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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名稱 

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109年環境教育計畫－「我是碳險家」  

二、工作成果 

(一)主辦單位 

    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二)工作項目 

    環境教育計畫之主要人力為學校環境保護小組及工作團隊之成

員，計 12名。各成員之職稱及工作項目見下表。 

表 1  環境教育計畫成之職稱及工作分配表 

計畫召集人 校長 范菁華 

計畫副召集人 家長會長 王仁宗 

組別 人員 負責工作 

總幹事 學務主任 林煌墩 擬定與執行環境教育補助工作計畫 

副總幹事 衛生組長 何甜夢 
1.協助執行環境教育補助工作計畫 

2.辦理戶外教學相關事宜 

課程研究組 
教務主任 潘菁瑩 1.發展學校本位環境教育課程 

2.協助執行環境教育補助工作計畫 教學組長 楊俐君 

總務行政組 

總務主任 黃登木 1.支援戶外教學相關事宜 

2.協助執行環境教育補助工作計畫 

3.協助環境教育補助工作計畫費用 

事務組長 江嘉慧 

出納組長 吳銘峻 

活動組 

生教組長 張仁介 1.支援戶外教學相關事宜 

2.協助簽到及活動攝影 

3.協助午餐 

訓育組長 楊珍蘋 

幹事 藍美芳 

 

(三)辦理時間：109年8月27日。 

(四)地點：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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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加對象及人數： 

參與人員為龜山國中教職員，51-60歲有23人、41-50歲有59人、31-

40歲有35人、21-30歲有6人，合計共123人，其中以41-50歲的教職

員佔大多數。   

圖1 參與人員年齡層分佈圖 

    參與人員性別比例為男性38人、女性85人，其中以女性的教職員

比例較高。 

 

圖2 參與人員性別分佈圖 

(六)辦理方式 

    藉由導覽認識郭元益糕餅博物館的綠建築，內有立體植栽的植生

牆、宣導節能的能量樹；一整面由糕餅原物料包材構成之再生藝術牆，

讓全體教職員認識各種友善環境的設計巧思。 

(七)活動流程 

表 2 活動流程表 

51-60

41-50

31-40

21-30

男性

女性

時  間 內  容 

08：30-09：30 學校門口集合出發~國道風光 

09：30-12：00 我是碳險家課程導覽+DIY糕餅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環境教育經驗分享 

15：00-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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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辦理內容：  

活動一：DIY糕餅 

  

照片說明： 校長為環境教育研習開場 照片說明：DIY糕餅前，先進行手部暖身操 

  

照片說明：講師說明材料內容 照片說明：老師們認真聽講師講解 

  

照片說明：老師開始動手做鳳梨酥 照片說明：老師開始動手做鳳梨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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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老師們動手做鳳梨酥 照片說明：捏一捏、揉一揉 

  

照片說明：自己動手做最開心 照片說明：用力把鳳梨酥敲出來 

 
 

照片說明：將鳳梨酥排列整齊 照片說明：將鳳梨酥排列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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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完成鳳梨酥製作，準備送入烤箱 照片說明：完成鳳梨酥，準備送入烤箱 

  

照片說明：剛出爐的鳳梨酥 照片說明：將鳳梨酥裝入盒中 

  

照片說明：拿到成品的老師們很開心 照片說明：享用郭元益糕餅博物館提供的 

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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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古俗文禮導覽 

  

照片說明：生命禮俗區的介紹 

 

照片說明：講師說明禮俗與糕餅結合，象徵 

          生命一切如意 

  

照片說明：講師說明「蔥」的意義代表聰明 照片說明：講師介紹「紅龜糕」  

  

照片說明：說明婚嫁禮俗、古六禮  照片說明：抓周物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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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綠建築碳足跡導覽 

  

照片說明：了解碳從哪裡來 照片說明：說明「郭元益」的由來 

  

照片說明：說明「郭元益」的招牌糕點 
照片說明：運用環保媒材，使用郭元益

食品原物料包裝廢材作為輕隔間面材 

  

照片說明：講師說明郭元益綠標生活館採 

        用大面積的透明玻璃 

照片說明：講師分享碳足跡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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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實施效益及影響： 

(一) 量化方面： 

    本次參與教職員工共123位，佔全校教職員90%以上，且109年度

校內30％的教職員，環境教育時數達6小時。 

    透過問卷調查了解教職員對於本次活動辦理方式、學習知識及整

體規劃之滿意程度，作為後續相關活動規劃之檢討。 

 
圖3  教職員對於本次活動的滿意度分析表 

 

(二)質化方面： 

環境教育五大目標 計畫實施效益 

環境覺知與敏感度 本校教職員在參與本次活動後，能就近觀察自己所生活的環

境，是否存在著與環保相違背的情形？並且能說出「綠建

築」的建築新概念及了解綠建築的原則及設計 

環境知識概念內涵 透過導覽讓老師們瞭解「碳足跡」為一項活動或產品從原料

取得、工廠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到最後廢棄回收等整個

生命週期過程所直接與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相較於

一般大家瞭解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碳足跡的差異之處在於從

消費者端出發，破除「有煙囪才有污染」的觀念。 

環境倫理價值觀 本校教職員透過「碳足跡」及「綠建築」導覽，瞭解任意排放

有害物質，造成水體、土壤與大 氣的污染，進而造成地球生

態系的不平衡 ，進而破壞生態系，期望透過導覽能思考人與

土地共存共榮的價值，內化為自身環境倫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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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五大目標 計畫實施效益 

環境行動技能 為持續推動節能減碳，本計畫希望能鼓勵教師發展節能減碳課

程與教學，提升學生對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與調適議題之了解

與重視 

環境行動經驗 參與「碳足跡」及「綠建築」導覽後，可將環境行動經驗融入

於課程活動中，使學生對學校及社區產生歸屬感與參與感，並

結合學校環境條件，開發出具有校園特色的節能減碳課程、教

學或活動。 

(三)參與人員的回饋 

教師一： 

教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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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三： 

 

 

 

 

教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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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單 

五、綜合檢討及改進建議： 

    過去的學校基本教育缺乏對環境保護層面的推廣，大眾因缺乏

對環境保護的認知和熱心，而對地球大量污染及過度開發地球資源

養成莫不關心、視而不見的態度；身為地球的一份子，環境保護勢

在必行，因此極需依賴社會與媒體的大力推廣，增長大眾的環保相

關認知。而學校與班級的環保教育更是教育下一代環保意識的第一

步，如何讓學生深刻感受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如自動自發節約用

水、用電，實是教育機構的當務之急。 

    本校辦理環境教育研習之成效卓越，全校教師參與程度熱烈且

收獲豐富。透過本次研習，除了促進同事們的情感交流，並協助教

師發展生態教學能力，讓每位教師都能是新興環境教育的專業人

才。希望每年本校均能建構深刻有意義的環境教育戶外探索課程，

將環境教育的種子無限的拓展。 

六、簽到表 

 如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