 

二、校內整體環境資料分析 

(一) 建築體與室內學習環境(教室：溫度、濕度、風向、日照、照度) 

學校校舍為東南-西北，不太會受到西曬影響，每班學生人數不超

過 5 位，空間也較彈性，另外教室內有安裝捲簾，若學生有需求，可

以將捲簾放下遮擋。 

(二) 校內外高程 

本校位處山坡地，有著高程差，校外與校內高程不大，最大的高程差



在校內，為目前校長室前方。 

(三) 人車動線 

原先規劃停車格 

 

 

  實際停車位置 

 

  汽車校內行駛路徑 

 

 

校園裡面無明顯的人車動線區

分，而導致整個操場都成為汽車可

以行駛以及停車的範圍。 

 



(四) 水溝分佈與排水路徑 

 

S: 走道寬廣，擋土牆上可種植 

栽，加固土坡或石坡，保護 

行人和附近建築物。 

W: 雨遮長度不足致使內流。擋 

土牆使校園地貌受限制。 

O: 走廊的動線和植栽區隔，規 

劃排水，防止水在擋土牆後 

積聚，以免其倒塌。 

T: 無良好排水系統造成積水， 

師生因為擋土牆而需要先爬 

上陡峭的階梯。 

 

 

(五) 透水鋪面與不透水鋪面 

 



(六) 積水區域(可/不可積水區域、實際積水區域) 

本校因紅土跑道不常整理，故下雨時僅紅土跑道部分會積水。 

(七) 生態分佈(動植物)  

甲、 動物分布 

 

 

 

 

 

 

 

 

 

居民籠養雞群，在校園無

障礙坡道處會聞到特殊氣

味，周邊亦有蒼蠅環繞。 

居民養的狗，脖雖有繫

繩，但會藉由校區與民宅

交接之小門進入停車區。 



乙、 植物分布 

 

 

 



丙、植栽分布說明 

 

 

丁、局部植栽分布 

 

 

位置 主要樹種 形式 

校舍

北側 

西北側 龍柏、野牡丹、櫻花、台灣欒

樹、梅花、青楓、茄苳、桑樹 

沿圍牆散佈，茄

苳樹伴校已長達

30-40年。 

前花園 山茶、小葉女貞、鵝掌藤 司令台及其雙側

樓梯分割成兩區

域。 

東南角 龍柏、山茶、樹蘭、肯氏南洋杉 集中於坡道兩側

以南洋杉最多。 

校舍

南側 

教材園 龍柏、黃金榕、桂花、七里香、

櫻花、梅花、馬拉巴栗頁荷花、

櫟樹、蘇鐵 

近建築物處為列

植，中間夾雜多

植栽為散佈狀態 



三、 學校能資源使用數據分析 

(一) 水： 

學校的生活用水主要都是抽地下水，經過過濾後分成生活用水與

飲用水兩區域的水塔儲存，但因抽水費電又花錢，需要善加利用水資

源。 

 

 

 

 

 



 

 

 地下水過濾為飲用水後的廢水則引用至廁所後面水塔，變成沖廁

所的水源，發揮循環利用的效果。 

 

 

 



(二) 電： 

108 年平均電費為$10,739 元，109 年為$12,576 元，近 2 年電費為

$11,657 元，因本校一直以來皆為傳統燈具，故耗電量較高，109 年 9

月將所有教室更換為 LED 燈具，所有電費下降約 20%，未來預計將本

校校舍頂樓增置太陽能設備，以爭取電費補貼。 



四、 邁向永續環境問題分類敘述 

透過一、學校在地基礎物理環境資料、二、校內整體環境資料分析、三、學校能資源使用數據分析，從中挖掘學校面臨的困境與

問題，透過以下分類進行質量化的敘述。 

項目說明 

 

 

類別 

現有狀況與設施 經營管理問題彙整 問題根源及延伸分析 
對於所面臨問題的解

決方法與對策略 

如何透過課程、活動

讓師生在校園生活中

瞭解 

盤點、分析與功能 
設施在使用、維護管

理方面的問題…等 
經營管理阻礙盤點 多元方法對策 如何引發師生覺知 

能源(電) 

