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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一)  檢核生態教學概念，深化生態課程 

1.  發展本校深層生態學系統課程與教材 

(1)  課程概念架構組織整理 

(2)  教學符應生態教學的重要概念 

(3) 教材的調整與開發 

 

二、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一)提供諮詢之專業學者 

1.邀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洪如玉教授，擔任本校課程開發研討之講

師，檢視本校課程，使得課程與教學的開發，有立論的基礎。 

2.汪俊良老師，目前為宜蘭縣大進國民小學借調宜蘭縣環境教育輔導

團，兼顧實務與理論，提供本校許多可參閱的資料，並重新思考課程

與教學背後的意義與目的，欲學習的概念與目標。 

3.遊學課程委員，指點迷津，點出生態課程的重要性，在關係而不再



 

單一知識，鼓勵我們去思考目前正在進行的課程中，如何擴展單一課

程的面向。 

三、 研究方法 

   採取行動研究的方式，在執行中檢視審核，修正討論，並找到立論

的基礎。 

   課程的研發與教材的修正都需要與時俱進，時時檢視而修正，若花

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研發課程，待一切備妥，在開始實施，有時候已經

和現實有所落差了! 

  本校從特色課程開始發展，逐漸找到學校可以發展的方向，進而慢

慢描繪出了學校課程與教學的藍圖，為了讓這樣的圖像更明確，進而

走入實驗教育的模式中，試圖讓學校想要朝生態發展的路途更為明確

且確實，而非僅蜻蜓點水式的過水、沾邊。然而，走在生態實驗教育

的路上，我們試圖在做些什麼?又想要突破什麼?我們想要突破知識的

框架，讓生態不只是知識面的堆疊，而是能生根於腦中、於心中的生

態人的養成，是一種對萬生萬物包容、尊重與共生共榮的態度和作為。

但夢想遠大，走向夢想的路是否正確?卻一直考驗著我們。藉由這次申

請的經費，我們有機會邀請專業的學者，一同討論，一同檢視，一同

逐步地來發展一套有生命的生態課程。 

四、 執行進度（目前約整體計畫的 10%） 



 

經費確定通過後，我們開始與合作專業人士接洽，雖然無法立即的巨

再一起討論，但也給我們許多重要的意見。本希望一個月能有一次的

課程會議，因為時間敲定不易，因此，在 10月份本校辦理的一次全國

性的研習中，專家學者(張子超教授及林建棕校長)給了我們目前實施

課程全面性的建議，希望我們思考每個課程的關係，而非單一課程的

知識。 

  12 月份，我們與環教中心的汪老師，共同開會討論，他認為每個月

要修正一主題實屬不易，不管人力時間都可能難以辦到，他建議先決

定要從「環境資源」或是從「環境議題」切入，並且在開會中，建議

我們可鎖定「生態調查」或「水資源」來聚焦一開始的課程設計和教

材研發。因此該次會議結束後，我們決定從水資源著手，檢視我們在

水資源中到底要叫那些概念？一月份的會議中，汪老師又給了我們 

project wet  的參考資料，建議我們可以從中去找可以使用的方案。    

接著透過洪教授的指導，並與其討論，試圖找到本校課程的立論基礎。 

五、 預期成果 

經過會議的討論後，我們發現原先的計畫，一個月修正一個年級的一

個大主題，可能過於籠統，努力結果可能有限，因此重新聚焦於「水

資源」整體課程的重新架構，希望今年研究及工作的結果，可以發展

出一套有深度、有意義的水資源課程，而不僅是水資源知識的填充，



 

結合國外開發的方案，做在地化的修正微調之後，實施教學，反覆檢

視，讓孩子能從這個課程中獲得有意義的學習，希望從孩子的學習中

看到生態課程學習在認知、情意及技能上兼顧的可能性。 

六、 檢討  

一開始的計畫設定，原是通盤對本校生態課程進行修正與修訂，但發

現課程背後的概念尋找、確立，實在是相當的重要。以「水資源」課

程為例，我們必須找到水資源的重要概念架構到底為何?我們在實施這

個教學活動時，到底要孩子學到什麼概念?如果我們不能釐清每個教學

的內容目的為何?那麼我們可能也不清楚要把孩子帶往何處?因此這樣

的工作是繁複且不易的。因此，我們先把目標聚焦在，現有課程中「水

資源」的部分，來做處理，第一步先決定「水資源課程」有那些重要

概念?二、檢視本校現有課程中，那些課程可以符應這些重要概念?又

有那些重要概念，完全沒有被提及，是否有可能設計相關教學，來對

應該重要概念，融入學生學習之中?進而系統化本校生態課程中「水資

源」教學的部分。 

為因應這樣的調整，接下來的開會主題會修正如下: 

日期 課程研發會議主題 

8月 確立鄉土生態科學每次討論的主題及發展發向 

9~11月 
遊學訪視委員藉由本校辦理的全國性研遊學討會，給予本校生態課程發展意

見與指導。 

12月 確立聚焦「水資源」主題重新整理，協請環教中心老師引薦相關資源。 



 

1月 
「水資源」概念架構整理，並檢視與現有課程的連結情形。 

2.生態課程的實施與檢討 

2~3 月 「水資源」方案課程融入與開發~完成高年級部分 

4~5 月 「水資源」方案課程融入與開發~完成中年級部分 

6月 「水資源」方案課程融入與開發~完成低年級部分 

7 月 檢視「水資源」課程開發結果，擬定未來深層生態課程工作目標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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