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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之二 

課程名稱：走踏三蘆綠寶石，在地生態訪調 

撰寫人：講師唐炘炘、課程經理人劉育育  共同撰寫 

 

【理念設計】 

1.打破錯誤消費生態的觀念，生態課程不只是郊遊踏青、沈溺在自然之美、

過於鑽研物種辨識，而是發展能帶動學員付諸「行動力」的生態課程。  

2.本課程的生態環境著眼於「三重、蘆洲」區域的在地生態踏查，探討三蘆

地區的生態環境文化及變遷，並思考三蘆地區的未來發展，並希望培力在地生態

訪調隊，參與環境守護的公民行動。 

【教材分析】 

三蘆地區為變遷中的社區，新舊社區型態混雜，捷運開通後，帶動生態環境

的變遷，畸零綠地整合蓋成高樓大廈，課程將進行三蘆地區生態環境的實地踏查

與記錄，透過 PPGIS(公眾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的工具，建立在地的生態知識、

生態地圖，並與三蘆地區的文化、歷史變遷、庶民生活結合，帶動三蘆民眾分享

在地生活經驗，結合生態觀察與參與生態守護之工作，開發在地生態知識。 

【教學模組設計架構】 

從三蘆自然環境為主題，延伸至日常生活於市區裡的自然資源、所居住的社

區中庭、住家附近，發展各種「生態生活環境空間」的主題，並針對主題進行討

論，搭配在地生態環保相關新聞帶動民眾讀報， 

1.三蘆的自然環境特色： 

a.兩水環抱 →多橋樑、綿長連貫的自行車車道 

b.傍水依山 →觀音山、大屯山 

c.溼地生態 →螃蟹、彈塗魚、候鳥… 

d.草地生態 →小野花、中草藥 

2.生態就在我身邊：社區中庭綠地、公園、路旁行道樹…等等 

【教學對象】 

三重、蘆洲在地民眾、對生態環境有興趣之民眾。 

【教學時間】102年 3月-6月，17週，51小時 

【教學模組設計架構】 

一、 課程架構及重點： 

1. 主題：走踏三蘆綠寶石，在地生態訪調 

2. 目標：探討三蘆地區的生態環境文化及變遷，並思考三蘆地區的未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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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並希望培力在地生態訪調隊，參與環境守護的公民行動。 

3. 課程架構： 

小主題列舉：三蘆自然環境、PPGIS(公眾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的工具、生

態地圖繪製、在地生態訪調隊 

4. 能力指標： 

a. 分享自己所居住及身處的三蘆地區生態環境之變遷。 

b. 親身實際踏查及訪調，並進行文字、影像之記錄。 

c. 社區學員進行 PPGIS實際操作，並分工合作，探索三蘆地區之生態地圖

的繪製 

d. 對於所學的在地生態知識，能夠設計活動、方案進行分享，帶動其它三

蘆地區民眾共同參與生態守護之工作。 

5. 課堂方式：每週一次室內課，一次戶外課程。 

6. 教學資源：三重蘆洲相關生態環境新聞報導、與其它生態組織團隊進行

分享交流、戶外踏查之田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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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要教學活動：教學、分組討論及工作、戶外踏查書寫及攝影記錄、PPGIS

工具學習。 

8. 生活技能：生態觀察的技巧、攝影能力、資訊整合匯整、分組團體分工

合作協調…等 

二、  各主題交學內容： 

1. 教學策略：從三重、蘆洲的生態環境之議題切入，帶動民眾了解身處之

環境以及三蘆地區的環境變遷，與學員共同探討與分享，並到戶外實地綠地生態

環境中踏察，透過觀察記錄及攝影，建置在地生態地圖。 

2. 教學流程：(1)主題引導，(2)課程教授與分享，(3)針對三蘆地區之生

態環境新聞報導進行討論與分析，(4)戶外踏查與記錄，(5)PPGIS在地生態地圖

建置 

3. 主要教學活動：教學、學員分享、分組討論、戶外踏查、資訊整合與收

集。 

4. 單元設計(舉例)：《老樹移植與護樹行動》 

講師：唐炘炘 

地點：三重集賢環保公園 

時間：10：00 ～  12：00 

學習領域：老樹於生態環境中的重要性 

教學對象：三蘆民眾 

教材來源：江翠老樹相關新聞報導 

教學資源：現場實地堪察老樹移植至三重集賢環保公園的狀況 

教學方法：讀報、分享討論、觀察老樹與紀錄、生態保育環境教育的概念形成 

教學目標：曾經引發極大爭議的江翠國中老榕樹，最後有二十多棵被迫遷移到了

三重集賢環保公園，目前由蘆荻社大生態社學員接棒觀察與守護。講座邀請江翠

護樹志工與蘆荻社大生態社學員，由江翠護樹志工講述這些老樹的身世，以及當

初他們護樹的心情與堅持的理念，並與蘆荻社大以及三蘆在地居民交流，讓大家

瞭解老樹對環境與氣候變遷的重要性與價值，並延續守護老樹的精神。 

【教學評量】 

1.生態觀察能力：是否能夠打開感官，從實際踏查過程中，觀察到不只是

生物的動態或靜態樣貌，而能夠打開五感，看見生態之間的動態平衡與韻律，看

見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2.口語表達與分享能力：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將所觀察、學習、感受到