學校原本為傳統燈

具，飲水機沒有定時，

因此會有些許耗電。 

因學校人數較少，教

室燈具有 3 排，建議只

開前 2 排即可。 

目前發現可節電的部

分為燈具、飲水機設

備。 

於 109 年 9 月汰換為

LED 燈具，同年 10 月

汰換可控時飲水機，

省下電量約為 25%。 

於教師晨會向各班老

師宣導節電重要性，

並請學生隨手關燈。 

資源 

(水、土、生態) 

校內資源豐富，除水

資源為地下水，大腸

桿菌有超標情況，飲

用水皆無問題。 

因學校無自來水，故

目前僅能使用地下水

資源。 

大腸桿菌超標情況

下，洗手台不得生飲，

刷牙後建議用乾淨飲

水重新漱口。 

預計採購能過濾大腸

桿菌之濾水器，日後

定期保養維護，維持

用水安全。 

在用水宣導時，已告

知全校師生，不可直

接飲用地下水。 

衛生 

(室內外學習環境) 

室外植物較多，操場

也有草皮，恐滋生病

媒蚊，影響衛生安全。 

校舍前有多肉植物植

栽，後方有石作牆壁，

因氣候潮濕，常滋生

小黑蚊。 

學校地理位置處於潮

濕環境，青苔較多，同

時也會吸引小黑蚊孳

生。 

定時除草、高壓水柱

清理青苔，以保持校

園衛生安全。 

正確教導小朋友認識

何謂小黑蚊及帶來的

危害，並教導正確防

治方法。 



項目說明 

 

 

類別 

現有狀況與設施 經營管理問題彙整 問題根源及延伸分析 
對於所面臨問題的解

決方法與對策略 

如何透過課程、活動

讓師生在校園生活中

瞭解 

盤點、分析與功能 
設施在使用、維護管

理方面的問題…等 
經營管理阻礙盤點 多元方法對策 如何引發師生覺知 

安全 

災害 

依據 108 年災害潛勢

評估結果，地震、淹水

及坡地的潛勢結果為

低。 

本校在 104 年進行過

校舍耐震補強，所有

安全災害部分較低。 

因校園災害潛勢較

低，故較無延伸問題。 

本校有地震預警系

統，能在地震發報時

透過學校廣播及時放

送，預防災害。 

每年度的地震災害演

練及平時皆會舉辦全

校性災害宣導，以讓

師生注意安全。 

其他：如教育、

管理、人力、制

度…等 

本校位處偏鄉，有 90%

以上為代理教師，此

為現階段應解決之問

題。 

學校多數為代理教師

也表示校內教師流動

率變換幅度較大，需

要維持師資平穩度。 

本校位處偏鄉，無法

有效吸引正式教師任

教。 

改變宿舍住宿環境、

降低租房開銷誘因，

讓居住較遠的教師能

更有意願在偏鄉任

教。 

無。 



五、 永續環境規劃藍圖：陳述問題點、改善先後順序以及所有可能策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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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校行人動線改善： 

操場抬升獲得更大空間後，將球場

及停車空間妥善規劃，讓學校車輛

及行人動線明確區分。 

3.   操場的使用模式： 

將操場的使用模式改為在三樓 70

公尺的直線跑道,利用這種方式將

操場與地面拉開,讓地面層有更多

的使用空間,同時也為學校增加更

多半戶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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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閒置校舍改造： 

將閒置的宿舍改為開放式的廚房,成為推

展食農教育的地方，並且延伸戶外平台,

拓寬使用過度的走廊,同時也能阻擋沿著

擋土牆被吹上來的紅土沙塵。 

5.   垂直創造空間： 

在學校西側空地以平台的形式拉出上下空

間,一方面為活動空間加蓋遮雨,另一方面

也能創造空間解決空間不足之問題，平台

上以樹穴形式,在樹周圍增加座椅,使閱讀

空間向自然延伸。 

6.   司令台的改善： 

因爲操場抬昇的關係，司令台得以延伸出

來，兩側樓梯增設平台連接到司令台部

分，改善樓梯與司令台動線，材質則採用

木紋方式帶入木平台遊戲區。 

7.   空間量體改善： 

面對學生教室空間不夠的問題，將教室單

元空間一分為二，讓二層創造出八間教

室，提供給一到六年級的學生，二層中央

打通，創造出半戶外空間的穿堂，提供展

覽或微靜態社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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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增設幼兒園： 

