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107 年度永續校園環境教育執行成果 

一、永續校園環境教育行動計畫 

     「永續校園」是教育部為加速轉化傳統校園環境，進行校園環境永續發展，使學校達成

綠色的、生態的、環保的、健康的、省能的、省資源的學習環境，而積極推動的政策，它

是符合生活的展現，具有教育的機能，使學校成為推動環境教育的種子，將來配合城鄉風

貌再造、社區總體營造、生態旅遊之推動，讓社區與學校相結合，成為一個終身學習的最

佳場域。 

   「永續校園」主要精神在使師生共同投入校園環境改造，編撰合宜的教學教材，創造學

校教學特色，以符合永續發展目的。因此在硬體方面包括「生態環境創造與確保」以及「永

續建築」兩大項目，從瞭解自身校園地域、文化、歷史與生態等特色，從而創造出完全不

同且多樣的校園環境。在軟體部分，配合各校具地方特色之永續教育理念，未來更可配合

鄰近不同教育特色的學校，形成緊密的環境教育聯絡網，發展出社區永續校園的特色。  

臺灣年平均降雨量有 2 千多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 3 倍之多，但因降雨時間與空間的分

布不均，臺灣雨水雖多，卻是名列世界第 18個缺水的國家。因此，在未來氣候變遷影響下，

水資源將愈形珍貴。如果我們能善加利用斜屋頂來截水的話，就像小水庫一樣，可當做緊急

的災備用水，遇到像颱風或地震導致的停水，都能夠緊急應付供水。 

全球氣候變遷加劇，不管是能源、水資源的調度，未來勢必都將愈加困難，為了防患未

然落實節能減碳工作，除了在教學上中持續教育學生落實省水省電的環保政策，並提出多元

面相提供師生永續環境教育的學習情境，讓我們在面對全球氣候環境變化下愈來愈稀少的水

資源的情況下，從雨水回收的環境教育做起吧！ 

 

二、學校基本資料（填報本學年度資料）： 

學生人數：2202 人 107 年度綠色學校伙伴網路葉片數：12 片 

學生班級數：89 (含幼兒園) 校地總面積：26,130平方公尺 

 

 



 

三、校園基本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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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6~107年度各月份水電費使用統計表 

107 vs 106年度各月份水度數統計表 

 

 

107 vs 106年度各月份電度數統計表 

 

 



 

四、永續校園環境教育相關議題推動成效： 

（一）與課程整合的績效 

1. 本校 107年度提報台灣綠色夥伴學校葉片數字統計表 

 

日期 文章標題 葉片數 

2018/12/22 減塑宣言 6 

2018/01/24 岩之"物"語 3 

2018/01/24 食在好行~食米食農在北新 3 

 參考資料：臺灣綠色學校伙伴網(http://www.greenschool.moe.edu.tw/) 

 

A. 活動名稱：食在好行~食米食農在北新 

*環境議題：農村生態  

*執行方法：戶外教學/解說 

*議題實質內涵：E27 覺知人類的發展需要地球環境和生態資源的支持 

*策劃/執行人：簡沛俞/簡姿欣 /周佳建 

*目標範圍：全校性  

*參與人數：2300人 

*目標： 

(1)建立師生們對於台灣稻米品種的基本認識。 (2)鼓勵師生們可以多多吃台灣自己的國產

米。 (3)認識米的烹調與料理方式。 (4)讓師生們了解台灣稻米的困境與機會。 (5)讓師生

們了解台灣稻米的產地故事。 (6)讓師生們認識台灣稻米標章。 (7)讓師生們認識稻米的生

長環境與堆肥的運用。 (8)讓師生們認識稻米的營養價值、以及認識米穀粉的運用。 (10)

讓師生們了解 4 章 1Q 與食安五環的政策 (11)讓師生們認識稻米種植過程及插秧的方法。 

(12)讓師生學會種菜的流程。 

*進行方式： 

(1)「認識稻米」課程: 透過播放影片介紹種稻的流程及認識稻米的品種，讓學員們了解稻米

變白米 的過程，透過邀請在地農民介紹稻米與小麥的不同以及稻米的營養成份內 容。 (2)

