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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苗栗縣頭份市后庄國民小學 

地址 苗栗縣頭份市文化里文化街 20 號 

校長 劉敏珍 
聯絡電話  

E-mail  

計畫 

承辦人 
涂裕彩 

職稱  

聯絡電話  

傳真  

E-mail  

二、學校簡介 

（一）全校人數： 1080 人 

（二）學校佔地面積： 1.8 公頃 

（三）樓地板面積： 10848.2 平方公尺 

（四）學校特色： 

后庄國小位於苗栗縣頭份市郊區，臨近竹南頭份重劃區，近年人口速迅成長，學

生數亦急遽攀升。社區人口組成分為兩大區塊，一為久居在地的傳統聚落，一為因應

竹南科學園區設置後新遷入的科技族群，學生家長社經地位落差明顯，為符合不同學

生的學習需求，本校積極發展多元化的課程與教學，開發並結合在地資源辦理各項特

色方案，多年來形塑學校特色： 

1.樂音飄揚的人文校園：本校成立多年的管樂社團及傳統藝術客家獅社團，除在各場

合獲邀演出贏得讚賞外，在每年的音樂比賽及傳統藝術競賽中迭獲特優佳積。 

2.驚奇無限的科學課堂：本校結合專長師資推展校本科普教育，進行動手做科學教育，

以趣味的實驗活動，帶領學生進入科學研究殿堂，近年亦在科學競賽中有亮麗成績。 

3.健康樂活的體能運動：一方面推展普及化運動（跳繩、晨跑），一方面培育體育團隊

（棒球隊、田徑隊、直排輪），促進全校樂活運動，體育團隊參加各項競賽成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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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熱忱教學的專業師資：本校教師具高度教學熱情，積極參與領域教材教法研究與發

展，積極經營教師學習社群，共計發展英語創新、數學有效教學、自然科學實驗、數

學亮點計畫、書法教育、防災教育、校訂課程……等社群，教師群更有高達六分之一

擔任苗栗縣國教輔導團各領域輔導員。 

 

健康樂活的體育團隊 驚奇無限的科普課程 融入生活的語文閱讀 

涵養氣質的管樂社團 陶冶心性的書法教育 創新活化的英語教學 

三、計畫理念及目標 

重重疊疊上瑤台，幾度呼童掃不開，剛被太陽收拾去，卻教明月送將來。 

                                                              花影      蘇軾 

（一）計畫緣起～讓陽光走進來 

后庄國小是一所建校五十年的小學，校舍改建時保存了校園內紫薇科的藍花楹、臘

腸樹，乃植基於自然情感和環境守護的熱情，並讓陽光擁有更多親土地、親自然、親人

文的課程。而主體校舍坐東朝西，日日東迎朝陽開啟一日學習，下課時間，學童飛奔至

操場，在陽光照拂下開心來去，操場邊的藍花楹總是靜靜觀照著真稚的童心，偶爾舞動

枝身，用隨光灑落的花影、葉影，温柔的召喚孩子來樹下稍歇；矗立校舍西側的臘腸樹

寬大的枝葉庇蔭，更是孩子們放鬆嬉戲的基地。光影與花的邂逅，流動著日光的温暖，

也交織留駐了后庄學子的童年記憶。因此我們想為孩子們捕捉校園的空間美學，運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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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的變化與流動，創造趣味的駐足空間，放大孩童的玩心。 

