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1低碳課程 

 設計低碳概念融入課程並有成果，每年至少 2節以上 

低年級低碳課程-「自備購物袋」 

學習議題：永續發展 

策劃/執行人：王昭文 

目標範圍：班級性 

實施期間：2020.1~2020.4 

 目標： 

    1.能做到自備購物袋  

    2.能知道如何做到垃圾減量 

 進行方式： 

一、教學活動： 

    1.能知道一次用塑膠產品減量措施 

    2.能養成自備購物袋的習慣，達成垃圾減量的目的。透過許多不同的方式，例如自備購物 

      袋、使用環保容器…等，希望透過這次活動，邀請家人和朋友響應並加入減塑行列改變生 

      活習慣，落實減塑、深植綠色永續觀念。 

    3.省思活動。 

二、綜合活動：重點放在鼓勵解決塑膠污染，必須要好好愛惜我們的環境。推動一次用塑膠 

    產品減量措施，養成自備購物袋的習慣，達成垃圾減量的目的。 

 成果描述： 

    1.學生能確實做到自備購物袋。 

    2.學生能重複使用塑膠袋。 

    3.學生能少用塑膠袋，使用環保容器，以減少垃圾。 

 實施心得： 

小朋友自從知道透過法令，規範販賣場不得免費提供購物用塑膠袋的方式(須付費取得) ，逐步養

成自備購物袋的習慣之後，已能漸進式的做好環境保護措施，從小地方做起，真正愛惜我們的環

境，效益佳! 並進而做到不購買購物用塑膠袋，向一次用產品說 Bye Bye!自備購物袋最好! 

 學習者心得： 

1.原來塑膠垃圾不但使大海裡的鯨魚生病死掉，也已造成嚴重的環境汙染。 

2.我覺得可以將塑膠袋重複使用，改變拋棄型的生活習慣。 

3.我要告訴家人及朋友~多多自備環保購物袋、少用塑膠袋。 

  



中、高年級低碳課程--「極地危機」 

學習議題：氣候變遷 

發表人：楊惠珍 

策劃/執行人：黃智麟、李宜峰、楊惠珍 

動機：教案活動單元點子 

目標範圍：年級性 

實施期間：2019/06/01～2020/6/30 

參與人數：45 
 
 目標： 

1.能透過影片了解地球暖化造成的危機。  

2.能省思人類生活方式與氣候異常的關係，了解人為造成的環保問題並能自我實踐。 
 
 進行方式： 

1.配合全校每個月「影像好玩藝」活動，觀看「極地奇蹟」影片。 

2.透過心智圖引導全班探討影片中北極熊的困境與危機。 

3.引導同學以北極熊生態相關主題創作，了解氣候異常帶來的生態浩劫。 

4.報紙若有相關地球暖化或環保議題，在讀報課程中，請同學分享與省思。 
 
 成果描述： 

1.相關主題創作展示：學生展現巧思，以寫作、漫畫、圖文創作等，來介紹北極熊的生活、目前

遇到的困境，由同學來主導環保議題，更具說服力。 

2.同學們看到報紙有相關議題，都能主動與同學老師分享，使環保意識更深植同學的心中。 

3.戶外教學時，同學們會相互提醒攜帶重複使用的環保餐具。 
 
 實施心得： 

    環境議題在報章雜誌、網路隨處可見。地球只有一個，希望孩子在學校的引導下，能更關心

自己身處在什麼樣的環境。透過讀報了解時事，透過圖文創作，同學們互相交流自己的想法並試

著實踐它，前後實施了一年，期盼防止氣候暖化迫切性的幼苗，在同學們的心中扎根茁壯。 
 
 學習者心得： 

1. 這部電影想要告訴我們，北極熊因為全球暖化，沒有食物吃才會跑進村子裡，我們破壞了他們 

的住處，所以換牠們進入我們的生活圈，這樣能相安無事嗎？ 

2. 不論是戶外教學午餐或和家人出遊，「自備環保筷」，這些只是舉手之勞，我可以做的到，而且 

持續好一段時間了。 

3. 我認為人們在害動物的同時，也會害到自己。例如:噴灑農藥讓害蟲死亡，同時我們也間接的

把農藥吃下肚，衍生了許多疾病；為了自己舒適感，過度使用能源。全球暖化是人類自食惡

果，因為人類不懂得善待資源，就算自然環境發生巨變時，人們也不想去面對承擔，到最後才

去怪老天爺。所以大家要透過行動還給北極熊一個乾淨的家園。 

4. 報紙上常看到強降雨、土石流造成災情，我想大禹再世，再厲害的工程師，也無法防災，我們 

還是想辦法如何減輕地球暖化的速度，才是根本。 



  

