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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109年度學校環境教育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作業要點。 

(二)環境教育法第19條(略)。 

(三)加強學校環境教育三年實施計畫。 

二、計畫目標 

(一)健全學校環境保護小組運作。 

(二)發展校本課程融入環境教育。 

(三)全校式參與實施環境教育。 

(四)優選場域辦理環境教育校外教學。 

(五)惜福愛物養成友善環境素養。 

(六)提升教職員工生的環境教育知能與素養。 

三、執行期間:109年計畫公布實施日起至 109年12月31日止。 

四、計畫背景 

(一)傳統的客家庄〜一個具「潛能」的傳統客家聚落 

中壢過嶺地區是典型的客家庄，庄內老屋、古厝林立，具代表性的有許家老屋（189

年）、劉家古屋（200年）及邱家祠堂等客家聚落，主體建築保留完整，屋內古老農具亦保

存良好，是傳統的客家庄，潛藏客家文化瑰寶，還有23座大伯公，提供師生走讀鄉土，體

驗在地文化、建築、生活方式之美。 

(二)中壢平鎮楊梅新屋邊陲地帶〜一處隱藏「豐富」資源的過嶺社區 

中平學區所在過嶺社區位於中壢區邊陲地帶，附近有雙連陂、銅鑼陂、豫章湖，石門

大圳過嶺支渠可供探查的陂塘生態；雖地理位置居於「不山不市」的劣勢，但地方社區內

有國立中央大學、饒平客屬聯誼會、過嶺社區發展協會、南方莊園、北區郵件處理中心、

麒麟步道和電信研究所等自然、人文、人力、物力、財力的豐富資源，學生的學習與豐富

社區資源結合，讓學習面向更多元，也提供了學生踏查和體驗的學習。 

(三) 「不山不市」地理位置特殊性〜一所「正在蛻變」的中大型學校 

中平國小係位於中壢、平鎮交界，故稱「中平」，學區橫跨五個里，校齡60年，班級

數55班，學生1450人，家長以工人、農人居多，又因鄰近國際兒童村、藍迪安置中心、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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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眷村、陸光眷村，單親、外配、隔代教養及原住民人口約有500位，佔全校30%，近年來

學校致力於校園空間活化，開發主題校園戶外教室，研擬環境教育本位課程，運用多方資

源，實踐「工程帶動課程，課程融入環境，環境即是教材，校園即是教具」的理念，開啟

「綠色永續/青靚中平」蛻變轉型之契機。 

(四)綠色永續/青靚中平〜打造一座「不山不市」的學習跳島 

中平國小地處「非山非市」環境資源匱乏的地理位置，既無都會學校享有科藝文史的

學習資源，也無鄉村偏遠學校森川里海的自然環境。唯有利用學校既有環境資源匱乏的不

利條件，試圖以環境教育作為學校領導、校園規劃、課程發展、凝聚共識，以及外部資源

導入與社區參與的創新經營，將學校打造一座「不山不市」的學習跳島。戮力將空間環境

轉化成環境課程，藉以延伸生生學習範圍，改變教師「室內授課即是唯一」的窠臼，突破

教師「教科書奉為圭臬」的觀念，翻轉學校貧乏的不利條件，經營學校環境教育特色品

牌，進而獲致優質的風評校譽，建立師生自信。 

五、規劃原則： 

(一)全校式經營：2011年以後施行《環教法》應該由校長帶領團隊共同承擔，以《全校式

經營(whole school approach) 》模式，成立學校環境教育推動小組，努力朝向學校永續

之文化改變。 

(二)長遠通盤規劃：以循序漸進為原則，全面考量《環境政策》《校園環境》《課程教

學》《環保生活》《夥伴關係》等面向。 

(三)處室協調合作：由校長主導「環境政策」；教務處「課程與教學」；學務處「環保生

活」；總務處「空間規劃營造」；輔導處「夥伴關係」，各處室間充分溝通，彼此支援。 

(四)上下並行推廣：由行政處室策劃環境教育的計畫與活動，帶動教師自發性的研究與教

學，以跨領域的課程設計形式，融入環境倫理、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能資源

永續利用等學習主題，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內容。 

上下並行推廣：由行政處室策劃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的計畫與活動，同時鼓勵、推動 

六、實施對象： 

(一)全校學生、(二)全校教師、(三)全體行政人員(含警衛、工友、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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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環境保護小組組織表及任務分工 

計畫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 執掌 

召集人 劉雲傑 中平國小校長 綜理學校環境教育計畫推動 

學者專

家、民間

團體，企

業組織資

源與支援 

許民陽 台北市立教育學教授 環境教育推動諮詢 

傅文傑 大華高中秘書 甲蟲生態教學實施 

謝健山 馬鞍藤工作室 潮間帶溪口生態教學實施 

王派鋒 埤塘生態專家 校園動物生態教學實施 

王俊凱 八里國中老師 外來種生物防治教學實施 

李明生 大蕓有機農場經理 魚菜共生食農教育教學實施 

吳竹森 森田農場 布馬農園食農教育教學實施 

張清士 桃園市有機資源再生協會 落葉堆肥製作 

孫書麟 台灣廚餘資源化協會 落葉堆肥製作 

鄧如桃 農場志工 布馬農園養護 

環境教育

聯絡窗口 
陳筑莛 學務主任 

協助環境教育計畫規劃歷

程、溝通協調、會議籌備安

排，及對外聯繫、辦理計畫

書與年度成果彙整提報；負

責全校學生環境教育工作； 

友善環境活動與生活環保務

實。 

諮詢支援 胡長良 家長會長 

家長環境教育及協助相關活動

之推展，協助學校把環保概念

帶入社區 

研究規劃 羅唐泰 教務主任 

規劃課程融入環境教育、教

師專長增能與課程研發推動

同時規劃並推動校園環境課

程設計、環境教育教學及相

關學藝競賽活動，及負責全

校教師的環境教育工作。 

環境規劃 林志龍 總務主任 

規劃環境空間、校園永續及

場地設施改建、更新與活

化；綠色採購、校園空間建

築與環境管理， 及警衛、工

友、廚工等之環境教育工

作。 

研究規劃 
林依潔 輔導主任 

推動環境倫理、志工組織因應

友善校園規劃與執行，友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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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氛圍之營造；社區資源，利

