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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臺北市 101環教路線徵文 

暨教案設計工作坊活動徵文格式 

編號：（請勿填寫） 

本表僅參考用，作品繳交請至活動網頁 ee.tp.edu.tw    

作品名稱 登草山，小臺北 

作品類別 

(必填/擇一) 

□1.歷史人文 

□2.自然生態 

□3.環教場域(臺北大縱走) 

■4.環境議題 

□5.氣候變遷因應 

教學路線  

 

教材教具 地圖、垃圾袋、夾子、背心、版夾、A4 圖畫紙、色鉛筆、鉛筆 

多元學習成果 

或預期效益 

1. 環境議題探討：人類觀光活動之經濟效益與環境污染的關係。 

2. 歷史人文素養：天母古道歷史、認識臺北都市發展。 

3. 正向心理態度：從平地靠自己一步一步往上爬至能看見臺北市全

貌，運動家不放棄的堅持與相信自己能成功的正向心理培養。 

4. 自主健康監測：心律及心肺狀況觀察。 

參考資料 

1. 家族史 

2. 網路資源：健行筆記、康健雜誌、臺北旅遊網、維基百科 

3. 陽明山國家公園官網 

4. Brick Yard 33 1/3 美軍俱樂部官網 

5. 國家文化資產網 

天母

圓環

水管路親
山步道

自在亭 光華路61巷4弄

文大後山
觀景台

美軍宿舍
遺址

花卉試驗
中心

捷運劍南
山站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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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遊記內文(2000 字以內)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今天老師想帶你們去一趟小臺北之旅！」 

    出發前，我告訴孩子，其實這句話也是比喻學識愈高深，眼界愈寬廣，我深信走入

山林可以帶給孩子更廣的視野。 

    進行了為期一個學期的河馬效應(H.I.P.P.O Effect)的理論學習，期末考後是最適合實

地訪查環境的時刻，這是一條擁有自然及人文歷史特色的路線-天母水管路之草山環教

行。 

    本校於中山區復興南路、

市民大道交叉口附近，搭乘

685 路線公車，不必轉程，約

3、40 分鐘即可抵達天母中山

北路七段圓環底站，也是最靠

近水管路登山口的一站。一下

車即有便利商店，可讓學生上

廁所、確認身上水與補給小點

是否充足。 

    沿著中山北路七

段 232 巷 1 弄的天母

水管路親山步道向上

爬。這群出生於市中

心的孩子說，他們沒

有聽過「水管路」，

也是第一次和同學靠

自己從平地爬上陽明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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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抵達可望見臺北市全貌的文大後山情人坡前，有 1300 階階梯挑戰等著學生跨

越。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長期待在家中的多數孩子而言，是一大挑戰，有孩子才爬 10 分

鐘就停下吶喊「老師，我們可以爬到這就好了嗎？」，說放棄何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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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約莫 15 分鐘後有塊小憩區，地圖說明面板也向登山客介紹台灣獼猴出沒的應對。 

 

水管路因登山客多，愛山林的山友當然也會盡力維護山林潔淨，孩子們一路並未撿到太

多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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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自在亭後進行小歇，現在才要進入環境教育課的主線。我們離開親山步道，這

裡是觀光客最喜歡的陽明山後山，因可見夕陽西下美麗的落日及北市閃閃發亮的燈光夜

景，20 年前一間又一間的景觀餐廳接連於此開發、營業，營業時間多自下午開始到深

夜凌晨，對棲地生態與環境是一大衝擊。孩子第一次並非在課堂聽講，而是親眼看見巨

大的經濟效益下帶來多少環境髒亂與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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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老師鼓勵大家「就快到頂了！加油！」 

其實，努力淨山的孩子已經忘記山路有多陡、終點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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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人一袋的垃圾，變為兩人一袋，最後登頂時，已是人手滿滿一袋。 

 

離開自在亭後進入光華路 61 巷 4 弄這段短短向上爬升的 1.1 公里路程上， 

我們撿了每包約 15-20 公升，10 多包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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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登頂後發現原來這個觀光客最愛的夜景區有設置公共垃圾桶， 

