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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北投區義方國民小學永續校園整體規劃構想書 

臺、學校經營與課程發展現況 

一、學校經營基本資訊 

(一)學校沿革 

民國 62年間，為照顧當時陽明山管理局員工眷屬子弟，在日領時期一個李氏家族

經營的「義方株式會社」所捐贈的土地，位於北投區開明街舊校址，取其公義行動，以

義方─「義理之方」，也就是正義、道理與公義之命名，創建義方國小，校名沿用至今。 

本校實質創建於民國 62年 7月 16日，由原陽明山管理局義方幼稚園改制為義方國

民小學，校地面積僅有 1,989平方公尺，係屬溫馨可愛的校園，也是臺北市校地最迷你

的一所學校。為改善校地不足窘境，於民國 84年開始研議遷校事宜，民國 85年整合社

區、家長及教師們意見後，擇定原翠嶺國小預定地為遷校用地，經過規劃、審查及發包

相關程序，新校工程於民國 91年 11月 18日開工，並於民國 96年 10月遷入位於北投

區珠海路之新校址。 

(二)地理環境 

本校新校地座落於臺北市北投區

新民段二小段 46地號，基地面積

15,733平方公尺，緊鄰陽明山國家公

園及新北投溫泉區，擁有特殊豐富的

自然資源及歷史人文資源，對於推展

環境教育可謂得天獨厚。 

校舍建築主體工程為地下一層，

地上五層，設校規模為國小普通班 18

班、幼兒園 2班，資源班 2班，合計

21班，可容納學生數 600人。但目前

國小普通班為 12班、幼兒園 3班、分

散式資源班 1班，學生數為 370人；愈低年級，學生人數愈多，其中一年級為額滿狀態

（每班 31人）。 

為積極推動環境共生之建築，故本校建築以落實的設計手法，將綠建築七大指標充

分發揮，因而達到節能、省水、減廢、衛生、舒適、健康、環保的目的。而校園北側坡

地，保留學校基地原生植物，設計「農作區」、「生態池」、「蜜源植物暨果樹區」、

「60公尺直線跑道」等；另外，105年開始還闢建「假日農夫區」，無償與社區大學合

作及提供學生家長共同經營農作，除協助解決學校人力不足導致場地荒廢的問題外，也

提供校內教師及學生另一個自然生態觀察及學習的場域。 

義方國小校地四周皆為第二種住宅區，無商業區之發展計畫，因此學生能在安靜、

無干擾的天然環境下學習及成長，是健康、快樂與適性的學習園地，亦是安全、溫馨與

靜謐的成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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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資料（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進行統計） 

1.班級數：國小普通班 12班（每年級 2班）、分散式資源班 1班、幼兒園 3班。 

2.學生數：幼兒園 90 人、一年級 61 人、二年級 52 人、三年級 47 人、四年級 48 人、

五年級 37人、六夫級 39人，學生合計 370人；另內含原住民 3人、新移民子女數

20人、低收入戶 26人。 

3.教職員工數：校長 1 人、國小教師 30 人、幼兒園教師 6 人、人事 1 人、會計 1 人、

職員 3人、約僱 2人、校警 2人、工友 2人、教保員 1人、廚工 1人、救生員 1人

等，合計全校教職員工數 51人。 

4.課後社團：包括圍棋社、長笛社、扯鈴社、游泳社、熱舞社、魔術社、樂樂棒球社、

烏克麗麗社、攀岩社、跆拳道社、武術社、兒童瑜珈社、跳繩社、籃球社及羽球社

等。 

5.建築空間資源 

(1)專科教室：包含自然教室 2 間、社會教室 1 間、英語教室 1 間、音樂教室 1 間、

視覺藝術教室 1間、電腦教室 1間、視聽教室 1間、攀岩教室 1間、資源回收

室 1間、個別諮商室 2間、團體輔導室 1間、課輔班教室 2間、會議室 2間、

圖書室 1間、E化教室 1間及家長成長班教室 1間。 

(2)運動球場：計有室內體育館 1座（可作為 4面羽球場或 1座籃球場）、躲避球

場 2座、溫水游泳池 1座、60公尺直線跑道。 

(3)行政辦公室：包括校長室、人事室、會計室、輔導室、大辦公室（教務、學輔、

總務等三處室聯合辦公室）、體育器材室。 

二、學校課程系統脈絡 

義方近年來積極推動生活教育，亦充分落實社團多角經營、活絡節慶體驗氛圍、規劃

科學操作競賽、深耕語文悅讀愛閱、以及多元才藝發表機制，並活化藝文領域舞臺劇與微

電影操作課程，更積極推動了全臺北市最扎實的食農教育系列課程活動。 

因此，在「健康活力、多元探索、尊重關懷」的課程願景及「以學生為中心、以素養

為導向、以本位經營為要領」的課程規劃核心概念下，義方國小總體課程的發展在 104學

年度即以「攜手築夢─培育跨領域的新世代人才」為主要精神及方向，期待藉由學校及家

庭的合作、全體老師的共同努力，輔以「實作」與「體驗」的課程結構，培育孩子具有未

來立足社會、展望國際的能力，並透過課程的全面深化及活化，讓義方的孩子擁有多方面

的能力來迎接每一個挑戰與契機。 

105學年度義方全體教師群再一次聚在一起共同思考義方總體課程發展的具體目標，

針對義方的校本課程核心價值、學習領域教學重點、以及綜合活動自編教材進行整合性的

內涵探究與共識凝聚，期許能有效呈現義方的獨特性與優勢作為，讓社區民眾與學生家長

都能認同、支持與肯定學校課程發展的方向與品質，而孩子也能在學校課程的經營與教學

中，獲得最有價值與最有意義的學習。研討中，我們集結出將學校總體課程區分為兩大脈

絡的想法與作法，包含領域教學「學習力」的奠基與校本課程「探索力」的扎根，分別縱

向銜接，也橫向聯繫與融入。並制定「生活體驗」、「環境探索」、「藝文素養」等三項

為學校當前勠力發展的校本課程發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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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力─學習領域課程 

「學習力」學習面向植基於七大學習領域課程，落實領域教學重點，掌握學習目標，

並奠立「聽、說、讀、作、算、理、思」之學習基本能力與態度。學習內涵包括「專注

聆聽」、「口語表達」、「閱讀理解」、「寫作引導」、「計算熟稔」、「邏輯推理」

及「習於思考」。 

學習領域 教學重點內涵 教學說明 

國語文 

1-1提升閱讀理

解能力 

1-1-1結合國語文課本、閱讀教學媒材、班級書箱、

主題書展及與作家有約活動，拓展閱讀文本多

元接觸。 

1-1-2以國語文教材進行閱讀理解能力教學，並於其

他閱讀相關活動檢證理解能力及即時補救。 

1-2啟迪主動思

考習慣 

1-2-1提供課前預習流程及問題鷹架，引導孩子思

考。 

1-2-2創造思考教學情境，採用思考教學策略，促發

學生思考、討論及回饋。 

1-2-3教師教學布題重歸納、演繹、推論及思考。 

1-3強調寫作能

力表達 

1-3-1依教學年段進行完整語句表達、短文練習及不

同表述方式寫作的重點要求。 

1-3-2強調寫作議題貼近生活，指導搜集多元素材，

並透過撰寫、發表、回饋、修正、再定案等歷

程，完善寫作成品及能力的提升。 

探索力 
(生活體驗、環境探索、藝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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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力 

聽--專注聆聽 

說--口語表達 

讀--閱讀理解 

作--寫作引導 

算--計算熟稔 

理--邏輯推理 

思—習於思考 

探索力 

生活實踐 

文化理解 

合作溝通 

問題解決 

藝文賞析 

資訊應用 

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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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 教學重點內涵 教學說明 

