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佳  作

位於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50 巷象山捷運站 2 號出口外面的象

山公園，是一座沿著象山山腳而建的長條形公園，面積約 4.2 公頃。

搭乘捷運於象山捷運站下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由藝術家江洋輝製

作的「心蛙朵朵開」捷運雕塑藝術，透過藝術家的設計，感受到樹蛙活

潑的生命力。接著搭乘手扶梯上去，兩側則是以童趣的線條表現出樹蛙

與人的和諧關係，讓人尚未踏入象山公園前，就有了樹蛙的想像空間。

進入公園，首先看到的就

是可愛大象造型的象山公園名

牌，接著往前走到公園的東北

角就是臺北樹蛙的保育區。臺

北樹蛙是唯一以「臺北」命名

的生物，而且是只有臺灣才有的保育類動物，民國 67 年由臺大教授王慶讓發現命名，象山公園是

臺北市可以發現樹蛙的地點之一，原先是因為附近民宅之水管漏水，誘使樹蛙由原有棲息地—象

山移至象山公園內產卵繁衍，後來民宅水管修復、水源消失、產卵區只好聽天由命，臺北市公園

管理處為了讓珍貴的臺北樹蛙能繼續在象山公園棲息，展開復育計畫，種植姑婆芋、野薑花、野

牡丹、扶桑、血桐等植物，並設置蓄水池及抽水馬達，定時定量供水、灑水，藉此維持保育區的

溼地狀態，營造適合樹蛙生存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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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捷運站

樹蛙保育區
活動一

山壁凹洞

五色鳥的家
活動三-1

信義路五段150巷

信
義
路
五
段

活動二

瑠公圳遺址
活動三-2

象山公園名牌

象山捷運站裡的心蛙朵朵開雕塑藝術造型 捷運象山站裡的趣味樹蛙牆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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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繼續往西側走，會看到岩壁上有幾個凹洞，這是因為象山公園在日據時

代是屬於日本軍第三部隊打靶練習場地，臺灣光復後繼續作為臺北地區高中

生軍訓課練習之用，直到信義區都市計畫更新後才改為中強公園，後來更名

為象山公園，所以山腳岩壁的凹洞，就是當年打靶所留下的彈痕。

而當年居住在靶場周圍的居民，並沒有隨著公園的開闢而搬遷，因此在

這裡會看到私人住宅緊鄰公園和象山山腳而建的特殊現象，此外公園內及周

圍亦有多座廟宇，其中一座三長廟就坐落於公園內的一側，香火鼎盛。

沿著信義路 5 段 150 巷路底，可以看到瑠公圳第一幹線的五分

埔支線，這是 1760 年郭錫瑠引新店溪溪水所建立的瑠公圳，這是

當年臺北的重要水利設施，五分埔支線是早期灌溉信義區一帶農田

的灌溉渠道，隨著時代變遷，農田逐漸消失，這條水道也就不再具

有灌溉的功能，站在水道旁，緬懷過去先民及臺北開發的歷史，為

公園增添幾分思古幽情之意。

繼續往前行，可以發現象山公園裡面的動植物種類繁

多，尤其正好位於象山這座低海拔 (183 公尺 ) 的原始闊

葉林的山腳下，再加上公園處刻意栽種的植物，使得公園

一年四季有著不同的面貌，例如山櫻花、寒梅、印度橡膠

樹、茄苳、楓香、龍柏、桑樹、扶桑、榕樹、阿勃勒等，

而最特別的是公園裡面故意保留幾棵沒有頃倒危險的枯

木，這是因為五色鳥習慣在同一棵枯木上挖洞築巢，所以

公園就為五色鳥保留這些枯木，讓五色鳥每年可以回來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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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代的靶場遺跡

公圳五分埔支線遺址

枯樹的樹洞是五色鳥的家

樹葉遮掩的水塘就是樹蛙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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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衍後代。此外，公園裡常見的喜鵲、綠繡眼、白頭翁、麻雀、斯文豪氏大蝸牛、攀木蜥蜴、赤腹松

鼠等，如果運氣好的話，甚至可以看到臺灣藍鵲和黑冠麻鷺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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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中許多設施的規劃都融入了臺北樹蛙的影

像，例如：鑲嵌在地面的樹蛙腳印、園區內的路燈也

加上了樹蛙造型、公共廁所的牆面也有樹蛙的腳印，

都呼應著樹蛙是公園特有的生態保育資源。兒童遊戲

場的設計，是以「樹蛙歷險記」為設計概念，可以看

到蝌蚪、青蛙、姑婆芋的影子，讓樹蛙可以伴隨著兒

童們一起遊戲，將生態保育以潛移默化的方式融入象

山公園之中。

這座象山公園，位於信義計畫區內，交通方便，

鄰近 101 大樓、捷運站及信義快速道路，卻能將生

態保育及人類活動融合在一起，展現人與自然環境

共生共榮的環境教育場所。

樹蛙移居的原因─水管漏水

木頭圍籬後面都是樹蛙的家

樹蛙歷險記兒童遊戲場永遠有樹蛙陪伴著孩子的笑聲與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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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課程主題 蛙鳴鳥啼象山遊 設計者 劉中玉、林筠珊

實施年級 國小中、高年級 課程時間 共  1 小時  30 分鐘 ( 兩節課 )

實施類別 ■跨領域融入（自然、社會）
課程實施

時間

■領域 / 科目：自然、社會

■團體活動時間：校外教學

總綱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面向：C   社會參與     核心素養項目：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

領

域

/
學

習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自 -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