將幼兒園教室新建於一樓的西側以遠離車輛

動線,同時讓幼小的學生們不用走樓梯上學,

最後將教室與擋土牆間的空間設為幼兒園專

屬的半戶外活動空間,以防與高年級學生碰撞

發生危險,達成永續校園安全教育的目標。 

9.   校舍後院的改善： 

將平台鑲嵌和架高在構造裡，運用不同的平

台，將每個角落創造出親密又連通的空間，

在平台中有不同大小的單元量體，提供半戶

外書架與正在發展的特色學校手做黏土與水

泥多肉盆栽展示的空間，和儲藏空間。 

10.   無障礙坡道改善： 

移至校園西側空地,將坡道的轉折處減少,並

且加寬,以符合安全使用。再以無障礙坡道取

代學校隱蔽死角。無障礙坡道在學校的使用

率較低,因此將此坡道設置於較顯眼處,使其

成為學生另一條抵達校舍之動線。 

11.   閱讀角的改善： 

讀書角形成穿透形式，打通視覺及空間，大

幅增加閱讀空間，並與自然相融合，操場入

口位於讀書角旁，大大增加讀書角的人流，

以及空間串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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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1 

1 
3 

1 

1 
5 

1 

1 
6 

1 

1 
7 

1 

8 

1 

10 



參、 永續發展教育篇 

一、學校本位課程簡介 

(一) 部定課程 

 



(二) 校訂課程（能以架構圖以及說明呈現） 

 

二、永續發展概念融入之構想 

(一) 融入部定課程構想 

為跨領域課程為主題，使學生學會系統思考、解決生活發生的問題，

關懷在地家鄉產業，從解決真實生活問題出發，跨域整合培養學生思

考、理解、創思、解決問題能力，藉由數位課程的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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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國際競爭力。 

 



(二) 在校訂課程中的脈絡（能以架構圖以及說明呈現） 

 

總綱核心素養 
科技核心素養項

目 

科技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

問題 

科-J-A2運用科

技工具，理解與

歸納問題，進而

提出簡易的解決

之道。 

科 E7依據設計構想以規劃物品的製

作步驟。  

科 E8利用創意思考的技巧。 

 

總綱核心素養 
國語文 

核心素養項目 

國語文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

表達 

國-E-B1理解與

運用國語文在日

常生活中學習體

察他人的感受，

並給予適當的回

應，以達成溝通

及互動的目標。 

2-Ⅲ-6 結合科

技與資訊，提升

表達的效能。 

 

Be-Ⅲ-3 在學習

應用方面，以簡

報、讀書報告、

演講稿等格式與 

寫作方法為主。 

 

總綱核心素養 
社會領域 

核心素養項目 

社會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A2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社-E-A2 敏覺居

住地方的社會、

自然與人文環境

變遷，關注生活

問題及其影響，

並 思 考 解 決 方

法。 

3d-III-2 探究社

會議題發生的原

因與影響，評估

與選擇合適的解

決方案。 

Ae-III-1 科學

和技術發展對自

然與人文環境具

有不同層面的影

響。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

應變 

社-E-A3 探究人

類 生 活 相 關 議

題，規劃學習計

畫，並在執行過

程中，因應情境

變化，持續調整

與創新。 

3d-III-3 分 享

學習主題、社會

議題探究的發現

或執行經驗，並

運用回饋資訊進

行省思，尋求調

整與創新 

Ae-III-2 科學

和技術的發展與

人類的價值、信

仰與態度會相互

影響。 

 



總綱核心素養 
數學領域 

核心素養項目 

數學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

應變 

數-E-A3 能觀察

出日常生活問題

和數學的關聯，

並能嘗試 與擬

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

之後，能轉化數

學解答於日常生

活的應用。 

n-III-11 認識

量的常用單位及

其換算，並處理

相 關 的 應 用 問

題。 

 