「在地米食文化與農耕體驗」課程: 結合自然環境教育課程推動農事體驗教育，並運用學校

田園栽種盆稻，以及 搭配學校土地進行栽種疏菜，來推廣友善栽種的方式。另外本計畫也透

過專 業講師教導學生們基本的農事技能:整地、鬆土、播種、澆水、觀察、除雜 草、施肥、

田間管理、防蟲、收成等基本農事技能。 (3)「校際聯合學習」課程: 結合臺北市公館國小

師生、及本校國小師生共 100 位同仁，交流並參訪台北 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透過環境體

驗及親自操作，學習稻米農耕文化及農人 勤奮精神，與專業人士共同合力推動「食農米」教

育計畫。 (4)「認識四章 1Q」課程: 從近期食安事件認識「食安五環」政策，並導入農產品

四章 1Q 概念，了解 產銷履歷、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具有臺灣農產

品生 產追溯 QR Code 之農產品等概念。 (5)「米食與食農課程 DIY活動」課程: 透過聘請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partner/item.aspx?key=129083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partner/item.aspx?key=117306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partner/item.aspx?key=114838


 

專業講師指導米食料理的方式，讓參與學生親自下廚 DIY 料理米食， 以增進學生體驗和生

活連結，並回顧米食從栽種到收成最後至料理吃下肚的 歷程。另外本計畫也透過舉辦食農課

程 DIY活動來教導學生們基本的農事技 能。(6)「營養宣導教育」課程: 認識稻米的營養價

值，如：「米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等相關營養價值，並補 充各種米的營養價值，如：「糙米、

胚芽米、白米」等相關米食之營養價值。 

*成果描述： 

透過辦理「校際聯合學習」課程，培育學童了解稻米從產地到餐桌的故事。 2. 透過實際進

行「米食與食農課程 DIY 活動」，增進學童們的生活技能。 3. 透過學校營養午餐食材之農

產品四章 1Q 課程，讓學童了解「國產生鮮食材 採有機、產銷履歷、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

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具有臺灣 農產品生產追溯 QR Code」之農產品。 4. 培養學童具備正

確的飲食觀念及習慣。 5. 透過田園種菜課程，認識永續農業的意義與價值。 

*實施心得： 

1. 培育參與學童認識食物、增加農事體驗、以及學習食物的烹調料理。 2. 透過課程讓師生

們認識稻米種植過程及插秧的方法。 3. 透過課程讓師生學會種菜的流程:整地、鬆土、播種、

澆水、觀察、除雜草、 施肥、田間管理、防蟲、收成等基本農事技能。 4. 透過課程讓師生

認識稻米的營養價值:米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等相關營養價 值。 5. 透過課程讓師生了解各

種米的營養價值:糙米、胚芽米、白米 

*學習者心得： 

學生 1.從一開始都是雜草的中庭一角，經過大家的努力變成學校的新菜園，真令人開心。學

生 2.在種菜的活動中，我學到做一件事要負責到底，不要種到一半就放棄。學生 3.我學到對

於植物也要用心照顧，不能隨便的心態。學生 4.我從種菜裡學習及明白農夫的辛苦。學生 5.

種菜很辛苦，不要浪費食物。學生 6.在校園種菜不僅可以美化校園，還能讓大家知道植物生

長的過程及植物原始的樣貌，讓生活在都市的我們可以體驗鄉村生活。 

 

 

 

 

 

 



 

B. 活動名稱：岩之"物"語 

*環境議題：森林荒野草原    /    *執行方法：戶外教學/解說 

*議題實質內涵：E25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策劃/執行人：簡沛俞/簡曉玲    /*參與人數：350人 

*目標：  1.了解岩石和礦物的關係。 2.可知道岩石因成因分成 3大類及認識常見的岩石種

類。 3.認識常見的岩石`礦物即在生活中的應用。 4.了解及認識不同岩石和礦物的特性。 5.