「老師，大家是眼睛瞎了嗎？這裡不是有垃圾桶？為什麼還丟在地上？」

 

孩子們難以相信這是陽明山上，是一個車程約莫 5 多分鐘就可以到國家公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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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自己一步步從市區爬上山，望見被山所環繞的臺北市，十分療癒心靈， 

只可惜低頭地上就是滿滿賞景客帶來的垃圾與菸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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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完登情人坡小臺北的壯闊後，我們繼續走入二戰後的美軍宿舍區。 

 

▲美軍宿舍區 歷史簡介 

⚫ 1950 年韓戰爆發，1951 年屬於美國中情局的西方公司開始在台運作，爾後美國決

定派駐事援助技術團 – 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當時軍隊派駐全台，也因此美軍眷

舍分布全台各地而生，其中以陽明山山仔后美軍宿舍規模最大，也是亞洲現存最大

之美軍宿舍區。 

⚫ 1978 年美國宣布與我斷交後，則由台銀接收管轄。 

⚫ 2005 年台銀計畫出售，引發當地居民的關心，發動搶救行動，希望全區能保留。 

⚫ 2008 年有 22 棟美軍眷舍登錄為『歷史建物』，全區登錄為『文化景觀』並保留。

受保護老樹也接近百棵，儼然是一座大型的自然生態跳島；還有多家文創餐廳、渡

假村在此開業，眷舍也一棟接著一棟修建。 

(摘錄自網路-國家文化資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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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帶領孩子看見更多草山的特殊歷史與文化，特地選了 Brick Yard 33 1/3 (BY33)  這家

歷史悠久的美軍老屋翻修之餐廳用餐。 

 

孩子在美軍俱樂部用餐、戶外空間玩樂，感受穿越時空的青年俱樂部歡樂。 

 

▲BrickYard 33 1/3 美軍俱樂部餐廳 歷史簡介 

⚫ 1968 年落成，是美軍駐台時期專供美籍孩子活動的「草山青少年俱樂部」（Grass 

Mountain Teen Club），美軍離台後，太平洋聯誼社接手，將這裡擴建打造成「陽明

山聯誼社」（Yangmingshan Country Club），會員制的鄉村俱樂部。 

⚫ 2002 年後，陽明山聯誼社推出學生專案，開放給文化大學學生使用，俱樂部的神

秘面紗就此向民眾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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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前後，陽明山聯誼社歇業，從此也被改稱為「陽明山美軍俱樂部」，場地荒

廢，建築本體也不堪風雨吹襲，逐漸損壞。 

⚫ 2016 年後，本場地已改名為 Brick Yard 33 1/3(BY33)，搖身成為一個結合音樂、黑

膠、藝文、遊憩、美食的場地，充滿文化、故事、感動與創意的空間。 

(摘錄自 BrickYard 33 1/3 美軍俱樂部官網資料) 

 

用餐後，我們小小散步 15 分鐘至花卉試驗中心野餐、玩樂。 

用垃圾袋當野餐墊，結束後還可以繼續撿垃圾使用！

 

對城市孩子而言，最幸福的，莫過於在陽光、新鮮空氣和森林浴的包圍中嬉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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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不在乎席地而坐弄髒褲子，草的水氣和泥土和我們人類一樣是自然的一環，泥

濘總比一路上撿到的人為垃圾、菸蒂乾淨。沐浴在大自然中，完全放鬆心靈。 

 

   完成今日全長 4 公里、400 公尺爬升的草山行，全員滿足地搭乘 681 公車下山，約

15-20 分鐘時間可抵達劍南山站。劍南山早期曾是軍事管制區及保安林地，因此林相保

持良好，自然生態豐富，近年也發展出台北大縱走路線，不少民眾前往挑戰。從草山到

劍南山，在象徵孩子夢想的摩天輪前，我們準備搭乘捷運返程，結束這趟「登草山，小

台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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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照片說明 

 

