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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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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報告書 

一、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桃園市霄裡國民小學 

地    址 桃園市八德區山下街 115 號 

校    長 古 艷 麗 
聯絡電話 03-3651101#110 

E-mail tako7010@gmail.com 

計    畫 

承 辦 人 
陳玲芝 

職    稱 教務主任 

聯絡電話 03-365-1101#210 

傳    真 03-3650732 

E-mail papa@mail.slies.tyc.edu.tw 

二、學校簡介 

（一）全校人數：241 人           （二）學校佔地面積：1.73 公頃 

（三）樓地板面積：4494 平方公尺 

（四）學校特色： 

霄裡國小於民國 39 年創校，至今已有 69 年歷史。學校座落於桃園市八德區，地

理位置毗鄰中壢區與平鎮區，屬於郊區小型學校，學區包括竹園、霄裡、龍友等里。

目前為 11 班規模的小型學校，教職員工 30 人、學生 242 人。 

本校位於桃園市八德區霄裡里（後分為竹園、霄裡與龍友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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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稱霄裡社即今日霄裡里與竹園里，為台灣原住民凱達格蘭族的社名，在清代

乾隆六年便有漢人移居此地，與此地之凱達格蘭族霄裡社的通事頭目「知母六」共

同開鑿霄裡大圳，並匯集山腳多處湧泉水形成霄裡池來灌溉這一帶的稻田，也因為

湧泉發達，一年四季水源充足，所以學區內恬靜而廣闊的田園景緻，與豐沛的泉

水，交織著水與綠的生機。此外，霄裡是八德地區少數的客家庄，人文與生態資源

豐富。例如百年如一日的湧泉—浣衣池，是客家婦女聚會洗衣談天說地的去處；另

外壘石文化、石母娘娘…等具客家文化的歷史淵源之特色文化，更成為霄裡國小校

本課程的重要內涵，每年均進行社區文化踏查與教學。 

本校因地屬郊區，雖學生數少，但也因此可以保持著世外桃源之風光美景，與

霄裡社區裡的網路火紅旅遊聖地─霄裡大池、落羽松、學校前方的「生態埤塘」，

交相輝映，可謂是孩子的天堂、八德中壢的後花園。在這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中，

我們期待透過學校課程教學與環境整體規畫思考的結合，涵詠學生與社區居民文化

之美、環境之美的感受與品味。我們希望藉由綠意盎然自然質樸的花園的改造與品

味提升，使其成為孩子與社區居民感知大自然綠意的力量，豐富在地特有的黃槿粿

樹、綠水生態、蝶影飛舞、沁心舒恬等文化、生態與心靈資產，為社會大眾營造一

個具有美學內涵的亮彩謐境---回歸簡樸生活的素樸之美、靜謐祥和的幸福之美。 

三、計畫主題、理念及目標 

水兒清清．小蛙兒游 

在都市繁華的氛圍下，身處世外桃園的霄裡，有著傲人的自然生態與文史風貌，

和著甜美的霄裡水沁心舒恬，引領童稚的初心，水波蕩漾舒暢，令人愉悅，神清氣

爽。在校園內七十年的歲月，讓我們如美人遲暮，我們希冀人生七十而啟始，打破原

有校園環境中原有的框架，門啟迎新，將現有的擺設稍做挪移，清風拂面、意氣閑靜

美好。我們習以為常的思維，直通八達迅速到位，時間節省了，卻錯過了多少美麗的

風景與悸動，讓我們陪著孩子打破熟悉中的行徑，體驗熟悉中新奇的陌生感。 
 

用探索的腳步來覺知環境蘊釀的美感 

用親身的體驗來涵養想像實踐的感動 

用教育的行動來培育公民素養的性格 
 

校座落於桃園台地與中壢台地的交界處，二台地落差在 10-20m 之間，霄裡位於

「山下街」，所以在這二台地落差之綠帶上，霄裡地區就有十口湧泉，再加上桃園的

「千塘之鄉」、「桃園大圳」、「石門大圳」、「霄裡大池」等水資源，交錯出來的「水綠

風情」。另外，學校設於社區之中，為社區重要的一員，「霄裡的最高學府」的暱稱，

雖為社區民眾戲言，但也彰顯學校在社區文化保存、生態營造建置等素養發展之責任

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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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我們希冀藉由土地水源生態的芬芳，蘊釀出人親土親故鄉有情，由情感的連