英語 

2-1提升英語學

習動力 

2-1-1活化教學策略，透過遊戲活動或小組競賽，維

繫學習動力。 

2-1-2結合英語發表競賽或活動，凝聚學習能量，展

現團隊合作氛圍，引發努力向上的企圖心。 

2-2重視生活簡

易溝通 

2-2-1教材著重日常生活議題，以實用化為原則。 

2-2-2儘量以全美語教學為主，提升學生聆聽能力。 

2-2-3結合教學設計及英語學藝活動，充分提供學生

口語表達分享機會。 

數學 

3-1扎根運算能

力 

3-1-1重視量感、數感的培養。 

3-1-2強化運算練習品質。 

3-1-3積極進行補救教學，掌握基本學習要素。 

3-2落實概念建

構 

3-2-1教學策略由具體操作啟動，再循序進入半具體

模式及抽象符號替代。 

3-2-2教學教材儘量與生活經驗相結合，重視實用價

值。 

3-3延伸學習議

題 

3-3-1結合數學遊戲課程或活動推動，讓習得之觀念

與能力能運用，並獲得學習樂趣。 

3-3-2成立數學優質小組，提供優質學生延伸學習框

架與拓展議題。 

自然與生活科技 

4-1重視實務操

作 

4-1-1課程設計著重實務操作及觀察，並確實記錄及

相互探究。 

4-1-2操作課程以每位學生都能實際體驗為原則。 

4-2重視圖表認

知 

4-2-1指導學生將各項觀察及實驗數據資料圖表化，

並依其屬性選擇合宜之圖表。 

4-2-2透過教學讓學生能認識各種圖表，並解讀各個

圖表傳達之性質及內涵。 

4-3重視田園教

育 

4-3-1建構一至六年級縱向田園植物栽種項目。 

4-3-2具體田園植栽體驗實作，包含整地、播種、澆

水、除草、除蟲及採食等， 

社會 

5-1瞭解社區發

展脈絡 

5-1-1結合課程需求，辦理社區特色發展實地踏查或

機關參訪。 

5-1-2進行社區專題報告觀察、分析及分享。 

5-2增廣國際文

化見聞 

5-2-1四到六年級配合課程延伸國際文化議題學習。 

5-2-2進行多元文化專題研究，歷程包括觀察記錄、

資料蒐集、彙整分析及報告分享等。 

5-2-3涵養世界公民素養，結合課程發展多元、尊

重、溝通、參與、反省、行動的態度與內在修

為，達成族群、文化、地域、宗教、政治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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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 教學重點內涵 教學說明 

容融合及和諧社會的凝聚。 

健康與體育 

6-1培養定期運

動興趣 

6-1-1教學多樣化，並鼓勵學生充分參與。 

6-1-2辦理多元運動社團。 

6-1-3辦理多項學年或年段運動競賽。 

6-1-4積極參與各項校外運動項目競賽。 

6-2培養良好衛

生習慣 

6-2-1落實生活教育，重視生活知能實踐。 

6-2-2從班級經營、機會教育及融入課程指導著手，

佐以省思與回饋的運用，以及師長以身作則的

典範學習，完善建構習慣養成方案。 

6-3培養群己認

同歸屬 

6-3-1透過教學活動，促使瞭解自我與他人的差異，

從中學會認同自己及建立個人價值感。 

6-3-2透過活動設計，建立合宜人際關係，以及尋求

團隊合作表現。 

藝術與人文 

7-1豐富藝術視

野 

7-1-1循年級漸進介紹音樂表演歷史，以及各項器

樂、音樂劇與音樂家及其作品的認識。 

7-1-2循年級規劃向大師致敬課程，包含西洋及臺灣

本土藝術大師，瞭解其風格及模擬實作。 

7-1-3視當代藝文展覽重點進行特色介紹及模擬實作

或辦理參觀活動。 

7-2推動舞臺劇

課程 

7-2-1每週安排 1節彈性課程進行表演藝術教學。 

7-2-2序列規劃展演學習時程，包含歌唱表演、為故

事配樂、器樂表演、再至劇場實務表演等。 

7-2-3視教學需求，邀請舞臺劇導演蒞校進行系列指

導。 

7-3發展戲偶課

程 

7-3-1結合課程設計，規劃三年級玩具偶、四年級盒

偶、五年級棍偶、六年級布袋戲等課程，並進

行編劇及演出。 

7-3-2配合校內主題書展─故事歡樂派活動，主動爭

取公開演出機會。 

7-4發展微電影

課程 

7-4-1結合課程設計，指導六年級學生製作微電影，

並進行編劇取景指導。 

7-4-2視教學需求，邀請電影導演蒞校分享暨指導 

綜合活動 

8-1發展主題課

程 

8-1-1結合自然及生活領域實施食農暨田園教育、營

養教育。 

8-1-2融合生活教育、生命教育及生態教育，推動環

境永續教育。 

8-2結合學校重

大行事 

8-2-1配合學校年度校慶或體育表演會，進行各項教

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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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 教學重點內涵 教學說明 

8-2-2配合學校各項主題課程辦理成果展演活動。 

8-2-3配合九年一貫重大議題進行宣導。 

8-3發展學年主

題課程 

8-3-1辦理各項戶外教學活動，如春季郊遊、鄉土踏

查及校外教學活動。 

8-3-2結合教育局辦理育藝深遠或其他政策參與活動

（如書法教學）。 

8-4發展班級特

色活動 

8-4-1依教師專長或優勢能力實施班級特色教學活

動，如班級讀書會、生活小幫手、烹飪課程或

體育相關活動等。 

8-4-2課程設計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體驗學習及生

活實踐，並重視省思分享。 

(二)探索力─校本特色課程 

「探索力」學習面向則從校本課程建構開始，由「生活體驗」、「環境探索」、

「藝文素養」等三大主軸進行學習能力扎根。學習內涵涵蓋「生活實踐」、「文化理

解」、「合作溝通」、「問題解決」、「藝文賞析」、「資訊應用」和「專題研究」。 

探索

子題 
主題思維 推動項目 執行策略 

生活

體驗 

「生活體驗」是義方深耕多年的

活動課程，透過多元且具層次的體驗

與操作活動設計，希望給孩子最具體

的學習體驗與心靈感受，讓孩子從實

踐操作、感覺分享與省思判斷中，去

習得良好的生活能力與拓展生活經

驗，養成優勢自主生存能力，以立足

未來多變的社會。 

課程內容包羅萬象，貼近孩子生

活及成長需求，只期讓孩子有豐富的

生活經歷，開展潛在能力與提升學習

興趣，並促發對成長的喜悅與為學習

加值。 

建構體驗機會 
規劃暨辦理多元課程、社

團、體驗及競賽展演活動 

推動品德教育 
完善品德教育實施模組 

掌握品德教育機會教學 

推動生活教育 
培養良好生活習慣 

實施典範學習機制 

推動情感教育 
實施生命教育 

實施關懷教育 

推動服務學習 
架構服務學習機制 

提升學生服務能力 

推動營養教育 
教學融入營養觀念 

培養良好飲食習慣 

實施生涯輔導 
協助學生自我覺察 

提供學生認識多元職業 

培養運動習慣 
落實體適能運動 

開展水上救生課程 

開展閱讀理解

能力 

規劃閱讀教學內涵 

辦理閱讀多元活動 

營造閱讀學習氛圍 

創新閱讀發表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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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子題 
主題思維 推動項目 執行策略 

環境

探索 

「環境探索」是涵養一個人對生

活周遭環境的感知，讓孩子理解人與

自然的關係，並對日常生活事物做有

系統的觀察與探究，讓孩子發現及關

懷環境議題，繼而參與解決問題。 

義方擁有得天獨厚的綠色校園環

境，具備開展環境探索課程的優勢。

課程從田園實務操作入手，結合環境

永續教育、防災安全教育、戶外生態

課程、社區人文踏查、體育探索教學

等，讓孩子能從不同角度來認識及欣

賞生態環境，培養對環境正面的價值

觀與態度。 

發展生態學習 

建構生態學習環境 

推動校園生態課程 

實施田園教育課程 

辦理戶外教育 

系統規劃校外教學 

辦理校際交流活動 

推動社區踏查課程 

推動綠色學校 

落實環保生活實踐 

深化環境護育觀念 

研訂環境教育計畫 

發展體育探索 
規劃淨山學習課程 

推動山野教育活動 

發展邏輯推理

學習活動 

辦理科學暨數學遊戲 

推動研究歷程學習 

藝文

素養 

「素養」是我們要成為一個健全

個體，因應生活情境所不可欠缺的知

識、能力與態度，而「藝文素養」便

是提升我們生活品質與涵養性情的關

鍵要素。 

生活品味與藝文教育對孩子生涯

及品格發展是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透

過廣泛而全面的教育作為，讓孩子學

習創作與表達其觀念與情感，建立正

向價值觀。課程內容除視覺藝術、表

演藝術與音樂的多元饗宴外，亦規劃

多場次的人聲、樂器吹奏與戲劇展

演，以及提供個人或團體合作的藝術

創作展示平臺，從中深化孩子的賞析

能力與藝文視野，也柔化孩子情緒與

昇華生活品質。 

推動藝術探索 
建構藝文延伸課程 

提供學習發表園地 

深耕一生一樂

器 

落實扎根直笛教學課程 

辦理多元樂器類社團 

推動藝術賞析 
規劃賞析情境 

實施鑑賞教學 

規劃展演活動 
整合校內展演機制 

爭取校外展演機會 

推動文化學習 

認識在地社區文化 

辦理文化交流活動 

推動文化閱讀學習 

推動創思教學 

提升教師創思教學素養、

形構創思教學友善環境、

邀請名人大師蒞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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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環境現存困境 

