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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結合學校環境營造經驗分享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輔導主任　金朱慶

自民國92年教育部頒布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起，強調養成學習者的「十大基本能力」；直

到民國104年教育部頒布了十二年國民教育總綱

後，新課綱將基本能力轉化為「三面九向的核心

素養」，除了知識和能力之外，素養導向學習更

貼近生活情境中的學習實踐、態度養成及跨領域

思考。身處教育改革年代，當時擔任總務行政工

作並身為課發組織一員，經常思索如何引領課程

以培育學生素養，可否與學校環境營造相結合。

以下擇辦理工程時所經歷「省水龍頭的行動研

究」、「校訂食育課程的形成」二個案例，分享

近年來營造校園環境同時結合新課綱理念之經驗

與感想。

新課綱關注『生活情境』－以低碳校園工程

中省水龍頭的行動研究經驗為例

104學年度因職務輪動至總務處擔任主任，

初期苦於水費甚高，經查老舊廁所漏水為水資源

大宗浪費原因，適市府來函開放申請低碳校園改

造計畫，就低碳校園六大面向（綠建築、綠色能

源、循環資源、綠色交通、永續生活環境、創新

作為）考量後，提出申請獲准補助經費，進行省

水器材、節能燈具、自行車駐車架、透水舖面等

改善，全案完成後與環教組活動結合，參加新北

市低碳校園評選，榮獲銀鵝獎的認證。恰巧當時

在課發會時接觸到新課綱的研討，談到重視生活

情境一節，故邀集同仁共同帶領學生，就工程中

換裝省水龍頭為主題，於課餘時間進行「水龍頭

省省吧」行動研究方案，請學生進行省水龍頭省

水效能實驗，學生實驗結果數據如表1及表2所

示。

依據以上二個表格資料顯示，一次把手洗

乾淨的前提下，一般水龍頭費時6秒22，平均用

水量是2250ml；省水龍頭費時9秒15，平均用水

量是300ml，一般水龍頭用水量約是省水龍頭的

7.5倍。本次研究相當的生活化，學生不僅學習

表1

一次洗手　時間量測　記錄 先指導以肥皂搓手，再以馬錶測量沖水時間

學生 一般龍頭 省水龍頭

A 6秒20 11秒50

B 5秒40 7秒45

C 7秒06 8秒10

沖水平均時間 6秒22 9秒15

表2

一次洗手　用水量測　記錄 沖水先接在水桶，再以大量杯測量用水量

6秒22 9秒15

一般龍頭 2250ml 2600ml

省水龍頭 250ml 300ml

用水時間
水龍頭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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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實驗假設及證明的過程，也學會表格紀錄呈

現結果的能力。杜威曾言：「教育不是為生活做

準備，而是生活的本身。」學生在經歷了這次的

實驗後表示印象深刻，驚訝二者用水量差異如此

之大（習得知識）；接著學生們開始主動使用省

水龍頭來洗手（技能養成）；然後學生們還會告

訴同學要使用省水的那一個水龍頭，因為「省很

大」，自此節水內化成為學生的價值觀（成為一

種生活態度）。

本次「水龍頭省省吧」研究方案，呈現新課

綱中核心素養＝知識＋能力＋態度的樣貌。透過

洗手這個每天都會經歷的生活情境，學生從研

究實驗後所引發的「自動好」現象如水到渠成，

無需刻意，只要妥為準備教學課程，教師善加引

導，自然而然的產生素養。而且這個節水學習的

成果，會逐漸擴散到生活的其他有關節約的層面

如節電、省紙等等，甚至外溢到環保、愛護環

境，不停的在生活情境中滾動進行，如同圖1核

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所示。

新課綱校訂食育課程主題形成的經過

教育部於民國103年11月28日發布十二年國

教課程綱要總綱，社會上自塑化劑事件起，媒體

陸續揭露食安新聞，人民高度關注食安問題，當

時任職教務主任，因手邊正在進行圖書館改造規

畫工作，有感民以食為天，日本已訂立《食育教

育法》，明確定義:「食育是人類生存的根本，

以及智育、德育、體育的基礎，夠過各式各樣經

驗學到食物相關的知識和選擇食物的能力，並培

育出能實踐健全飲食生活的人。」故構思將食育

納入校訂課程主題，課研組長陳玉君老師以閱讀

不挑食的初步想法，草擬了一到六年級的課程規

劃，寫進當年的圖畫館改造計畫中，因而申請到

圖書館改造補助經費，老舊的圖書館得以重新規

畫更新。後續接手的教務主任及熱心協助的藝文

專長老師，用心設計了整體感的造型主題書區，

展出一系列的食育圖書，完工後美好的環境吸引

孩童下課紛紛入館，圖書借閱率大增，年估算借

閱量從先前的一萬餘本增加到五萬餘本，成功提

升了閱讀的風氣，也開啟了食育課程在學校的發

展。

食育主題課程帶動食育教室的產生

食育課程主題確認後，必然有實務操作體驗

的教學需求，故擬設立食育教室，做為動態的實

作教育場所，且與靜態的圖書館達到相輔相成的

效果。經業務單位於校內提出計畫後，劉能賢校

長及家長會李坤虎會長尋求各界資源，申請獲得

新北市政府補助經費。初期規畫時諮詢相關設計

單位，大多偏向餐廳廚房的構想，所提出方案不

外乎熱炒類的不銹鋼大型爐具及配餐檯設計，感

覺和小學的學習情境有些距離。校內行政同仁們

轉而走訪鄰校參觀相關案例後，自行規劃出輕食

圖1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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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安全的烹飪工作區及用餐上課區的設計，因預

定教室屋頂有漏水問題，壁癌白華或油漆脫落會

影響食品衛生，故同步向上級申請了該棟大樓整

體頂樓斜屋頂防水隔熱工程，二案前後順利完

工，解決了漏水的問題，並承蒙家長會贊助大型

烤箱及攪拌機等廚房設備及餐具，食育教室得以

啟用。完工後巧遇四年一次的校務評鑑，評鑑委

員與學生訪談時，六年級學生因為即將畢業，請

命希望能在畢業前到食育教室上課，而學校亦滿

足了此一心願，規劃試行運作烤比薩課程，學生

上課非常喜愛且快樂，展現高度的熱情及活力，

團體分組分工實作亦增進了學生之間群性的發

展。教師在實作課堂時容易觀察個別學生的操作

過程，藉此可回饋於課程或教學。後續食育主題

課程在校內累積運作經驗後，應能螺旋式的不斷

精進，期能培養學生良好的食育素養，對環境友

善及能維護自我健康，進而將良好的食育觀念帶

給身邊的人。

吳清山教授曾言：「教育環境是教育的一部

分，學校建築所建構的『境教』環境，影響教師

的教學效能以及學生的學習和行為。」新課綱強

調生活情境，校園是學生最主要的生活場所，環

境營造是教育值得努力的方向，但是校園環境營

造從規劃到申請，設計到施作，都需要相當長的

時間，而且需隨時檢視校內課程發展，以符合實

際的需要。所以當校內有意規劃新課程內容時，

應同時考量環境及設備需求，及早進行採購或建

設，並隨時與課程發展組織緊密互動，耹聽教學

者需求，擴大參與層面，汲取教師、家長、專業

工作者等經驗，以及學生的回饋或感受。英國首

相邱吉爾亦曾言：「人類塑造環境，環境陶冶人

類。」校內建設時除講究實用及美感之外，可再

思考其多樣性、發表園地、展能舞台、回歸自然

等等教育元素，充實環境的可能性，以期校園環

境能陶冶每一個孩子，達成適性揚才的教育目

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