用與夥伴關係建立。 

課程教學

組 
陳芝伶 教學組長 

環境課程計畫執行及協助教務

相關推動工作 

學生活動

組 

陳佳宜

黃孟如

張志傑 

生活、衛生組長、訓育

組長 

推動環境整潔、衛生維護及安

全宣導，以及推展環境教育

計畫有關事項 

教學推廣

組 

 各班導師 

環保教育課程落實執行、資源

分類、環境整理、垃圾減量、

生態教學設計 

簡明峻 資訊組長 
課程推動及環境教育網頁製作

維護 

社區推廣

組 

池蘭輝 校園環境解說志工 社區踏查解說諮詢 

科 任 老

師 
 

協助社區環境生活與活動教

育工作 

行政支援

組 

鄧宏旭 會計主任 
環境教育之各項經費預算與支

出 

吳麗梅 人事主任 行政人員之環境教育素養培訓 

王永成 幹事 
協助各項活動之執行與成果資

料彙整 

王月嬌 

黃春甲

姚皖彥 

工友 

校園環境改善與整理花草樹木

之修剪、植栽及養護合乎生態

作法 

林芷琦 護理師 學生環境衛生宣導及疾病之預防 

外部資源協力 

澗仔壢環境教育中心 提供戶外教學資源 

東眼山自然育教育中心 提供戶外教學資源 

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 提供戶外教學資源 

野柳地質公園 提供戶外教學資源 

關渡自然公園 提供戶外教學資源 

好時節農莊 提供戶外教學資源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中心 提供戶外教學資源 

羅東林業文化中心 提供戶外教學資源 

樹火基金會 提供節能減碳造紙課程 

技嘉科技文教基金會 提供再生利用電腦組裝 

源將單車生活館 提供自行車人組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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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施內容 

 (一)環境教育課程實施: 

中平國小109學年度環境教育校訂課程，生態、生產、生活三生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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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空間營造(紅色虛線的設施為未來一年規劃校校園空間營造的場域) 

 

九、預期效益 

(一)教職員工分配活用校內、外研習資源，除每年至少4小時規定時數，另於計畫實施一年內30％人

員達成教育時數達6小時，三年內65％人員達成教育時數8小時，5年內全員達成8小時。 

(二)建立以環境教育計畫為核心推動全校經營環境教育。 

(三) 實踐「環境課程化、課程環境化」的理念，活化閒置空間，消弭校園死角， 使校園成為最佳

的學習場域。 

(四) 以跨領域的課程設計形式，融入新課綱環境教育學習主題與利用社區生態、文化與產業等，更

新精進年度學校環境教育本位課程內涵，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內容。 (四)落實低碳校園，強調節能

減碳議題，透過生再生能源應用與方法，藉以提升節資省能的成效。 

(五)引進民間活力、專業諮詢、促進夥伴參與，多元方法推動學校環境教育。 

(六)主動與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建立合作關係，善用其機動性、草根性、行動力強的特性，

協助學校推動環境教育。 

十、經費來源及運用 

(一)申請環境教育基金、教育局、其他計畫、專案經費補助 

(二)學校編列經費或相關收入、捐贈等來源。 

自然保育

中平蝶園

MIT青蛙池

中平蕨境

天南星花園

校園蜂旅館

五梓登科

氣候變遷

災害防治

空氣品質監測樹

智慧校園能源管

理

極速飛輪電力公司

布馬資源回收站

綠能風光小站

中平傳聲筒

能資源永續利用

智慧雨撲滿

枯枝落葉的家

布馬農園

綠能魚菜共生

廚餘黃金屋

雞兔同籠

環保拼字版

客家文化保存

客家五行山牆

客家布馬藝廊

許家老屋牆

客家文物館

客家圓樓

晴學雨讀

環境倫理

老樹新家

感恩陶板

蒙德里安

品格塗鴉牆

葵花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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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考核與獎勵 

(一)與每月課程發展委員會同步召開環境保護小組會議，掌握課程實施進度、成員自我評鑑及討改

進，並留有個次會議紀錄以利追蹤。 

(二)結合台灣綠色夥伴學校投稿機制，設計短期成果、效益、評量工具，就教師執行環境教育本位

課程實施經驗與心得，提報綠色學校伙伴平台，彼此造就，相互提攜。 

(三)於每月第四周周三下午，召開教師專業交流，邀請執行環境教育本位課程實施績優教師，進行

經驗交流與心得分享，激發教師持續在環境教育課程與教學上創新與精進。 

(四)配合教育局綠色夥伴學校葉片樹的獎勵機制，辦理績優教師敘獎。 

(五)依照台灣綠色夥伴學校審核委員的專業建議，修正課程與教學實施的內容與方法，精進環境教

育專業素養。 

十二、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