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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台北 101
認識家鄉的自然與人文生活風貌

路線一、『樂菲 (Lafe’) 有機超市』巡禮
(Lafe’：Lacalagriculturefriendlyenvironment）

〈獨自帶領的第一次微形戶外教學〉

事先的探路及親自拜訪樂菲超市推廣主

任後，我們在星期五第七節社團活動課開始

前的下課，便集合所有社員於學校門口。說

明了目的地與注意事項後，懷著忐忑的心出

發了，大約在下午 3：20 分，我的第一次帶

領社團學生的微形戶外教學。 前往樂菲超市的途中行經台北市政府廣場

主任配製化學添加劑給大家聞

在超市內聆聽主任介紹有機產品、食安內容

同學互相討論所聞
味道

走到台北市政府廣場前，忍不住想：要不要

介紹首善之區的台北市政府呢？畢竟，我的課程中心概

念是『認識家鄉的自然人文風貌，建立地方感與親密

感』。但是，由於跟超市主任約 3：30 己經時間來不及

了。心想下次要提早 , 時間要加長（照片 1）。

〈有機產品及友善農法的推廣介紹〉

進入地下一樓的樂菲超市，推廣中心的主任己準備了二十多張

椅子等待我們，等大家坐定後，主任開始以簡報的方式，為我們介

紹最近的食安議題，包括有『地溝油事件』的影響、『芬普尼雞蛋』

的由來、以及該公司產多達千項產品（台灣最大的有機超市）的生

產履歷及低碳製程，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生鮮產品是以友善農法的

栽植出來的，其重要性可見一斑（照片 2）。

大約二十分鐘的介紹後，主任當場取出化學添加劑給學生聞各種調味（照片 3），告訴學生市面上販售的

許多食品的調味都是化學合成的，學生輪流聞時都驚訝地說：「哇～味道好像真的豬肉香啊！」（照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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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衣物螢光劑檢驗超聚焦〉

聞了化學添加劑後，主任拿出螢光檢驗筆，直接照在學生的白色制服上，我們發現有些

人身上有螢光劑反應，有些人則沒有（照片 5）。說明了衣物的表面也可能沾染對健康有害

的化學殘留物。最後，我們在超市內自由參觀，有的同學也利用身上的小零錢買了有機玉米

與有機地瓜填肚皮，而我因為本身是個有機控，也在店裡買了蔬果和肉品，一方面可回家烹

煮，另一方面也感謝超市主任的分享，讓學生在這裡學到社區附近原來有這麼一間便利、大

型的有機超市，除了增加自己對家鄉有機生活圈的認識外，也可介紹親友前來採購。事實上，

解散後，有一對家長到店裡來接小孩（學生），後來也和推廣中心的主任成為朋友，因為家

長本身就是從事餐飲業的工作呢！讓我回憶起這次的輕旅行，真是收穫滿滿。

路線二、『四四南村』的故事

〈信義區的街道盡是樹木蔭涼〉

活動的前一節社團課，我讓學生利用平板電腦查資料（照片 6），在了解四四南村的

故事後，請表現優秀的同學統整資料，並於下次的校外課程中進行『定點解說』。

從學校出發走到博愛國小旁的公園，沿路所見信義區的華麗建築外，慶幸此區的行道

樹密度頗高，提供了蔭涼處讓我們可以躲避炙熱的炎陽，使學生能在徒步的過程中稍事喘

息。經過了信義運動中心後，我們便到達四四南村了。

螢光劑檢驗筆照看看衣服是否有殘留有害化學物 」

利用平板電腦搜查四四南村的故事資料

不去 Ta ipe i101 -《認識家鄉的自然、人文與生活風貌》 興雅國中 王于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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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四四南村的舊時光廊〉

放眼望去，著名的台北 101 大樓便在咫尺 ( 照片 7)，我帶學生走了一圈便讓大家在建築體

內自行體驗，除了有眷村文物館可以參觀外 ( 照片 8-1)，對棟的『好，丘』下午茶，販賣優質

健康有機產品也可駐足停留 ( 照片 8-2)，最後，我們在綠色的山坡上坐下來，聆聽同學的現場

解說 ( 照片 9、照片 10)。

原來此處是政府播遷來臺的兵工廠，一共有 4 座，其中 44 廠全名為聯勤 44 兵工廠。1948
年時曾是兵工廠之員工及眷屬的家，並於廠區之南興建眷村為臺灣第一座眷村。四四南村其後

