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訪談逐字稿(一) 

編碼： 

訪談對象：阿雄主任 

訪談地點：學校 

訪談時間：109年 1 月 4日 9時 

代碼：「I」為訪談者；「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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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最早就是 99年新北市有個節能減碳創意教學，那我們就是去寫教案

參加比賽，那一年我們做得很好，得到了特優。那麼後續幾年我們就

是以這個當基礎參加，那麼到 102年的時侯張校長就說那就把它列入

校本課程裡面，所以在 102年的時候在校務會議上通過，就變成校本

課程，一直到現在。 

 

當初會接觸到環境教育就是因為這個教案比賽，但最主要還是校長有

支持，那後來在 102年推動「風神祭」也是那個教案去發展的。因為

我們連續四年都得特優，後來才越做越大。那只做能源教育太狹隘

了，所以我們在 102年到現在慢慢把環境教育再擴散到五個面向。 

 

那李校長覺得太累了，所以就分到各個處室，不過現在比較有再推動

的是能源教育和生態復育，節能減碳其實就是平常有在做、有在落實

的。 

 

那學校本身的內在因素，因為我們環境教育校本課程裡有分五個面

向，就是能源、防災、生態，食農和節能減碳。那麼為什麼學校要推

能源教育？因為核一廠、核二廠，還有石門的風力發電廠和基隆的協

和發電廠。還有我們為什麼用「風」做為我們的校本課程，因為學校

這邊東北季風很強，所以會推能源。 

那為什麼會推防災？是因為核一廠、核二廠，還有我們這邊裡海嘯很

近，所以我們常常做複合式防災。 

那為什麼要推生態？因為學校旁邊有溪流，還有陽明山國家公園和野

柳地質公園，剛好學校的位置在這兩個交界的地方，具有推動生態教

育的條件，不然像市區水泥化這麼嚴重的學校去推動生態教育真的還

蠻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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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就和我們學校願景「感恩、閱讀、運動，親近大自然」是相契合的，

「親近大自然」就跟環境教育有關。其實最早是配合我們學校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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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應該說那時候最怕的是推動環境教育，換了校長、換了主任，這個課

程就沒有了，因為有太多別的學校的例子了。所以那時候就建議張校

長那麼把這個納入校本課程，這個課程才會固定不會不見，而我們現

在要做的就是把這些做成一本書，避免換了人這些課程就不會不見，

至少在行事曆上面是一個既定的例行活動。 

 

最近「教育 111的活動」就是在推廣讓學校有自己的特色，再加上有

許多的特色課程，那麼最重要的是「一個都不能少」，因為並不是每

一個小孩都能夠念書，但有些小孩都有自己的專長，那我們學校提供

這樣的機會讓學生能夠去學習都在推特色學校、優質學校， 

I 請具體說明推動環境教育校本課程的政策與相關活動。 

A2 除了「風神祭」之外，「防災」我覺得應該每個月都要做；「生態」的

部分其實阿成老師平常自然課都有在上；「食農」的部分也有在推動

班班都有小菜園只是後來沒有確實的去實施；那「節能減碳」則落實

到各班的老師；還有我們每年各班有有兩堂課，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

透過這兩堂課讓學生去認識到新的設備，另外也會利用老師備課的時

間讓老師知道學校有那些東西是可以融入到課堂裡面。 

環境教育校本課程是屬於一個外加的課程，要老師再另外多花時間去

上課，著實不容易啦！ 

其實我們最終的目標就是老師可以帶著小朋友在課堂上可以融入，可

是老師會覺得他不是本科系的，再來他手邊可能沒資料，然後想到學

校有這個資源就請專人來上課。其實比較好的目標是大家可以利用備

課的時候都知道學校要做什麼，然後老師帶著小朋友一起去上課是比

較好的。 

 