（二）計畫理念～停看聽，與空間對話 

校園內「朝迎東陽、晚送夕日」的全日照校

園，無論是花開季節、綠葉婆娑時刻、冬季僅存

枝條昂立之際，每每在樹下展現出變化多端的搖

曳光影，孩童們總在樹下嬉遊、捕光捉影，成為

饒富趣味的畫面，而陽光流動所產生的影像變

化，也常常成為科學社團學生的研究素材。因此

本計畫想運用「花與光影的邂逅」為主題，從藍

花楹、臘腸樹「樹蔭之美、童趣之美」的地景樣

貌出發，結合本校樂音悠揚的特色，透過美感空

間的營造，產生科學與美學的對話，激盪空間與

時間的延伸，讓孩子們能停下腳步，聽見花開的聲音，看見灑落的陽光，創造美麗的童

年記憶。 

（三）計畫目標 

1.空間活化：以環境美感再造課程，結合自然人文、社區文化特色。 

2.組織活化：重視親師生與居民共同參與，營造穿越圍牆之空間樣貌。 

3.課程活化：藉校園再造及空間活化，開創多元的校本位特色課程。 

4.教學活化：串連人與環境、人與人之校園，開展體驗的環境永續教育。 

5.社區活化：藉校園心風貌涵養生活美學，共構藝術與人文素養。 

四、推動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機制及組織： 

（一）推動機制： 

     本計畫強調空間活化再利用，透過校園美感再造，結合「光」、「彩」、「綠」、「影」，

譜出「花影童趣」。本校分階段進行空間改造： 

1.第一階段：移除厚牆隔閡-營造流動的樂音 

本校於 104 學年度將西側厚重圍牆打除，以學校特色-「管樂悠揚」為意象進行改造，

改造後，除通透的視覺促使學校與社區關係交融外，所產生的光影之美更與日光暖意在

通學步道上共構，成為學校孩子及社區居民喜歡的停駐點： 

 學校通學步

道透過圍牆

樂音流動設

計，多彩的音

符譜出樂音

美感。 

 
光影灑落在通

學步道上，形成

律動美感，讓孩

子徜徉在光影

遊戲中。 

陽光 
花影 

童年 

遊戲 

美感基地規劃理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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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透式的圍

牆創造流動

光影，親子隨

同光譜沉浸

在親情美感

裡。 

 

社區長輩在校

園步道中，與日

光相約在落影

繽紛裡。 

2.第二階段：花與光影的邂逅~共譜花影童趣 

本案規劃將通學步道的「樂音流動」的視覺美感延伸進入校園，從學生慣常嬉戲的

基地，一路串聯臘腸樹、川廊至校園北側藍花楹樹下，將現有遊憩空間藉由光影與樂音

為中介，發展臘腸樹與藍花楹地景基地，讓空間隨光線的轉變，營造出光與樹影、花影

間的趣味，讓后庄校園內、外的故事可以一直隨著時間流累積和變化流傳。 

 

 

 

 

 

 

  

枝繁茂密的臘腸樹又名吊燈樹，花形果實有

獨特趣味，即便落葉季節也有著瀟灑姿態。 

浪漫的藍花楹，學生迎接花開，享受樹形與

花漾，豐富視覺美的感受。 

花與光影施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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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校園美感環境再造小組： 

本計畫靈活運用環境特色、社區資源與學者專家，透過空間活化和課程統整，來搭建

本課程的「夥伴結盟」關係，讓學校內部與外部人力資源，構築成堅實的后庄團隊： 

1.師生與行政團隊：行政支援教學，進行空間美感課程的統整和教學方案設計。 

2.家長與社區居民：社區親師生合作，社區里民協助在地、故事、歷史等陪伴教學。 

3.學者與專家顧問：清華大學物理系、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聯合大學建築系等學者

專家進行協力。 

苗栗縣后庄國民小學推動校園美感環境再造小組 

職稱 姓名 職掌 

校長 劉敏珍 召集人 

總務主任 涂裕彩 執行秘書 

教務主任 蔡鳳娥 協助計畫執行 

學務主任 邱志濱 協助統籌學生相關活動 

教學組長 吳玉美 協助發展規劃校園環境美感課程 

衛生組長 黃舒瑾 協助整合校本環境教育課程 

教師代表 

 

一年級： 黃玲珍 

二年級： 古惠茹 

三年級： 陳怡如 

四年級： 劉如芳 

五年級： 柯俊宇 

六年級： 陳佳琦 

科任代表 ：鍾佳君 

各學年、科任代表共同協助推

動實行校園環境美感課程 
 

學生代表 各班幹部代表 美感空間游擊隊小推手 

社區代表 王兆芳里長等人 協助推動社區里民共同參與 

家長代表 裴家羚會長等人 協助推動親師生共同參與 

學者專家 陳賢秋建築師 提供專業指導與相關建議 

五、整體校園美感環境現況檢討分析 

(一)由於學校周圍增建許多新社區，外移人口增加因而每年增班，但校地有限，呈現地窄人

稠的擁擠現象，導致學童遊憩空間受限，每位孩子可使用的空間明顯不足。  

 (二)校園基地活動區不足，綠地有限且維護不易，亟需營造人與自然、人與生態共存的空間。 

(三)校園景觀單調，缺乏美學基地亮點，本校雖有 50 年歷史，但因逐年增建校舍佔用校地，

大型樹木移除，加以土壤貧瘠，校園樹木多樹形削瘦，且植栽缺乏色彩，整體景觀缺乏

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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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校兒童遊戲器材有限，無法提供學童多感官刺激，及戶外空間多功能使用。 