了解台灣的岩石和礦物的分布。 

進行方式：   1.藉由觀察圖片或書籍，發現地層是由不同岩石所組成。 2.可透過觀察岩石，

發現岩石是由多種礦物所組成。 3.藉由觀察分類及不同實驗讓學生分辨並了解岩石和礦物的

不同。 4.藉由老師和學生參觀台大博物館群~地質標本館.人類學博物館及影片欣賞了解岩石

的分類。 5.透過觀察即時知道不同礦物有不同特性及在生活中的應用。 6.透過校外踏查~

北投地熱谷一日遊，了解台灣特有岩石~北投石。 

*成果描述：   1.學生能了解岩石是由一種或一種以上的礦物所組成。 2.可知道岩石因成因

分成火成岩.變質岩和沉積岩及認識常見的岩石的分類。 3.了解及認識不同岩石和礦物的特

性和在生活中的應用。 4.了解台灣的岩石和礦物的分布。 5.實際參訪台大博物館群中的地

質標本館了解台灣岩石礦物的種類和分布。 6.實際參訪台大博物館群中的人類學博物館和北

投凱達格蘭博物館了解岩石和礦物對人類文化的影響。 6.參訪北投地熱谷及觀察並學會愛護

珍惜台灣特有岩石~北投石。 

*實施心得：   1.學生能在觀察及實驗中認識生活中常見的岩石和礦物。 2.運用社會中免費

的資源進行高品質的學習~台大博物館群。 3.跨領域的學習(結合社會)讓學生了解岩石礦物

在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對生活的影響。 4.能有效體會岩石和礦物對環境的影響和對人類生

活的重要性。 

*學習者心得：   學生 1.在地質標本館中我看到了許多的火成岩.變質岩和沉積岩以及研究

器材。學生 2.我最喜歡北投石了，因為它是第一顆由台灣地方名稱命名的岩石。學生 3.我認

識了許多岩石和礦物，讓我了解台灣有許多多樣化的資源。學生 4.我認識了許多生活中常見

但我卻不知道名稱的岩石和礦物。學生 5.我最喜歡像寶石一般漂亮的礦物，如水晶。學生 6.

原來小寶寶最愛的痱子粉和媽媽的化妝品都有滑石。 

 

 



 

 C. 海洋塑膠垃圾減量 ( 2017/12/12～2018/12/31 ) 

*標題：減塑宣言 

*環境議題：綠色生活 

*學習議題：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議題實質內涵：E40 覺知能資源過度利用〈超出環境承載〉導致環境汙染與資源耗竭的問題 

*策劃/執行人：蔡以新 

*動機：教案活動單元 

*目標範圍：年級性 

*難易度：普通 

*實施期間：2018/12/10~22 

*參與人數：360人 

*目標： 

1.能知道塑膠垃圾對海洋生態環境的影響及嚴重性。 2.能知道減少使用塑膠製品的具體做

法，並落實於生活中。 3.能知道參加淨灘的管道及方法。 4.能和同儕合作，互相幫忙完成

老師交付的任務。 

*進行方式： 

1.觀看新聞影片片段:垃圾成海洋浩劫！小海龜誤食塑膠，急救 4天仍殞命 20171022 T 觀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dPpLgfhkkg)。 2.分組閱讀海洋塑膠垃圾汙染相關文

章(老師事先準備 15篇文章，並按照海洋垃圾量、海洋垃圾對生物的傷害、及解決方法依序

編號)，學生 2人 1組， 一起共讀文章，並紀錄下文章重點。 3.學生分組上台分享海洋塑膠

垃圾汙染文章重點，之後，老師總結目前海洋環境面臨塑較垃圾汙染的問題及嚴重性。 4.

