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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讓蝴蝶飛出去～～主題探索教學融入環境教育之行

動研究(第二年計畫) 

主    持    人：賴榮興 

執  行  單  位：國立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If no action is taken now, one day our children might ask us : 

“What are theses creatures?” after having watched the most famous Chinese 

opera “The Butterfly Lovers”.（Nature 雜誌，2000 年時英國蝴蝶生態調查） 

仔細看看我們的生活，今日人類的政治、經濟、文化等諸多活動對環境已造

成壓迫，人口的快速成長、科技的進步，使環境面臨空前的浩劫，儘管世界先進

國家已致力於改善自然環境現況，但改善自然環境的科技再進步，也趕不上人類

有意無意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迫害。 

於是，人類開始意識到，只有走進自然環境，充分去認識它，進而維護它，

才是拯救地球環境最有效的策略，而透過教育途徑，來改變人類的生活習性、價

值觀及態度更是此風潮中片刻不容緩的事，環境教育的實施，可使人們瞭解「人」

在自然環境中的生態角色及其行為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在面對環境問題時，我

們可以採取理性的事前預防，或善後處理的環保活動（汪靜明，民 84）。 

環境教育本身不該侷限於知識或技能的學習，應隨著地球環境問題越趨複雜

與多元化，以「人」為主體，盡一切可能的去開展人類的潛能，引導人類自己去

思考環境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現代環境教育課程方向，不該只教導學生宰制式

的事實學習與記憶，更發展學生「獨立思考的能力」，提升「解決問題的能力」，

期望學生養成反省的習慣，有系統的研判日益複雜的環境問題，並能有效解決環

境問題與衝突。 

去年花大附小科學教育方案--「讓蝴蝶飛出去～～主題探索教學融入環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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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之行動研究」建立了生態社區教學模組架構，這個架構漸趨於完整可行，但仍

需要時間的檢驗與再循環的行動研究來測試，而這個模組是為發展學生能「帶得

走」的能力而設計，其目標是希望附小的孩子都具有「發現問題的能力」與「自

我解決問題的能力」，包括知識能力、方法與行動能力、環境覺知能力。根據這

些能力放到實踐的層次，其內容與相互關係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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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花大附小生態社區教學模組(96 學年版) 

    此一架構的建立有助於教師發展課程方向之確認，但生態社區教學模組課程

必需進一步的發展與實踐，才是具有生命、實用的課程。因此，我們要進一步去

問：這些目標是如何被達成(how 的層次)？透過哪些具體的活動或學科領域的統

整來達成(what 的層次)？讓這個架構在不斷反思下，漸趨完整可行。 

    當一個人付出維護生態環境的舉動時，對周遭所有人帶來哪些質變？透過許

多個人力量的組成，會產生什麼樣的力量？因此，在第二年的計畫中，能以策略

聯盟的方式，結合更多學校與社區的力量，同時藉此修正生態社區教學模組，以

嘉惠其他更多有心進行生態社區的單位參考。 

 

 

 - 2 -



一、 計畫目的 

1. 以行動研究方式修正第一年的生態教學模組。 

2. 以策略聯盟的方式，結合鄰近學校及志工團體，推廣蝴蝶生態的保育。 

3. 探討以學校為中心的生態社區，學校與社區間的交互影響。 

4. 建置主題探索與蝴蝶生態園網站，以作為教師教學時參考。 

5.設計蝴蝶生態地圖，提供完整的蝴蝶生態資訊。 

 

二、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1.計畫主持人：賴榮興老師 

2.協同主持人：梁金盛校長、杜美智研究處主任、潘純芳導師、連安青導

師、林華峰導師、李瑜霏導師 

 

                                    

大豐生態農場 
（社區指導） 

社區環保協會

里長、義工

鑄強國小 
（蝴蝶義工）

                                         

      

 

                                   
以學校為中心 
讓蝴蝶飛出去 

六年級教學群 
（推廣與實作）

慈濟小學 
藍振峰老師 
（專家指導） 

 

                                       