面臨臺北市信義計畫區的土地開發都市更新的議題，1999 年居民全部遷出，但在社區居民及文

化界人士發起眷村文化保存運動下，四四南村成為第一個被保存的眷村。目前留下部分具代表

性的建築，並於 2003 年成立信義公民會館及眷村文化公園，為眷村文化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記

錄。

結束了學生的解說之後，社團中有位學生與我分享，他的阿公和叔叔就曾經住在這裡，這

裡以前是兵工廠，但是多年前他們就搬離這裡了…。回想起這段短暫的社區人文之旅，腦海裡

充滿了此地舊時人們生活的血淚畫面，不禁感動良久，這裡是學生們的原生故鄉，也是我工作

了大半輩子的第二故鄉，台北。

不去 Ta ipe i101 -《認識家鄉的自然、人文與生活風貌》

四四南村及信義區公民會
館就在台北 101 旁

在四四南村裡繞呀繞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裏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 鄉愁余光中 >

全體社員坐在綠色小山丘上 負責解說的同學，說了一段四四南村的故事

興雅國中 王于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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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後方的淺山森林〉

大自然給人類的好處不只是食、衣、住、行等基本的生理需求，在緊張繁忙的現代生活中，大自然也提供了人類

休閒娛樂及放鬆的好去處。近年來，『森林療癒』專家建議，人類應該每個月至少到森林裡走一回，或在大自然中體驗，

這樣對身心有莫大的助益。本校後門走出去，距離學校不到一公里處就可到達台北市近郊的『象山』的入口。

第三次的微型戶外教學，目的地是『象山的六巨石』。在此之前，

我請本社對動植物充滿熱情、號稱『昆蟲王子』的學生準備沿途的『象

山動植物解說』。當我們離開學校後，經過捷運象山站的地下通道，

來到新建象山公園邊時，邊坡長出的野薑花和各種蕨類，都讓人有鄉

村溪流河畔的意象。昆蟲王子先介紹象山的形成與自然生態特色 ( 照片 11)。簡介完大家往前走

入社區的巷弄，很快就看到象山的入口 ( 照片 12-1)。

路線三、象山六巨石

昆蟲王子在象山入口前的公園便
開始解說象山的造山運動

捷運象山站出口的象山步
道入口

隨機解說的昆蟲王子。

中途便可俯瞰台北盆地的信義區及南港區

〈同學解說與駐足〉

沿途，社團的昆蟲王子發揮了他的本事，看到動物就

介紹動物，看到植物就說植物的功能，尤其他最熟的昆蟲

常能講個不停 ( 照片 12-2)。讓身為教師的我感到無比讚賞。步道的兩旁有一些小石

頭，寫有發人省思的字句，也讓人為之駐足 ( 照片 13)，這真是家鄉裡一條乾淨、美

麗而且自然生態保存良好的步道啊 ! 正當在汗流夾背之際，轉個彎豁然開朗，哇～那

是我們的家，我們的社區家園就在下方，而我們所站的象山景觀平台視野如此之遼

闊，原來家鄉的淺山是如此美好！ ( 照片 14)。

步道旁的『看見台灣』很勵
志。

不去 Ta ipe i101 -《認識家鄉的自然、人文與生活風貌》 興雅國中 王于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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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攻上六巨石 !〉

象山位於台北盆地東緣的南港山系西側，因山形似象而得名，與鄰近的獅山、虎山、

豹山合稱為四獸山。我們一行人亦走亦停地觀察家鄉淺山自然生態，大約在四十分鐘後，

到達海拔 180 公尺高的『象山六巨石』，氣喘吁吁之餘終可以歇腳停留，當我們往觀景

台看看，哇！是 101 耶！第一次來此的我及同學們都認為，這裡的視野非常良好，可以

俯瞰台北盆地及信義南港區，大家紛紛要求拍照留念 ( 照片 15)。

原來，家鄉的淺山如此的親近，而

其低海拔森林的自然生態是如此生動活潑

啊！我們下次還要再來。

終於到達六巨石了，幫我照一張！

終於到達六巨石了，幫我照一張！

不去 Ta ipe i101 -《認識家鄉的自然、人文與生活風貌》 興雅國中 王于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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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教案設計表

課程主題 不去台北 101（認識家鄉的自然與人文生活風貌） 設計者 王于菲

實施年級 國中八年級 課程時間 共計６小時

實施類別 ■跨領域融入：自然領域、社會領域（八年級環境議題探究社團） 實施時間 ■團體活動時間

總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領
域
/

學
習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自 -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中。