 

 

現況： 音樂圍牆呼應通學步道 現況： 透過補光捉影增添步道趣味 

  

現況：龍柏交錯處是學生蝸居的袐密空間 現況：龍柏交錯處進入後的台地多處綠草不存 

  

現況：臘腸樹下學生嬉遊綠地光秃 現況：吊燈樹下閒置空間 

  

現況：單槓週邊可規劃複合式遊戲空間 現況：藍花楹與紅磚相襯可營造遊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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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升整體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一）具體構想 

光．自然光    彩．多樣色彩    綠．綠意盎然    影．樹影婆娑 

   1. 上學步道為學生迎接一天學習的開始，透過學校音樂圍牆光影變化，每個孩子都是快 

      樂跳躍音符，踏著歡愉的步伐，踩著步道上「諾亞方舟」第一樂章及第二樂章主旋律 

      音節與光影玩遊戲，透過身體經驗去結合音樂、感受樂音之美、譜出創意的新樂章。 

2. 發揮現有空間最大化，開發孩子玩遊戲的時間，進入新奇探險的第三樂章，將現有花 

   圃創發出龍柏樹下秘密花園，藉由四季不同的植栽、創造出后庄音樂花園，讓孩子們 

   在探險中邁向吊燈樹下的休憩平台，讓陽光走進來，微妙的樂音光影結合，譜出學童 

   發揮創意的夢幻園地。 

3. 最後一樂章希望之歌意味著學生是我們的希望，每日豐富快

樂的學習，因此吊燈樹下的休憩平台，集結陽光、綠樹、花

影、遊戲、音樂的概念，規劃大樹下的休憩區，除了休憩外

更可以成為學生展演區，促成光彩與樂音共伴的美感體驗。 

4.藍花楹位於校園東側磚造圍牆邊，紅磚極具傳統古樸風情，

與藍花楹的綠葉相襯十分動人，擬利用紅磚鏤空設計提供往

內與往外看的視角活化，並種植爬藤類植物，穿梭於鏤空之

磚牆間，改造成可坐、可臥、可賞花、可談心的幸福邊陲、

趣味角隅，營造自然、社區、學校生生不息之意。 

 (二)執行內容 

現況圖一 改造「捕光捉影~樂音步道」示意圖 課程發展 

 

 

主題：捕光捉影 

內容： 

1. 光影遊戲與

語文創作 

2. 光影遊戲視

覺藝術創作 

 

說明：運用作曲家Bert Appermont的 Noah’s  Ark 

諾亞方舟管樂曲目，此樂章一剛始是管樂的獨奏，

引申為一天之始，與學生的上學步道、校門外的光

影變化做連結；第二樂章活潑輕快，就像是校園裡

的小朋友，能快樂的學習與玩耍，因此設計在地面

施作出第一、二樂章對應的音符圖案來做延伸，讓

通學步道在平常沒有影子時也會有延續性的美學趣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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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圖二 改造「后庄音樂花園」示意圖之一 課程發展 

 

 

主題：音樂花園  

內容： 

1.校園植物大 

  搜查 

2.花園速寫 

3.袐密基地專 

  題報導 

4.植栽專題研 

  究 

 

說明：學生喜歡在龍柏交錯處進出台地，有種袐密

空間趣味，在此入口設置秘密花園入口，穿入後的

台地以進入第三樂章，隱喻校園裡面有許多新奇探

險的空間，藉此透過四季植栽規劃設計在花園中讓

孩子透過身體經驗去聆聽感受音樂。施作後，可展

現「學生探索需求」與「綠地植物生存需求」二者

空間共享的環境美學。 

 