(一)電─常常斷電、跳電 

義方國小校內電力係由臺灣電力公司供應，但因位於配電系統末端，故常常會

瞬間電源供應不足而斷電、跳電，造成學校電器及資訊設備的損壞頻率相當高，讓

學校內部的行政運作與教學現場深受影響而效能不彰，形成學校經營的重大困境。 

(二)硫磺─電器設備故障率高 

本校位在北投區陽明山山腳下，學校門口對面就是泡腳池，所以溫泉是周邊住

家及社區環境的特色。但因為硫磺的關係，學校的電器及線路設施常鏽蝕，包括廣

播系統、電腦零件、機器接頭及電線，連水管內部也會有像鐘乳石般的硫磺結晶，

讓學校常常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及時間來處理修繕事宜，是極令人困擾之事。 

(三)水─逢大雨必淹 

由於學校建校之時，歷經建造廠商倒閉、下游廠商搶奪建材之突發情事，以及

二次決標後施工品質不佳，造成學校必須承擔因排水設計不良、管線被塞水泥及各

項因硫磺結晶、雜物堵塞水管等狀況，且由於學校位於山邊，及時雨量相較平地來

得更快、更多、更大，讓全校師生長期忍受逢大兩必淹水的窘境。淹水區域包括一

樓的視聽教室、二樓的 B操場、二樓的愛閱光廊、以及翠嶺樓的教室和走廊， 

(四)高溫 

近年來因為氣候變遷關係，夏日溫度逐年飆升，讓師生在沒有冷氣的教室裡，

全身黏乎乎且心浮氣燥的上課。更由於學校校舍是坐北朝南，夏日陽光從一早升起

到黃昏落下，幾乎是全天候朝教室照射，讓教室溫度居高不下。 

(五)經費 

學校校舍雖然只有使用 10年，但因為建造時不肖廠商的施工作為，以及前述

有關不穩定供電、硫磺、潮濕等天然或人為問題，造成學校修繕經費遠遠不足。以

106年度為例，學校在 6月中即把整年度的修繕經費用磬，因為年度經費編列係以

班級數為編列標準，對義方國小 12個班、近 1.6公頃的校地而言，其經費是不足

以支應這寬闊校園的維護的。 

(六)校園管理暨維護 

學校人力編置及經費編列係依據班級數，本校只有 12班，教師及學生人數皆

算少，校地則逼近 1.6公頃，其中更有偌大的田園植栽用地，加上學校校舍在建校

時之建築體規劃設計存有些許瑕疵，讓學校在校園維護上倍感吃力。以每日校園的

基本打掃為例，學校必須在打掃時間全員投入做外掃區域的打掃，教室打掃則只能

利用一早 7:50-8:00的 10分鐘；且會議室、行政辦公室、視聽教室及許多非每日

必用空間，則採每二週以公差班方式進行打掃，另關閉部分廁所，讓學生有充足的

時間與人力可以完善掃除工作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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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 

貳、學校永續校園環境現況 

自從 1987年聯合國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宣言，提出永續發展的理念，永續發展就

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的發展策略與目標。而接著在 1992年聯合國於里約熱內盧召開地球高峰

會，討論全球氣候變暖及其相關問題，其中制定了多項有關永續發展的工程藍圖。該藍圖將

會由全球不同國家和當地的聯合國組織，政府和主要群體中執行，結果會直接影響人類未來

的生存環境。學校身處教育現場，更應積極承接此重責，為下一代的孩子奠基良好觀念與釐

清永續價值。底下就義本目前學校環境條件及發展條件，進一步的說明。 

一、學校基礎物理環境資料 

(一)日照及溫度 

學校位在臺北市北投區珠海路末端位置，

側門對面即是陽明山國家公園中正山步道路

口。由於校舍採坐北朝南方位設置，因此在

有日照時刻，太陽從東方升起至西方落下時，

學校全日皆是處於直接日曬樣態。加上近年

來因氣候變遷導致氣溫逐年攀升的暖化效應，

以及全校皆無冷氣或空調設備得以降溫，讓

班級教室、專科教室及行政辦公室，皆長期

處於高溫狀態下進行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與

行政辦公，讓家長、孩子及老師們都非常

迫切的希望學校能儘快改善高溫學習問題。

目前 6月份平均日照時數為 121.7小時，

12月份為 90.7小時。 

(二)降雨 

由於學校位在大屯山火

山群和陽明山國家公園山腳

下，每逢下雨季節或下雨日，

這周邊區域所下的雨量都會

較平地來得多、來得急、來

得快。尤其是夾帶大量雨勢

的颱風，更是學校逢颱必淹

的惡夢。 

近幾年學校積極勘查淹

水的真相，除了瞬間雨勢過大

外，學校的排水孔位置的設計、排水路線的規劃、排水管人禍的阻塞、以及鄰近硫磺區

硫磺在水管內產生結晶的阻塞，都是重要原因之一。今年(106)6月已將年度修繕經費

用罄，先行改善部分排水路線、更換已發現的水泥管線、清理管內硫磺結晶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4%E5%80%99%E5%8F%98%E6%9A%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7%BA%8C%E7%99%BC%E5%B1%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5%A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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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整體環境分析 

(一)建築體與室內外學習環境 

學校環境包括主體建築及室外開放

空間，主體建築包括行政大樓、活動中

心、珠海樓及翠嶺樓；室外開放空間則

包含後山第一層的親土耕作區、後山第

二層的 60公尺直線跑道及生態池、後

山第三層的果樹區及假日農夫耕作區、

二樓的 A操場及 B操場、以及靠近珠海

樓一樓的兒童遊戲區。 

1.行政大樓：包含行政辦公室及專科

教室，空間規劃完善，但夏天極為

悶熱，冬天容易受潮；另一樓聯合

辦公室通風效果差，手機收訊亦不

佳；五樓音樂教室、視覺藝術教室

與 E化教室亦因位於頂樓，故夏日

較為悶熱。 

2.活動中心：包含游泳池、木質地板

體育館及家長成長班教室，除家長

成長班教室位置較為偏僻且悶熱外，

游泳池及體育館皆能有效營運。 

3.珠海樓及翠嶺樓：這二棟為教學區，

是全校一到六年級及幼兒園的班級

教室，每間教室皆為一般教室的

1.5倍大，包含 1間磁磚地面大小

及半間木質地板大小。在教室空間的運用上，教師甚感滿意，但因沒有冷氣或空調

設備，每逢夏日炎熱時節，所有師生都必須面臨在高溫下進行教與學的互動，甚為

辛苦。 

4.後山田園區：由於學校班級數少，師生人數不足以維護這偌大場地，因此必須讓場

地的運作與課程相結，除了可深化課程的務實操作與體驗外，亦可定期且例行性的

維護田園場域。目前第一層是學校孩子的親土耕作區，依年級課程完善規劃及分配

使用；第三層的果樹區結合六年級營養教程進行醃梅子的生活課程；第三層另闢假

日農夫區，無償提供社區大學及家長志工認領耕種，除有效協助讓校園不至荒廢外，

亦可提供孩子更多的種植觀察，認領種植者也協助維護周邊場域的雜草及清理入侵

生態池的外來種，對人手不足的校方而言，是一舉數得。 

5.生態池：學校荒廢已久的生態池，荒野協會專家評估需百萬元才能重建，在考量無

如此龐大經費的情況下，學校結合老師、家長及學生，以課程融入方式進行徒手整

治，歷經 6次不同階段作為，終於在 105年末完成。這項耗費學校大量人力及時間

的歷程整治，終於在孩子、家長及老師們的親身參與及親手執行下，讓原本已荒費

及死亡的生態池又重新喚回它生命的力量，讓許多動物們又開始在此棲息與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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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操場及 B操場：104年 8月的蘇迪勒颱風讓學校受到重創，是臺北市災情最慘重