N-5-14 體 積 ：

「立方公尺」。簡

單實測、量感、估

測與計算。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

素養 

數-E-B3 具備感

受藝術作品中的

數學形體或式樣

的素養。 

s-III-3  從操

作活動，理解空

間中面與面的關

係與簡單立體形

體的性質。 

S-5-6 空 間 中

面與面的關係：

以 操 作 活 動 為

主。生活中面與

面平行或垂直的

現象。正方體（長

方體）中面與面

的平行或垂直關

係。用正方體（長

方體）檢查面與

面 的 平 行 與 垂

直。 

總綱核心素養 
自然領域 

核心素養項目 

自然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

精進 

自-E-A1 能運用

五官，敏銳的觀

察周遭環境，保

持好奇心、想像

力持續探索自

然。 

po -Ⅲ-2 能初

步辨別適合科學

探究的問題，並

能依據觀察、蒐

集資料、閱讀、

思考、討論等，

提出適宜探究之

問題。 

INf-Ⅲ-2 科技

在生活中的應用

與對環境與人體

的影響。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

表達 

自-E-B1 能分析

比較、製作 圖

表、運用簡單數

學等方法，整理

tc-Ⅲ-1 能就所

蒐集的數據或資

料，進行簡單的

記錄與分類，並

INf-Ⅲ-2 科技

在生活中的應用

與對環境與人體

的影響。 



已有的自然科學

資 訊或數據，並

利用較簡單形式

的口語、文字、影

像、 繪圖或實

物、科學 名詞、

數學公式、 模型

等，表達探究之

過程、發現或成

果。 

依據習得的知

識，思考資料的

正確性及辨別他

人資訊與事實的

差異。 

 

總綱核心素養 
藝文領域 

核心素養項目 

藝文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

素養 

藝-E-B2 辨別資

訊、科技媒體與

藝術的關係。 

3-Ⅲ-5 能透過

藝術創作或展演

覺察議題，表現

人文關懷。 

P-Ⅲ-4 議題融

入表演、故事劇

場、 舞蹈劇場、

社區劇場、兒童

劇場。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

合作 

藝-E-C2 透過藝

術實踐，學習理

解他人感受與團

隊合作的能力。 

2-Ⅲ-3 能反思

與回應表演和生

活的關係。 

表 A-Ⅲ-3 創作

類別、形式、內

容、技巧和元素

的組合。 

 

二、各學科間橫向整合為有意義的主題跨域課程 
 

1.可複製推廣的課程模組大概念遞增連結四個課程模組 

     

    生活中發現問題，提煉問題意識，不忽略各種可以解決問題的機

會，意識到生活的問題後，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 SDGs目標，開始進行

設計思考聚斂發散思考，找到解決方案，再加深精神層面到創價階

段。 

 
 

 

1問題意識 2設計思考 3行動解決 4創發價值



2.遞增有意義的主題跨域課程 

 
 

大概念 課程名稱 
學

科 
領域學習目標 

學科跨領域有意義學

習 

永續發展

目標

(SDGs) 

 

 

 

 

 

 

 

 

1問題意識 

人文歷史 

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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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 PBL 專題研

究察覺真實生活情

境草莓種植遇到的

問題，研擬專題研

究步驟，進行專題

探究、評估分析，

培養批辦思考及問

題解決能力。 

SDGs1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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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合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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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設計思考 

3行動解決 

區域調查 

自

然 

透過 D-T設計思考

從得到的資訊或數

據，對於種植草莓

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形成解釋、得到解

答、解決問題的方

法。 

透過 D-T設計思考

連結真實生活情境

問題，發揮創意思

考，應用物聯網數

據蒐集、進行雨滴

監控系統天幕遮簾

系統探究設計與實

作，透過實作過程

中尋找問題，嘗試

錯誤、修正設計，

深化跨領域主題知

識鏈結。 

 

SDGs1 

SDGs4 

 

科

技 

透過 D-T設計思考

從得到的數據中  

數

學 

運用數學運算原理

計算在地特色產業

經濟效益。 



 

 

 

 

 

 

 