那在「台美生態學學校夥伴關係」的主軸是學校只是提供一個場域，

找小朋友來形成一個組織，裡面需要一個輔導的老師、社區的家長站

志工。老師要做的就是帶這群孩子去做校園的環境教育的盤點，學生

透過討論來找出學校有什麼需要改進，而要有什麼作為。那就剛好和

我們學校的自治組織做一個結合，將自治組織其中的三個部門(生態

維護部、環境永續部、能源科技部)，讓他們討論出對環境教育的一

些看法跟活動，像是拿海報呼籲居民不要丟垃圾到溪流、寫信給區長

或是去社區撿垃圾和在兒童朝會宣導等，需要有學生做會議紀錄和回

饋。林林總總加起來就分成七個步驟：成立組織→校園盤點→擬定行

動方案→和課程做結合→進行檢核及滾動式修正→與社區結合→達

到任務宣言，經過初評與複評結束之後才能取得認證。其實最大的收

穫就是這群組織的孩子都有上台說話的機會，至少對於上台發言這件



事情不會反感；再來他們整個流程完成之後真的會比較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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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因為學校有環境教育的優勢，所以老師在課堂上會提到與環境教育有

相關的內容。例如老師會問一台風力發電機上面會有 3個葉片，那麼

十台風力發電機會有幾個葉片？那這就融入在數學領域方面。那也有

老師有在做風車彩繪；像我們的滑翔機比賽比完之後還請學生拿回去

彩繪在繼續參加滑翔機彩繪比賽。 

其實這些部分就是看老師們怎麼運用，其實我們是希望說盡量能和課

堂結合，那也不需要外加特別去提到。就是知道環境教育校本課程每

年到這個時候，全校就是會有「風神祭」的比賽和相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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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其實能源教育課程中的「風力車」和「風帆車」一開始設計規畫就是

一個回收的概念，一到六年級的「風神祭」全部都是用回收的物品去

製作，包括一年級的紙飛機、二年級的紙風車就是利用回收紙；三年

級的降落傘就是用不要的塑膠袋；四年級的風帆車、五年級的風力車

就是利用喝過的瓶蓋和瓶罐製作的，其實它就是生活中的一種轉化。 

 

在做這些之前有很多基礎的嘗試，像在做輪子的時候如何把輪子戳在

中心點？還有很多技巧需要思考，其實就是在強調「動手做」的部分，

想現在推行的 maker是一樣的概念。 

其實他們在製作風力車之前會上一堂跟能源有關的課程，像低年級就

會上繪本「北風與太陽」，就是讓小朋友知道原來太陽能拿來發電、

風能拿來發電，到了中年級就會介紹我們能源教室的節能標章、碳足

跡和綠建築標章，這個就會和日常生活做結合，就會讓學生回去落實； 

那六年級就會講「一度水一度電」，這個就是要跟日常生活做結合，

只是老師們會容易忽略前端的這個部分，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去調整

的部分。 

這個就是環境教育校本課程上完之後，學生要如何回去做轉化的這一

塊，確實比較不容易做到、也不容易看到，其實在檢核上也比較不容

易，因為「素養」在短時間是看不到的，因為沒有人會長期去追蹤。 

 

因為我們環境教育的實施，如果以數據上去看，我們的電費減少、我

們的垃圾量減少，還有小朋友的一些行為有在改變，還有我們學校在

做評鑑的時候委員會隨機找學生去詢問，發現我們學校的學生在環境

教育的知識、能源教育的素養比其他學校的學生高一些，學生對環境

的動植物也較為友善，不會排斥或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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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99年之前學校沒有什麼硬體設施，到現在學校建設了很多東西，像是

榕園裡有蝴蝶步道和指示看板；學校側門的星座盤裡的燈光是利用再

生能源，那邊還有簡易的雨水回收系統，雨水下來之後會收到地下

室，學生可以利用幫浦把水壓起來，旁邊也種了很多原生植物和大拔

班蝶蝶園；再來，我們的屋頂有全新北市第二大的太陽能板；還有雨

水回收系統、防災教室、能源教室和設置風車，陸陸續續都會建置很

多東西，只是我們沒有以整體的概念去規劃到一次到位的程度較為可

惜。 

那其實這些硬體設施除了學校的學生使用之外，提供給遊學的學生是

蠻有用的，像遊學的學生來會帶他們到幾個特定的地方去體驗，這種

體驗學習是蠻重要的。 

 

學生和老師方面，因為學校有這樣的環境，學生大概會提到環境教育

的特色課程，但在日常生活會不會有改變，其實短時間很難看得出

來；老師的話，這幾年其實老師的更換率蠻高的，加上班級數減少和

新的老師進來校園，其實就稀釋掉蠻多之前的經驗知識累積，在推動

方面就較為不容易，在說明環境教育課程就比較提到較為表面的部

分，不容易提到核心重點，因為老師的來源不穩定，所以相對來說實

施的成效就較為沒有那麼明顯，像是只做到活動完成，在省思分析這

部分就無法進行課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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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以能源教育為例，學習目標至少孩子要知道「一度水一度電」，要知