的學校，包含屋頂被掀走、體育館地板及多間教室地板泡水、視聽教室淹水、走廊

淹水…等等，而 A操場也在整修屋頂的同時，因大型機具導致多處凹陷不平；在第

二樓層的 B操場則因漏水多年，讓一樓的視聽教室長期處於滴水狀態。所以 B操場

已於 105年 8月完成防水工程，A操場預計於 107年 7、8月進行整修工程，屆時

就能以最安全的狀態讓全校師生共同使用。 

7.後山 60公尺直線跑道及兒童遊戲區：目前這二個場地皆已列入學校提修建工程的

標的，包含直線跑道上因長期處於潮溼環境已長黑霉，易滑而不適合跑步；遊戲場

則因器具老舊，且周邊安全不足，必須重新再規劃合宜之遊戲設備類別，以符應這

狹長形場地的限制。 

(二)生態分布 

本校因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山腳下，且校園規劃之初已設置大面積的田園場域，所

以校內生態理應豐富而顯多樣性。但因校園初始規劃種植時，因無適量經費及徵詢專家

意見，舉凡別人捐贈的、他處可移植的、或是便宜好看的，都被納入校園植栽，加上定

期除草時，未能留意木本植物環狀莖的維護，以及植栽土壤似乎營養不良，未能有計畫

的養護，讓校園植物生機無法蓬勃，連動物也數量偏少，是甚為可惜之處。 

(三)校內外高程及水溝分布流向 

本校校舍位置係建置於斜坡地，坡地海拔由學校大門口逐漸向南增高。內外高程最

低點在校門口，海拔 55.0公尺，至高點在後山第三層，海拔 69.1公尺。 

 

 

 

 

 

 

而水溝布建規劃從後山田園區匯集至學校左側排水溝，並與校門右側排水溝共同排

入學校底下筏基，視積累一定高度後再排出外面道路排水溝，其水源流向是由高到低、

上到下、由後山田園區至校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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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校舍與周邊環境的高程差，以及排水溝分布流向來看，學校基本是不會淹水或

積水的，但這幾年來的學校淹水狀況，已在近二年進行大部分的改善，包含屋頂排水及

排水孔的處理、水管阻塞的排除、班級走廊排水孔的定期清理，以及部分容易因瞬間大

雨積水而來不及排水的高樓層位置先以洗洞因應直接排出。 

(四)透水鋪面與不透水鋪面 

學校校地總面積 15,733平方公尺，建築物覆蓋面積 6,160平方公尺，戶外透水地

坪 7,450平方公尺，戶外不透水地坪 2,123平方公尺，透水區域達 47%，而校地底下符

基容水量高達 1651.5立方公尺，足見本校保水、透水設施尚稱完善，並能有效發揮校

園環境美化及減少熱島效應發生。 

三、學校能源使用數據 

(一)水 

1.102-106年度全校用水資料 

年

度 

月份 

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總計 

102 

全校 234 226 266 295 313 292 159 321 296 262 259 221 3144 

游泳池 58 82 463 347 331 272 573 421 312 398 274 151 3682 

總度數 292 308 729 642 644 564 732 742 608 660 533 372 6826 

水費 5370 4295 4386 7281 6662 8241 7566 8133 8979 7900 8100 7181 84094 

103 

全校 221 232 144 269 294 211 302 303 244 474 420 390 3504 

游泳池 151 67 52 516 262 359 293 357 804 199 460 218 3738 

總度數 372 299 196 785 556 570 595 660 1048 673 880 608 7242 

水費 5882 5490 4383 9019 7514 7199 7832 8300 10766 9247 10450 8364 94446 

104 

全校 315 299 213 260 273 218 173 150 166 210 216 217 2710 

游泳池 91 84 28 135 207 352 316 306 338 237 403 212 2709 

總度數 406 383 241 395 480 570 489 456 504 447 619 429 5419 

水費 6647 6409 5014 5887 6481 7233 6455 6125 6297 6318 7410 6225 76501 

105 

全校 275 224 280 256 208 381 330 231 251 338 237 478 3489 

游泳池 125 61 115 122 346 437 199 351 275 278 468 77 2854 

總度數 400 285 395 378 554 818 529 582 526 616 705 555 6343 

水費 6375 5356 6372 7216 9099 13793 9353 9621 8909 10648 11434 11141 109317 

106 

全校 230 194 233 362 225 293 208 177 250 330   2502 

游泳池 95 55 116 215 320 415 338 199 472 554   2779 

總度數 325 249 349 577 545 708 546 376 722 884   5281 

水費 6467 5447 6714 10203 9054 11758 8983 6497 11745 14494   9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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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曾於 99年申請總合治水專案，增設校園透水鋪面及植物栽種區；104年再增

設二座雨撲滿，收集雨水再利用，並支援後山第一層親土耕作區用水。 

3.本校已採用節水器具，包括省水水龍頭、省水蓮蓬頭、省水馬桶、小便斗自動沖水

等。 

4.本校因有游泳池，且支援鄰近多校分配使用，故游泳池的耗水量幾乎每年都超過全

校其他用水的總合。 

(二)電 

1.102-106年度全校用電資料 

年

度 

月份 

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總計 

102 
度數 24320 22240 17483 19360 28160 30400 32000 29440 26880 27840 30283 24640 313046 

金額 72383 66777 46277 51920 81264 85655 98359 89932 80990 80509 92805 75494 922365 

103 
度數 26880 22080 19840 26400 28480 30080 31360 30880 26240 35360 29920 25440 332960 

金額 80237 71421 65076 83584 82450 93587 111071 101829 83673 126849 92501 80315 1072593 

104 
度數 27391 22400 21799 21760 27380 26720 33955 24960 27520 29760 30240 25600 319485 

金額 84815 72681 67044 71502 77856 75742 104747 77200 85931 91739 82558 73628 965443 

105 
度數 22720 21120 15680 24000 27360 29440 32800 27040 28320 30560 30240 32800 322080 

金額 66689 62968 46496 67802 69666 76141 97688 76061 75718 84035 82424 83146 888834 

106 
度數 27680 23840 21920 24000 30080 28320 30080 25120 25920 32160   269120 

金額 72749 63485 59058 63254 74503 76699 92302 71172 68976 104744   746942 

2.學校於 99年及 102年分二階段進行汰換成高效能燈具的工程，包括所有教室、辦

公場所、走廊、樓梯、活動中心、游泳池、緊急照明、出入口與方向指示、消防警

示燈等，希望藉由低耗能照明設備改善，提高照明設備使用壽命，減少用電。另地

下室及部分樓梯間則安裝照明自動感應裝置。 

3.學校分析歷年來用電度數，多次調整與台電之契約容量，修正時期依序如下： 

(1)96年 10月：400瓩 

(2)97年 01月：280瓩 

(3)97年 11月：150瓩 

(4)98年 05月：130瓩 

(5)99年 05月：110瓩 

(6)103年 08月：99瓩 

4.目前全校冷氣場所僅有電腦教室、視聽教室及幼兒園少部分教室，其中視聽教室列

為學校最重要的冷氣控管場所，每月儘量只辦理一場 2小時的活動，因為每月只要

有 2次活動，其當月電費就一定會大幅增加。 

5.學校從 105 年 10 月開始啟用校園電子圍籬系統，為確保校園安全及門禁管理問題，

全天候啟動使用，故其日後用電度數皆較往年同時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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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邁向永續環境問題盤點 