分組討論(6組):如何解決海洋塑膠垃圾的問題?小組討論並完成"減塑好妙方"學習單。 5.小

組報告減塑的方法，老師將小組報告內容條列整理在海報紙上。 6.觀看"來吧來吧！國際淨

灘行動－荒野保護協會 HD"(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m0H8xVLeKY)，老師介紹淨

灘活動。 5.學生選擇自己可以做到的減塑方法，並製作個人"減塑宣言"。 6.張貼"減塑宣言

"於學校公佈欄。 

*成果描述： 

1.學生能具體說出目前大量塑膠垃圾直接對海洋生態的影響及間接可能對人類造成的傷害。 

2.學生能意識到塑膠製品充斥於生活之中，並能提出減少塑膠製品使用的方法。 3.學生能選

擇自己可以做到的減塑方，並落實於生活中。 4.透過張貼"減塑宣言"推廣到校園個角落。 

*實施心得： 

課程實施之前，部分學生已看過吸管傷害海龜的新聞，但透過影片及文章閱讀分享，才知道

原來海洋塑膠垃圾量之大遠超過自己想像，而且直接受害的動物有如此之多、傷害如此之深。 

在實施此教案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學生油然而生對其他生物遭遇的憐憫之心，並對此主題表

現出積極的參與的熱情和意願，我非常想跟領域其他的老師分享此次教學的感動，希望下次

可以以此教案為雛形擴大舉辦減塑活動，例如，可以配合學校大型活動，如校慶園遊會進行

資源回收獎勵活動， 或配合學校自治市市長一起在學生朝會宣讀學生的減塑宣言以達更佳的

宣傳效果。 



 

*學習者心得： 

1.以前我和家人去海邊玩時， 都看到沙灘上有空瓶子罐子等垃圾，可是影片中的垃圾海浪還

是讓我嚇一大跳，海上怎麼會這麼多垃圾?原來海洋垃圾汙染比我知道的還要嚴重很多，人類

實在應該要少製造些垃圾，以後去買東西要提醒媽媽帶環保袋，不要再用塑膠袋。 2.海龜被

塑膠圈起來身體變形、海鳥的肚子裡都是塑膠瓶蓋，看起來都好可憐，所以我們不可以亂丟

塑膠垃圾進去海洋， 才不會害到其他海洋生物。 3.我讀完老師發的文章才知道，原來塑膠

袋還可能變成塑膠微粒，會被魚吃下肚，導致海洋生物死亡。難怪現在塑膠袋要錢，為了人

類自己的健康，還是要少用塑膠袋、免洗餐具。 4.塑膠微粒透過食物鏈回到人體內危害我的

的健康，海洋生物的每一餐都跟慢性自殺應樣，我們的垃圾不只傷害地球上生物，也傷害我

們自己。 5.我第一次知道荒野協會，老師說如果我們想要參加淨灘活動，可以上他們的網站

去找資訊， 我回家要跟爸爸一起上網站去看看有機會我也要去參加淨灘活動。 6.影片上說

撿到的菸蒂可以堆成兩座 101，空瓶子推起來比喜馬拉雅山還高，實在太恐怖了，以後我們

去海邊應該用環保杯裝飲料，垃圾也也要自己帶回家。 7.我們家現在都用鋼吸管，以後也要

繼續用下去。 

 

 

 

 

 

 

 

 

 



 

2. 教師環境教育 8小時暑期研習 

 

3.永續校園-兒童朝會宣導 

     

     
 



 

4.健康飲食講座-小樂活 

 

 

 

（二）改善校園與社區環境的績效 

1.校園環境管理成效 

（1）校園裝置藝術-變形金剛、男童軍竹棚 

   

 

（2）可食地景（環境教育與食農教育系列課程） 

北新小菜園- 

【可食地景在操場邊】 

 

 



 