照片 1 說明: 自起點天母圓環公車總站走至水管路親山步道登山口。 

◆長度：400 公尺  ◆爬升：29 公尺  ◆時間：7-10 分鐘 

 

照片 2 說明: 自水管登山口步行至天母古道瞭望台(自在亭)。 

◆長度：1.2 公里  ◆爬升：239 公尺  ◆時間：26-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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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說明: 天母親山步道其實是水管路最具挑戰性的第三段，可稱之為「艱苦段」。

此段步道約長 1公里，高低落差 209公尺。學生能夠走過這條為「水管」而設的步道，

富有飲水思源的意義。 

 

 

照片 4 說明: 自天母古道瞭望台(自在亭)步行至文化大學後山情人坡觀景區。 

◆長度：1.1 公里  ◆爬升：105 公尺  ◆時間：20-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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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說明: 讓孩子沐浴於綠林中，邊爬邊感受山林的高深與雄偉。接著，再進入草山

後山高觀光經濟發展區感受環境與經濟發展衝突的樣貌，學生更能感受人類面對經濟發

展時如何放棄維護自然。 

 

照片 6 說明: 山林可在一夕之間被破壞，卻難以在一夕之間恢復原貌，甚至需要加倍的

人力、時間來回歸曾經美麗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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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說明：爬升近 375 公尺邊淨山，氣喘吁吁的孩子們體驗到草山強勁的風勢，這也

是最適合介紹「草山」一詞緣由的絕佳位置。清廷時期派郁永河來陽明山採硫磺，當時

並不知道這座山的名字，但從山下往山上看，整片都是芒草，所以稱之為 「草山」。

(右 1)為即將結束半年實習的實習葉老師，這也是葉老師的環教淨山初體驗，相信這對

葉老師未來的教職生涯會有漣漪般的影響，很感謝她和孩子一起走入山林。 

 

照片 8 說明：自文化大學後山情人坡觀景區步行通過美軍宿舍區至 Brick Yard 33 1/3 美

軍俱樂部。 

◆長度：650 公尺  ◆爬升：22 公尺/下坡：11 公尺  ◆時間：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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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 說明：自美軍俱樂部餐廳步行至花卉試驗中心。 

◆長度：650 公尺  ◆坡度：平坦  ◆時間：8-10 分鐘 

 

照片 10 說明：被櫻花和山茶花包圍著，孩子於草皮上席地而坐、玩起桌遊。能和好同

學們一起享受這片山林與天空，是城市孩子最難能可貴的時刻。(地點：花卉試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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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 教案設計表 

課程主題 登草山，小臺北 設計者 李真儀 

實施年級 高年級 課程時間 1 日(約 8 小時)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 

■跨領域融入 

（領域/科目： 

  健體/菸害防制 

  社會/臺灣史） 

課程實施時間 

■領域/科目：綜合活

動 

校訂必修/選修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

間 

總綱核心素養  C 社會參與 

領域/學習

重點 

核心

素養 

綜-E-C1 

關懷生態環境與周遭人事物，

體驗服務歷程與樂趣，理解並

遵守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 

環境教

育議題 

核心 

素養 

E-C1 具備個人生

活道德的知識與是

非判斷的能力，理解

並遵守社會道德規

範，培養公民意識，

關懷生態環境。 

學習

表現 

3d-III-1 

實踐環境友善行動，珍惜生態

資源與環境。                                                         

學習 

主題 

永續發展 

學習

內容 

Cd-III-2 

人類對環境及生態資源的影

響。 

實質 

內涵 

環  E5 覺知人類的

生活型態對其他生

物與生態系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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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設計目標 