永續校園的發展規劃，必須先行瞭解自己校園的不足，才能確認推動及努力的方向。

茲盤點義方校園相關問題如下： 

(一)資源（水、土、生態） 

1.現況問題： 

(1)學校校園場域透水鋪面比例相對他校來得高，這大部分場域的透水性能有效讓

水滲透到地面下的土壤，發揮自然土層涵養水分的能力，以降低降雨時的逕流

量，減緩校園積水或淹水的可能性。而日前每逢大雨必定淹水現象，經由 106

年 6月全盤檢修，係因管線阻塞問線，目前已有明顯改善。唯一樓聯合辦公室

外擋土牆已多處有滲水現象，是未來較需要擔心之處。 

(2)學校後山第一層及第三層田園耕種區在 98年進行校園植栽澆灌系統工程，係汲

取地下水源進行全校植栽澆滴灌，但因馬達壞損、大部分的噴頭及管線亦已毀

壞，故在進行田園澆水工作時，甚為不便。目前後山第一層親土耕作用水以雨

水回收為優先，但仍不足以支應，需再補充自來水；而後山第三層田園耕種用

水必須從後山第一層以水桶提取，極為辛苦。 

(3)目前二樓魚菜共生系統之小魚池水源及三樓蚓菜系統的水耕蔬菜給水，皆是由

自來水長期定量供應，對水資源的耗費相當可觀。 

(4)本校耕作用土土質營養不良，需定期且長期的進行土質調整，但學校目前沒有

經費，亦沒有專業的人員可以逕行處理，是學校困擾之處。 

(5)本校蚓菜共生系統係藉由蚯蚓來提供養分，因此必須定時定量餵養蚯蚓，而蚯

蚓的食物是以生菜廚餘為主，學校必須派員每週 2次到傳統市場向菜販索取不

要的菜葉，這歷程來回花費約 40-50分鐘，對學校已經吃緊的人力而言，是辛

苦的。 

(6)學校田園植栽區幅地廣大，但生態的多樣性仍可再豐富。另雜草部份生長過快，

但學校無合宜人力可以協助，只能委外辦理，但所耗費的承包金額卻是學校無

法長期負擔的。生態池的維護亦是一大課題，目前尚由輔導主任學有專長，可

以協助帶領及指導六年級學生共同整理、清理及維護，但輔導主任即將於 107

年 8月 1日退休，屆時將無專長人員可以協助管理。 

2.因應策略 

(1)因校園腹地廣大，若能再廣泛收集雨天雨量，並應用於植栽澆灌、生態池用水、

魚池用水、蚓菜系統用水及清潔用水等，將能有效減少校園自來用水，並適度

解決學校後山區、魚池、生態池及蚓菜系統之用水來源問題。 

(2)田園耕種區土壤貧瘠，不利校園植生綠化，必須進行土壤改良作為，提供良好

栽培介質條件，改善校園基地之永續性。 

(3)嘗試設置生菜廚餘的收集地或收集桶，讓學生家庭或社區協助提供局部的量，

除可減少至菜市場運載的次數外，亦可進行堆肥製作，作為學校土壤改良及植

栽的養分。 

(4)建構本校校園與陽明山國家公園銜接之生態廊道，延伸陽明山國家公園生物棲

息用地，豐富本校生態物種。 

(5)建構本校後山多層次生態綠化，以最適合在地氣候與環境之原生種植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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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植栽方式，增加植栽數量，提升校園對二氣化碳固定量之貢獻。 

(6)田園耕種已納入學校課程推動及操作，唯需再增添孩子維護的相關知能及習慣，

並培植田園養護志工及小志工，讓校園生態環境的維護能持續而全面。 

(二)能源 

1.現況問題 

(1)學校因位於台電供電線路末端，導致電壓不穩，時有跳電及斷電之窘狀，造成

學校各項電器設備除了硫磺與濕氣的造成易锈蝕的問題外，亦會因電源的突然

中斷而讓資訊設備極易毀損。這幾年來，學校老師常常一早到校就發現學校網

絡不通，以及相關設施因半夜跳電而損壞，讓學校修繕經費不堪負荷。 

(2)為有效完善各項設施的營運，許多設施皆是長時間運作，包含魚池、生態池、

蚓菜共生系統的抽水及給水馬達，以及校園電子圍籬系統，皆屬於全天候用電，

是本校目前無法解決的困擾。 

(3)由於水電費年度預算編列係依據班級數，依本校 12班目前編列工作場所電費的

預算是 1,158,500元（含班級電費 1,071,300元、游泳池水電清潔維護費

43,200元及暑期泳訓班電費補助費 44,000元），在 106年度的電費支出已瀕

臨預算數。唯本校附設幼兒園業規劃於 107年度於教室安裝冷氣（計有 3間，

每間空間為一般學校教室的 1.5倍大，其冷氣噸數也會相對增大），預計將額

外增加這三間教室的冷氣用電，再調增契約容量，故電費的支出會大幅增加，

年度預算將不足以支應每月電費。 

(4)本校建築體之各樓頂樓教室，因近年來氣溫逐漸攀高，且無冷氣空調設備，導

致教室內部溫度過高，影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生理舒適度與心理煩躁感。

因本校業經建築師評估設置灑水降溫裝置並不合宜，故如何協助教室降溫，是

學校尚待處理之課題之一。 

2.因應策略 

(1)學校持續向台電公司反映經常性跳電及電壓不穩的問題，並尋求社區里長與里

民的支持，以爭取有效改善不穩定供電的狀況。 

(2)學校各項電氣及資訊設備、管線等，其接頭或裸露部分皆要具備防锈功能，減

少損壞可能性，以延長使用壽命。 

(3)針對長時間用電之魚池或蚓菜共生系統運作馬達，可嘗試建構太陽能板進行供

電，自給自足，減少學校電費的負擔。 

(4)推動屋頂綠化策略，將屋頂水泥地面及五樓陽臺空間進行盆栽綠化，除可減少

屋頂反射的炫光與陽光幅射熱，亦可美化環境，提升環境保護意識，達節能降

溫效益。 

(三)安全（災害） 

1.現況問題 

(1)每逢夾帶大量雨勢的颱風侵台，學校翠嶺樓四、五樓教室概況就會特別令人擔

心緊張，因為教室內部地面比走廊低，走廊只要遇到瞬間大雨就會積水（即使

走廊排水孔暢通），水自然就會向教室內部流動，造成教室內部地板浸水、泡

水。近三年來，已有 5間教室因颱風導致地板泡水毀壞而進行更新修復。 

(2)學校位在土石流高潛勢區（如下圖），校園後山依地勢而分三層構築，因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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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維護是相當重要的。現在坡面係以防護網進行邊坡穩定，但已有少部分斷裂。 

 

 

 

 

 

 

 

 

 

 

 

 

 

 

 

2.因應策略 

(1)為有效防患颱風帶來大量雨勢造成教室地面淹水，擬於教室門口建置組合式防

水閘門；另教室地板泡水修復部分，若未來再損壞則改由磁磚地面取代，以一

勞永逸。 

(2)有關後山邊坡防護，除在既有基礎上以防護網維護外，另於坡面底層及中間坡

面栽種植物，強化水土保持效果，亦能為蟲鳥等動物提供棲地和覓食環境。 

 

(四)衛生 

1.現況問題 

學校珠海樓鄰近登山路旁有一斜坡空間（邊坡），內有鳳凰木 2棵（1棵已被

颱風吹倒折斷），但是因其闊大的樹冠及濃密的樹根，已阻礙其他品種在其下生長。

也因種植區接近學校珠海樓，擔心造成建築物結構體的破壞；另此處設有 6座水泥

建構的圓形植栽處，但因乏人照顧且日照不足，植物生長不易，現已棄置不用；且

圍牆周邊雜草叢生及 3顆大石頭，所使用之木棧道階梯也多處毀壞一再修補，造成

學校環境衛生未能有品質的管理，以及校園安全的漏洞。 

一二層間左側斜坡 一二層間右側斜坡 二三層間左側斜坡 二三層間右側斜坡 

義方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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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應策略 