現況圖三 改造「音樂花園」示意圖之二 

-音樂花園工程 

課程發展 

 
 主題：音樂花園 

內容： 

 

  1.趣味吊燈生 

    命史 

2.平台探險 

3.小小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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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最後一樂章希望之歌意味著學生是我們的希

望，每日豐富快樂的學習。本區的終端正好是臘腸

樹區，臘腸樹又名吊燈樹，燈與光有微妙的契合感。

花形如船、果形如臘腸，枝條茂密、樹形優美，四

季有其不同風情，在光照下的地面光影饒富趣味，

本區預計調整休憩平台以吊燈果實造型裝置為樹下

座椅，既能保護原有吊燈樹，更增加學童多元的休

憩場域，象徵樂曲的最終章，成為一個孩童能停腳

休憩、玩影、親近樹的停駐點。 

現況圖四 改造「聽見花開」示意圖-藍花楹紅磚地景工程 課程發展 

 

 

   

主題：聽見花開 

內容： 

1. 藍花楹專題

研究 

2. 紅磚源流探

索 

3. 裝置藝術創

作 

4. 校園報導文

學 說明：本區為北側圍牆預計規劃為保留磚牆之美，

並透過鏤空設計，種植爬藤類植物，穿梭於鏤空之

磚牆間，營造自然、社區、學校生生不息之意，讓

孩童除體能遊戲外，還可以徜徉在古樸和傳統風情

的紅磚牆之美中。往東延伸的紅磚牆正好與藍花楹

綠葉相映襯，使藍花楹樹下成為多樣化的遊戲區，

更希望透過環境美學再造歷程，放大校園邊陲角隅

的幸福空間。 

 

 (三)執行策略及方法： 

1.融入課程：認識校園環境，探討美感現況，分析環境需求，進而將想像化作行動。 

美感教育於小學階段的實踐，本校執行方針以融入整體教學情境為要旨，透過學童日常

生活、校園生態環境，各領域課程的創意發想，讓學童於己身存在的學習環境中受到美

感教育的潛移默化，學童的感受可以是想法，也可以透過簡單素材予以實踐或具像化 

2.凝聚共識：成立校園美感環境再造推動小組 

本計畫涉及領域課程與教學、藝術介入空間、社區文化形塑等面向整合，為順利推動溝

通協商，茲成立校園美感環境再造推動小組，負責協調聯繫合作相關事宜，並掌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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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與光影 