道那個量體才會知道可以省了多少度電、省了多少度水。再來要知道

我們國家未來的政策–「再生能源」的概念和「標章的認識」，因為

這些都是和我們生活最密切的。 

 

再來就是行為上的改變，那比較表面上看到的當然就是「省水省電」，

因為學生能做的也只有這些嘛！ 

對小朋友來講，學習到很多的知識之後，最主要的就是轉化到日常生

活中和在行為上的改變，所以比較希望小朋友除了學習到新知之外，

還能夠做我們一般的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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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除了看到小朋友行為上的改變、紙本的成果以外，還有現在看到的硬

體設施，其實我們最大的成果應該就是我們把成果拿出來做展示和推

廣，還有每年會有 30個學校會來我們學校做參訪，那我們現在最大

的目標就是「環境場域的認證」。 



可是我們現在卡在人力的問題，其實有沒有志工其實差很多，問題是

我們的講師不多。 

像我們去年得到了「國家環境教育獎」其實就是國家最高的環境教育

認證指標，因為必須是新北市環境教育的執行成果的第一名才能代表

縣市參賽；那「臺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綠旗認證」是以學生為主軸，

由學生去操作組成行動團隊，針對學校的土地和課程進行實施；再來

我們也是「能源標竿學校」、「防災學校」等認證，而現在就是該得到

的獎項都得到了，那要怎麼永續下去就很重要。 

 

那傳承的部分，因為有實施「臺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我們發現當

六年級的學生畢業了那如何進行傳承，所以我們現在的組織裡會各有

三、四、五、六年級的成員組織，那看到學長姐如何進行之後，四、

五年級的學生就會知道怎麼做。 

老師的部分就是流動率的問題，再來就是老師之間應該要有共識，如

果老師沒有共識就只能用所謂的行政命令來強行。此外，校長應該要

以身作則才能影響行政，行政和老師進行良好溝通後，老師才有辦法

去學到真正的東西，而老師學好了才有辦法去教學生，所以這樣的關

係是環環相扣的。如果老師變成所謂的「靜態資本」，就是所謂的有

能力沒動力，所以校長必須要想辦法把這些人挖出來，否則傳承的問

題就會出現；學校還是需要有一群人願意做這樣的事情才有辦法做傳

承，再來就是社區要有共識，還是需要更多的志工願意幫忙。 

 

教育要永續、人也要永續、政策也要永續，不然就會真的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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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1. 誠如我剛才所講了，第一個就是傳承的部分。 

2. 再來就是人越來越少了，其實會不好做事情，所以新校長強調要

分工，可是有些事情就是「人多不見得好做事」，意見就會很多，

所以大家真的要有共識，不然在操作的過程中是會有困難的。 

3. 還有就是教師流動率的問題，不過有很多學校都會面臨到這個問

題，就是還是得去面對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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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1. 第一個就是希望每個老師都很清楚我們的校本課程。 

2. 再來就是老師要怎麼很清楚的知道校本課程的內容是什麼，所以

校本課程的備課是很重要的。曾經有一天半的備課是處室的業務

說明，就會很清楚學校要做什麼、有問題要找誰，可能現在班級

數少了，行政人力也減少了，其實很多通通都簡化掉了，可能是



整個時代變遷的改變，所以大家也不覺得這是重點了。 

3. 校長的領導很重要，其實校長講的和主任、組長講的其實是有落

差的。 

4. 我們每一年應該要找個時間來修正我們的校本課程，近幾年其實

不論是在「風神祭」或是其他環境教育的實施其實都有老師提出

一些想法。像風神祭可以往低、中、高年級方向去調整，或是原

理原則的說明也能再次強調。所以要所謂的與時俱進，校本課程

的滾動式修正和深化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要有共識才可以想出

更好的。除了要有共識，其實團隊也很重要，要有個 team、夥伴

關係真的也是需要繼續努力的部分。 

5. 要繼續往「永續發展」的方向邁進，也必須考慮到將環境教育課

程化，變成一個固定式的課程，不會因為更換校長或行政人員而

消失，更需要考慮到「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面向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