活動〈一〉爬升 1300 階梯的自主心肺、耐力監測 

設計目標-自發 

學生能自主監測、觀察心律，感受自身心肺功能變化；心肺功能較差

的同學即使發現跟不上他人，也能靠意志力與堅持繼續登頂。 

活動〈二〉淨山體驗，觀察人類活動與污染物 

設計目標-共好 

學生能從發現問題(垃圾)、反推問題成因。 

學生能關心他人，相互提醒注意淨山時的交通安全。 

活動〈三〉透過與組員自行探索紀錄，認識不同的花卉。 

設計目標-互動 

學生能練習與組員溝通、分配任務，為挑戰小組遊戲互助精熟所學。 

教學路線 

特色與規劃 

1. 天母古道-水管路親山步道 

A. 交通環保便利：公車 685 可達。搭乘大眾運輸環保又省錢。 

B. 路程短：約 30-40 分鐘可抵達親山步道瞭望台休憩。 

C. 成就感：1300 階梯的爬升雖艱難，卻讓學生能在短時間看到自

己爬升的高度；沿路登山客會給予打氣、鼓勵，給孩子信心。 

D. 傳承：教師家族史中，祖母出生於日治時期，當時就讀的大橋

公學校安排的遠足，便是全體至 1930 年日本為取水興建的水管路

登山。當時草山尚未開發，爬上去也要自己走下山，鼓勵孩子向

百年前學生爬上山的精神看齊。 

         

         上圖為李老師祖母於昭和 13 年畢業的畢業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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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路線 

特色與規劃 

2. 光華路 61 巷 4 弄-文大後山情人坡 

A. 環境對比：與第一段親山步道保育棲地與物種的環境呈現強烈

對比，賞景餐廳的經營，觀光客垃圾隨意丟棄的景象，學生馬上

能觀察出與前段環境呈現強烈對比，更能呈現觀光帶來的經濟收

益與環境的破壞成正比。 

B. 坡度緩，易於淨街：相較水管路的階梯式步道，孩子在路邊、

樹叢清理垃圾容易許多。 

3. 美軍宿舍區 

A：富含歷史、人文背景故事的亞洲最大美軍宿舍區，60 年後仍保

留其建築做翻修，是極佳的穿越時空實境歷史教室。 

B：容易找到讓學生休息用餐處，且餐廳多含戶外區，可供學生戶

外活動，晴天甚至可於戶外用餐，可望見紗帽、七星山國家公園

的樣貌。 

4. 花卉試驗中心 

A：豐富臺灣花卉種類供學生參觀，空間大、安全，戶外空間不易

打擾到其他遊客。 

B：樹蔭多，較不易曝曬。 

C：草山行最後一站停留點，門口即可乘車下山，交通方便。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表現) 

一、 活動介紹與引起動機 

◆ 「天母」名從何來？ 

◎引起動機時間點-領隊教師於學校出發等車，等待公車時與

學生進行引導思考。 

 

10 分鐘 

 

 

 

口語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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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日治時期 1933 年，中治稔郎在士林街三角埔東方山坡

地（今中山北路七段一九一巷一帶）興建一座以奉祀天母

（天照大神與天上聖母）為主神的「天母神社」，創立「天

母教」，宣稱天照大神與天上聖母（媽祖）是同一個神的不

同表現，類似基督信仰中三位一體之概念，因此神社周邊的

地方就被稱為「天母」。依據歷史學者林衡道的口述，天母

一名由「天媽」而來，是日本人為了順口雅正而別創的。 

 

★趣聞：另一民間戲說，流傳甚廣，但只是謠言。即日本投

降後，盟軍（美軍）進入天母，問當地人：「此地是何

處？」當地人不通英語，以臺語答：「聽無！(Tyaa-Mou)」

美軍以為是答案，故稱此地為 Tyaa-Mou，後被翻譯官以漢

語稱「天母」。 

 

◆ 「水管路」是給「人走的路」還是「水管走的路」？ 

◎引起動機時間點-於天母親山步道入山口「飲水思源」象徵

告示牌處，教師與學生分享祖母於日治時期就讀小學時，至

水管路遠足校外教學的故事。 

 

解：原本水管路只是水管行經的路線，後來由天母地區的商

人鋪設石板及石階， 成為運送貨品(以魚貨為主)的步道。 

雖然水管路和天母古道其他部分可視為魚路古道的後段，不

過就開闢的原因而言，水管路與眾不同，並且提供行走的對

象是水管，並不是人們。 

 

 

 

 

 

 

 

 

 

 