(1)移除鳳凰木，減除該樹對環境及周邊建築的危害。 

(2)圓形水泥栽植設施擬拆除，全面規劃為草坪綠化樣態進行養護，圍牆周邊雜草

持續定期清除，提供孩子另一個親近大地的區域活動空間。 

(3)申請年度工程經費進行木棧道階梯的修建，思考其他形式的走道空間規劃或調

整合宜材質，以符應綠建築及貼近環境需求為原則。 

參、學校永續校園發展藍圖 

義方國小願意引領孩子理解全球氣候變遷與自然環境的異常變化，喚起人類對地球的道

德良心，讓全體師生能共同重視及投入生活永續的環境綠能學習，實踐綠色行動，營造優質

的永續校園。 

一、永續校園推動理念 

本校業於 104學年度重新檢視學校經營發展走向，審慎定位「攜手築夢─培育跨領域

的新世代人才」為學校經營目標，期待藉由學校及家庭的合作、全體老師的努力，共同深

耕孩子的「學習力」與「探索力」，並佐以「生活體驗」、「環境探索」與「藝文素養」

的校本課程結構，培育孩子具備未來立足社會、展望國際的多元能力與素養。希冀藉由學

校課程的全面深化與活化，讓義方的孩子擁有健康的身心、多元的能力、以及具備尊重關

懷的胸襟來迎接每一個人生挑戰與發展契機。 

科技的進步帶動人類社經活動的急遽發展，人們的生活型態也隨著物質生活的豐裕而

朝向大量製造、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方式發展，導致對環境的影響遠遠超過其自然復原

能力，進一步造成環境污染、資源銳減，最後危及人類的世代永續發展。因此，建置一所

認同永續校園發展學校，以及教育下一代理解永續發展概念，是現今教育工作者必須積極

關心且持續努力的課題。 

學校教育的本質是在開展學生潛能、培養學生適應及改善生活環境的學習歷程，而教

育的經營更在創發每一個人自我實現的最大價值。因此，本校嘗試從學校本位的角色進行

自我檢視及前瞻思考，謀求可行性的課程發展規劃方向，以及有效性的學生學習推動作為，

期盼透過學校總體課程的建構實施，能厚植學生多元學習的優勢能力、自我實現的關鍵能

力、以及對生活環境的感知與行動能力。 

義方是一所「以學生為中心」、「以素養為導向」、「以本位經營為要領」的課程發

展核心概念的優質小學，因為我們深信：只有當學習對學生產生意義時，真正的學習才會

發生，而這學習才有存在的意義；課程設計必須從探索思維出發，結合「操作」和「體驗」

歷程，讓孩子親自動手做與親身經歷，從中體驗失敗與修正錯誤，才能讓孩子從探索中活

化思維與宏大視野，涵養真正的生存能力與生活素養。 

我們制定學校經營與課程發展的實施目標，包括： 

1.提升學生優勢學習能力，策進終身學習態度。 

2.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能力，轉化探索實踐驅力。 

邊坡全貌 由下往上看 大石頭 修補多次的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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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涵養學生健全人格發展，建構溝通協調能力。 

4.形塑學生公民人文素養，拓展國際文化視野。 

5.豐沛學生藝能個殊能力，揚升創新思考能量。 

為達實施目標，我們將學校課程區分為兩大脈絡，包含領域教學「學習力」的奠基與

校本課程「探索力」的扎根，分別縱向銜接，也橫向聯繫與融入。其中，「生活體驗」、

「環境探索」、「藝文素養」等三項是學校目前勠力發展的校本課程核心價值取向，係依

據校園環境現況、教師優勢專長、以及可利用周邊資源等條件，為義方孩子的國小教育階

段學習做最全面與最適切的發展考量。 

我們深知，學校教育始終在孩子的成長上扮演著最關鍵的力量。我們必須確保每個孩

子的學習權益、照護每個孩子的身心品格、豐富每個孩子的學習歷程、奠基每個孩子的發

展能力、創造每個孩子的優勢價值。希冀透過學校的用心與努力，建構學生多元、適性的

學習機制與潛能探索，以活化思維、建構能力、厚實學力、涵養品格，並成就信心，奠立

未來立足社會、迎向國際的學習能力及生命態度。更期待透過永續校園的推廣及營造，能

帶給孩子更多正向的價值釐清，也讓孩子理解：社會發展及環境開發，可以滿足當代人們

需求，但不能損及後代子孫生存權益；可以持續提升人類生活品質，但不可以超出維生生

態系統承載力。 

二、義方永續校園環境營造 

(一)建構生態銜接廊道 

本校位於陽明山腳下，校內亦有大面積的綠園空間，因此，學校擬透過栽種與陽明

山國民公園生態體系相同的植栽，藉以營造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相似的生態環境，連結其

生態系，建構校園生物多樣性。 

(二)進行植栽區土壤改良 

學校後山第一層的親土耕作區及第三層的假日農夫區和果樹區，因土壤過於貧瘠，

必須適時且定期的進行土壤改良。應用適當的輪作機制、合理的肥培管理、或施以土壤

改良劑如石灰和有機質等方法，期能改善土質，提高肥力，增加產量。 

(三)建立生態再利用體系 

由於學校綠化空間面積頗大，可嘗試收集落葉及廚餘進行堆肥化處理，作為植栽種

植肥料使用；另學校必須思考如何自給自足提供蚓菜共生系統的生菜廚餘，每週 2次至

傳統市場收集生菜廚餘，對人力已不足之學校而已，亦是一項不小的負擔。 

(四)修整珠海樓旁邊坡草坪 

將珠海樓旁邊坡之鳳凰木及圓形水泥植栽處一併移植及撤除，全面以草坪取代，可

增添校園美觀、提供休閒嬉憩場所、延伸教室課堂外，亦可保護地表，避免雨水沖刷侵

蝕，更能減少積水窪地、蚊蠅減少，又能清新空氣、減少飛沙，構成清潔的校園環境。 

(五)後山斜坡種植灌木 

為減少每年除草的頻率及抑制雜草的生長，學校規劃於後山的第一二層及二三層間

之斜坡面，種植小型木本植物或灌木，除協助水土保持外，亦可美化景觀，減少雜草叢

生狀態。 

(六)行政大樓屋頂綠化 

為有效因應行政大樓頂樓視覺藝術教室、音樂教室、E化教室之高溫效應，學校擬

規劃於其頂樓進行綠化，採盆栽組合型或薄層型，以減緩高溫所帶來的學習環境不適及

不利問題。 

(七)擴大雨水回收再利用面積 

學校目前只有行政大樓及活動中心部分頂樓有集水運用，共設置 3座容量為 500公

升的雨撲滿，但現場實際可收集更多的雨水做有效應用，以降低自來用水的實際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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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針對翠嶺樓、珠海樓、及行政大樓和活動中心尚未設置收集雨水的部分，擬規劃

再增置雨撲滿，提供學校田園澆灌或校園各處所清潔用，以充分運用水資源。 

(八)發展小型太陽能光電系統 

由於蚓菜共生系統、魚菜共生系統及生態池皆需長期運作馬達，以提供水源或抽水、

汲水形成水循環等，對學校用電造成長期負擔。所以學校未來擬嘗試申請暨建置太陽能

光電系統，讓這些為維繫生態運作而需長時間供電的馬達，能使用太陽能發電的能源，

以降低學校電費支出。 

(九)行進動線進行感應式燈具汱換 

學校各教室及各空間之照明設備皆已是節能燈具，若能於樓梯間、地下室停車場、

廁所及部分出入空間進行感應式燈具的設置，一般可省下 30%-90%的耗電，並可延長光

源使用壽命，減少光源耗用支出，亦可減少疾菌接觸感染效果。 

三、義方永續校園課程藍圖 

(一)完善探索力之環境探索課程主軸結構 

探索力在環境探索面向的主要學習思維，是要讓孩子認識及理解我們生活及生存的

環境，並讓孩子從這些生活事物的參與及探究行為，以及藉由多方尋求答案及實際體驗

歷程，讓孩子覺察周邊環境的樣貌及改變，繼而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涵養人文情懷與

研究未知事物的精神，讓孩子充分具備面對問題的因應能力與態度。其課程結構如下： 

校本面向 主題課程 學習內容 融入領域教學或配合實施活動 

環境探索 

校園探索 

1.認識暨探索校園環

境。 

2.認識校園裡的溫度、

雨量、風向等。 

 