結引導學校師生及社區裡重視美學、心繫永續，把學校的一花一草一木、一溪一水一

天際、一屋一瓦一建築，做小幅度的整理，保留原有的環境記憶，牽繫所有霄裡人內

心的霄裡味道；做小幅度的創設，讓花草樹木適宜的展現以體現生態之美，讓小徑溪

流的潺潺音聲和著鳥鳴以涵蘊生命之美，讓課程與活動激活親子祖孫及學校綿密情感

體驗人情溫馨之美，於此，學校七十年文史深度涵育、廣度拓展及意象之創發能如交

響詩般的柔美恢宏滲入人心。 

所以，本校積極加入「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劃」的學習行列，希望藉由環境美學

的觀點，導入專家學者、在地愛鄉達人，與學校共同建構對環境資源、人文資產、課

程資本、心靈資賦之維護與傳承，本方案即此一理想的具體行動！其基本理念旨在透

過「環境美學」、「生態美學」、「心靈美學」與「展演美學」等面向的規畫整合與融入

在校園空間內，將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進而創造學校空間美學的新意象、型塑校園

環境美學特色，發揮境教之美學隱喻效能、涵詠美的生活文化。 

對於環境營造，我們有很深的期許，希望以人為本、以生命為能量、以美為精神

核心，交織整合成身心靈舒暢的力量，陪伴孩子們成長。我們以此理念，分述如下： 

1. 身心安頓．感知存在之美：藉由人置身於生活環境中，透過身體、心靈與外在的接

觸，感受到生命存在的美好而身心安頓，以促進人們的主體性開展。 

2. 主客尊重．涵泳交流之美：空間迷人之處在於涵納人與人的互動，交織精采動人的

故事，開展生活空間的價值，讓彼此的生命因而有了交集，激盪出人與

人之間生命動態的火花。 

3. 自然感應．體驗生態之美：大自然有一股自然神祕力量，撫慰人心、滋養生命，它

雖無言，卻能譜成生命和諧的樂章，所以鼓勵孩子、引導孩子投向大自

然、親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良善和諧的生態之美，是我們教育的使命 

  本方案之計畫目標如下：   

1. 框下架落．侷限破除：以「打開」為概念，打開現有框架限制─圍籬矮牆，規劃適

宜之動線，讓視野舒朗清明，吸引親師生一起親近自然、喜愛自然、體驗自然 

2. 穿埤越牆．引美入心：以「導入」為理念，將校園圍牆邊埤塘公園的落羽松與埤塘

的綠野清新美景，映入「戲塘口」的視覺中，引導孩子感知在靜態與動態間流

動的心靈感受，蘊釀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對話。 

3. 課程深耕．視角多元：以「課程」為核心，打造一個可親近、可學習的生態的教育

環境，透過學習活動，讓孩子主動親近學習的場域。 

4. 美感再造．從心感動：以「美感」為涵養，理解生活中的自然事物，型塑舒暢、生

意盎然、四季變化的生態花園，以自然為師、涵泳自然為美的生活美學素養。 

5. 尋幽探祕．康健涵養：以「體驗」為主軸，營造一個可親近、可參與、可接觸、可

對話、可共作的祕密基地，涵養身心靈和諧健康的新時代兒童。 

6. 公民責任．實踐落實：以「社會責任」為取向，策略性的種植多種水生植物過濾生

活廢水，並邀請居民參與活動，重視水資源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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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機制及組織 

職  掌 服務單位 姓  名 職    稱 負  責  工  作 

召集人 霄裡國小 古艷麗 校    長 綜理及督導專案執行相關事宜 

執行 

秘書 
霄裡國小 陳玲芝 教務主任 

計畫撰寫、組織運作連繫. 

課程教學活動計劃與整合 

組織成員 霄裡國小 李靜如 總務主任 營繕工程與設備採購 

組織成員 霄裡國小 邵玉蓮 輔導主任 課程活動執行與整合 

組織成員 霄裡國小 李士豪 學務主任 課程活動執行與整合 

組織成員 霄裡國小 曾佳瑄 訊育組長 課程活動規劃與執行 

組織成員 霄裡國小 晏文娟 幼兒園主任 幼兒園課程活動規劃與執行 

組織成員 霄裡國小 郭宥榆 事務組長 環境生態與植物管理養護 

社區整合 霄裡國小 何順炫 家長會長 社區資源整合及意見諮詢 

社區整合 
竹霄社區 

發展協會 
鄧旭東 理事長 社區人文與環境資源整合諮詢 

社區整合 
竹霄社區 

發展協會 
李宏盛 總幹事 社區環境資源導覽諮詢 

組織成員 霄裡國小 蔡沂彣 
學  生 

自治市市長 
活動參與、協助學生事務推動 

諮詢委員 
中原大學 

園藝專業 
李碧峰 顧  問 植物照護與管理諮詢 

組織成員 大伙房書院 鄭惠齡 老  師 課程活動執行與整合 

諮詢委員 
曾士彥建築師 

事務所 
曾士彥 建築師 校園環境美學規劃專業諮詢 

 

五、整體校園美感環境現況檢討分析 

1、生態多樣弱管理美化整合多運用：本校已有

70 年悠久歷史，植物的種類有一百多種，校

園內生態豐富，但因樹木數量較多雖綠蔭滿

園，中庭通風透氣較弱地下水資源豐沛溼氣重

而蚊蟲滋生，阻隔了孩子想要親樹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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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生廢水多污染學校地方齊改造：校地前緣生態公園之埤塘，匯集了金城街愛國巷之

