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環境教育基金補助計畫成果報告書格式 

 

一、 計畫名稱 

環境生態之旅~陽光、古道、客家庄 

二、 工作成果 

(一)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 

(二) 協辦單位：內海國小 

(三) 工作項目：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校長 陳怡璇 綜理環境教育整體活動與效益成果 

教務主任 簡慧瑜 綜理分校業務:交通聯絡、溝通、通知單、報名 

總務主任 謝銘誌 車輛安排與簽約、午餐聯絡 

輔導主任 吳玫玢 擬定計畫、公文函報、製作手冊、參觀公文 

訓育組長 蕭詩蒨 校安登錄、行前說明、學生導覽分組規劃、學生活動總指揮 

教學組長 康家綾 學習單收集整理、家長通知單、報名表 

事務組長 許伊禎 製作收費通知單並辦理收費 

教師 蔡燕婷 實施行前安全教育、設計與彙整學習單 

教師 羅恩愛 實施行前安全教育、設計與彙整學習單 

教師 謝涵淳 實施行前安全教育、設計與彙整學習單 

教師 顧佳茹 實施行前安全教育、設計與彙整學習單 

教師 吳玫瑗 實施行前安全教育、設計與彙整學習單 

教師 許伊禎 實施行前安全教育、設計與彙整學習單 

教師 黃昱寧 後勤支援 

護理師 許惠棋 學生緊急醫療處置 

幹事 何麗蘭 後勤支援 

職工 陳文波 後勤支援 

家長會 
會長許佩慈 

家長會委員 
後勤支援 

社區志工 
內海里里長 

巡守隊 
後勤支援 

 

 



 

(四) 辦理時間、地點、人數： 

序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1 109年10月13日 9:30~14:30 石門水庫 76人 

男性 女性 

34人 42人 

 

(五) 參加對象(職業、年齡層)： 

職業：學校教職員工、學生 

年齡層：18歲以下：78％  20~30歲：8％  30歲以上：14％ 

(六) 辦理方式： 

項

次 

項目 時間 地點、 

流程路線 

對象、人數 辦理內容 經費 

1 環 境

及 資

源 管

理 之

旅 

 

109年10

月13日 

學校集合 

      ↓ 

三洽水環境

教育中心 

      

1. 社區家長 

2. 內海國小

全校師生

共76人 

1. 融入課程實施、結合

自然與生活課技課

程 

2. 陽光步道導覽、懷古

思幽石崎古道、樟林

步道探秘 

3. 各班發放報名通知

單並統計人數 

4. 車輛安排：2輛 

基金補助 

87080元 

 

 

(七) 活動流程 

工作內容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教師增能研習

課程安排、講

師聯繫 

         

三洽水環境教

育中心 

         



辦理校內師生

相關體驗活動 

         

分享 /學習成

果 

         

計畫執行檢討          

製作成果報告          

 

(八) 活動含照片 

活動主題：陽光步道導覽、懷古思幽石崎古道、樟林步道探秘及柴燒陶教學 

活動時間：109.10.13 活動地點：三洽水環境教育中心 

活動內容： 

  

三元宮介紹 探訪昆蟲旅館 

  

認識植物－海金沙 茶園踏查 



 

 

尋訪陽光步道 認識蟻窩 

  

柴燒陶製作 昆蟲來造訪 

 

 

柴燒陶製作 製作小花蔓澤蘭手抄紙 

 



三、 計畫實施效益及影響： 

(一) 量化成效： 

本項計畫活動參與人次為76人。學生能在參觀後寫下心得與學習單。教師

能在彈性時間與學生一起蒐集資料並將資料做整理並記錄下來。 

(二) 質化成效： 

1. 課程內容的學習：透過本計畫，在「陽光、古道、客家庄」課程中，認

識不同的昆蟲與植物並學習到三洽水環境教育中心如何實踐 「減法思

維」，以水泥減量、路燈減量、農路不拓寬、植樹減碳等環境永續的理

念，以及如何運用自然生態的植物進行再生。 

2. 學生的行動展現：在課程學習之前，孩子對環境保育的認知並不深刻。

經過一整天三洽水環境教育中心的人員解說，孩子們認識了許多昆蟲與

植物，分辨外來種及原生種，學習正確有害外來種的拔除技巧以及分辨

對農園不利的昆蟲。在石崎古道的探訪過程中，認識過往的人們運輸貨

物的艱辛，進而珍惜現在所享的方便又幸福的環境。 

3. 學生的情感表達：課程結束後，在學生的學習單與心得分享中可以知道

學生很開心能到三洽水環境教育中心探訪，包含森林小徑、石崎古道的

探訪以及柴燒陶都是很有趣的經驗。藉由各種不同的課程說明，學生發

現維護生態的環境，能讓山林間的生態更加豐富，維持生態圈的運作，

讓人民能夠安居生活。 

(三) 普及性，參與活動者之反應或評價 

1. 透過一系列的課程活動，師生對於自然環境的重要以及環境永續經營的

理念有更多的認知。 

2. 透過一系列的課程活動，知道人類不珍惜自然資源會造成的後果，並能

反省自己的日常行為使否過於浪費地球資源。 

3. 透過一系列的課程活動，能增加師生接觸大自然的機會，也可以將所學

的知識透過實際的體驗化為實際行動。 

(四) 說明影響環境教育五大目標的具體層面 

1. 環境覺知與敏感度：很多的環境問題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能夠實際的



觀察與體驗更能了解發生的原因，提醒自己要作好環境保護與節約能

源，讓能地球環境能永續發展。  

2. 環境教育知識：師生在戶外教學之前蒐集客家庄與農村等相關知識。能

將資料與實際狀況對照加深學習印象。對於自然環境與各類資源能善加

利用。 

3. 環境價值觀與態度：地球不只人類生活著還有各種各樣的生物生存著，

對於其他生物也要本著愛護的精神，不輕易傷害環境。 

4. 環境行動技能：透過網路科技平台、進行教學創意教學型態、建立學習

群體、分享與創發智慧資本。 

5. 環境行動經驗：結合探訪地點的專家增進人力與資本資訊，培養學生才

能、進行團隊合作學習，提升課程的深度內涵。 

四、 綜合檢討、改進建議或未來之環境教育規劃。 

    本次計畫戶外教育地點與學習內容讓全校師生都能學習到在學校少接觸的

環境與知識，也藉此了解桃園客家庄愛護環境的「減法思維」，因此獲得很多的

讚賞。本校位處偏鄉，平時家長也多忙於生計，較少有機會能帶孩子出門踏青，

學生們也都很珍惜戶外教學的時間。學生在森林步道中看到鬱鬱青蔥的樹木、在

柴燒陶戶外教室製作屬於自己的陶製容器，都十分的興奮，對導覽講師在古道上

介紹各種動植物，也都很好奇地詢問著。 

    講師們非常專業，能依照學生的能力需求做不同的調整，讓每位學生都能參

與在課程中，並且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也希望未來有越來越多為中學、小學設

計的環教課程，讓師生能多多接觸大自然，知道自然資源的珍貴。 

 



五、 學習單與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