的邂逅 

學程 

自信與展能 

遊程 

遊戲與回憶 

教程 

素養與互動 

工程 

特色與環境 

課程 

願景與圖像 

實施進度，確保相關工作能順利推動，實踐本計畫目標。 

3.校內外整合平台：除本校師資外，另邀請自然生態專家，協同指導工法及施作。 

計畫執行所需資源及成果、進度，透過本校網站及各社區里長辦公室共同整合分享，邀

請社區自然與生態專家進入校園，與校內教師進行協同教學，相關藝術作品融入校園、

周邊建築與日常生活環境，讓充滿童趣的作品點綴於校園各角落，學童可於校園各處發

現隱藏於校園環境中不經意營造的環境美感與驚喜。 

4.空間美學與課程美學雙向循環：透過課程發展美學空間，亦在美學空間中進行課程 

經由美感環境再造的歷程與成果，使校園生態環境、活動空間成為涵養學童美感的教育

場域，學童在環境中潛移默化美學素養，在課程中以創作行動實踐美學，形成空間與課

程相互提升的循環鏈。 

（四）課程、活動及教學結合與融入 

1.藝術與人文課程融入教學：藝文課程帶領學生觀察、參與規劃、植栽維護，理解及欣賞

校園光影藝術與生態藝術。 

2.生態課程融入教學：透過生態植栽的施作及體驗活動，探索景觀改造的藝術與環境結合

後的美感，培養學生對美的感受力，陶冶藝術氣息。 

3.語文課程融入教學：運用五感進行歷程記錄，指導學生以文字之美展現環境之美。 

4.自然課程融入教學：透過四季日光運行角度不同，記錄及發現光影的交織變化，進而練

習光影創作。 

（五）課程發展 

1.課程統整目標 

「花影童趣~花與光影的邂逅」的課程建

構，除把握「兒童藝術與人文學習階段發展」

與「各領域該階段的能力指標」之外，亦是

透過師生共同參與的歷程，發展出真實體驗

的學習。 

(1) 五程合一，創造童趣：以花影童趣為中心

概念，發展「花與光影的邂逅」五個面向，

統整的課程、創新的教程、活化的工程、

樂活的遊程、多元的學程。 

(2) 跨領域美感教育：融合藝術與人文、生態、

語文、自然科學等課程教學，帶領學生觀

察、參與規劃、植栽維護，理解及欣賞校園生態與光影藝術，除培養學生對美的感受

力，陶冶藝術氣息之外，更運用五感進行歷程記錄，指導學生以文字之美展現環境之

美。 

2.課程架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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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影童趣~花與光影的邂逅」之課程架構主要以知識、能力、文化、美學與情意為基

礎，課程操作主要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為核心，來統整社會、自然科學、語文和藝

術人文等領域課程。 

藉著綜合活動，讓孩子啟發對環境的覺知、觀察與創作的能力，將學習的知識技

能應用在生活情境中，培養個人美學與環境美學、人際互動溝通能力以及合作精神；並

透過共同創作讓個人與社群、社區互動，將個人經驗連結到社會學習領域；綜合媒材藝

術裝置創作啟發孩子自然科學知識和媒材探索再應用的聯結，同時培養專注和思考；課

程並以「影音媒介」、「文學/藝術創作」等模式，讓孩子透過繪畫、立體創作與語文書

寫等，學習社會互動與自我表達，培養專注、感受、創造、表達的多元能力。 

 

3. 課程發展架構  

 

 

 

 

 

 

 

 

 

 

 

 

 

 

 

 

 

 

 

 

（ 

 

(五）相關資源整合及配套措施 

 

花與光影的邂逅 

音樂花園 捕光捉影 聽見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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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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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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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報 

導 

文 

學 

自然 語文 藝文 綜合 自然 語文 藝文 綜合 社會 自然 語文 藝文 綜合 

探索力 覺察力 合作力 創作力 閱讀力 科技力 分析力  

美學基地建置 

校 

園 

導 

覽 

課程

主軸 

課程

主題 

教學

方案 

統整

領域 

涵養

能力 



 

 12 

1.整合校內外資源 

(1)自然領域與藝文領域師資共同協作，透過課程規劃及執行，帶領學生共同參與生態綠地

及廊道的設計與施作。 

(2)引進外部專業資源，中華大學景觀建築學系、藍山園藝，作為專業諮詢與指導。 

(3)「花影童趣~花與光影的邂逅」美感環境再造計畫，以后庄國小為核心，結合學校、社

區、遴近大學與機構資源共同進行「綠活•藝術•人文•產業」四個面向之創意美學教

育課程。 

 

 

 

 

 

 

 

 

 

 

 

 

 

2.配套措施 

本計畫靈活運用環境特色、社區資源與學者專家，透過空間化和課程統整來搭建本課

程的「 夥伴結盟 」關係，讓學校內部與外人力資源構築成堅實的后庄團隊。 

(1)教師與行政人員：學校行政進行內外部資源的協調整合，以支援教學所需求，共同發展

美感環境課程統整方案及教學活動設計。 

(2)家長與社區居民：以家長與社區居民為對象，組織校園志工團隊，協助課程實踐與校園、

社區導覽培訓，運用親師生共同合作的方式，協助美感校園再造及體驗。 

(3)學者與專家顧問：引進聯合大學、清華大學及中華大學等學者專家進行協力及專業請益。 

(4)夥伴與結盟學校：與苗栗縣鄰近學校策略聯盟，進行課程專業交流。 

后庄校園生態課程 

群創生態園區體驗 

永和山森林步道探索 

管樂美術書法多元展能 

藍花楹特色空間活用 

音符律動的通學步道 

竹南科學園區結盟互利 

聯合大學清華大學諮詢 

苗北藝文中心資源運用 

蘆竹湳古厝桃花源 

隆恩圳灌溉大動脈 

義民廟客家信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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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進度 