民生廢水，流經本校內河道而進入學校後方之農田。所以水污染嚴重，我們希望透

過學生水質調查與水生植物栽種淨化水質，並邀請社區民眾重視水源，提升環保意

識。 

3、空間閒置少功能多元規劃促展能：學校因校地廣大，學生數少，很多地方閒置無用，

造成死角，並成為樹葉的家，故重整活化，成為孩子玩耍築夢學習的場所，提供孩

子與教師多元展能的空間。 

4、老校七十缺活力打開疆界共參與：七十歲的老校樣貌老舊，希望透過打開疆界，開拓

視野，讓孩子在新舊經驗交織間，在學校知識結構、在地文史、水與綠的交錯涵

泳，建立霄裡特色課程，敘寫「啟始七十．漫時光」的新生故事。 

5、沈靜隱美易忽略靜謐校園沁心靈：霄裡之美美在沈靜慢活、美在綠蔭鳥鳴、美在藍天

白雲，這樣靜謐的佳人，是孩子學習以自然自我療癒的場域，霄裡孩子在經濟上文

化上的弱勢，我們以美好靜謐的校園涵泳孩子體貼的心。 

 

六、109 年度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一）執行構想   

校園是每一個孩子的第二個家，家是什麼概念？家應該是充滿人味、寫滿故

事、記錄著每一個人的足跡的地方。現在這個家因為年齡老邁七十載，是該重新考

量如何才能七十啟始新生，天真而瀾漫，所以我們希望把霄裡的水做更深刻的詮

釋、把霄裡的文史做最佳的傳承、把霄裡的美沁入更深層的感知，把霄裡的孩子胸

懷社區的幸福。所以我們透過霄裡校園內的人事物，使孩子拓展到空間上的社區、

時間上的文史、使孩子的學習在時空、在身心內外進行著有機的有層次的推衍，所

以期待的是孩子了解自己、悅納他人、喜愛環境，進而關懷社會。 

在美的領域上，我們希望透過覺知→探索→體

驗→探究→內化→實踐→形成意象，再經「反饋」

的循環歷程，引導孩子感知美，了解美能令人產生

「愉悅感」，提昇到領略美的意象後，進而能為社

區盡責，為水質保護，了解更深層的實踐使命之

美。所以，在美感呈現上，我們由大樹教室的霄裡

文史風情與祕密基地的靜謐，向後山方向行走，開

闊了視覺美感，導入了右側的花圃休閑、戲塘口的

賞味與孩子的展演風情，及左側圍牆外的艷陽藍

天、綠意盎然、水波搖曳映入眼簾，這是一個動靜交疊的場域，幸運一點還可以和學

校的貓兒一起曬曬太陽暖色入裡。接著我們將在這兒做了一個轉折，一個狹窄的小

徑，帶入學校最精采的植物區─中庭花園，在此，我們將在此處開創一個「言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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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是霄裡內在能量的聚瀲，把台地落差崁底流入建築物筏基之水、屋頂蒐集的天

之水、學生清潔使用之輕污之水，加以種植各種水生植物進行過濾，導入前庭大樹教

室承載霄裡大池洪圳等的灌溉之水，型塑一個最自然的水循環的搭接，見證水的生命

的脈動。最後，我們來到了校史室前，花台的拆除顯露出的通透舒朗，這是學校歷史

的能量根源，開闊的空間亮麗的明堂，匯聚成沈靜的智者守護霄裡。基此，我們希望

以此之脈絡，深化美學學習的內涵，「水水清清．小蛙兒游」為立基於霄裡「水」資

源的豐富性與獨特性，再加以「舒朗」視覺之「水」"媠"，以水生植物淨化功能及破

除自我框架之設限，使水質清澈、視野清明、身心清新，身在其境，有小蛙兒悠遊，

人身心自在。所以整個方案賦予的價值是： 

 

1.「風情民俗．在地立足」─客家史社區情誼交融，立足在地，體現傳承之美。 

2.「風光自然．美感再造」─埤塘綠蔭落羽松水綠交響樂章展演，感知悸動之美。 

3.「流水風貌．守護幸福」─霄裡水孕育霄裡人，展現富足幸福，引領守護之美。 

4.「風華啟始．霄裡再現」─人生七十再啟高峰，涵蘊學校歷史，蓄養沈靜之美。 

 

綜上所言，我們將在四個面向來訴說我們的霄裡美感環境再造的故事： 

1.大樹教室─文史風情話霄裡、老樹淨心拂塵埃 

2.戲 塘 口─圍牆透視畫埤塘、舞姿豐盈奏樂章 

3.言水之庭─水脈繚繞柔對話、水質守護任公民 

4.漫時風華─回憶情懷牽三代、願景灑落疏前庭 

 

綜言之，我們期待的是改造校園的環境，以外在周遭環境的改變、美感的覺知，透

過具現化之生活體驗、創作與實踐，進而美感意象形成，繼而內化心靈並沈澱，由美感

強化心理素質，改變你與我與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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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策略與內容 

