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成果專輯 

縣市 社區名稱 頁碼 

臺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溫州社區發展協會 2 

桃園縣 桃園縣楊梅市秀才里辦公處 7 

桃園縣 桃園縣觀音鄉保生社區發展協會 12 

苗栗縣 苗栗縣苑裡鎮山柑社區發展協會 17 

臺中市 臺中市北區錦平里辦公處 22 

彰化縣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社區發展協會 27 

雲林縣 雲林縣林內鄉社區產業文化協會 32 

嘉義市 嘉義市西區磚磘社區發展協會 37 

嘉義縣 嘉義縣大林鎮明華社區發展協會 42 

臺南市 臺南市金華社區發展協會 47 

臺南市 臺南市後壁區後廍社區發展協會 52 

高雄市 高雄市湖內區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57 

屏東縣 屏東縣滿州鄉里德社區發展協會 62 

花蓮縣 社團法人花蓮縣持修積善協會 67 

花蓮縣 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72 







































































































臺南市後壁區後 社區發展協會：

http://houb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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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臺灣農村的瓦解，加上大量使用化學肥料與農藥，造成環境的破壞與生態的浩

劫。尤其在加入 WTO 後，對臺灣農業產生巨大的衝擊，後壁以生產稻穀為大宗，衝

擊之大可想而知，但是這個衝擊卻也是臺灣傳統農業轉型的新契機，能激發社區農

民對鄉土認同感，塑造出自己社區人文文化特色與自然生態景觀。隨著時代的變遷

，村落內耆老的凋零，村人對於過去先人所經歷的移墾辛酸已日漸模糊，早期自然

農法與自然環境和平相處的模式亦日漸消失。因此擬激發社區居民對故鄉土地的認

同感，提出整合鄉村人力組織推動社區活化改造計畫的申請。

     地方文化也逐漸失去其傳承的意義，為使村落民眾能一起來關心地方文化並傳

承生活內涵，找尋屬於自己村落的生活文化，因此陸續辦理重新認識自己在地文化

的活動，例如「甘蔗一牛車」遶境與「後 伴手禮」等。希望藉著庄頭生活文化尋

根，將活動名稱「猜甘蔗」與村名「 」字結合，以後續的相關計畫誰動打造甜蜜

幸福的庄頭。這幾年在推動的過程當中，居民的向心力逐漸被凝聚，在社區環境改

善上終於展現具體成果。為了深化生態環境的意涵，環境教育的元素必須被植入農

村改造的過程。因此，藉由環保小學堂計畫的推動，將環境教育理念向內推廣於居

民日常生活中，向外深植於參訪觀摩的團體與成員。



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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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一、推動社區環境改造

    (一)宣導自然無毒農村生活：建立家戶微循環系統，自然堆肥垃圾減量，大地資源回收

        再生利用，推動自然光電，風力發電綠能農村生活。

    (二)推廣環保農村戶外教學：提供農村文化體驗教學活動，辦理入股無米樂農村下田種

        稻體驗，結合社區媽媽米食料理與社區特定風味餐，特定產業 DIY 活動，農村即是

        最自然環保的生活；辦理無米樂鄉村之旅，建立農村接待家庭。 

計畫目標

     無米樂紀錄片引起臺灣人民對

老農民的關注，加上95年崑濱伯冠

軍米的效應，帶來休閒農村的觀光

熱潮，又有一群快樂的傻瓜三、五

千元捐助，印製導覽地圖，將無米

樂的故鄉介紹出去。在地村民的努

力，得到公部門的支持，開始從文

化資產保留做起到動態農村博物館

建立的計畫。居民的需求不在觀光

帶來多少利益，而是在於村民居住

環境生活品質是否有改善，且保有

無米樂的精神，進一步結合環保

理念，推展自然無毒的環保生活，

建立臺灣一個有鄉下味的甜蜜幸福

環保的小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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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推廣社區菜園 / 網情隧道：選取社區閒置

