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訪談逐字稿(一) 

編碼： 

訪談對象：阿璋校長 

訪談地點：學校 

訪談時間：109年 1 月 9日 14時 

代碼：「I」為訪談者；「A3」為受訪者 

代碼 訪談內容 

I 請問當時推動以環境教育為校本課程的背景與動機為何？有哪些內

涵？ 

A3 其實剛開始是有老師在參加新北市政府的節能創意教案競賽，因為是

老師自己發起的，我就跟著配合做。那一年做得很成功，很多班級覺

得不錯，後來第二年又找了幾個老師加入團隊，慢慢的發展成全校性

的活動。 

因為是從班級做起來的，後來校長認為可以發展成為我們的校本課

程，因為符合校本課程裡的發展歷程是「由下而上」，所以後來歷經

兩位校長的期間就把它定位為學校的校本課程。 

因為剛好學校當時在發展的能源教育和諾亞方舟生態復育方面做得

蠻有成效的，所以前後兩個校長都很支持，而且很多班級也願意讓學

生參與投入，所以就發展成學校的校本課程之一。 

 

一開始其實是小型的方案活動，慢慢地有很多班級參與，變成長時間

的方案，所以到最後就變成學校的特色，並定位為學校的校本課程。 

 

在地理環境方面，學校位置本來就在核電廠的區域內，加上學校環境

風大，所以也有評估可以發展風力，且在同一個時間經發局也來找學

校，因為學校具有太陽能發電的條件，所以學校建築的屋頂也裝有太

陽能板，所以學校很適合發展能源教育。 

I 請問您認為當時推動環境教育校本課程時所想要實踐的理念為何？ 

A3 剛開始的想法很單純，只是希望把環境教育落實在生活跟學習當中；

再來是希望環境教育能和這個地區的特性結合，像是諾亞方舟是原生

物種復育便是如此。 

後來也希望能夠達到永續，整個環境能永續、課程也能永續。 

剛開始想法很單純，找個在地化的東西讓學生嘗試看看，後來老師們

發現它可以變成是固定化的課程，後來就變成學校的校本課程。 

I 在推動環境教育校本課程時是否有其他學校的外在因素的考量？ 

A3 新北市政府的節能創意教案競賽和諾亞方舟原生物種生態復育這些

專案有個優勢，就是能夠申請經費。雖然是計畫型的專案，但只要計

畫過了，可以申請很多經費來對學校的硬體及軟體方面做一些改善，



藉此增購教具或是帶學生參加戶外教學活動等等。 

再來也考慮到去做社區推廣、和社區拉近距離，透過辦理研習後有些

志工認同這個理念後會留下來協助幫忙，進而慢慢的招募環境教育志

工，趁機尋找人力資源，像是外部的專家學者來指導、社區志工來協

助幫忙。 

I 請具體說明推動環境教育校本課程的政策與相關活動。 

A3 (一) 學校先產出教案(實務現場的教學教案)，再修正成縱向的教

案做一個統整(核心概念)，最後形成了校本課程的主軸架構。例

如本來設計了四年級的風帆車教案，後來設計五年級做風力車計

案，後來就想「以風為主題」，後來發展出一到六年級主軸出來，

發展出來能源教育的概念教育出來。 

(二) 生態部分，國小的自然科學領域本來就有很多和生態相關，

所以著重在學校環境的改造，復育物種方面就挖了一個人工池，

把後面的區域限定為非干擾區域，後來成為生態池。後來發現植

物復育成功之後，昆蟲和動物就出現了。之後加入動物的因素，

開始往棲地方面進行營造，像是發展蝴蝶和蜜蜂的經營，有了蜜

源植物便開始吸引蝴蝶、蜜蜂進行授粉，這就是形成一個完整的

生態。 

    有老師現在正在做蜜蜂的經營，蜜蜂是非常重要的環境生態

指標，缺少蜜蜂時植物就很難完成授粉。所以以諾亞方舟來講也

是單純的一開始只想到復育原生植物，到後面發現可以發展成棲

地的營造，到最後構成一個小型的生態。 

 