 

 

 

 

 

10 分鐘 

 

 

 

 

 

 

 

 

 

 

 

 

 

 

 

 

 

 

 

 

 

 

 

 

口語評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6%B2%BB%E7%A8%94%E9%83%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AB%E6%9E%97%E8%A1%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8%A7%92%E5%9F%94_(%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85%A7%E5%A4%A7%E7%A5%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8A%E8%81%96%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9%E6%AF%8D%E7%A5%9E%E7%A4%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AF%8D%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AF%8D%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4%BF%A1%E4%BB%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4%BD%8D%E4%B8%80%E9%A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8%A1%A1%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6%8A%95%E9%99%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6%8A%95%E9%99%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9F%E8%BB%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8%A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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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坡」來由？ 

◎引起動機時間點-文大後山觀景台情人坡處進行提問。 

 

解：臺北知名觀賞夜景之景點，常有情侶觀賞夜景，故暱稱

情人坡。為 2015 年網路溫度計票選台灣絕美十大夜景之冠

軍、亦為台北市知名夜景之一。 

 

◆ 陽明山為何又稱為「草山」？ 

    ◎引起動機時間點-於文化大學後山觀景台可望見臺北市全貌    

 

解：清朝時期，派郁永河來陽明山採硫磺，當時並不知道這座

山的名字，但從山下往山上看，整片都是芒草，所以稱之為 

「草山」。 

 

◆ 美軍宿舍從何時進駐？ 

◎引起動機時間點-準備離開情人坡，前往美軍宿舍區前。 

 

解：1950 年韓戰爆發。1954 年台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來

台美軍與日俱增。1955 年美軍約 7 千人駐台，到了 1958 年

成長為 1 萬 9 千人。為了解決軍眷住宿需求，具有交通之

便，更能就近監控首都動態的陽明山，雀屏中選。陽明山美

軍宿舍規模最大，也是亞洲現存最大之美軍宿舍區。1978 年

美國宣布與我斷交後，則由台銀接收管轄。2005 年台銀計畫

出售，引發當地居民的關心，發動搶救行動，希望全區能保

留。2008 年有 22 棟美軍眷舍登錄為『歷史建物』，全區登錄

5 分鐘 

 

 

 

 

 

 

5 分鐘 

 

 

 

 

 

 

10 分鐘 

 

 

 

 

 

 

 

 

 

 

口語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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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3%85%E4%B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6%B2%E8%B7%AF%E6%BA%AB%E5%BA%A6%E8%A8%88&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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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化景觀』並保留。受保護老樹也接近百棵，儼然是一

座大型的自然生態跳島；還有多家文創餐廳、渡假村在此開

業，眷舍也一棟接著一棟修建。 

 

◆ 花卉試驗中心是什麼樣的地方？花園？ 

◎引起動機時間點-花卉試驗中心門口。 

 

解：民國 38 年草創成立「陽明山柑橘示範場」。復以致力於

杜鵑、茶花等花木研究為主，果樹為副之試驗研究與培育工

作，於民國 54 年間更名為「陽明山工作站」。民國 56 年臺

北市改制為直轄市，為因應臺北市綠美化之市政建設，奉行

政院指示於民國 61 年移由公園處接管，嗣因園區位於海拔

400 公尺高度之陽明山山仔后，最適宜花卉之培育，擴大編

制增加經費及設備，並於民國 69 年 5 月 26 日正式成立，定

名提升為「花卉試驗中心」，積極致力於花卉培育、試驗研

究等工作，以加強綠美化植物的繁殖栽培與技術推廣。 

 

 

 

 

 

10 分鐘 

 

 

 

 

 

口語評量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一〉爬升 1300 階梯的自主心肺、耐力監測 

地點：水管路親山步道 

活動主題：步步皆辛苦 

活動內容：紀錄登山前的心律並沿途觀察步道周遭環境整潔程度 

活動實施： 

登山前 於親山步道登山口先記錄當時尚未攀爬前的心律。 

      一般脈搏速率為：新生兒約 140 ~160 次/分； 

                      嬰兒約 110 ~ 140 次/分； 

 