的，透過分享的方式與團隊討論，帶動團體進行更豐富的學習與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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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問題意識與行動能力：在經過一學期的學習與帶動之下，是否能夠形成

對於生態環境有更多的問題意識，並且發展行動策略，進行環境守護或環保教育

工作的推廣。 

【注意事項】 

1.學員的主動性優先於具體生態知識：帶動學員了解生態時，進入生物觀

察時，不要進入太細節的生態辨識的知識理論中，透過團體討論，調動學員的主

動性，主動去探詢問題的答案，並帶動團體討論。 

2.實施生態踏查的學習現場，進行分組分工：為了不讓學員踏查只是一般

的步道走踏，需要事前分組分工，並生產出相對應的工作表單，讓學員不只是走

走看看，而能夠具體記錄學習、觀察過程。 

3.戶外踏查的安全性：生態課程時常進行戶外踏查，雖然鼓勵學員主動性

探索與行動去解答，但戶外安全仍需考量，並且學員之間互助合作。 

【教學省思】 

愛生態不是只去享受荒野，而是應該直面人與環境的關係。從人與環境的關

係的覺察與揭露出發，看見現代文明中人類對環境的剝削關係，進而反思與批判

科學實證邏輯中人定勝天、征服自然的科學觀。 

課程的目的是希望培養同學成為生態的行動公民，因為漠視社會狀態，關閉

在象牙塔，只顧自己生活玩樂，甚至只會紙上談兵、只會東罵西批的人太多了，

我們需要付諸行動的公民。但教學過程中，其實一直不確定該如何下手才能引起

動機，不知道該牽引他們到什麼行動中，甚至想要自己去發掘、創造議題給同學

去行動。但經過這次，我們思考著，行動不應該是老師強拉著他們的手腳做出來

的，老師應該是給他們觀念、給他們方法、給他們力量，等到時候到了，他們自

然會自己動起來，老師再從旁予以指導即可。 

從這次課程中，接手江翠老樹的護樹行動和記者會，我們驚喜的發現，之前

對同學們所施的肥料，已經被吸收成為他們的養分，慢慢的竟長出了一點新芽！

顯示之前的方法有效，努力沒有白費。但如果不是他們這樣的行動，老師可能不

容易檢視教學所發生的功效，有時不免也會灰心是不是對牛彈琴，或是不被認

同。因而這次記者會，不只對學生，對老師來說也是一種鼓勵！也更加深自己的

信念，確立方向，只要持續一點一滴做下去，也許藥效緩慢，但終會發揮出影響

力。 

在「做中學」的經驗當中，帶著「行動研究」之方法與態度，不斷調整講師

的教學方案，與學員共同學習，在行動中，實踐生態的行動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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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日誌 

【學員—種子講師群】 

科學小飛俠社區 DIY講座心得 

種子老師群：瀚儀、麗鳳、秋琴、惠容、美蕙、淑華、玉伶、威樺、枰郎、

政治、麗娟、月娟 

 

「這次活動對我來說多少還是有壓力的,但確實鞭策自己加速學習的效率。」 

「社區推廣從開始的抗拒，到分組討論決定推廣主題，從記錄到準備，讓自

己不自覺將過往所學更深刻記憶，但是看到社區推廣其他組，一場比一場精彩，

更是倍感壓力，尤其前一天的預演，心想慘了！我們可能是最糟的一組，怎麼辦？

到上場當天才發現原來每個人都很棒，能夠流利自然的表達自己所負責的部份，

一點也不怯場，才發現因為熟悉，大家對於社區朋友所提出的問題都能毫不猶豫

的回答，原來分享是這麼容易的事！」 

「為了想把最好易懂的方式呈現出來，大家盡自己的責任、分工，做出來，

接著討論、翻找過去老師給的講義，重新編訂，再來排演、選角色，就像要表演

一齣舞台劇一樣。8月 5日，第一場。看見同學們全員到齊，讓我感受到大家互

相支持與團隊的精神。且看見了社區朋友們滿足的笑容離開，這就是成果不是

嗎？」 

「學員們不分你我（組別）互相幫忙準備資料、材料，只想把好的資訊給民

眾，而老師也願意用他的時間跑來配合我們的學習成長。」 

「曾經看過一篇文章，節錄如下～自己的燈火點亮了，才有可能點亮別人的

燈火～如果每個人都在要求別人，對大環境沒什麼幫忙；如果每個人都懂得從自

己做起，對大環境就有極大的助益。我想生技中心要做的就是推己及人，一切由

自己做起，將好的觀念分享出去！」 

「我負責本次現場實際操作清潔劑的製程，還好在老師的教導下有認真的聽

並且回家有實際練習製作並使用，所以可以清楚的講述並操作，推廣天然清潔劑

到基層社區，這是一個可以為保護環境且可以避免身體不受化學藥劑殘留的活

動，現在只要有機會都會跟朋友推廣這樣的概念，並教他們如何製作，以響應保

護環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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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講師—行動者的老師】 