2設計思考 

3行動解決 

4創發價值 四季產業

與經濟 

藝

術 

透過引進數位戲劇

學習模組，讓學生

以藝術創作知莓、

親莓。 1. 以聯合國永續發

展核心目標

SDG8：「促進包

容且續的經濟成

長，提升勞動生

產力，確保全民

享有優質就業機

會。」為主軸連

結統整跨域學

習，透過主題課

程設計，提升學

生對於生產力的

認識與再認識，

發揮創價精神。 

2. 進行科技整合，

程式設計與專題

實作產品， 

Arduino、

Motoduino、

Micro:bit結合

感測器模組、草

莓生長史數位投

射互動程式、推

展草莓停格動

畫、創意仿生機

械設計草莓送餐

車進行實驗與實

作，運用創意思

考結合數位技術

創發話題感，提

升草莓能見度。 

 

SDGs1 

SDGs2 

SDGs3 

SDGs4 

 

語

文 

結合語文和科技特

性創作草莓主題停

格動畫、草莓生長

互動投影腳本 

科

技 

透過 D-T設計思考

從得到的資訊或數

據，進行草莓生長

史數位投射互動程

式、推展草莓停格

動畫、草莓王國

Scratch 程式設計

及製作。 

 

 

 

 

2設計思考 

3行動解決 

4創發價值 

行銷經濟 

語

文 

結合語文和科技特

性創作創意草莓機

械獸三段接力故事

腳本 

科

技 

透過 D-T設計思考

從得到的資訊或數

據，製作創意仿生

機械設計草莓送餐

車(創新農業價值) 

藝

術 

透過 STEAM動手做

創意草莓機械獸，

創新草莓新價值，

愛莓、展莓 

 



三、學校永續發展教育藍圖：整合部定課程、校訂課程之永續發展教育藍圖 

透過上述彙整，希冀可以提出學校未來可能可以發展的永續發展教育藍

圖。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透過探索後與學校連結 

 
目標 1：消除貧窮 

⚫ 弱勢學生整體關照 

⚫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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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食農教育，延伸至糧食

浪費 

⚫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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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良好健康與福祉 

⚫ 校園內生活、學習品質

與健康 

⚫ 健康與體育教育 

當校園環境透過此計畫獲得改善

後，能促使校園環境更加安全與衛

生，提升學習環境品質。 

 

目標 4：優質教育 

⚫ 學校教育的品質促進，

延伸連結至新課綱實施 

⚫ 創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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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計畫執行歷程：需提供照片及文字說明 

一、大事記 

時間 
發現

問題 

透過工作坊 

或討論聚焦 

提出解決問題的策

略 

融入課程 

或活動設計 

109.03.30 

草莓

疾病

問題 

近年來草莓疾病

眾多，以工作坊

形式討論解決方

法。 

觀察與介紹莓生長

過程、提出草莓生

長過程會遇到的問

題、提出解決方

案。 

PBL專題研究

方式，融入資

訊、藝文、語

文課程。 



109.05.05 
草莓

過剩 

近年來草莓疾過

剩問嚴重，以工

作坊形式討論解

決方法。 

學生能仔細觀察、

能用心製作、學生

能提出草莓生長過

程會遇到的問題、

學生能了解 SDG

永續目標。 

Design 

Thinking 

二、增能活動(參訪、工作坊…)  

109.05.05 參訪十三行博物館—永續建築 

  

 

 

 

 

 

 

 

 

 

 

 

 

 

 

 

 

 



109.11.10 參訪故宮南院-永續建築 

  

  

三、教學活動(配合盤點…)  

(一) 盤點過程 

  

  



(二) 盤點結果 

  

  

四、其他(課程討論、盤點討論…) 

教師共同討論會議 

  

 

 

 

 

 



 

 

 

 

 

 

 

 

 

 

 

 

伍、 代結語： 

本計劃使學校帶動專業師資社群，有效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全體學校同仁

不斷吸取新知，建立學習型組織。工作坊使教師具有優異教學技巧，課程

內容豐富，以學生為本進行多元適性活動，有效讓孩子充分展能，並落實

適性發展的目標讓教學達到目標。此計劃也讓學校善用社區資源，使學校

與社區緊密的連結，來往的活動絡繹不絕，提升學校永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