（七）後續管理維護機制 

1. 硬體設施：責成專人定期巡視檢查，落實平日保養與維護工作；透過課程及生活教育規

範指導導學生如何正確使用及愛惜公物，另編列預算作為檢修之用。 

2. 校園植栽： 

(1)由總務處統籌定期修剪及養護，平日排定班級負責每日巡視、清潔，並由教師指導適

度澆灌，維持植栽最佳生長狀態。 

(2)學務處綜理環境教育指導與實踐，指導師生基本植栽維護方式，配合季節適當施肥澆

灌，並注意病蟲害狀況及是否人為破壞，建立植栽維護作業流程。 

(3)不定期請相關植物專家學者(如綠手指協會、荒野保護協會等)，蒞校指導與查看，給予

建議改善，修剪樹種會注意其傷口復原生長情形，列入紀錄觀察。 

3. 地景裝置藝術： 

(1)樂音通學步道及吊燈地景藝術，讓師生、家長、社區居民認識藝術作品的創作者及創

作內涵，經由理解、欣賞而懂得尊重及愛護作品。 

(2)規劃責任區域，由專責班級負責平日巡查及環境清潔，確實掌握設備整體狀況。總務

處協同教務處定期檢修及作品維護。 

4. 美感活動： 

(1)整合校內外資源，將美感教育融入領域課程，規劃校內外多元化美感體驗活動。 

(2)配合十二年國教及學校特色發展，融合美感教育研發創新的校訂課程。 

(3)結合校園節慶活動，辦理各項藝術展演活動，提供孩子發表的舞台，擴大學童參與度。 

（八）經費預算（詳附件 3：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1.計畫總金額：資本門 1,300,000   元，經常門 144,445   元 

 

時間 

工作項目 

107年 

8月 

107年

9月 

107年

10月 

107年

11月 

107年

12月 

108年

1月 

108年

2月 

108年

3月 

108年 

4月 

108年 

1月 

108年

2月 

108年 

1月 

108年 

2月 

 

累  積 

比  例 

1.計畫方案與組織討論               5% 

2.資源整合與空間設計              15% 

3.課程統整與教學方案              25% 

4.空間活化與施工監造              35% 

5.社區參與和專業協力               45$ 

6.教材編製與教學活化               65% 

7.深耕課程與優質教學              80% 

8.行動反思與回饋映照               90% 

9.成果編印與結案核銷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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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補助金額：資本門 1,300,000   元，經常門 0    元 

3.自籌金額：資本門 0  元，經常門 144,445   元 

4.自籌比率：10% 

5.自籌經費來源：縣市政府 

（九）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1.質化效益: 

(1)校園空間美感獲得改善，展現優質的校園景觀，提供一個友善、可親近、可探索的園

地，能觸發學生靜心欣賞自然界生命及光影之美。 

(2)學校成為社區引領者，社區成為學校的助益者，成功凝聚社區共同意念及願景。 

(3)指導學生運用課程進行獨立研究，以 PBL 教學模式發展在地專題成果。 

(4)學生下課時間會主動在綠地、廊道、紅磚平台間遊憩，並能愛護設施。 

2.量化效益: 

(1)親師生共同參與規劃設計及社區人士共同使用校園美感空間達 2500 人次 

(2)領域課程及融入教學課程，每班每學期累計達 20 節。 

3.美感提升： 

(1) 校園前通學步道結合樂音及光影，形成延續性的美學趣味。 

(2) 后庄音樂花園四季植栽及草地土壤改善，綠地重現，具有美的視覺享受。吊燈樹地

景裝置藝術之光彩花影，增添校園彩度，讓建築活了起來，形成生氣蓬勃學習氛圍。 

(3) 紅磚與藍花楹相映襯，環境美感與生活及文史相互交融。 

(4) 兒童遊憩空間多元化，調和空間不足的壓迫感，創造放慢步調的校園從容之美。 

七、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各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申請項目表 

 （一）預計申請校園美感環境再造項目（申請項目請打 V，可複選） 

申請項目 申請細項 勾選欄 備註 

1. 學校特色表現美學 

1-1 學校專業特色表現   

1-2 學校歷史文化特色表現   

1-3 社區文化特色運用   

2. 校園建築景觀美學 

2-1 學校建築與空間優化  v  

2-2 校園景觀與環境行為改善 v  

2-3 歷史空間改造與再生   

3. 校園綠能生態美學 

3-1 生態美學教育 v  

3-2 資源循環系統營造與美感   

3-3 生態場域學習載具設置   

4. 校園環境創「意」
美學 

4-1 校園的空間藝術設置與深化   

4-2 校園環境色彩規劃 v  

4-3 校園環境文化人因系統規劃   

5. 其他有助提升校園
「美感教育」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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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二）申請項目需求說明（為提供適宜指導建議，請詳細填寫，供專家學者事先了解） 