1.大樹教室─文史風情話霄裡、老樹淨心拂塵埃 

大樹教室為霄裡客家文史之基地，內含有黃槿葉客家粄、壘石、浣衣池的圖騰，而

霄裡校訂課程之遨遊竹霄─文史生態食農三課程，就是以大樹教室為發想地，從文史出

發將客家壘石、浣衣素樸，風華再現，並導入食農課程，以黃槿樹作粿、阿嬤的拿手菜

令人回味的味道串起祖孫情感之聯結，我們並以水溝渠道進行荷花、一葉蓮等種植，在

靜謐幽靜的老樹環繞之間，心靈幽悶的傾吐隨風而去，歇過腳、喘口氣，帶著滿眼粉嫩

翠綠的荷影，回去面對塵囂。  

2.戲 塘 口─圍牆透視畫埤塘、舞姿豐盈奏樂章 

在戲塘口望出去的風景是那麼的開闊，這一片水利會與民間人士共有的埤塘上有整

齊筆直的落羽松、青翆喬木、翠綠草地、平坦稻田，再映入水光瀲灧晴方好，那微風吹

來，開闊的視野舒暢的心境，自在的美景映入眼簾，我們需要的是讓孩子感知到外界的

美景是多麼的珍貴，要知道珍惜，所以在此，我們想將原有傾斜龜裂的紅磚圍牆與簡易

鐵絲網改設為穿透性的隔柵，使校外的美景一覽無遺。 

另外，在戲塘口舞台，是個展場舞台、也是個教學場所，更是孩子構築與實現夢想

的空間。 

3.言水之庭─水脈繚繞柔對話、水質淨化心守護 

「看不盡的霄裡田，吃不完的霄裡米」景況豐饒，其背後最大的支持力量就是「湧

泉之水─霄裡水」，基此，我們在中庭花園設置為「言水之庭」，讓大家看到也學習到水

的匯集與整流、水的重要與淨化，所以預定挖出一條水道，連接原有的水池，建置且栽

種水生植物以過濾水質，學生除了學習水生植物外，也會進行水質檢測，了解校外、大

樹教室、言水之庭、學校總水溝後段特性等的水質，以提昇守護水資源的使命感。 

另外，我們也會拓展社區對於水質的重視，也獲得水利會的認同，在校外的埤塘種

植水生植物以過濾社區的民生用水，今年我們預計邀請居民到埤塘公園辦理「種田蚌─

淨化水質」、「水質檢驗專題報告」的活動，再配合學生製作的手工皂，以引發大家重視

水資源、減少使用高污染性的洗潔劑。這是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社會參與面向中的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這是一種道德的美感，一個身為公民的使命。 

4.漫時風華─回憶情懷牽三代、願景灑落疏前庭 

國小，天真爛漫的稚氣是真情，址落社區是陪伴，是回憶童年的最佳去處，也是時

光記憶之深度美感蘊釀機，這種美是深邃情感所引發的內在情緒的一種流動，懵懂天真

的六歲到進入青少年前期，這時期的真摯無邪是那麼的讓人珍惜，所以珍藏回憶的校史

室彌足重要。 

霄裡七十載，啟始開始另一人生，我們也藉由「校園美感環境再造」將校史室前庭

打開，開拓視野，移除前庭的花圃，有空就有靈，有味就有情，希望校友及孩子，從校

史室帶入滿滿的回憶能在前庭做一下心境的沈澱，再回憶再回味，帶著滿滿笑意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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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歷程 

1. 規劃分區圖 

 

 

2. 原始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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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導歷程 

2020.09.25 

顏名宏計畫主

持人、林永利

委員 

1. 圍牆彩繪刨除，保留主體，思考打開圍牆後之深度歷程 

2. 觀塘口之黑板意象太鮮明，無法感受有別於教室之戶外學習感 

3. 埤塘區域設置：機械式木橋、纜繩拉船 

4. 發展具探索、有趣、啟發性的課程。 

2020.11.27 

顏名宏副教授 

1. 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美學共構必須要延續。環境要定期維護，體驗定格之

美感，自然雖美，但不能野放。 

2. 過橋裝置需要具有美感、文化美學、操作美感等因素，不要單純的橋。 

2021.01.15 

顏名宏副教授 

1. 中庭花園與大樹教室以水道串聯；中庭花園之設計以美學內涵為主軸，

壘石來源、鋪設美學 

2. 圍牆打開，寬度要足夠，預留物件進出空間 

3. 製作保特瓶環保船，埤塘中島作為表演空間 

 

    
 

    

 



12 

 

4. 執行成果（以下圖面說明，左側為執行前，右側為執行後成果）（黑字為執行前） 

A. 言 水 之 庭 

 

 

中庭花園← →言水之庭 

 

1. 雜樹眾多易滋生蚊蟲    

→  陽光撒落、風兒吹拂

→  草兒生長、孩子嬉戲 

 