自 -E-C3
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的現況與特性及其

背後之文化差異。

社 -E-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

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境與人類

社會的永續發展。

環

境

教

育

議

題

核

心

素

養

環 C1
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關的公共

議題，並積極參與相關的社會

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

續發展。

學

習

表

現

Po- Ⅱ -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Po- Ⅱ -2
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提出問題。      
Po- Ⅲ -2
能初步辨別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並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

思考、討論等，提出適宜探究之問題。

2a- Ⅱ -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問題。

學

習

主

題

環境倫理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文暨教案設計工作坊  教案設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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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領

域

/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2a- Ⅲ -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環

境

教

育

議

題

學

習

內

容

INe- Ⅱ -1
Inf - Ⅱ -5
INe- Ⅲ -1

INg- Ⅲ -2

Ab- Ⅱ -1

Ab- Ⅱ -2

Ab- Ⅲ -1

自然界的物體、生物、環境間常會相互影響。

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影響。

自然界的物體、生物與環境間的交互作用，常具有

規則性。

人類活動與其他生物的活動會互相影響，不當引進

外來物種可能造成經濟損失和生態破壞。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

然、人文環境相互影響。

自然環境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也會改變

自然環境。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

用有關聯性。

實

質

內

涵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

護重要棲地。

學習目標
1. 能認識以「臺北」命名的臺北樹蛙。

2. 能覺知人與自然生態保育和諧共存的環境。

路線特色

與規劃

1. 走訪樹蛙保育區、五色鳥的家。

2. 尋訪象山公園的歷史遺跡 ( 三張犁靶場 )、公公圳五分埔支線。

3. 找尋公園裡各種樹蛙的設施。

備註：象山公園兩側延伸過去，共有六條象山步道，本次路線沒有規劃步道的部分，未來可以另闢專題討論

步道的教學內容。

活動設計

理念

1. 使學生認識以臺北市命名的臺北樹蛙，親自走訪其保育區，瞭解人與自然生態共存的實際例子。

2. 從公園的設計與實際的經營管理中，讓學生體會自然環境的保育工作和規劃。

3. 在公園裡的生態豐富，樹種繁多，每個季節都有不同的景色，希望學生能認識不同的植物。

蛙鳴鳥啼象山遊 博愛國小  劉中玉、林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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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一、活動介紹與引起動機

1. 在象山捷運站裡，帶領學生欣賞由樹蛙所做的藝術創作造型和磁磚圖畫，讓學生知道今日到此地來學習

的重點是臺北樹蛙。

2. 步行前往象山公園。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
動〈

一〉

 地點：樹蛙保育區  活動主題：蛙蛙的家

活動
內容

認識臺北樹蛙

活
動
實
施

1. 帶學生走訪樹蛙保育區，介紹臺北樹蛙會在此地棲息的故事。

2. 引導學生觀察公園四周的環境，有 101 大樓、百貨公司、高樓大廈、快速道路等都市化的建

築，再與公園的景觀相比較，教師引導學生討論：

(1) 如果你是臺北市長，這塊土地你想要做什麼樣的用途呢？

(2) 對於臺北樹蛙的保育工作，你想要怎麼做呢？

活
動〈

二〉

 地點：五色鳥的家 ~ 枯木  活動主題：枯木藝術家

活動
內容

五色鳥保育與公園景觀的探討

活
動
實
施

1. 帶學生走訪公園裡的枯木， ( 如果正值四、五月五色鳥的繁殖季節，可以聽到「郭、郭、郭」

的叫聲，也會有機會遇到鳥會的人員在進行定點的觀察活動。) 讓學生數數看，公園裡有幾棵

枯掉的樹木。

2. 觀察枯木與旁邊其他的樹木有什麼不同？

3. 引導學生觀察枯木上方的樹洞，找到五色鳥的家 ~ 樹洞。

4. 師生討論：在公園裡面，這些枯木看起來有些突兀，也會有傾倒的危險，但是又是五色鳥每

年來築巢的地點，那麼這些枯木到底應不應該移除呢？如果你是公園管理處的人員，你會怎

麼做呢？

10 分

20 分

20 分

蛙鳴鳥啼象山遊 博愛國小  劉中玉、林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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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活
動〈

三〉

 地點：岩壁凹洞旁、瑠公圳的遺跡  活動主題：人為開發 V.S. 自然景觀

活動
內容

探討自然景觀與人為開發的衝突

活
動
實
施

1. 介紹象山岩壁上的幾個凹洞的由來。

2. 觀察周圍的自然環境與居民的住宅、打靶遺留的凹洞。

3. 介紹信義區的開發故事。

4. 探訪瑠公圳的遺址。

活
動〈

四〉

 地點：公園內  活動主題：尋找青蛙大作戰

活動
內容

公園內有許多以青蛙為造型的設計，讓學生分組尋找看看。

活
動
實
施

1. 教師說明公園設計的理念是以樹蛙為主軸，所以在很多設計上都會看到樹蛙造型，讓學生分

組進行尋找。

2. 學生分享找到的樹蛙造型或意象物品。

20 分

20 分

三、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象山公園是一個交通方便的自然環境景點，又兼具有保育與復育的公園規劃，很適合帶領學生到此一

遊，體會棲地環境對於保育物種的重要性，人類活動可以在適度的限制及調整的情況之下，與生態環境共榮

共存，實踐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藉由認識臺北特有的物種—臺北樹蛙，了解臺灣特殊的地理環境與這個環境所孕育出的特殊物種，藉

由保育和復育的觀念，培養關懷自然環境與保育物種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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