自 -J-B2 能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與資源，並從學習活動、

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

培養相關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計畫

的觀察，　以獲得有助於探究和問　題解決的資訊。

自 -J-B3 透過欣賞山川大地、風雲雨露、河海大洋、日月星辰，

體驗自然與生命之美。

社 -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

進生活的豐富性。

環
境
教
育
議
題

核
心
素
養

環 B2

能善用資訊、科技等各類媒體，進行環境

問題的資訊探索，進行分析、思辨與批

判。

環 B3

能欣賞、創作與環境相關的藝術與文化，

體會自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之美，豐富美感

體驗。

學
習
表
現

自 ai- Ⅳ -2

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科學發現的樂趣。

社 2a- Ⅳ -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

學
習
主
題

環境倫理

永續發展

學
習
內
容

自 Lb- Ⅳ -2 人類活動會改變環境，也可能影響其他生物的生存。

自 Gc- Ⅳ -2 地球上有形形色色的生物，在生態系中擔任不同的角

色，發揮不同的功能，有助於維持生態系的穩定。

實
質
內
涵

環 J1 了解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承載力的重

要性。

環 J6 了解世界人口數量增加、糧食供給

與營養的永續議題。

不去 Ta ipe i101 -《認識家鄉的自然、人文與生活風貌》 興雅國中 王于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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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綱環境教育議題融入說明手冊參考網址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110811734.pdf

學習活動設計
理念與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綱之四項重大議題『環境教育』的核心素養項目中，強調學生能主動關注環境相關的公共議題，並期望學

生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的永續發展。

配合『生物區域主義的哲學理念』( 生物區域教育：Bioregional Education ) 的在地觀，從學生生活周遭環境做為起始點，

選擇能體認家鄉緊密相關的自然生態系統、人文生活的歷史觀、及便利的有機健康生活 的主題活動，進而體認自己與家鄉環

境的連結 (connectedness)，提升親密感 (closeness)、認同感 (identity)，建立地方感 (a sense of place)，最終，在實地的踏察過程

經驗中，內化為關懷環境、產生環境行動的有力感（empowerment）與具體行動（environmental action）。

是故，本次活動藉由帶領學生認識家鄉的象山自然生態、有機生活商店以及四四南村文史館等地，希望在實際的踏察中，

學生能漸漸產生認同與親密感，進而對家鄉產生連結與關懷，日後能主動為保護家鄉、解決各種環境問題而努力。

教學路線
特色與規劃

一、課程發展與路線規劃：

以『生物區域主義為中心』的理念出發，擷取其中心思想，並探查學校周遭（信義區）的自然、人文等各項資源，發展

三大主題作為課程發展的方向而規劃出三條路線：路線一、樂菲有機超市；路線二、四四南村；路線三、象山六巨石。

初步形成三次微型戶外教學。又因為是利用社團時間，每星期只有一小時，必需以隣近學校的地點為考量，又顧及到內容的多

元與豐富，時間安排至少需要在二小時以上。所幸本校八年級社團活動時間是在星期五第七節，是當日上課的最後一節，於是

在課程結束後，多己五點過後，於是便就地放學。每次的課程實施前都會敬告學生家長時間與地點，讓家長方便接回學生。

二、課程特色與實地教學

經過課前準備，校外課程實施，以及課後的反思，每次的路線都是對社區家鄉的體驗連結之旅，除了可以再加深、加廣外，

回到教室後的課程都可以再延伸，例如：相似地點的建議、同學分享等等。同時，由於本次三條路線都位處本校附近半小時可

達之處，所以，建議可自行組合以下課程方案：

●方案１《信義環教一日走，６小時以上》路線一 + 路線二 + 路線三樂菲超市→四四南村→象山六巨石

●方案２《信義環教半日遊，４小時》路線一 + 路線二（或任二路線）樂菲超市→四四南村

●方案３《信義環教輕鬆趣，２小時》自行擇一路線

不去 Ta ipe i101 -《認識家鄉的自然、人文與生活風貌》 興雅國中 王于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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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 學習表現 )

一、活動介紹與引起動機

由於筆者帶領八年級的『環境議題探究社』，本課程實為本學期社團活動課程中的其中三次課程。

為了讓學生體驗家鄉的自然、人文風貌，建立對家鄉的認同與關懷，所以，規劃的三次校外教學，都以

正式的、有主題內涵的戶外教學來看待，除了事先的各項準備外，每一次的出發都會告訴學生：請帶著

你的眼，你的耳，還有一個愉快的心情，再次地、重新認識你的家鄉！

課前準備：

網路資料搜

集、講師聯

絡、解說同

學訓練等等

1. 家長通知。

2. 學生攜帶水壼、輕

便雨具、零錢等用

品。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
〈一〉

活動地點：樂菲有機超市 (Lafe´Supermarket) 活動主題：家鄉的有機超市 (有機健康生活圈 )