        空地，臨近幸福花園約 500 平方公尺，設

        置菜園規劃成菜圃與設置棚架。除供應老

        人用餐外並提供給遊客認養；增設瓜棚隧

        道，種植絲瓜、南瓜，推動刻字留念認購。

二、推廣環境學習

    (一)針對社區民眾：社區積極打造成動態農村

        博物館形態保存活化景觀，向大自然學如

        何與大地相處，五十年前的農村生活，自

        然無毒米的環保理念，正是現代人追求的

        幸福健康的生活。

    (二)針對參訪團體：以既有成熟的社區參訪實

        績，再進一步導入環境保護教育課程，透

        過在地經驗與精細完整的配套設計，讓參

        訪者實際認識與體驗無毒自然的農耕方式

        與維護、永續農村文化，由社區向外蘊染

        環保意識與永續生態概念在日常生活上的

        落實應用。



執行效益

一、環保小學堂參訪交流團體及學習課程，參

     與男性 1,783人次、女性 1,889 人次，合

     計3,672人次。

二、完成建置社區菜園與網情隧道1處。

三、在人際關係方面，重溫古早庄頭互助合作

     的鄉村人情味，並藉由青年人參與學習與

     傳承下去。

四、在環保理念方面，充實庄頭在地生活文化

     內涵，環保理念與農村生活結合，推動低

     碳節能、減法新生活運動、結合食農教育

     的新需求，打造環保自然無毒臺灣新農村。

五、在產業文化方面，結合既有冠軍米，重現

     社區糖 文化資源，發展多樣化的糖 產

     業文化。

六、完成建置及維護宣導網頁。

七、完成編製成果報告。

部 部

54

三、編製網頁

         利用無米樂ㄟ人土地和感情，建置無

    米樂後 幸福農村環保小學堂專屬網站，

    作為社區相關資料與活動傳布之平台。

四、編製成果報告

         活動結束編製成果專輯供作執行成果

    報告，包含推動環境改造成果、推廣環境

    學習的成果，記錄及評量學習的過程及結

    果，並以文字、圖片、相片等彙編成冊。

部



未來展望

     自然無毒環保是現代人追求的生活，後壁區身為臺灣農業的特定區，雖然無工廠的污染

，也因傳統農業過度使用化學肥料與農藥，造成生態的破壞與土壤酸化。回復五十年前的農

村自然生態與生活，正是現代人生活的目標。在後 社區尚保有五十年前的三合院農村景觀

與濃濃的人情味，舉凡竹編夾泥牆、竹涼亭與茅（牧）草鋪屋頂，均為就地取材與低碳的先

驅做法；舊豬舍、堆肥間等廚餘回收再利用，甚至是特色產業的茄芷袋都是取之於自然，五

年十年後也終將腐化，再歸之於自然，是一種生生不息的自然永續生活方式。只要居民有所

共識，應該可以打造臺灣自然無毒環保農村，臺灣農村文藝的復興就從無米樂開始出發！

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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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因地球各項資源有限，如水、原物料、石油、空氣、樹木等，又因近年來人類過度開

發又不珍惜有限的資源，希望藉由環保教育的推廣來喚起民眾共同關心，一起來拯救唯一

的地球，進而更加愛護地球。又因過度的建設如水泥、柏油路面的增加，致使太陽強烈反

射，使大地溫度升高，雨水也無法滲入地下

；又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又因溫室

效應加快水蒸氣的蒸發，致使大雨不斷造成

山洪爆發的情況發生等等。人們的過度開發

所造成的溫室效應也造成種種的大自然反撲

現象，因為這些種種的因素的影響，未來的

幾年內全球將有幾個海島國家將被逐年升高

的海水淹沒，而臺灣亦將無所避免面對環境

變遷的災害。大湖社區有感於即將面臨的危

機，已在五年前就開始推動自然生態環境的

改造，希望能為地球環保生態環境盡一份心

力。

高雄市湖內區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http：//www.6930900.ho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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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一、推動社區環境改造