 

3.探索校園中的動植

物。 

 

 

4.校園安全地圖。 

1-1一上生活《校園大發現》。 

 

2-1一上生活《風來啦》。 

2-2一下生活《好熱的天氣》。 

2-3二下生活《兩天生活變化

多》。 

3-1一下生活《大樹小花朋友

多》。 

3-2二下生活《和小動物做朋

友》。 

4-1三上社會《安全的生活─校

園安全維護》 

社區踏查 

1.橘色線：衛戍醫院→

北投公園露天親水溫

泉→北投公民會館→

梅亭→北投溫博館→

北投兒童樂園→北投

公園→天狗庵→北投

圖書館→地熱谷→凱

達格蘭文化館→新北

投捷運站。 

2.黃色線：北投不動明

王石窟→天寶聖道宮

1.三上社會《參與學習活動─進

行戶外學習》。 

2.三下社會《我們居住的地方、

地方的組織與活動、地方的故

事與特色、居住地方的發

展》。 

3.四上社會《家鄉的地名與位

置、家鄉的自然環境、家鄉的

開發、家鄉的產業、家鄉的名

勝古蹟》。 

4.四下社會《家鄉的機構、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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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面向 主題課程 學習內容 融入領域教學或配合實施活動 

→善光寺→硫磺谷溫

泉泡腳池→硫磺谷遊

憩區→行義瀑布→龍

鳳谷→地熱景觀眺望

臺→軍艦岩親山步道

→軍艦岩→中和禪寺

→鳳山步道。 

3.藍色線：安國寺→上

清宮→白宮山莊→復

興市場→義方舊校

舍。 

的交通、家鄉居民的休閒活

動》。 

生態學習 

(田園食農) 

1.能認識校園植物。 

 

2.能認識植物的身體構

造和各部位名稱。 

3.能認識不同動物的各

種特性。 

 

 

4.能認識植物的各項構

造與功能。 

1-1一下生活《大樹小花朋友

多》。 

2-1三上自然《植物的身體》。 

2-2三下自然《蔬菜的成長》。 

3-1三下自然《動物的身體和運

動》。 

3-2四上自然《昆蟲世界》。 

3-3五下自然《動物的生活》 

4-1五上自然《植物世界》。 

1.能親土及操作小鐵

鏟，並進行簡易種

植。 

2.能習得清除雜草及除

蟲的方法，並親自除

草、除蟲。 

 

3.能操作兩用鋤頭耙

土。 

4.能知道長柄鋤頭的操

作方式，並使用小鐵

鏟、兩用鋤頭進行整

地。 

1-1一下綜合《種植地瓜葉》。 

 

2-1二下綜合《種植葉菜類蔬

菜》。 

2-2三下綜合《種植葉菜類蔬

菜》。 

3-1三下綜合《種植葉菜類蔬

菜》。 

4-1五上綜合《種植蘿蔔》。 

4-2六上綜合《種植炒飯比賽自

選食材或辛香料》。 

1.能探索水域環境及水

中生物的生活型態。 

2.能習得蚓菜系統水耕

蔬菜運作原理，並協

助照顧及系統維護。 

1-1四上自然《水生生物》。 

 

2-1四上自然《蚓菜系統照顧及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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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面向 主題課程 學習內容 融入領域教學或配合實施活動 

3.能習得蔬菜採收及包

裝方式。 

4.能協助維護生態池。 

3-1四上綜合《水耕植物採

收》。 

4-1六上六下自然《珍愛家園─

愛護環境》。 

1.能瞭解生物與環境的

關係。 

2.能理解各種環境問題

的產生源因及解決之

道。 

1-1 六下自然《珍愛家園─生物

與環境》。 

2-1六下自然《珍愛家園─人類

與環境》。 

戶外教育 

1.配合教育局活動，提

升學生文化涵養。 

 

 

 

 

 

2.辦理校本年度登山健

行活動。 

 

 

 

 

 

 

3.定期辦理特色戶外教

學活動。 

 

 

 

 

 

 

4.參訪臺北市社教機

構，豐富生活素養。 

1-1二年級《偶戲初體驗》。 

1-2三年級《發現典藏美術》。 

1-3四年級《劇場初體驗》。 

1-4五年級《認識交響樂團與交

響樂團的樂器》。 

1-5六年級《認識中國傳統樂

器》。 

2-1一年級《花鐘-杜鵑茶花園步

道》。 

2-2二年級《冷水坑-擎天崗》。 

2-3三年級《七星山系步道》。 

2-4四年級《臺北市第二高峰-大

屯山步道》。 

2-5高年級《臺北市第一高峰-七

星山步道》。 

3-1四年級《淡水農場》或《福

田園休閒農場》 

3-2五年級《臺北趣學習─校際

交流》。 

3-3六年級《碧山露營場》、

《龍門露營渡假基地》、

《貴子坑露營場》或《校內

宿營》。 

4-1二年級《臺北市立圖書館─

北投分館》。 

4-2三年級《臺北市立美術

館》、《臺北市立動物

園》。 

4-3四年級《臺北市兒童育樂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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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面向 主題課程 學習內容 融入領域教學或配合實施活動 

4-4五年級《臺北市立天文科學

教育館》。 

綠色學校 

1.進行教育宣導─多元

管道提升師生環境覺

知、行動及價值。 

 

2.落實環保實踐─綠色

消費、省資源、省能

源、低污染及低噪

音。 

3.建置永續校園─環境

學習功能、校續環境

永續、生態系統循

環、永續能源資源。 

4.構建管理模組─整合

內外資料，完善組織

管理，引導師生共同

參與。 

1-1環保議題專題宣導。 

1-2結合各領域教學，內化學生

環保意識，強化實踐作為。 

1-3推動環境教育電子刊物。 

2-1落實生活教育指導。 

2-2推動綠色消費政策。 

2-3持續建置節約用電、用水的

設施與習慣養成。 

3-1蒐集親師生意見凝聚共識。 

3-2規劃建置生態暨永續校園。 

3-3校園建物及空間朝綠建築九

大指標視機會逐步修正。 

4-1成立環境教育及管理小組，

定期召開會議瞭解執行概

況。 

4-2定期進行環境稽核，掌握環

境改善成效。 

4-3制定行動計畫，有效落實執

行。 

(二)推動親土課程─田園食農教育 

田園食農教育是義方校本課程發展基礎，也是學校場域空間適性發展的最佳機會，

在校園永續及環境教育的經營概念脈絡下，讓田園食農教育的體驗操作實踐動能、生態

循環系統的生命涵養、以及對生活這塊園地的感知與愛護，都將一一淬練孩子的心性，

讓孩子懂得關心生存環境，繼而身體力行保護我們生活的環境。 

臺北市北投區義方國民小學田園食農暨營養教育課程架構一覽表 

年

級 

學習

主軸 
學習目標 

課程實施 

學期 
田園暨食農 

(綜合) 

領域教學 

(生活、自然) 

營養教育 

(健康) 

一 

從
課
堂
到
菜
園 

1.能培養良好飲食態度。 
2.能認識校園植物。 
3.能親土及操作小鐵鏟，並進行簡易
種植。 

4.能習得營養布丁製作歷程。 

第１
學期   製作營養布丁 

第２
學期 種植地瓜葉 認識校園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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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北投區義方國民小學田園食農暨營養教育課程架構一覽表 

年

級 

學習

主軸 
學習目標 

課程實施 

學期 
田園暨食農 

(綜合) 

領域教學 

(生活、自然) 

營養教育 

(健康) 

二 

從
課
堂
到
菜
園 

1.能建立良好飲食觀念。 
2.能習得簡易剝柳丁皮的方式，並製
作環保清潔劑。 

3.能認識膳食纖維的功能與特性。 
4.能親土並操作小鐵鏟，種植不易長
蟲的蔬菜。 

5.能習得清除雜草的方法，並實際操
作。 

第１
學期  米食大探索 

自己剝柳丁，
並利用柳丁皮
製作環保清潔
劑。 

第２
學期 

種植葉菜類蔬
菜  

  