活動內容：認識有機超市販售食物的來源

活動實施：

1. 友善農法的過程

講師利用鮮明的 PPT 介紹友善農法的過程。( 參考照片 2) 學生Ｑ＆Ａ

2. 化學添加物的危害

現場以各種化學添加物 ( 粉狀及液狀 ) 直接沖泡，盛裝在小杯子中給同學聞，然後問他們的

感覺？ ( 參考照片 3、4) 學生Ｑ＆Ａ

3. 衣物螢光劑檢測

請學生比較以螢光劑檢驗筆照射學生的衣服的反光程度。( 參考照片 5) 學生Ｑ＆Ａ

4. 自由參觀與採購最後讓學生在超市內參觀，提醒學生注意有機食材標誌，及生產履歷。

二小時

自 ai- Ⅳ -2 透 過 與
同儕的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樂趣。

符應環教實質內涵：
●環 J6 了解世界人
口數量增加、糧食
供給與營養的永續
議題

●提醒學生在參觀
或選購時，務必小
心拿取架上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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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
〈二〉

活動地點：信義區公民會館之四四南村 活動主題：家鄉的人文故事（人文歷史的光陰廊）

活動內容：四四南村的眷村故事

活動實施：

1. 途中安排小活動 -- 行道樹解說（教師）

台北市的某些路段，栽植了許多會開花的『行道樹』，在前往四四南村的路上，我們因

為陽光強烈而頻頻在樹下休息，於是我會利用較寬闊的小空間，為學生解說不同樹種的功能

與四季的不同，讓學生體驗樹木給我們人類的美好功能，也能感受即使在擁擠的大都市裡，

人們可以多多栽植樹木，以親近大自然。並強調我們所處的社區，有樹的陪伴是一件幸福的

事。經過信義區運動中心時，也建議學生多運動…。

＜延伸活動＞：教師可先走過一遍，找出各學校社區附近的特色景觀、日式建築，或歷史悠

久的宮廟等，配合此次的『人文之旅』，然後設計小活動或解說，如此可加深學生對社區的

印象。

2. 說故事 -- 四四南村的由來（學生）

★解說時間：

由於事先己來此探勘過，選擇『好 . 丘』旁的綠色小山坡全體駐足停留，由學生負責說

一段四四南村的故事。故事說完由教師進行結語並進行提問互動（參考照片 9、照片 10）
★Ｑ＆Ａ教師問：

（Ａ）四四南村為何叫『四四』？為何是南？不是北？

（B）這些小房子以前是誰在住的？此地以前是什麼地方？

（Ｃ）旁邊的信義公民會館功能為何？

3 在眷村裡繞一繞：（參考照片 7、照片 8）
讓學生探索『眷村歷史人文陳列館』、『好．丘』、『信義公民會館』。在自由體驗

的情境中，彷彿走入歷史的光廊，想像過去人們在此辛苦生活、淚水交織的畫面，也對比一

下周遭進步繁華的現代光景（台北 101），今天，我們不去台北 101。

二小時

● 社 2a- Ⅳ -2 關 注
生活周遭的重要議
題及其脈絡，發展
本土意識與在地關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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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
〈三〉

活動地點：象山六巨石 活動主題：家鄉的淺山森林 ( 社區旁的低海拔闊葉林 )）

活動內容：象山帶給我們的生態價值

活動實施：

象山位處學校後方，所以，從校門出發後右轉，穿越松德公園走到信義路的捷運象山站，

進入地下步道，轉出對面的象山公園。

1. 象山社區公園的野薑花與青蛙廊道（教師解說）

校後方的捷運象山站公園，是一個新建不久的社區公園，當我們經過時除了看見綠樹扶蔭

及兒童遊樂設施外，還看到市政府依山勢保留有溝渠圳道，所以可以看到野薑花等水生植物及

各種蕨類，後來還看到專為青蛙保留的小水溝，讓人備感驚喜。或許下次《延伸學習》：設計

與生態廊道保育設施有關的活動。

2. 象山的起點（學生解說）

由本社昆蟲王子學生準備了關於象山的形成、動物種類與植物組成等低海拔森林特色的資

訊，在象山入口前的公園進行解說。完畢由教師向同學宣導上山時的注意事項，若有不適請告

訴老師等，便開始上山。

★Ｑ＆Ａ：象山是如何形成的？

3. 象山的動、植物生態沿途由昆蟲王子隨機解說，由教師補充。

到達空曠處，讓學生休息並隨意發現有趣的動植物生態。

★Ｑ＆Ａ：象山屬於哪一種森林型態，動植物的組成如何？

4. 六巨石吹風的快意：

(A) 到達六巨石後，請學生在景觀台上往下俯瞰台北盆地及找出自己家的大約方位 .
(B) 四處欣賞自然風光，並拍照留念，吹風，擦汗，喝水…不做活動 , 單純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延伸活動》：大樹抱抱；拖掉鞋子，赤腳在步道上慢走；或其他撿樹葉、種子等大自然活動。