2. 水池護欄隔離親近植栽少     

→  親水趣味、生態多元 

 

3. 矮牆樹籬阻隔親近     

柏油路面硬地不透水     

→  框架去除、孩兒進入

→  植草磚鋪面綠意沁心 

 

4. 水泥小徑水池磁磚人工化

→  天然石頭大小錯落 

→  蜿蜒尋幽探秘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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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戲 塘 口 

 

 

危險角落← →戲 塘 口 

 

1. 老牆傾圮雜亂無章     

→  牆後補強、風華洗去

→  鏤空牆面、引人窺視 

2. 牆為何物阻礙視野     

→  意象聚焦霄裡 2021   

→  親水 知水 愛水 

 

3. 無趣圍牆平淡無奇      

→  小蛙攀越、力美顯露

→  趣味橫生、尋花問水 

 

4. 鐵絲網鏽蝕雜草叢生     

→  玻璃圍籬、攬勝入心

→  壘石園藝、鳶尾妝點 

 

5. 綠色黑板固著意象     

→  藍色自在改變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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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 樹 教 室 

 

 

大 樹 教 室 

 

1. 大安水蓑衣亂長亂竄    

→  荷花嬌嫩動人     

→  一葉蓮小巧可愛 

 

2. 強降雨侵襲物種流失     

→植栽賞花悅目 

 

 

 

     

3. 黃槿樹生長快速雜枝茂密          

→  專業修剪、姿態騰躍

→  植草磚鋪面綠意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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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時 光 願 景 館 

 

 

時光願景館 校史室 

 

1. 庭前花臺攔出路       

→  花臺拆除明堂亮   

→  銜接蜿蜒小徑美事多  

           

E. 美的通道 

 

電 氣 室 

 

1. 門面暗沈無生氣       

→  素描寫生素淨淡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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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施 工 歷 程 

   

紅磚矮籬破除 露天河道挖掘 車道高壓植草磚鋪設 

  
 

河道中水質過濾構造 過濾構造完成 精雕細琢的河道底拼圖 

 
  

蜿蜒小道是一顆顆敲出來的 石徑蜿蜒就是美 連接道地坪磨石子整建 

  
 

川流小道的小休息站 壘石之美 川流小道上方電氣箱改造計劃 

 
  

牆體鐵架補強 玻璃圍牆立柱完成 保特瓶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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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完 工 圖 

 

全區及水道竣工圖 

 

互動式過濾河道竣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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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 圖  -- 2 

 

老牆及護欄竣工圖 

 

保特瓶船竣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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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 圖  -- 3 

 

「言水之庭」水生植栽種類說明圖 

 

「大樹教室」水生植栽種類說明圖 

 

「生態埤塘」水生植栽種類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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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師 生 與 社 區 參 與  

學 

生 

參 

與 
  

介紹一草一生物，相生與共 小朋友種植鳶尾花，淨化水質 

學 

生 

參 

與 

  

DFC 課程生態埤塘的遭困境 幼兒園孩子來湊一腳 

教 

師 

增 

能 

  

備課研習─了解校園美感改造 讓教師了解水池功能及水生動植物 

校 

內 

志 

工 

認 

同   

社區、志工製作水生動植物觀賞盒 社區、志工阿姨們了解鳶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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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部 

 

團 

 

體 

 

參 

 

與 

  

濕地復育協會─專業的教學 濕地復育協會、中原大學 usr 課程研討 

  

黑松教育基金會─縮時攝影 中原環工系協助水質探究 

  

市長、水務局、民代─找回湧泉＆埤塘參訪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DFC 課程 

  

大伙房書院─生態劇場教學 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美生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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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課 程 實 施  

1. 搭竹橋過河 

上學記 

（記霄裡老校友傳

述學校設置前上學

時過河的辛苦） 

  

學校活動中心後的竹林鋸竹子─竹園里歷史 扛著戰利品，送到池塘邊製作 

 
  

協助架橋 扶手搭建 綁紮完成 

 

2. 環保船─ 

上學過河之路 

  

李士豪主任帶領 DFC 團隊進行感受想像實踐分享之學習 孩子載設計師渡河 

 
  

點數計算體積與浮力 決議增加保特瓶 2 圈增加載重 練習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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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實 施  -- P.2 

3. 校訂課程 

─遨遊竹霄 

文史與生態 

 

生命教育 

  

帶領孩子認識圍牆新生、小蛙翻牆藝術創作、霄裡水 孩子清晨最常做的活動─找小蛙 

 
  

池塘邊先觀察尋覓 老師手上的蜻蜓 蜻蜓也來倒立表演 

   

勇於嘗試的孩子下水來 見證蝌蚪的變態過程─長腳尾巴未褪 偶遇救助落水的金龜子 

 

4. 自然課─ 

認識水生植物 

  

帶領孩子現場探尋水生植物 見證有水生植物藻類褪去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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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實 施  -- P.3 

5. 美的漣漪 

＆光影 

& Music 

  