【惜食農遊在中庭】

 A.A 

A.實施目標 

 推廣「永續農業」與「可食地景」的精神。 

 校內成立田園教育社團，以培育「可食地景」志工。 

 結合學校、社區家長志工、有耕種經驗的老農夫共同合作，來進行推廣「可食地

景」計畫。 

 邀請專業的環境教育講師、食農教育講師共同指導，以增進本計畫的師資豐富度。 

 藉由「可食地景」教育活動，來增進社區、企業、機關、家長、學校師生之間的

情感。 

 透過實際種植活動，以提升學校師生，更認識農業的基礎知識。 

 透過實踐綠色城市、培養學員勤奮認真及增進參與學員基礎的農事能力與料理食

物的能力。 

B效益分析： 

1. 空間營造分析：本計畫之「可食地景」預計將於本校操場旁之閒置空地來進行種植規劃(如

下圖)，並依疏果季節合適性來進行種植。達成狀況目前種植地瓜葉、蔥、空心菜及紅蔥頭等

作物。 

    2. 課程教學分析:本計畫將規劃設計以下相關課程，內容詳如說明如下： 

 環境教育與食農教育課程 

 行前教育：認識可食地景的精神、認識土壤、四季蔬果等農作物以及臺灣特色農

村故事，如什麼土壤適合什麼農作物生長、蚯蚓對土壤的重要性、什麼是有機耕

種？ 

 快樂小農：體驗耕作農作物、除草鬆土、耕作施肥、灌溉、田間管理、體驗收成

等農夫生活。 

 自己種菜自己吃：體驗簡單又健康美味的農村料理。 

 食在安心：融入環境教育課程概念，讓小朋友們知道何謂低碳飲食，以及氣候變

遷與糧食的關係，如何選擇當季當地食材、菜市場採買體驗等。 



 

 
 

 推肥好好玩：吃不完的東西怎麼辦？教您如何運用廚餘堆肥，製作土壤改良劑之

教學。備註:將加強推廣不使用除草劑、農藥及化學肥料等，避免傷害土壤。 

 

 
 

 

 



 

 烹飪課程 

 認識廚房工具（鍋子、鏟子、湯勺、菜刀等） 

 認識能源設備（瓦斯、天然氣、電磁爐、微波爐等） 

 認識料理方式及調味料 

 小小廚師：個別體驗動手做料理。 

 

 剩食減量課程一個也不留：認識臺灣剩食的故事以及剩食所產生的問題。 

 剩食再利用：教導參與學員如何剩食再運用。 

 課程必選內容 

1. 認識可食地景 認識可食地景的精神與由來 

2. 認識光合作用 認識光合作用的原理 

3. 認識陽光 日照對於農作物的重要性 

4. 認識土地 認識土壤、幫土地整地 

5. 認識水 水的重要性、灌溉管理、排水、認識雨水期 

6. 認識蔬果 認識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蔬菜水果 

7. 認識育苗 認識育苗的流程、認識育苗所需工具(穴盤、培養土等)、認識

育苗所需的環境 

8. 認識肥料 進行堆肥課程(認識資材、認識肥料種類、實際進行堆肥作業) 

9. 田間管理課程 體驗耕種農作物、鬆土、種植、除雜草 

10. 防蟲管理 認識田園裡的蟲蟲、防蟲、抓蟲 

11. 認識收成 收成應注意事項、 

12. 認識烹飪 學習健康友善的烹調料理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將透過學習單以及實際施作課程,來了解學生的吸收概況(如下): 

1.知識:認識可食地景的精神由來、光合作用、土壤、農作物、田間管理等。 

2.情意:了解農夫種菜的辛苦、珍惜糧食、互助合作的重要性。 

3.技能:整地、鬆土、防蟲、烹調料理蔬菜等。 

4.行動:能發輝所學習到的農事技能及烹飪課程，幫助學校與家庭。 

 

 計畫達成效益 

1. 認識食物、增加農事體驗、以及學習食物的烹調料理。 

2. 擁有基本的農事技能(整地、除草、防蟲、田間管理等)。 

3. 擁有基本的料理食物能力。 

4. 認識「基因改造食品」、「認識蔬果」。 

5. 認識永續農業的意義與價值。 

6. 能珍惜食物、並朝向簡樸的生活態度邁進。 

7. 認識醜食物料理、剩食再利用、堆肥的生活技能。 

8. 增進生活自理能力(種植作物、選購食材、料理食物等)。 

9. 邀請農夫老師進行入班教學活動，舉辦 10場次。 

 