 

周六老樹守護行動的感想 

「走踏三蘆綠寶石~在地生態訪調」課程講師  唐炘炘 

 

9/7的記者會雖是學校發起，但起因卻是同學們自動自發的護樹行動，這個

行動並非被老師指派或規定，因此非常難能可貴。護樹行動從世昌發現江翠老樹

移植到集賢公園，和同學分享這個消息開始，後來我建議世昌暑假作業就以觀察

老樹為題。但沒想到，社長主動邀集暑假聚會，大家一起前望探視老樹，並且自

行分配認養老樹……這一切的行動，都出自於同學自主的行動！ 

能夠有這樣的行動，我想之前課堂上的「讀報時間」發揮了一些作用，同學

慢慢習慣去留心相關的環境新聞，從這些新聞去思考環境正義、生物福利等等的

問題，並且從這樣的新聞中，看到了別人的行動實例，我想，對於他們也有所刺

激。 

儘管記者會當天媒體出席狀況不佳，但和江翠志工的交流中，看到江翠人對

於老樹的情感，以及他們對於蘆荻同學行動的欣慰，我相信對同學來說，也有著

鼓勵的作用。而他們的行動夠格到召集記者會，最後也登上了三個媒體版面，也

能讓同學覺得我正在做的事是很有意義的。 

之前雖然希望培養同學成為行動公民，因為漠視社會狀態，關閉在象牙塔，

只顧自己生活玩樂，甚至只會紙上談兵、只會東罵西批的人太多了，我們需要付

諸行動的公民。但教學過程中，其實一直不確定該如何下手才能引起動機，不知

道該牽引他們到什麼行動中，甚至想要自己去發掘、創造議題給同學去行動。但

經過這次，我想行動不應該是老師強拉著他們的手腳做出來的，老師應該是給他

們觀念、給他們方法、給他們力量，等到時候到了，他們自然會自己動起來，老

師再從旁予以指導即可。 

從這次護樹行動和記者會，我驚喜的發現，之前對同學們所施的肥料，已經

被吸收成為他們的養分，慢慢的竟長出了一點新芽！顯示之前的方法有效，努力

沒有白費。但如果不是他們這樣的行動，老師可能不容易檢視教學所發生的功

效，有時不免也會灰心是不是對牛彈琴，或是不被認同。因而這次記者會，不只

對學生，對老師來說也是一種鼓勵！我也更加深自己的信念，確立方向，只要持

續一點一滴做下去，也許藥效緩慢，但終會發揮出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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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團隊工作者】 

 

社大工作者與講師的課程協同發展 

～以蘆荻社大「走踏三蘆綠寶石」課程為例～ 

文：劉育育（蘆荻社大「走踏三蘆綠寶石」課程經理人） 

課程是社大的重心，課堂上的經營一般主要依賴講師的教學操作，藉由教學

帶動成人的學習，而社大工作者主要的工作是提供行政上的協助。 

但在蘆荻社大嘗試實踐一種另類形塑成人學習的教學場域，透過社大工作者

主動積極進入與講師的協同教學關係，發揮組織工作的角色，同時社大工作者組

織講師成為有組織意識的行動者，在課堂上不再只是教學講師。而兩個角色的協

同工作關係的交織下，在課堂上發展出新的成人教學文化。 

蘆荻在開設課程時，特別在意課程對於學員的學習作用為何，對人的影響為

何?如何發展就考驗講師與工作者的協同關係。 

我在蘆荻負責生態相關的課程，其實，我對生態並非專業，也並非興趣，但

是對於課程內的「生態」卻是蘆荻及我感興趣的，也我們的工作內容。如何在行

政的角度、組織工作者的位子與專業的生態講師合作，發展協同關係，同時也共

同發展屬於蘆荻的生態課程與知識，透過生態課程來發展人與組織社群，是我們

關切的，也是工作目標。 

在蘆荻生態課群發展的脈絡下，有機會發展「走踏三蘆綠寶石」這門實驗課

程，這門課程，我(工作者)有幾個工作階段、歷程為下： 

一、於學校發展的工作位子思考課程發展方向 

二、課程籌備過程如何與講師發展協同關係 

三、課堂進行中，與講師的角色分工與練習 

四、教學實踐過程中，與講師共同面對學習作用的定性與課程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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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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