隨著音樂拍點與重音，大石頭大漣漪， 

小土塊小漣漪，雙漣漪交錯之美感 

帶領孩子感受漣漪和光影的美的小

波動 

 

6. 尋幽覓靜─ 

五感體驗 

  

坐在池邊，腳兒感受水滑過肌膚的清爽，悠悠哉哉！ 發現樹叢後面還有小水洞 

  

腳踩石頭拼貼藝術的悸動 還記得小時候捲起褲管涉水的小確幸嗎 

 

赤著小腳，勇敢的邁出步伐，戲走河岸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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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實 施  -- P.4 

7. 芝麻開門─ 

喜悅啟用 

  

顏教授踏上島嶼致詞，指導美學開拓我們的視野 孩子們上島嶼跳一曲舞 

 
 

110/09/28 顏教授與謝教授為霄裡邁出竹橋學習之旅的關鍵步履，並祝福孩子的未來與教師節快樂 

 

8. 自製手工皂─ 

減污 

 

(進階版─氫氧化鈉

較危險，今年改用

皂基，成品幾近中

性) 
  

社區宣導─手工皂及減少運用強效高污染洗滌劑 教師學習少危險性之手工皂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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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實 施  -- P.5 

9. 親子復育活動

─樹蛙蟋蟀負

子蟲 
 

（原規劃田蚌，因疫

情延後，不符時節，

改以負子蟲） 

 

  

認識樹蛙，環保棲地的好朋友 蟋蟀來了哦！ 

  

樹蛙、蟋蟀、負子蟲放入埤塘中 在祈福卡中寫上祝福語 
   



27 

 

課 程 實 施  -- P.6 

10. 澇埤活動─ 

 

本土與外來生

物分區養殖 

 

110.12.23 

 

    

   

進行解說活動─了解活動意義 事先抽乾埤塘的水 孩子賣力撈出躲在土中的魚 

 

 

講解抓魚方式與辨識魚種 

 

埤塘分區，將右側設為本土魚種生活區，外來魚放養到左

側的深水區，減少本土魚種被侵襲事件 

孩子進行魚種分類，再放入水

池分區，保護本土魚種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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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實 施  -- P.7 

11. 引發幼兒園 

課程創新─ 

 

水水霄裡生．

負子蟲 

110.10.01 起 

 

 

   

觀察中性水質指標負子蟲 各區的水質檢測教學 小小孩鋸竹子 綑綁竹筏基座 

  

幼兒園參加美感訪視後，馬上設計課程摺紙

船用積木測試載重量，並點數積木數量 
雖然歷經翻船，但終於幼兒園蘋果號出航 

  

 

孩子自製道具水草裝 負子蟲找新家粉墨登場 幼生自行接待客人、社區民眾、家長、國小自發性到場觀賞 

 

愛水從玩水開始─幼兒園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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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實 施  -- P.8 

12. 引發 DFC 團

隊科技創新─ 

 

霄裡好奇號─

探尋水中世界 

 

   
 

尋找適合的那一片樂高 水下拍到的第一條魚 給環保署等大方解說 參加競賽並獲電台採訪 

  

擬真的魚尾鰭，保護小魚不受驚嚇 到台美生態學校頒獎典禮展示說明 
 

13. 引發

GAMMIN 企業

─ 

 

愛鄉植樹活動 

  

    

環保船引來 Gammin 企

業的興趣 

2/16 植物專家朱珉

寬老師帶領環境探勘 

2/23 因雨在校史室上樹種選擇的先備知識，

期待 111.4.23(六)社區及學校一起來種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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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目 標 達 成  

1. 框下架落．侷限破除     原有的橘紅小矮牆移除，空間上自然的邀請孩子進來探索 

  

  

2. 穿埤越牆．引美入心      穿過圍牆進入埤塘深處，體驗埤塘之美沁入心房 

 

 

在埤塘踏石中玩耐 

  

 

水竹竽清除後彙集，就變成浮舟，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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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達 成  -- 2 

3. 課程深耕．視角多元      水生動植物、水質檢測、藝文課程等帶領孩子深入探究 

  

  

4. 美感再造．從心感動      組合與解構，自然的是渾然天成，人工的也是美不勝收 

 

   

   
  



32 

 

目 標 達 成  -- 3 

5. 尋幽探祕．康健涵養 天然環境，尋找金龜子、蜻蜓、青蛙，水塘泡腳舒壓小團輔，健康！ 

  

  

6. 公民責任．實踐落實  植栽水生植物、水質檢測、製作手工皂輕污、護樹機器人、 

復育青蛙、負子蟲等，學習善盡水質守護之公民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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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策略與方法 