  
 

高年級低碳課程-「快樂食農」 

學習議題：氣候變遷 

策劃/執行人：邱雅惠 

目標範圍：高年級 

實施期間：108.11~109.03 

參與人數：24 
 
 目標： 

栽種鹽地不同品種的小番茄，耕種過程中，採取不用化學肥料及農藥等自然農法，以免傷害土

壤、水質及生態環境，藉由親手栽種及用心灌溉、除草，培養學生對大自然農作物的感恩與惜物

情懷。 
 
 進行方式： 

【單元一】 動手動腳的柑仔蜜園 

1. 邀請番茄栽種達人來跟大家上課，介紹栽種的柑仔蜜品種有錦珠、燈珠、聖女、大桃、小甜

甜、小姑娘和金幸福等。 

2、植物(柑仔蜜)實地栽種與紀錄，遵守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的原則，不使用任何的化學藥劑，強調

水資源與自然生態平衡，讓學生了解化學藥劑的使用，對人類健康與自然環境的影響。 



【單元二】 五花十色的課程 

 (1)認識農業資材與植物病蟲害：介紹農業資材與植物病蟲害，讓學生了解如何利用自然農法解

決植物病蟲害的問題 

(2)認識飲食金字塔與在地食材：認識在地食材和計算碳足跡，讓學生認識何謂「食物里程」，也

了解食物的生產過程會造成的怎樣的環境代價，進而支持向本地有機農夫購買新鮮蔬果支持本地

農業。 

(3)食安問題面面觀：拒絕食品原物料來源不明、及無法確認製造單位的相關商品，或是價格明顯

低於市場售價的食物，讓學生了解此類標示不清的食品在食用安全都有著較高的風險。 

生活運用 DIY：(1)胡蘿蔔串珠、(2)蔬果拚豆鑰匙圈、(3)捏造樹脂土蔬果吊飾。 

【單元三】 自然農法能減緩氣候暖化 

1.提出友善的自然環境耕種方式，對田間物種的重要性。 

2.化學藥劑可以消除植物病蟲害，又可以使農作物大又好看，那我們吃下去是毒素還是營養素？ 

3.瞭解自農法與非自然農法之間的差異後，讓同學討論如何支持友善的耕種？ 

【單元四】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區服務 

1.淨灘活動：去學區內的將軍溪岸，清掃、撿垃圾，讓民眾有個乾淨又美麗的散步好地方。 

2.到農會的烹飪教室製作胡蘿蔔饅頭，送至社區關懷中心給爺爺奶奶們品嚐，並用陶笛吹奏「雨 

  夜花、望春風」等歌曲給他們欣賞，讓學生體會能為人服務是有意義的事。 

 成果描述： 

學生從課程活動中習得:(1)認識農業資材與植物病蟲害、(2)認識飲食金字塔與在地食材、(3)食

安問題面面觀、(4)回饋社區，關懷弱勢。 

 實施心得： 

    配合農會四健會作業計畫，規劃「幸福農村推動計畫-快樂食農作業小組」，讓學生在學校的

廢棄園區體驗農耕作業，從翻土、認識品種、栽種、觀察、記錄，到水質檢測-珍惜水資源之淨灘

活動，及製作饅頭贈送社區老人品嚐與吹奏樂器關懷老人，回饋社區，關懷弱勢，讓學生從工作

中學習、從學習中工作。 

 學習者心得： 

1. 看完「剩食之旅」的影片後，我覺得我以後一定不要浪費食物也不挑食，希望大家也要效法影 

片中的做法，這樣我們才有乾淨的家園。 

2.上了這些課程後，才了解到「氣候的變遷」原來都是我們人類造成的。 

3.在日本「廚餘不是垃圾，而是個寶」，我們可以效法，做個一舉兩得的事。 

4.我對眾小番茄本來一竅不通，經過指導後，讓我漸入佳境，現在每天到校第一件事就事「澆 

  水」，讓我覺得很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