項目內容 學校申請項目條件說明 學校需求說明 

2-1 學校建築與空

間優化- 

捕光捉影 

~樂音步道 

-光影樂音步道工

程 

1. 校門口音樂圍牆通學步道是學童上學

必經之路，踏著陽光灑下的樂符，搭

搭配著光影之變化，每個孩子都是創

意的小音符，譜出快樂的上學樂章。 

2. 在通學步道上透過不同的媒材，搭配

音樂圍牆灑落下的光影，形成變化性

樂章，曲折蜿蜒的線條與地面的音符

相互襯托，交織出活潑愉悅的美學趣

味。 

1. 運用作曲家 Bert Appermont 的 

Noah’ s  Ark 諾亞方舟管樂曲

目，此樂章一剛始是管樂的獨奏，

引申為一天之始，與學生的上學步

道、校門外的光影變化做連結。 

2. 第二樂章活潑輕快，就像是校園裡

的小朋友，能快樂的學習與玩耍，

因此設計在地面施作出第一、二樂

章對應的音符圖案來做延伸，讓通

學步道在平常沒有影子時也會有

延續性的美學趣味。 

2-2 校園景觀與環

境行為改善 

 

 

 

聽見花開景觀 -

藍花楹紅磚地景工

程 

1. 藍花楹沿紅磚圍牆矗立，紅磚牆高聳

厚重，隔絕了學校與社區的互動，且

磚牆上原有之水泥舖面彩繪圖案過時

無美感。為使社區與學校內外景觀產

生互動性，因此擬切開部份磚牆形成

鏤空設計，配合地景彩色植栽增加學

生嬉戲遊玩的多元性，並拉近社區與

學校的距離。 

2. 藍花楹樹群東側樹下為長形空間，地

面綠地色調單一，牆下可配合藍花楹

花色設計植栽地景，豐富色彩，並能

與紅磚相呼應，打造自然美感空間。 

1. 去除圍牆部份紅磚，形成穿透式的

鏤空設計，原有地面種植爬藤類植 

物，穿梭於鏤空之磚牆間，營造自

然、社區、學校生生不息之意 

2. 往東延伸的紅磚牆正好與藍花楹

綠葉相映襯，在開花季節時，枝頭

淡紫色的花串或樹下的落英繽

紛，使樹下遊戲的童顏更為燦爛。

此外，除了期望藍花楹樹下成為多

樣化的遊戲區外，更希望透過環境

美學再造歷程，放大校園邊陲角隅

的幸福空間。 

3-1 生態美學教育 

 

音樂花園景觀 -

音樂花園工程 

 

1. 前庭面向校門右側土丘草地植栽錯

落，適合規劃四季植栽。 

2. 臘腸樹下可隨根部生長範圍擴大活動

區域，本區臨近低年級教室，休憩平

台及地景藝術設置可滿足低年級學童

親近土地與自然的需求。 

3.  

1. 土丘草地多處光秃毫無生氣，經由

覆土及植被還原綠地。 

2. 符合學生活動習性，在大樹下設置

休憩平台及地景藝術，以維持人與

自然共存的需求。 

3. 配合現況位置搭配地景藝術區、休

憩區，以多量的靜態活動空間，發

展寧靜校園，紓解並降低本校學童

因空間擁擠造成的意外傷害問題。 

 

4-2 校園環境色彩

規劃 

1. 活動中心色彩強烈。 

2. 植栽不足、地表裸露，校園缺少活力。 

1. 透過植栽、綠地軟化校園整體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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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植栽色彩單一，除藍花楹外缺少配合

四季展現的開花植物。 

2. 選擇開花植物進行植栽。 

3. 搭配藍花楹花季的色彩，選擇相呼

應的植物進行植栽，形成一致性的

自然美感。 
 

承辦人簽章 承辦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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