 

30 分鐘 

 

 

 

 

 

 

 

 

 

 

實作評量 

口語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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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約  80 ~ 100 次/分。 

登山中 抵達台灣獼後告示牌區，在自進行心律測量。 

若學生自己有心律紀錄型手錶或於停頓休息時自行

計時一分鐘數心跳數，觀察記錄。 

登山後 抵達自在亭瞭望台，休息五分鐘後再次進行紀錄。 

活動〈二〉淨山體驗，觀察人類活動與污染物 

地點：光華路 61 巷 4 弄-文大後山情人坡 

活動主題：Formosan Nature Warriors 福爾摩沙保衛戰 

活動內容：淨山觀察垃圾類型與來源 

活動實施： 

1. 分組進行淨山，每組約 4-5 人。 

2. 小組間，一人擔任安全確保，穿著亮色背心、觀察路況，

注意組員淨山安危；兩人負責拿垃圾袋。 

3. 兩袋垃圾可簡易分類： 

一般垃圾 髒污的便當盒、食物包裝 

資源回收 寶特瓶、塑膠盒、鋁箔包、較潔淨的紙容器 

 

 

 

 

 

 

 

 

 

 

 

 

 

 

 

30 分鐘 

 

 

 

 

 

 

 

 

 

 

 

 

 

 

 

 

 

 

 

 

 

 

 

 

 

 

 

 

 

 

 

分組實作 

口語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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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組討論、分享：登頂至情人坡，有一般垃圾及資源回收

兩類垃圾桶，丟掉前每組觀察袋內垃圾，並小組根據垃圾

推論人類於此地進行的活動，每組需分享至少五種撿到的

垃圾。(例：許多玻璃酒瓶、Red Bull 紅牛提神飲、菸盒...

因為民眾於此觀賞夜景至深夜，離開時怕精神不濟、需喝

提神飲料；於此地喝酒、抽菸應酬、狂歡。) 

 

活動〈三〉透過與組員自行探索紀錄，認識不同的花卉。 

地點：花卉試驗中心 (111 台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四段 175 巷 32 號) 

活動主題：花卉達人知多少 

活動內容：建置小組手繪花卉小檔案(至少 5 種植物) 

活動實施： 

1. 按照淨山時的組別，每組約 4-5 人。 

2. 活動時間 30 分鐘。 

3. 各組分頭找尋 5 種(約每人一種)樹木或植物，進行簡易素

描，若植物附近有介紹名稱及物種特性看板，將植物明和

特色超在素描圖的背面。 

4. 完成簡易素描後，找地方共同進行上色動作、加強繪畫細

節。 

5. 30 分鐘後全班集合，進行小組 QA，教師拿出所有組別建

置好的手繪花卉圖鑑，考考大家花卉名稱。以組為單位，

答對的人，其小組可加一分。教師可運用班級或校內獎勵

制度給予最勝組嘉獎，頒發花卉達人獎。 

 

 

 

40 分鐘 

 

 

 

 

 

 

 

分組實作 

口語評量 

三、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1. 水管路階梯多、坡度陡，學生容易逞強而忽視自己心肺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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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教師要多留意觀察孩子的面色，建議前 10 分鐘先放慢

步調，待全體身心狀態都能跟上再提升速度。 

2. 光華路 61 巷 4 弄---文大後山情人坡路段，此路段以車道為

主，並未設置清楚的行人區，有多處近 360 度大彎，行車

車速因坡度易加快，需有足夠教師人力於隊伍前後押隊確

認前後方來車。 

3. 學生因專注於淨山，會於馬路左右側穿梭，建議事都要站

在車子轉彎時能看見的對側才不會在駕駛看不到的視野死

角。須進行良好的行前教育與溝通，必須依照教師的指導

路線進行淨山。 

4. 下山前半小時記得讓會暈車的孩子服用暈車藥，避免於公

車上過度搖晃，造成不適。 

四、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應該是出生背景使然，我設計的課程總脫離不了與自然的連結，