    (一)擴大推動環境改造，增加社區營

        造點；保護自然生態，並推廣及

        發展生態之旅。

    (二)無農藥農場開發以減少髒亂空間

        ，把雜草叢生處營造為無農藥自

        然工法菜園，並提供民眾、學員

        作為學習農場。

計畫目標

本計畫的計畫目標如下：

一、推動環保教育宣導課程，提供環保實

     習場域讓民眾動手實際參與。

二、繼續擴大推動環境改造，增加社區營

     造點讓民眾居住於清潔、舒適的生活

     環境中，及延長生態步道並推動生態

     之旅，發展民宿觀光以增加社區村民

     的收入。

三、進行環境友善營造，開發無農藥農場

     ，把雜草叢生處營造為無農藥自然工

     法菜園；維持魚梯生態溝，維護生態

     步道。

四、進行動植物生態調查，以了解社區生

     態，進而維護生態環境。

五、深化在地產業發展，並配合地方文化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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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維持魚梯生態溝，維護生態步道，將在此繁殖小白螺，供螢火蟲作為食物，動物排放糞

        便作為植物的肥料，植物腐爛後做為小白螺等食物，將形成一連串的生態食物鏈。

    (四)自然生態步道延伸，將目前 600公尺生態步道延伸為800公尺。

    (五)配合地方文化深度，介紹3,500百年的大湖遺址、200多年涵口圳攔水壩、100多

        年的文賢圳大湖抽水站、馬車客棧、壓船石、300多年的湖街王爺文化、300 多年的保生

        大帝的文化以及國寶級畫家潘麗水及兒子潘岳雄畫家的畫作。

二、推廣環境學習

    (一)第一類：提供湖內、茄萣、路竹各國中小學學生環保基本概念，認識植物並了解何謂原

        生種植物及在地文化介紹。 

    (二)第二類：提供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樹人醫專、高苑科技大學、東方設計學院、路竹高中

        環保基本概念、認識樹木、植物，了解何謂原生種植物、認識各類動物，了解何謂在地

        動物、何謂食物鏈

        生態、生態之旅與

        資源調查。 

    (三)第三類：提供全國

        各社區、社團環保

        基本概念、認識樹

        木、植物，了解何

        謂原生種植物、認

        識各類動物，了解

        何謂在地動物、何

        謂食物鏈生態、生

        態之旅、資源調查

        、社區環境改造議

        題、景觀植栽及修

        剪。

    (四)彈性增加課程內容

        ：如氣候變遷、節

        能減碳及認識碳足

        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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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益

一、環保小學堂參訪交

     流團體及學習課程

     ，參與男性 1,227

     人次、女性 1,887

     人次，合計 3,114

     人次。

二、清除道路髒亂點55

     次；公共區域認養

     維護111次。

三、環境改造五分路生

     態步道 1 處；自然

     生態步道延伸1處。

四、建置及維護宣導網

     頁。

五、編製成果報告及成

     果看板。

三、編製網頁

         邀請專業設計師將環保小學堂的成果製成網頁，以供經驗交流與分享。

四、編製執行成果

         包含推動環境改造成果、推廣環境學習的成果，其學習的過程及成果，以文字

     、圖片、相片或影像等彙編專輯並放置於社區網站上，讓更多民眾了解社區對於環

     境保護的努力。



未來展望

     未來希望能基於過去營造的成果，進

一步擴大推動環境改造工作及範圍，並營

造環保議題，包含社區環境整潔維護、閒

置空間運用、二手維修中心、節能減碳、

力行生活環保、環境保育、發展社區特色

及推動環保產業等，營造「清潔、舒適的

生活環境」。此外，有感於環境教育為社

區營造的重要元素，大湖社區將持續推動

環境教育的各項推廣工作，對內將環境教

育的種子深植於社區居民心中，對外則將

優質的場域經營經驗與外界分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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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里德社區發展協會：

http://www.t26travel.org/%E9%87%8C%E5%BE%B7/1-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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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里德社區因在地自然景觀豐富，並經專家學者長期輔導經營，發展出低碳型態