都是從行進中慢慢發現，慢慢發展而成的。 

I 請問在推動環境教育校本課程的政策上如何與校務工作發展結合？ 

A3 1.一定要有校長的支持，因為有校長的支持，才能同意調度人力。 

2.一定要有處室之間的合作，其實很難靠單一處室來完成。 

3.一定要有班級導師協助推動，讓學生參與才能完成這些課程，讓學

生把課堂上所學的東西進行實踐與體驗，後來帶來省思的歷程與價值

觀的改變。 

I 環境教育的理念與貴校校本課程的關聯性為何？如何進行結合？ 

A3 環境教育是學校校本課程的重要元素之一。 

因為學校願景是「感恩、閱讀、運動、親近大自然」，所以環境教育

剛好與親近大自然的願景相符，所以它是學校願景底下所發展出來的

一個元素之一，把願景具體化的一個課程。 

I 您覺得現在的環境教育教學環境和過去任教的永續國小有什麼不

同？ 

A3 1. 永續國小的校本課程比較特殊，以能源教育來說，它涵蓋一到六



年級固定性的活動，屬於學校自己的特色。 

2. 因為一到六年級都有，所以學生會有所期待，知道明年會參加什

麼比賽。取名叫做「風神祭」，它就是一個祭典的概念，每一年時

間到了就知道要去參加「風」的學習活動。 

3. 再者，現在學校已擴大到發展成跨縣市的交流活動(北北基風力車

比賽)，其實也是提供有興趣的老師、孩子對外接觸的重要的管道

與實作展現的平台、機會，像參賽隊伍從過去的 12隊到現在變成

60隊。 

4. 學校成為遊學的場所，學校符合具備學校的特色、地區的特色、

教育的特色，把永續國小後門的溪流有生態的元素可以發展的，

把之前做環境教育的成果整合成一個方案，剛好校內的老師有興

趣願意參與。因為之前有做了幾個環境教育的活動，已經知道對

這個區域的人文、地理還是學校特色都很清楚了，所以就整合起

來規劃成為現在的遊學路線，成為學校環境教育的一個成果展

現，用遊學活動來包裝。 

I 您認為永續國小推動環境教育校本課程能讓學生學習的內涵為何？ 

為什麼是這些內涵？ 

A3 1. 懂得去關注環境的問題，我們現在常說地球的環境破壞得很嚴

重，但孩子是無感的。所以我們第一個是希望孩子能懂得關注身

邊的環境問題，從家鄉的環境開始關注起，再關注到世界的整個

變化。 

2. 學會去解決環境的問題 

3. 希望將來能把環境保護的意識能內化為生活習慣，所以真的希望

他們能做到生活實踐。 

I 請問在推動環境教育校本課程的成果與影響為何？ 如何進行傳承與

延續？ 

A3 1. 以成果來說，學校的環境教育校本課程已經是從新北市跨越到外

縣市了，像這三年已經有老師到外縣市進行講師授課，代表環境

教育的經驗可以到外縣市去做宣傳了。 

2. 學校已經變成環境教育、能源教育的實踐平台，像舉辦北北基風

力車比賽、代表新北市政府成為能源教育中心學校，後來還成為

能源教育推動學校。 

3. 對社區也產生了一些變化，這幾年學校在辦理環境教育講座的時

候，社區民眾的參與度慢慢地提高。 

4. 也幫學校建立了一種專業的形象。提到能源教育，很多人就會想

到永續國小，連教育局的也會想到，變成學校的一種品牌。 

I 請問您認為永續國小環境教育校本課程推行是否成功？為什麼？ 

A3 我覺得是成功的，至少在辦理風力車比賽，參賽隊伍超過 50隊，可



見說這個學校是很多人都認同，不然不會派隊來參賽。 

再來，社區的民眾願意來當志工，而且也蠻多家長願意參加學校辦理

的環境教育講座，可以見得已經開始有點在改變社區對環境教育的看

法，有去做到社區教育的這一塊。 

然後，學校的孩子對環境教育的認知到普遍上算是蠻高的，很少看到

有花被摘、樹枝被拔的狀況發生。整體來說學生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

是算還不錯的，而且孩子不害怕昆蟲，對環境的友善度跟接觸比較

高，所以認知度也相對提升，因為畢竟學校平常有在宣導、學校環境

常常看得到。 

I 請問永續國小在推動環境教育校本課程曾面臨的困境？因應的策略

為何？而關鍵性的解決方式為何？ 

A3 1. 剛開始推動時，老師們的接受度沒有那麼高，所以一開始只有少

數幾個老師在配合。 

2. 社區民眾一開始的接受度和支持程度也沒有那麼高，甚至一開始

要開會的時候，邀請里長和社區發展理事長都沒有人要來，對環

境教育的沒有什麼概念，參與度並不高。 

3. 後來從班級開始下手，幾個活動先去每個學年去拜託幾個老師幫

忙，請他們幫忙寫教案、辦活動，慢慢的擴散開來變成全校性的

活動。 

4. 加上校長在公開場合不斷的推動和支持，當校長帶頭鼓勵大家參

與的時候，老師就會有動力想要去做。 

5. 一開始先找特定的志工團體開始著手請他們協助，後來這群志工

認同之後慢慢地找人進來。 

I 請問您就理念及實務層面對於推動環境教育校本課程時的期許或未

來展望為何？ 

A3 理念上來說，環境教育現在其實現在越來越受到重視，包括十二年國

教的海洋教育變成是一個重大議題，那永續發展也是一個重大議題，

所以在理念上希望更多學校願意把環境教育融入到校定課程裡面。 

 

那實務上的話，我會覺得教育局那邊還是要多辦一些活動，畢竟教育

局願意給經費的時候學校才有辦法去做，因為這牽涉到我們要辦這個

比賽，教育局同不同意讓這些參與的老師能不能公假排代，所以教育

局的支持跟經費的投入就很重要。 

 

環境教育方面，像是教育局、環保局都有投入資源，但如何設法將這

些環境教育相關的資源進行整合，讓有心推動環境教育的學校知道不

只教育局，還有環保局、環保署、、水保局、水利署，原來有這們多

單位都能協助支持與投入。 



 

在學校環境教育校本課程方面，就實務面來說，因為每個老師的專長

不一樣，投入程度不一樣，所以有心推動的老師是否有可以諮詢的對

象。雖然現在教育局有環境教育輔導團，但是我覺得環境教育輔導團

在這一塊還沒有到這麼強。 

 

就學校層面來講，校長的態度是重要的關鍵，願不願意支持、投入關

係非常重要，如果校長覺得對環境教育就是這樣應付完了，那這個環

境教育就會做得比較表象。例如環境美化、綠化就好了，所以校長願

不願意支持，那就會影響到底下的主任、組長、老師他們有沒有支持

下去的動力。如果主任很想做，但校長覺得麻煩而不鼓勵，那麼就會

辦不下去。 

學校現在有沒有辦法找到環境教育的專者也很重要，雖然我們現在有

環境教育的指定人員，可以指定人員並不代表推動人員。所以另一個

實務面的期許是學校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個真的願意去推動環境教育

的行政人員，有沒有這樣的人力資源就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