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教育部永續循環校園推動計畫 

探索計畫 期末報告 

 

 

縣市：桃園市 學校全銜：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計
畫
團
隊
聯
絡
人 

 

姓名(含職稱)：教務主任  潘菁瑩 

電話：033205681*210    電子信箱：gs179@mail.gsjh.tyc.edu.tw 

姓名(含職稱)：衛生組長  何甜夢 

電話：033205681*313    電子信箱：gs211@mail.gsjh.tyc.edu.tw 

姓名(含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永續校園整體規劃構想書 

壹、 學校教育與經營管理理念篇 

一、學校基本資訊 

校名：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自強西路 66號 

學校年資：15 班級數：42 

學校網址：http://163.30.42.16 老師人數：100    學生人數：1125 

是否為縣市政府指定之防災避難中心 ■是  □否 

執行過探索計畫幾年 ■從未執行過  □第＿＿＿年 

學校簡介 

說明：  

晨間的陽光灑在南崁溪上 ，又到了一年中最熱鬧的時節，大白鷺、夜

鷺、小白鷺等夥伴紛紛起身，捕魚、嬉鬧、遊玩、不時轉頭與夥伴聊聊，片片

的陽光灑落虎頭山腳，混合著馬路上一棵棵排列整齊的小葉欖仁，此時鐘聲悠

揚的響起，龜山國中的孩子們，開始了一天忙碌的生活。 

桃園市立龜山國中，位於南崁溪上游，鄰近工業區以及市區，這兒曾是眷

村，隨著村民遷村、龜山工業區的發達使得人口移動而組成不同的族群，目前

學生來源包含原住民、新住民學生以及閩、客族群，多數家長為維持家庭生活

而忙於工作，無法挹注太多時間給孩子，影響所及，家長繁忙的工作造就被忽

略的家庭孩子，多數學子學習能力以及意願低落，來自於學力刺激的不足，學

力表現不佳，爰此，本校教師透過各項會議討論如何運用本校前溪後山的絕佳

地理位置、並於不忘本下，用更多元、豐富的在地課程觸發孩子的學習動機，

讓本校孩子願意學習。 

學校自創校即有多項優良傳統活動-靜靜閱讀、語文活動、英語歌曲競

賽、路跑、舞蹈、以及多元社團等活動 ，上述活動在發掘孩子天賦之餘希望

提升學習力；近幾年隨著課程綱要的啟動，我們更發現校內活動與課程相互連

節的重要性，因此部分教師開始組成社群，加上行政協助推行，進行各類課程

設計及推展，希望藉由課程結合校園環境，讓孩子自發、互動、學習，成為一

個有國際觀的龜山人。 



學校平面配置圖 

說明：請學校附上具有比例方位之平面配置圖，不是學校教室位置圖，若學校

無具有比例方位之平面配置圖，可以附上透過 google地圖擷取學校空照圖。 

 

 

 

 

 

 

 

 

若執行過探索計畫，請說明過去執行與這一次執行相異之處 

本校未執行過探索計畫。 

二、學校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教育構想 

SDGs 

17項指標 

SDGs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參考 
與學校關聯說明(簡述即可) 

目標 1：消除貧窮 

終結全球各地所有類型的

貧窮 

弱勢學生整體關照 
學校對弱勢學生給予多方協助，避

免學生因貧窮因素導致無法學習。 

目標 2：消除飢餓 

終結飢餓，實現糧食安全

和改善營養，並促進農業

永續發展 

食農教育，延伸至

糧食浪費 

本方案藉由產地到餐桌概念，告訴

同學食物的珍貴，並避免浪費。 

目標 3：健康與福祉 

確保健康的生活，促進所

有年齡層人民的幸福 

校園內生活、學習

品質與健康 

魚菜共生池中蔬菜的種植與有機農

法之差異，該如何才能確保種植過

程為有機且無毒的環境。 



目標 6：淨水與衛生 

確保水與衛生設施的可用

性與永續性 

水資源教育、對於

水的全盤了解 
藉由水的品質監控了解淨水之方式 

目標 13：氣候行動 

採取緊急行動對抗氣候變

遷及其影響 

氣候變遷、環境變

遷 

空氣品質監控或溫濕度儀探測了解

氣候變遷與人類的關係。 

目標 14：海洋生態 

保存和永續利用海洋、海

域和海洋資源才促進永續

發展 

海洋教育 

魚菜共生提供水域生態環境，藉由

養殖了解如何達成永續發的水域生

態環境。 

 

三、學校經營管理永續性構想 

 

貳、 永續環境基礎篇 

（請在具有比例、方位標準之學校平面配置圖/測量圖上繪製以下基礎資料） 

一、 學校在地基礎物理環境資料 

(一) 日照(呈現大區域日照軌跡、影響範圍) 

 

 

 

 

 



(二) 降雨(蒐集彙整近年每月與雨量分佈) 

        2018 

 

 

 

 

 

 

 

 

 

 

 

 

2019 

 

 

 

 

 

 

 

 

 

 

 

 

 

 

 

 



2020 

 

 

 

 

 

 

 

 

 

 

 

(三) 校舍建築物基本資料調查表(名稱、年代、構造形式、現況) 

 

  



二、校內整體環境資料分析 

(一) 校內外高程 

 

(二) 水溝分佈與排水路徑 

 