                         
農業局、美崙山 
（棲地營造） 

亞泥蝴蝶生態園 
（生態認識） 

華大附小蝴蝶

社（生態課程）
 

 

圖一：人力資源整合方式，結合產官學界、社區資源。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步驟分為六個階段，包括：（一）準備階段。（二）團體討論。

（三）文獻探討。（五）進行行動研究。（五）撰寫報告階段。 

各階段流程圖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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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階段—決定研究主題與目的

（二）研究小組討論 

 

 

 

 

 

 

 

2-1 教師教學策略運用 
2-2 教材如何運用與實施 

（四）進行行動研究 
4-1 教師團隊進行以主題探索教學為主要課程 
4-2 蒐集學生成果進行分析 
4-3 針對學生進行評鑑 
4-4 教師群進行第一階段討論 

 

 

 

圖二：教學流程圖 

表一：社區參與的實施階段與步驟 

步驟六 持續努力 與權益關係人共同定期檢討進展，

必要時共同修訂行動策略和計畫。

實施、檢討、持續 

步驟五 實施行動計畫 與權益關係人共同實施行動計畫。

步驟四 訂定行動計畫 與權益關係人共同研擬行動對策和

計畫。 

研商：問題的對策

和行動計畫 

步驟三 建立共識 與權益關係人共同研商該地區願景

和問題的解決策略。 

步驟二 討論 與權益關係人共同釐清該地區重要

的公共議題，以及調查權益關係人

的意見與態度。 

釐清：人和事 

步驟一 準備 誰有影響力和資源？找出權益關係

人，分析出「關鍵人或團體」，使

他成為你的工作伙伴。 

（修改自 Elcome and Baines,1999） 

4-5 修正教學策略 
4-6 擬定第二階段教學策略 

（五）完成研究報告 
5-1 分析學生學習成效

5-2 撰寫研究結論 

（三）文獻探討 
3-1 查詢相關報告 
3-2 確立學生要達到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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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目前完成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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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活動計畫架構 

 
五、 預期成果 

  經過了上述實施社區生態教學模組的課程之後，我們希望能建構出更有效可

行的社區生態教學模組，不僅讓兒童對於環境教育所重視的環境覺知與環境敏感

度有深遠的影響之外，也希望作為其他教師在進行環境教育上的參考。 

  本研究團隊預計達成的目標如下︰ 

(一)教師方面 

1、能知道環境教育所強調的重要意涵和課程目標。 

2、研發可行性高的社區生態教學模組。 

3、釐清社區生態教學模組課程目標的地位與優缺點。 

4、藉由行動研究為教師團隊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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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方面 

1、能從社區生態教學模組中建立對環境的覺知和敏感度。 

2、能從社區生態教學模組中明瞭自己對周遭環境的責任。 

3、對於環境議題有興趣，對週遭的環境產生感情，進而願意付出行動維護環境

的美好。 

(三)教材方面 

1、建立合適高年級環境教育的推廣教材。 

2、能夠將教材資源資訊化分享給其他學校。 

  我們深切期望，不僅是華大附小的兒童能提升自己對週遭環境的覺知能力，

同時也希望兒童能將自己的想法落實在週遭的環境，化為行動。冀望利用此專案

研究的模式，使得跨領域的環境教育能向國小延伸，使每一位孩子能喜歡環境教

育，並將我們的成果，分享給其他學校，讓台灣的環境教育能向下紮根，使台灣

成為一個具有環境素養的美麗島。 

 

六、 檢  討  

在進行本主題時本團隊遇到的困境： 

（一）課程模組仍待考驗 

         鄰近小學開始以本生態教學模式教學，並評估在他校推廣的可行性。 

（二）時間的問題 

         從學校到社區，要觀察整個社區完整的變化，需要一段長時間的紀錄。

學生觀察蝴蝶生態的演變，亦有待時間來考驗。 

（三）溝通的問題 

         計畫的進行需要不斷的和各方人員開會和討論，整合意見、執行，透

過意見整合，提升團隊合作的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