的生態旅遊模式，至今已廣受各界遊客好評；對社區而言，這種肯定也是最大的鼓

勵，進而讓社區居民有不少的成就感。里德在產官學充分合作下，已奠定良好的生

態旅遊發展基礎，發展過程所堅持的永續及保育在地的行動，更是目前社會所需要

的示範榜樣。

     里德社區擁有傲人的環境資源條件，加上推展生態旅遊所凝聚的社區發展目標

，以及社區參與所呈現的社會力，相當符合環保署環保小學堂計畫的內涵與精神。

因此，里德有信心執行環保小學堂計畫的相關工作，並將環境教育的理念深植於里

德社區營造的過程。相信里德社區在執行環保小學堂計畫所獲得的寶貴經驗，並在

各級單位的輔導協助下，里德社區將朝向環境學習場域認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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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一、推動社區環境改造，持續改善社區景觀環境

     ，並創造生物多樣性的生存空間。

二、利用課程培力社區居民，提昇社區居民生態

     旅遊之服務品質。

三、鼓勵社區解說員參與培訓，使其成為環境教

     育志工群。

四、利用現有生態旅遊進行環境教育，建立為社

     區、機關團體環境教育所需之參訪遊程。

五、利用淨灘工作假期推動環境教育，讓遊客從

     環境保護工作中親自實踐，達成環境教育強

     調行動落實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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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一、推動社區環境改造

    (一)漂流木設計利用：進行漂流木的設計利

        用，除了延續原有的指示路牌設計（原

        有路牌在天平颱風來襲時毀損），預計

        擴大應用在社區環境裝置，以及開發木

        工藝品，讓漂流木的價值提升，成為里

        德社區的特色產品。

    (二)社區環境清潔維護：每月固定一次社區

        環境整理，整理範圍包含里德路、秀林

        路、山頂路、欖仁溪路，發動社區志工

        30餘人一起清理社區環境。

    (三)環境生態綠美化：在欖仁溪林道周邊種

        植植栽，植栽選擇以本土樹種為原則；

        其次為具有生態功能，譬如蝶類的蜜源

        植物或哺乳類的食果植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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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廣環境學習

    (一)針對社區民眾：里德社區參與生態旅遊營運的居

        民，體認生態旅遊是可以發展的經濟模式，已有

        越來越多的居民參與生態旅遊發展行列。在社區

        開辦的教育訓練課程漸漸吸引居民的參與。 102

        年為了要讓居民更有環境保育的共識，課程設計

        包括生態旅遊與綠色旅遊、認識大自然海漂、認

        識綠色消費、從欖仁溪水生生物談水源保護、從

        螢火蟲復育談友善生態環境、里德護鷹賞鷹等。

    (二)針對參訪團體：發展多元教材及生態旅遊行程，

        內容包含環保小學堂的執行過程、生態解說、環

        教主題、 DIY 等活動，並在結束後享受在地食材

        烹調之風味餐，藉由這樣完整的規劃，由簡報、

        體驗、享食的內容，體驗環境教育的內涵，達到

        環境教育參訪目的。

    (三)辦理淨灘工作假期：里德社區在生態旅遊推動上

        ，將淨灘工作假期辦理遊客導入活動，過程中傳

        達愛護海岸環境的重要議題。利用淨灘的實際體

        驗，讓遊客透過淨灘認識海岸生態面臨的危機及

        人類生存的影響，進而傳達垃圾減量、回收再利

        用等理念。



執行效益

一、環保小學堂參訪交流團體及學習課程，參與男性 2,053 人次、女性 3,701 人次，合計

     5,754人次。

二、完成社區環境清潔維護，總計12次。

三、完成綠美化欖仁溪周邊林道1處。

四、完成建置網頁平台。

五、完成製作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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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推動欖仁溪生態體驗營：在推廣環境教育時，將欖仁溪的生態體驗當作重點，讓