1.會議決策，多元包容：召開「美感校園與永續環境教育規劃小組」會議，共同參

與校園空間及美感環境檢討與規劃。 

2.專業匯集，組織增能：延聘專家或建築師，與「美感校園與永續環境教育規劃小

組」充分協調溝通，建構美感與永續環境之實質內涵方案，兼具專業、美感、多

元、實用與可行性。 

3.課程規劃，價值內化：協同本校文史、環境、生態、藝文教師與在地藝術家、景

觀專業學者等，辦理生態美學工作坊，整合藝術人文深化教學模組，建構學校本

位特色課程，提升教師美感教學知能。 

4.教學深化，體驗實踐：落實校本課程之實施，並擴大全校師生參與層面，盤點學

校現有之文史與生態資產，融入教學，提供美感環境建置與體驗，建立美感之心

價值與心體驗，符應十二年國教育之美感素養精髓。 

5.工程營繕，建置永續：成立「採購及營繕工程小組」，針對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工項

與學校需求，確實評估、審議規劃設計，並確實辦理驗收。 

6.在地整合，情感聯結：整合霄裡社區資源與生態地景特色，推動文史與水資源守

護教育方案。 

 

(五)課程、活動及教學結合與融入 

『水水清清．小魚兒游』的課程，是以學校現有的資源、未來發展與困境為美感改

造的基底，透過小徑的連結，將大樹教室的文史意象、戲塘口腹地納入的生態風華、言

水之庭的水資源整合與時光願景館之回憶與願景烘托出的情感悸動之美，予以更系統化

的組織，在課程中動靜為二股軸線不斷的交織匯流與融合，以「人」、以「物」、以「空

間」、以「心靈」、以「情感」等多面向美學的學習，希望能培養對美感的覺知、體驗感

動，進而更具美感視野的創造出更寬更廣的美學天地，這樣的機制與課程，就是要型塑

一個習於覺察、習於操作、習於反思反芻並具行動之美學素養，再加上「在地化、生活

化、生態化、藝術化、心靈化」之教學內涵，透過生態觀察、體驗學習、藝術創作、自

我對話、文化學習等，讓學生將美學涵化於心，美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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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關資源整合及配套措施 

1.組織資源：召開「美感校園與永續環境教育規劃小組」會議討論校園環境再造計

畫，並請校內外各方教師、建築師積極提供意見。 

2.外部人力暨專業資源：邀請本校文教基金會、家長會、校友、社區等提供相關支

援，如意見諮詢、經費援助及相關專家的推薦。 

3.經費資源：整合文教基金會、家長會、教育局及各民間團體協助，挹注研習、工

作坊、展演經費等等，提升整體效益。 

4.社區人力及文史資源：整合霄裡社區發展協會人力、專業人員及文史資源，促使

學校與社區資源共享、互利共榮，以多元的活動帶動社區居民關心社區各項議

題，並透過社區踏查以增進學生對社區地景風貌、歷史人文的瞭解。 

5.課程資源：導入並整合生態、環境、藝文、展演、心理等課程，深化教學內涵，

並使校內學習活動得以多元面向呈現，均衡發展，促進學生身心和諧，穩建成

長，增添人文氣息與藝文素養。也因為相關教學活動課程化，得以永續發展，不

因人員更迭而怠忽。 

6.導覽資源開發：運用學生強大的可塑性，導入文史、藝文、心靈及展演等課程之

解說與導覽，為未來之遊學課程，培養孩子拓展視野與自信心。 

7.資源回饋與循環：大樹教室的建置，其可納入社區自學之場域，將學習由學校帶

入社區、家庭，不僅提升社區民眾的美學視野，也為學校資源、社區資源活化，

投入更大的能量場。 

（七）執行進度（因疫情，全國放寬工期，延後一個月完工） 

時    間  

 工作項目 
109年 

8月 

109年 

9月 

109年 

10月 

109年 

11月 

109年 

12月 

110年 

1月 

110年 

2月 

110年 

3月 

110年 

4月 

110年 

5月 

110年 

6月 

110年 

7月 

110年 

8月 

110年 

9月 

110年 

10月 

成立團隊、提報計畫 Ⅴ Ⅴ              

計畫審查、經費核定 Ⅴ Ⅴ              

規劃設計、諮詢輔導   Ⅴ Ⅴ Ⅴ Ⅴ          

工 程 公 告 招 標         Ⅴ Ⅴ      

工 程 施 工 、 監 造          Ⅴ Ⅴ Ⅴ Ⅴ Ⅴ   

驗 收 、 結 案             Ⅴ Ⅴ  

特色課程發展實施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成果整理修正評鑑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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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後續管理維護機制 

本大樹計畫，由教務主任統籌外，其餘各部分，由全體教職員工生共同維護，

俾使美感永續，為霄裡帶來幸福。其分工如下： 

1. 大樹教室：樹木花草之修剪與養護等由總務處養護。 

2. 觀 埤 台：由總務處納入財產管理與維護，以期延長使用年限，並發揮效能。 

3. 言水之庭：由教務負責維護與管理水生植物、硬體維護由總務處協助。 

4. 時光願景館：由總務處維護管理、並由教務處辦理藝文展覽。 

5. 環境清潔工作：由學生負責，納入學生打掃活動，以學習環境之後續維護乃美感養

成之重要工作。 

6. 課程學習活動：由教務主任與教學組長負責推動與修正，務期整合教師與學生之

意見修正之。 

7. 動態展演活動：大樹教室、戲塘口、時光願景是學生自治市幹部辦理小型發表會

─霄裡達人秀之場地，培養其服務與領導之素養能力。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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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元，經常門 0  元 