除了課室內穩紮穩打的環教理論探討，也奉李奧波 (Aldo Leopold)環

境倫理學中，這句名言為環教圭臬：”The human species should be 

viewed as “a part of nature” rather than “apart from nature”. 每學期必為

學生準備一趟環教淨山校外教學之旅。在實際出發前，我總會和學生

分享自己於小學時期親身經歷的故事： 

    小學高年級時，父親來參加運動會，看到地上有垃圾，他二話不

說撿了起來，活動結束回家的路上他也是一路撿，總是邊撿邊碎念

「為什麼這麼愛亂丟垃圾」。自從搬到郊區山上居住，在地上看到垃

圾他就會撿起來，路邊沒有垃圾桶，他會撿滿兩手垃圾帶回家丟。 

    運動會那天，同學看到家父在撿地上的垃圾，調皮的男生開始傳

著「李真儀爸爸是撿垃圾的！」、「原來妳爸是在收垃圾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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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句無心的嘲笑就這樣成為了我童年陰影。我知道家父在做一

件好事，但每個人都在取笑他的行為；故意在我面前嚷嚷我是撿垃圾

的人的孩子，甚至問我以後是不是也要繼承撿垃圾的家業。兒時不懂

事，不懂得為環境與父親的行為發聲，反而，每當家父要去遛狗，我

總想叫他不要再沿路撿垃圾，同學都住附近，我不想再被同學看到他

撿垃圾，只因為我會被大家嘲笑。 

    長大後，才知道父親是如此前衛的人！在全民都還不重視環境

的年代，他已經深耕努力了，他才是環教先驅。而 2023 年的今天，

萬事皆以環保為前題，我告訴孩子們，我們在做的是時下最流行的

事，他們像勇士般的踏出校園。 

    高年級的孩子進入青春期，愛耍帥、逞強、鬧彆扭的年紀，但進

入大自然，顯然心胸敞開了、心情放鬆許多，比平時更來得大膽與勇

敢。在水管路登山口時，學生迫不及待透過自己的雙腳趕快登頂，這

是擔任導師半年來，第一次不需要緊盯催促，他們也能自己動起來。

不過，這年紀想放棄的念頭也來得快，這正是這堂課最希望帶給他們

的-「要怎麼收穫，先要怎麼栽」。早年，沒有方便的衛星、3C 產品、

交通工具等，想要上山欣賞美麗的風景，完全都需靠自己一步一腳印

地爬上去才能看見，而現今孩子物慾增加，且唾手可得，早已忘記靠

著自己踏實往上爬的感受。看似簡單的路線，對自小生活於都市的學

生而言，相對困難。 

    根據都市學子的生活環境，打造了一堂富含歷史文化的環境教

育課。家中不少隔代教養、雙薪家庭，孩子們多數周末仍需補習，少

有機會走入山林，因平時在環境教育課程中學了不少關於陽明山的

內容，這趟草山行也是為了帶學生實地走查而設計。環境教育不能只

留於課室教學。臺灣面積狹小，不需花費大量移動時間，就能深入走

訪得天獨厚的多樣性棲地，進行實境走查教學再合適不過。 

    旅途中，孩子登上情人坡看見滿地垃圾與菸蒂時，心情是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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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校園附近熱鬧東區，其實也常見到髒亂的角落、巷弄，但他們

從未如此憤慨，大自然的確帶給他們非常多的愛，我相信是一路爬上

來，被森林環繞讓他們更體會了自然的美與保育的重要。 

    回程，孩子不論在公車上還是捷運上，有位子坐時都秒入睡。，

入山林，有助於身心靈放鬆、體能的鍛鍊。另外，為完成目標所需拿

出的專注力，讓家長特別於活動當晚傳訊告知老師，孩子返家吃飽即

入寢，這是難得期末沒有回家抱著 3C 產品打電動的一晚。大自然是

最佳教師，一趟環境教育更價印證了這句話。 

 

上圖：登頂後的實習老師與學生笑了。 

 

上圖：辛苦登山就是為了在山林享受歡笑與美食這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