二小時

●請同學事先準備
水壼、防曬用品等。

●環 J1 了解生物多
樣性及環境承載力
的重要性。

●環 B3 能欣賞、創
作與環境相關的藝
術與文化，體會自
然環境與人造環境
之美，豐富美感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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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環境教育的目標，是希望喚醒學生的環境意識與關懷，進而達到環境行動去改善環境。如何提昇學生的企圖與動力是很重要的。透過對家

鄉自然環境的了解，以及其提供給人們的生態服務，並在地方人文歷史故事中，找到自己在所住的家鄉的定位。

『生物區域主義』的思想，是二十一世紀初期形成環境教育體系的源起之一，它提供了我們在進行環境教育（活動或課程）時可以切入的

方向，是比較在地性的觀點來進行（Bioregional Education），希望透過活動體驗自己與家鄉環境的連結，產生親密感與認同感，進而內化為環境

行動的動力，是一個可以參考的哲學基礎。

走出校門的第一步，是擔心和害怕，也是勇敢與冒險，雖然過程中充滿很多的不確定性，但是只要事先安排好每一個學習的駐足點，例如：

講師內容與時間、學生解說的安排、家長的通知與聯繫等等，相信一切都會圓滿達成。

這次的嚐試讓我更加深信，學生的學習真的不只是在教室裡，更在校外現實生活環境中、在充滿生機的大自然裡，尤其是心靈上的啟發更

是無形的，這樣的教學方式，不正是學者杜威所說的：『教育即經驗改造，教育即生活』嗎？

●環教路線或地方性環教課程發展的建議：

《以生物區域主義為發展環教課程的哲學基礎》

筆者曾以『生物區域主義』作為鄉土課程發展的哲學基礎，在一邊教學、一邊修正的行動研究過程中發現，生物區域主義所宣揚的 , 常以

集水區（watershed）作為生活範圍的思考，而不是以政治界線為考量（例如台北市、新北市）。在此生態界線範圍內的人，可以因著所屬相同

流域（例如：淡水河流域、蘭陽溪流域….）的共同生活圈，而有著緊密相連的關係。此『生物區域主義』（Bioregionalism）發展的生物區域教

育（Bioregional Education），藉由帶領學生及這裡的人們，認識這個自然生態系統，產生認同與親密感，進而使產生關懷，願意為家鄉產生環境

行動，這樣的課程理念是可以參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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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區域教育—具體的課程內容架構》

一、建立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

　1. 認識家鄉：（Knowing the place）

(1) 探訪家鄉：認識重要地方或機構，例如：台北市政府

(2) 家鄉令人驕傲之處：例如台北 101、華納威秀、象山

(3) 家鄉重要的文化慶典：慈惠宮或四四南村等

　2. 發展親密感：（A sense of closeness）
　　(1) 我和家鄉動植物的親密關係

　　(2) 我和家鄉山川的親密關係

　　(3) 我只是家鄉自然社區的一員

　3. 產生關懷感：（A sense of caring）

　　—與我們生存生活息息相關的自然維生條件

(1) 生命的泉源—我們喝的自來水從哪裡來？

(2) 食物哪裡來？—參觀有機農場、超市

(3) 陽光與空氣—沒有它們沒有我們

二、產生修復環境的行動（Reinhabitation or Restoration）

-- 從改變生活型態作起

1. 家鄉環境己遭破壞：探討本區空氣污染、水源污染、土染污染等

2. 現代生活食衣住行的衝擊：改變生活型態或簡僕生活

3. 創造一個永續生存的環境：定義自我維生的自然地區

每當我想課計環教課程時，尤其是在地性的課程，我都會運用此一架構來發想，例如這次的環教路線徵文活動，其實是前年為本校『環境

議題探究社』的學生設計的家鄉校外走讀，並不是為此徵文活動而進行的。

看到『環教路線』和自己設計的課程頗為相符，便想以自己的小小經驗，提供給環教工作者在發展課程時的一點參考。

淡水河流域

蘭陽溪流域

濁水溪流域

曾文溪流域

高屏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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