5.建議與反思 

    營造推廣食育教育環境，以健康飲食、地產地消、食品安全標單和碳足跡、水足跡等為主

要議題，在這些一提之下延伸出貼近日常生活的課程。例如健康飲食就以每天中午午餐的內

容，介紹出現在餐盤上的各種食材，含有哪些營養素。地產地消的議題帶領小朋友們認識在地

食材的特色，多選擇當地、當令的食材，不僅能吃到當季最新鮮食物，也能減少運輸所增加的

碳足跡、水足跡等環境成本，選擇吃什麼，也能愛護地球。 

  這些密切相關的飲食與環境議題，由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一同討論規劃設計。設計出結合

知識性的課程學習單和趣味性的遊戲，讓孩子們在遊戲和實做中學習健康與營養的知識。能夠

讓參與的孩子們把學習到的知識帶回學校或家庭中，與同學及家人分享，成為一顆顆的食農教

育的小種子，推廣對飲食的正確觀念和態度。 

 

 

 

 

 



 

(3)裝設遮光板（教學大樓三樓以上） 

（4）多層次綠化植栽 

                                     

 

 

 

 

 

（5）省水裝置 

 

 

 

 

 

                                    

（6）校園綠化-空中農場 

 

 

 

 

 

  

   



 

（7）透水磚 

 

 

 

 

 

 

（8）節能燈具 

 

 

 

 

 

 

                                    

 

（9）設置雨水貯留供水系統： 

雨水貯留供水系統，係將雨水以天然地形或人工方法予以截取貯存，經過簡單淨化處理

後再利用為生活雜用水的作法。雨水再利用可用在民生用水之替代性補充水源、消防用水之

貯水水源，及減低都市洪峰負荷。本次擬透過西華樓、北安樓屋頂進行雨水收集再利用，收

集後雨水除供給西華樓、北安樓 2至 5樓走廊花台外，多餘的雨水更可提供東昇樓廁所沖廁

用水以及東昇樓前生態池補充水源。 

 

（10）設置中水系統： 

中水係指將生活污水匯集經過處理後，達到規定的水質標準，可在一定範圍內重複使用

於非飲用水及非身體接觸用水。在總水量中，僅廁所沖洗就佔 35%，如能全面改用中水作為

沖洗廁所之用水，其效果甚為可觀。本次擬引用建築物地下室筏基層水源，經過 3 道水塔過

濾後，提供東昇樓廁所沖廁及水生植物池水源使用。 



 

 

 

  

照片 1說明：西華樓北安樓斜屋頂。 照片 2說明：屋頂 2噸雨水回收系統。 

  

照片 3說明：5樓花台雨水回收澆灌系統。 照片 4說明：東昇樓前水生植物池。 

  

照片 5說明：東昇樓地下室筏基水源。 照片 6說明：東昇樓回收筏基水塔設置點。 

 

 

 



 

(三) 學校與社區結合互動實例： 

A.放學後、假日開放校區供社區民眾休閒活動、散心、運動。 

 

B.校慶暨社區運動會配合環保小局長計畫辦理環境保護教育相關活動 

  

 

 

 

 

 

 

 

 

 

 



 

項目：資源回收及校園美化綠化 

社區名稱 

(村里名稱) 
新安里、張北里 負責人 黃里長建福、鄭里長富濃 

社區(鄉鎮村里)提供與支援活動說明： 

1、支援校務：新安里、張北里義工平日除支援學校交通導護、圖書館、輔導處各項義務

協助外，更組織有一群環保美化義工，於每週四協助學校做資源回收之

工作。 

    

 

 

 

 

 

 

 

 

 

 

 

 

2、認養花台：李安雄志工從九十二年起，認養本校各班級前的花台，定期更新植物、澆

花，清除雜草，美化校園，成效卓著，並由校內義工協助養護澆水之常

態性工作。 

  

 

 

 

 

3、園藝志工：每週二會出現在校園的花園、走道，協助落葉掃除、樹枝清運。 

4、清掃志工：每週一會在後校門協助清掃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