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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一個天真無邪的小朋友望著校園說：「如果學校和家裡附近到處可以看見

蝴蝶漫天飛舞，那該有多好！」 

一個即將退休的自然科老師說：「如果我們能以學校為中心，讓蝴蝶飛入社

區，讓天空隨時都有 300 隻的黃裳鳳蝶飛舞，那該有多好！」 

大家對於學校及社區的生態環境存在著許多夢想，而這些夢想開啟了我們深

入探索學校與社區生態環境的營造與蝴蝶生態社區的可能性。還記得以前曾聽研

究所教授講了一個故事：美國一個貧民區的老師，在老師課程的帶領下，學生進

行主題探索課程「怎樣使我們的社區環境更好？」，也因為這個探索活動，學生

們發現原來社區旁的煉油工廠對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而且這些危害也影響了居

民的生活，學生透過宣導行動，凝聚了社區的共識，竟促使石油公司做了許多改

善周遭環境的舉動。課堂上的知識，透過探索教學，發現問題、凝聚觀念與作法，

進而化為改變生活環境的力量。 

台灣素有福爾摩莎之稱，過去擁有「蝴蝶王國」的美譽，然而由於高度的經

濟發展與產業開發導致棲息環境的變化，台灣自然生態環境面臨浩劫，許多蝴蝶

面臨絕種或瀕危命運，而其根源在於棲地環境破壞與民眾對於生態保育觀念之闕

如。環境破壞了，生活品質也會下降。於是，我們決定圓一個蝴蝶夢，透過蝴蝶

生態保育觀念的學習與行動，學校與社區的互助與合作，讓蝴蝶生態永續，讓環

境保育的觀念深入每一個居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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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 

1. 探討主題探索教學活動的實施內涵及其實質效益。 

2. 探討在主題教學活動中，學校與社區的交互影響。 

3. 學生能嘗試藉由各種可能方法，進行蝴蝶生態的觀察、保育與推廣。 

4. 以行動研究的方式，研發生態社區教學模組，以作為教師教學與推廣時參考。 

 
二、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本計畫以資源整合方式，結合產官學界、社區資源，建立一套資源整合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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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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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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小組討論 
2-1 教師教學策略運用 
2-2 學生實施方式 
2-3 教材如何運用 

（三）文獻探討 
3-1 查詢有關主題探索教學與環境教育的相關報告 
3-2 確立校本課程中年級要達到的主題探索能力 

（五）完成研究報告 
5-1 找到合適科學寫作教學模式 
5-2 學生學習成效佳 
5-3 撰寫研究結論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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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修正教學策略 
4-6 擬定第二階段教學策略 

      

（一）準備階段—決定研究主題與目的 
1-1 針對課程以蝴蝶生態園為研究場域

 

 

 

四、 目前完成程度 

圖二：活動計畫架構（灰色區塊為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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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期成果 

經過了上述實施以主題探索教學的課程之後，我們希望能建構出以主題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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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融入環境教育的教學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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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以主題探索教學融入進行環境教育的教學模式。 

3、釐清主題探索教學在達成環境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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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方面 

1、能從主題探索教學中建立對環境的覺知和敏感度。 

2、能從主題探索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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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建立生態社區的教學模組，供其他學校參考。 
 

（四）社區方面 

  1、社區是學校的延伸，學校協助社區營造生態環境 

  2、藉由社區居民的投入，讓教學跨出圍牆，並凝聚社區居民環境保育意識。 

 
六、 檢  討   

在進行本主題時本團隊遇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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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費等待的問題 
專案核定時間月在三月份，與實際撥款入校時間約在九月底，時間距離

太久，經費執行與活動進行上，遇到很大的挑戰。 
2、時間壓縮的問題 

從學校到社區，如果要觀察整個社區完整的變化，需要一段長時間的紀

錄，目前專案計畫只到明年一月，後續的經費與觀察，尚待時間的考驗。 
3、人與人間聯繫的問題 
       計畫的進行需要不斷的和各方面的人員進行開會和討論，如何有校的開

會、整合意見、執行，考驗著團隊的合作與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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