2.申請補助金額：資本門 1,600,000 元，經常門 0  元 

3.自籌金額：資本門 400,000 元，經常門 0 元  

4.自籌比率：20% 

5.自籌經費來源：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十）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校園環境美感再造計畫著重於裝置藝術及美感生活體驗之提升，其計畫特質有

別於一般公共工程強調其能創造經濟效益之量化指標，因此本案績效指標及評估基

準之考量為： 

1. 績效指標 

⑴ 強調校園環境景觀風貌變動程度，及其美感素養提升後，影響學生學習品質改

善程度之效益評價與社會評價。 

⑵ 空間美化與活化後，教師教學之理念與執行運用之機制。 

⑶ 校園環境再造計畫目標所導引之主題本身所要求的指標。 

2. 評估基準 

⑴ 創新性指標：主動學習、整合性行動。如教師、學生、社區民眾之使用量提升。 

⑵ 學習及訓練指標：每年度辦理教師相關主題研習、學生訓練與學習觀摩等學習

活動次數。 

⑶ 優良案例指標：配合校務評鑑制度，學生學習、解說導覽績效之質量。  

⑷ 主題性績效指標：閒置空間再利用指標、使用人員反應調查、對學校環境美感營

造之反應。 

七、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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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空間美學 

1-1 學校特色與歷史文化空間 V  

1-2 校園文化空間美學   

1-3 學校文化色彩規劃   

1-4 校園景觀與環境行為改善 V  

1-5 社區文化特色運用   

2.校園生態美學 2-1 生態資源循環系統營造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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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區生態美感建構 V  

2-3 生態場域學習載具設置   

3.校園美感教育課
程 

3-1 校園生態美學教育 V  

3-2 校園歷史文化空間教育 V  

3-3 校園美感環境空間運用配套課程 V  

4.校園與社區美學 

4-1 校園美學與社區環境營造 V  

4-2 學校與社區及社群互動關係 V  

4-3 建構區域重要教育場域 V  

5.其他有助提升校
園「美感教育」
之項目 

5-1 社區居民環保心靈公民素養催化 V  

5-2 親師生心靈環境之建置 V  

5-3    

（二）申請項目需求說明 

項目內容 學校申請項目條件說明 學校需求說明 

1-1 學校專業特色表現 

透過文史、藝文、心理、DFC 創
新、展演等教學模組，建構學校
本位環境美學特色課程 

協同本校各專長教師與在地藝術
家或鄰近大專院校藝術系資源駐
校，辦理環境美學工作坊 

1-2 學校歷史文化特色

表現 

12 年國教校訂課程─「遨遊竹
霄」課程編輯完畢，今年為 1-6
年級課程實施與修訂 

課程實踐並修訂，除校內教師社群
研討外，並引進專家，深化課程內
涵，修訂課程，課程更能符合霄裡
之發展。 

1-3 社區文化特色運用  

本校霄裡社區文史豐富，再加
上竹霄社區發展協會用心經
營，資料建置完善，學校與社區
關係良好，導入社區文化課程，
相得益彰。 

延續大樹教室之客家文史，並加入
螢光點點的復育計畫、水質守護
DFC 計畫，需整合校內老師及校外
專家學者資源 

2-2 校園景觀與動線規

劃  

戲塘口已於去年爭取經費整修
完畢，把陰暗的樹林改為學生
的展演空間 

改變動線方向，由中廊改為靜謐小
徑，花園矮牆拆除 
圍牆傾斜，可藉此新設透光格柵，
引入校外美園 

2-3 閒置空間活化利用 
戲塘口旁邊的花園，蚊蟲滋生，
沒有人會在此駐足 

修老樹，整樹籬，使孩子可以親樹
玩樹與聊聊天，並引陽光進入 

3-2 植栽設置與改善 
言水之庭設淺水道，種養殖水
生動植物 

運用淺水道，栽植各種水生植物淨
化水質，並導入專家協助 

3-3 教學植栽設置 
校訂課程 DFC 已有課程與教學
能力 

引入專業，指導校內教師深入課程 

5-1 社區居民環保心靈

公民素養催化 

辦理社區參與學校「DFC 水質
檢測課程發表」、「種田蚌」與手
工皂分享之課程活動 

活動辦理，導入專家，結合社區居
民與學生家長親師合作，齊力重水
質環保 

5-2 美感教學場域之拓

展 

戲塘口已設置，可成為表演及
染布、石頭繪等之歷程美感與
展示空間 

辦理教學與教學歷程、成果展示活
動 

   

承辦人簽章 承辦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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