三 

從
土
地
到
餐
桌 

1.能認識植物的身體構造和各部位名
稱。 

2.能操作小鐵鏟、兩用鋤頭耙土，並
親土種植葉菜類植物。 

3.能主動清除雜草，並習得除蟲的方
法。 

4.能搭配營養均衡的早餐組合。 

第１
學期  植物的身體 營養早餐 

第２
學期 

體驗操作─種
植葉菜類蔬菜
並烹煮 

知識教學─小
園丁學種菜 

 

四 

1.能探索水域環境及水中生物的生活
型態。 

2.能習得蚓菜系統水耕蔬菜運作原
理，並協助照顧及系統維護。 

3.能習得蔬菜採收及包裝方式。 
4.能自製飯糰。 

第１
學期 

水耕植物採收
及包裝 

1.水生生物。 
2.蚓菜系統照
顧及維護。 

 

第２
學期 

水耕植物採收
及包裝 

蚓菜系統照顧
及維護 

製作飯糰 

五 

從
關
懷
到
實
踐 

1.能認識植物的各項構造與功能。 
2.能認識植物繁殖方式，並實際親土
種植及採後烹煮。 

3.能知道長柄鋤頭的操作方式，並使
用小鐵鏟、兩用鋤頭進行整地。 

4.能理解汽水內含成分，並養成健康
飲食習慣。 

第１
學期 

1.體驗操作─
種植蘿蔔。 

2.煮粥比賽。 

知識教學─植
物的奧秘 

 

第２
學期   自製汽水 

六 

1.能操作長柄鋤頭、小鐵鏟、兩用鋤
頭進行整地。 

2.能自選栽種植物，並納入期末炒飯
比賽食材、辛香料或擺盤等相關內
容物。 

3.能透過閱讀食譜習得醃漬梅子歷
程。 

4.能習得西餐禮儀。 
5.能透過維護生態池，理解環境保護
與永續發展的意涵。 

第１
學期 

1.種植自選植
物。 

2.炒飯比賽。 

生態池照顧與
維護。 

 

第２
學期 

醃梅趣(由行
政負責指導) 

1.生物與環
境。 

2.生態池照顧
與維護。 

西餐禮儀 

◎學務處統籌田園食農暨營養教育課程及活動辦理，協助提供各項教學資源與技術諮詢，並於每學期初召開工

作推動會議。若有教師欲於教學中增添田園種植相關課程，得於學期初提出，一併納入田園食農課程工作推

動。 

◎總務處協助一至四年級田園親土耕作之事前整土。 

◎級任教師負責引領學生進行種植、觀察、記錄、除草等田園親土工作，並彙整相關資料及進行照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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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續低碳環境教育課程 

本校環境教育低碳教學課程實施思維係以課程內容為主，搭配學校設施做教學延伸，

針對節能減碳觀念強化教學。以四年級教學為例，四年級自然領域課程談到奇妙的水，

課程內容希望讓孩子能知道水對生物生存的重要性，因此設計延伸學習活動，經由認識

水資源在生活中的關鍵影響，探查校園中有關水資源的雨撲滿裝置及相關節能設施，以

及提供學校每月用水度數及水費，讓孩子瞭解地球上的水是需要大家共同維護的；也引

領孩子檢視家中水費單，共同進行回饋與省思。讓學生透過覺知、體驗、省思、行動的

學習活動，對於「節能減碳」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將認知轉化為實際行動，在學校與家

中都能落實節能，並能自行檢視成果。課程內容規劃各年級延伸內容教學重點，並搭配

校園節能設施將概念融入領域教學之中，內容如下： 

 

臺北市北投區義方國民小學一到六年級節能減碳教學延伸內容一覽表 

年級 主題 教學領域 延伸教學重點 搭配設施 

一 

認識校園 

一上生活 

《校園大發現》 

認識校園基礎環境，包含建

築物本體及校園生態環境。 
校園 

一上生活 

《風來啦》 
認識校園裡的風向。 校園 

一下生活 

《大樹小花朋友多》 

1.大樹與人類的關係。 

2.如何實際關心植物、愛護

植物。 

校園大樹 

一下生活 

《好熱的天氣》 

認識校園裡各地的溫度差異

及瞭解原因。 
校園 

二 

二上生活 

《奇妙的水》 
個人節約用水的簡便方法。 校園節約設施 

二下生活 

《雨天生活變化多》 

1.認識校園雨量多寡。 

2.觀察校園積水區域。 
校園 

三 

認識永續

環境 

三上自然 

《空氣》 

瞭解上課教室空氣流動的方

向。 

班級及科任教

室 

三上自然 

《溶解》 
認識水汙染  

三下自然 

《認識天氣》 
校園雨量的測量方式。 校園 

四 

四上自然 

《水中生物》 

認識校園生態池的溼地環

境。 
生態池 

四上自然 

《神奇電力》 

1.瞭解學校用電概況。 

2.個人可行的省電方法。 
電費單 

四下自然 

《水的移動》 

1.探究省水設施原理。 

2.認識雨撲滿。 
校園省水設施 

四下自然 

《奇妙的水》 

1.認識全球水資源問題。 

2.瞭解節約用水可行方法。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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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北投區義方國民小學一到六年級節能減碳教學延伸內容一覽表 

年級 主題 教學領域 延伸教學重點 搭配設施 

五 

綠色行動 

五上自然 

《太陽》 

認識學校的太陽能發電系統

及相關設施。 

太陽能發電系

統 

五上自然 

《空氣與燃燒》 

1.用電安全探討。 

2.節約省電具體行動方法。 
 

五上自然 

《聲音的探討》 

1.校園的噪音。 

2.噪音的管制規定。 

手機 APP 聲級

計 

五下自然 

《水溶液的性質》 

1.認識土壤汙染。 

2.檢測校園土壤酸鹼值。 

田園耕作區土

壤 

六 

六上自然 

《熱和我們的生活》 

1.認識綠建築指標。 

2.規劃設計義方教室的降溫

設施。 

義方建築體 

六上自然 

《變動的大地》 

1.認識臺灣地震帶的分布。 

2.認識山崩與土石流發生的

成因。 

3.瞭解義方校園位在土石流

高潛勢區的地理位置。 

校園地理位置

圖 

六下自然 

《防鏽與防腐》 

普查學校、社區及家裡電

器、機械及資訊等設備容易

鏽蝕的主要原因。 

學校電器、資

設及機械設備 

六下自然 

《珍愛家園》 

1.認識暨清除校園生態池外

來種。 

2.認識再生能源及其在臺灣

推動的可行性及未來性。 

3.完成個人一週節能減碳具

體作為減碳數量表。 

生態池 

  肆、代結語 

全球環境轉化，「永續校園」概念因應而生，期透過永續建築與生態校園環境的結合，

秉持永續、生態、環保、健康原則，佐以「全球視野」與「在地行動」的教育推動力量，讓

地球環境能永續發展，讓永續環境的理念能落實在學校課程及學生學習成長的生活中。而生

態教育便是達成「永續校園」的重要歷程之一。 

義方國小擁有寬大的綠地學習場域，唯校舍創建之時，未能有效結合學校課程發展及生

態環境規劃暨管理維護，致使偌大空間未與學生學習結合，變成資源耗費，令人惋惜。從

104年開始，義方行政及教師團隊便積極思索如何活化此一優勢場域，形塑生物多樣的自然

生態學習園區，以具備落實推動永續教育、生態教育的有利條件。 

歷經數月，徵詢多位專家意見，及瞭解校內教師想法及需求，學校擬在現有學校綠化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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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基礎上進行修正及延伸，希望能建構最合宜學生實地觀察、學習討論、調查研究的生態學

習場域，讓學生在這塊園地裡涵養人文價值、學會解決問題、體驗田園生活，甚至探索生命

真諦、關心世界公民議題。 

這二、三年來，學校為落實永續校園的理念而持續扎根各項作為，舉凡永續環境的營造

與改善、生態校園的課程發展與環境建置、節能減碳的生活感知與習慣養成等，處處可見學

校努力、用心的足跡。 

我們深信，透過校園生態環境的改善重構，以及生態課程的整合推動，義方孩子在校園

動植物的生態觀察及栽培保育的實作方案體驗下，定能懂得愛護周遭環境、珍愛自然資源、

以及形塑尊重生命的態度，而義方校園也將變得更具教育意義與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