        遊客藉由對這些生態的認識，引發遊客對於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視，瞭解汙染源對

        於環境破壞的嚴重，讓遊客產生內化效應，從自身開始做起對環境的友善，達到

        環境教育的成效。

三、編製網頁

         設計製作里德社區網頁，建置內容有社區簡介、欖仁溪生態生物多樣性觀察圖庫

    、里德社區遊程介紹；並呈現102年度環保小學堂辦理內容與各項活動宣傳暨成果展現。

四、編製成果報告

         活動結束編製成果專輯供作執行成果報告，包含推廣環境學習的成果，記錄及評

    量學習的過程及結果，並以文字、圖片、相片或影像等彙編成冊。



未來展望

     過去里德社區因為在經

濟上的弱勢，有許多人平時

都以打零工維生，收入並不

富裕，農業的發展也有限度

，於是只好寄託獵獲國際保

育鳥種 - 灰面鵟鷹藉以獲得

經濟的收入，一些不願意靠

這樣方式的年輕人，紛紛離

開里德這個聚落，部落的經

濟生產力逐年下降。所幸，

在墾管處與屏科大老師的輔

導、陪伴及協助下，灰面鵟

鷹的保育工作始能落地生根

並開花結果。

     透過環保小學堂計畫希

望能讓各界看到，我們如何

從一個令人憂心的獵鷹部落

，因生態旅遊的環境教育而

轉型成為護鷹部落的動人故

事。相信里德所努力的一切

，將是臺灣生態保育史的重

要里程碑。里德社區願意和

大家一起攜手努力，自我期

許成為環境教育的本土行動

的示範場域，敬請各界先進

繼續給予支持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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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花蓮縣持修積善協會：

http://www.daofa-ligh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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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花蓮市是花蓮縣人口最密集的地

方，在這擾嚷的市區中美崙山拔地而

起，不僅是佔地甚廣的生態薈萃之地

，更是休閒、教育的好場所：而不遠

處的老美崙溪，有著豐富的濕地生態

系統，諸多動植物種類令人驚豔。因

此將以這渾然天成的自然環境為小學

堂基地，並整合優秀的環保志工，結

合鄰近多所國高中、小的學校，輔以

本協會多年來從事社區環境改造成功

之經驗，希冀打造一處在地化、多元

化、生活化的環境教育中心，以深耕

居民的環保概念，培育更多愛護環境

的尖兵。

     過去每逢夏季，螢火蟲飛舞在美崙山，美崙溪清澈溪流中孕育各式各樣的原生魚種與

周邊的蛙鳴鳥叫相互呼應；在人類過度發展之際，環境漸漸有了改變，如今不僅美崙山深

受外來種植物侵襲，美崙溪內原生物種日漸消失，外來種魚類日漸增加。為了讓更多民眾

充分瞭解大自然生態的奧妙，認識生態環境平衡與永續發展，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本計

畫擬從濕地維護與復育、生態環境保育宣導與環境永續推廣等三大面向來規劃環境教育課

程。

66

社
團

法
人

花
蓮

縣
持

修
積

善
協

會
社

團
法

人
花

蓮
縣

持
修

積
善

協
會



計畫目標

     本計畫目標如下：

一、建立環境學習場域，可供

     各地社區參訪、學校戶外

     教學及全民環境學習的場

     所。透過在地人力及資源

     提供環境教育的服務與資

     訊，以增進民眾保護環境

     的知識、價值觀、態度及

     技能。

二、藉由環保小學堂的建立及

     環境教育，培養社區居民

     、學校孩童、青年學子等

     培養對環境負責任的行為

     ，並喚起保護環境的行動。

三、發展地方生態特色及推動

     環保產業，並促使環境及

     資源得以永續利用。

四、辦理全民環保教育講座，

     讓環保之概念能夠根深蒂

     固。

五、規劃社區自然步道生態導

     覽，推廣至中小學孩童，

     使其更能認識所居住環境

     之美並愛護環境。

六、激發參觀或學習體驗者關

     懷環境，進而產生愛護環

     境的行動力。

計畫項目

一、推動社區環境改造

    (一)萬壽大排濕地養護：延續 101 年度獲花蓮縣環保局水污染科同意認養美崙溪中段之

        萬壽大排濕地維護工作，委由本會志工團隊配合該科室，進行濕地保護區內之生態

        復育工作與清潔維護，並定期進行人工濕地水質檢測工作，每月回報檢測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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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手物資交流中心之營運：本會已於100年11月20日正式成立「人合居物資交流中心」

        ，目前已正式對外營運，館內設有1位專業經理人，4位外場工作人員，將配合本計畫

        實施相關資源再生創意研發課程、館內導覽及社區推廣工作，俾使倡議節能減碳、力

        行生活環保、環境保育及推動環保產業。

    (三)節能減碳行動式宣導服務：本會服務幅員遍及花蓮縣13鄉鎮，平均每月對外辦理活動

        至少4場次，為提倡節能減碳概念及資源再造藝術推廣，同時亦能成功推動環境永續教

        育之概念，本計畫擬定規劃「行動式環保小學堂」配合「二手物資交流中心」以行動

        服務車巡迴社區方式，推動包含「二手玩具」交換共玩、「二手鐵馬」贈送、「書香

        繪本列車」等服務。

    (四)閒置空間運用：本會會址所在地之屋頂設有空中綠花

        園，於97年設置至今，成功降低本會夏季用電量，

        同時亦達到環境綠美化功能，提供本會會員及工

        作人員休憩場域。102年栽植水生植物，進行水

        質淨化觀測研習場域，提供參與環境教育研習課

        程之學員實地參訪之場域，以利推動團體之經驗參

        考「綠屋頂」，美化環境、淨化空氣之目標，作為參

        訪團體之經驗參考。



執行效益

一、環保小學堂參訪交流團體及學習課程，參與男

     性6,055人次、女性10,263人次，合計16,318

     人次。

二、萬壽大排濕地認養、清潔維護與復育工作，總

    計0.8065公頃。

三、人合居物資交流中心參訪人數統計，總計男性

    2,236人次、女性4,355人次，合計6,591人次。

四、萬壽大排濕地水質檢測及記錄，總計7次。

五、完成建置網頁平台。

六、完成製作成果摺頁與環境宣導掛軸1,000份。

二、推廣環境學習

    (一)美崙溪之前世今生：活動包括生態濕地環境永續教育演講、成立生態濕地環境永續教

        育讀書會、進行濕地生態環境專題研究、舉辦生態教育週、建置生態濕地環境網站、

        舉辦生態濕地環境永續教育體驗營與生態祭活動、規劃戶外參訪行程。

    (二)戀戀美崙山：針對花蓮各高中、國中小學校環境教育戶外教學，提供參訪團體自由選

        擇。此外，亦針對環保小學堂永續環境教育參訪團體、遊客，提供團體遊客自由選擇

        預約導覽活動。

    (三)社區環境教育推廣講座：針對社區民眾，提供環境教育相關課程，包括：簡易家庭廢

        水處理模式、居家綠美化、再造藝術課程與環保DIY。

三、編製網頁

         建置環保小學堂專屬網頁，網頁內容除有美崙山與美崙溪之生態環境介紹之外，還有

    生態教室線上預約參觀與解說，讓參觀民眾不致白跑一趟。網站上並公佈環境教育講座、

    活動等之最新消息，可快速傳播消息。網站派

    有專人維護，隨時更新消息及回答問題。

四、編製成果報告

         計畫完成後，編製成果報告包含推動環境

    改造、推廣環境學習的過程及成果，以文字、

    圖片、相片或影像等編製成摺頁及製作成掛軸

    供來訪團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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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第二年度環保小

學堂計畫的執行，有

了前一年的經驗，讓

協會在推動各項環境

教育活動時，更加的

熟練，也有更多資源

及機會為社區居民、

機關學校、社會團體

等提供服務。今年度

之美崙山及美崙溪生態導覽，也能夠結合環境教育的精神，達到最終產生行動的目的。透過

外來種植物清除、單車自由行、水質檢測體驗等多元且多管道的活動內容，讓參與活動的學

員們在休閒之餘也帶入環境教育。在這樣一連串的活動執行下來，協會有一些反思與討論，

可作為往後發展的借鏡與參考。

一、朝向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與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而努力。

二、環保營隊課程的深化，結合在地、時下的環保議題，讓學員們透過多元方式來進行探討，

     如此更能強化環保的動機，進而產生行動。

三、加強與開創新學校夥伴關係，以去年度的各種環教活動經驗為基礎，今年與花蓮市各國中

     、小學校建立夥伴關係更加順暢，明年度能在學校課程當中，直接提供環教體驗課程，對

     於環境教育的推廣的寬度，顯然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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