三、 學校能資源使用數據分析 

(一) 水： 

1. 近三年水費分析比較？ 

 

 

 

 

 

 

 

 

 

  

 

2. 若有回收水：水的回收種類？回收量為多少？回收的方法？儲水

設備？回收後使用狀況？省水設備(使用者是否有行為改變)？ 

(1) 雨水回收：作為沖馬桶之水 

(2) 回收方式：回收至頂樓之貯水槽，管線流至各樓

層馬桶水箱，做為抽水馬桶之用水。 

(3) 回收使用頻率高。 

(4) 省水設備節省學校水費，也供師生討論如何讓學

校更省水。 

 

 

 



(二) 電： 

1. 近三年電費比較？從中探究學校最高點與最低點的原因？  

 

           (1)暑期(7.8月)電費較高，推測為夏季冷氣電費較高，自 109學年

度全校安裝冷氣後，電費亦提升不少，全校師生開始討論如何降低電費。 

2. 省電設備？室內照明迴路改善(使用者是否有行為改變)？再生能

源設備分佈狀況？ 

(1) 燈光改用感應式燈，減少電量消耗。 

(2) 屋頂皆安裝太陽能板，將太陽能轉化為電能。 

             



四、 永續環境規劃藍圖：陳述問題點、改善先後順序以及所有可能策略 

透過具有比例、方位標準之學校平面配置圖/測量圖上，陳述其四、邁向永

續環境問題面臨的困境與問題，同時思考其改善的優先順序以及可能可以從何

處尋求資源。 

 

 

 

 

 

 

 

 

 

參、 永續發展教育篇 

一、學校本位課程簡介 

（一）校園環境 

  本校位於南崁溪以及虎頭山中間，前有南崁溪四季提供不同的生態美

景，後有虎頭山提供豐富的戶外教育環境，座落在此的龜山國中，即使於如此

生態豐富的兩大天然景中間，然有許多環境教育實施上的困境： 

1. 南崁溪上游工廠汙染：學生於實施南崁溪踏查時常發現溪水顏

色有異，礙於無其他檢測工具無法找出汙染環境兇手，造成對

環境即使覺知亦不了了之。 

2. 學校於山邊，孩子對於水域環境生態較不熟悉，校內亦無生態

水池可供學生觀察以及學習。 

3. 學校每逢大雨時積水嚴重，排水問題待改善。 

（二）學生學習 

1.學生對環境覺知度低：3C世代對環境改變較無感，如何提升學生對環



境的敏感度，讓學生體會環境變遷對生活周遭的影響，實為困難的事。 

2.學生學習力低落：學區家庭多為低社經背景，孩子的文化刺激較少，

相對學習力較其他市區孩子低落，藉由多元課程提升學生學習力，亦為學校努

力之方向。 

（三）社區簡介 

學校附近社區皆與學校保持良好關係，校園亦常開放為居民運動場所，若

能結合水耕蔬菜，連結社區專家人士，必能與社區一同共學成長。 

 (四)綜合上述，學校教師運用巧思將這些問題融入課程中，於部定以及校

訂課程中讓學生發揮所學，改善環境。 

(1)部定課程：環境教育融入各領域課程： 

自然領域：生物課了解生態循環以及永續環境教育。 

社會領域：了解人與社會之關聯，人口增加對環境的影響。 

國文領域：經由對環境的覺知了解人與自然之關聯。 

(2)校定課程（能以架構圖以及說明呈現） 

 

 

 

 

 

 

 

 

 

 

 

 

校訂課程~綠水龜山（食農教育魚菜共生課程） 

(一) 食農教育：從產地至餐桌的連結，希望藉由蔬菜種植體會粒粒皆辛苦



的種植過程，也藉由有機農法的實地體驗了解人與環境之關聯，更藉由

蔬菜種植提升學習成就感。 

(二) 生態循環鏈結：魚菜共生為生態循環中「氮」循環的重要示範，若能

實體呈現魚菜共生的示範案例，相信更能提升學生學習力。 

(三) 能源循環再利用：運用水循環以及氮循環特性建造魚菜共生池，學生

可經由實作體驗並探究如何讓魚菜共生池維持生態平衡。 

(四) 校園微改造：待生態區於穩定，學生可探究下一步，如何在寒暑假中

亦可以維持共生池平衡，結合 STEM課程製作自動澆肥器或自動清魚

池器，並討論是否可將抽水機改造為太陽能板充電，讓能源循環利用。 

(五) 另外學生可於自然課程亦可探究自然農法，運用堆肥製作種植蔬菜所

需肥料。 

    校訂課程~南崁溪踏查課程 

(一) 藉由學校附近南崁溪踏查並定期檢測水質，若有異常時亦可探究

原因並視情況報告環保局。 

(二) 調查南崁溪生態系的空氣指標。 

       藉由空氣品質監測器監控南崁溪附近空氣品質，了解所在環境空氣

品質狀況，並討論如何提升空氣品質。 

SDGs 
SDGs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透過探索後與學校連結 

 
目標 2：消除飢餓 

 食農教育，延伸至糧食

浪費 

 環境教育 

藉由農業種植了解食物資源可

貴，落實食農教育 

 

目標 3：良好健康與福祉 

 校園內生活、學習品質

與健康 

 健康與體育教育 

校內環境空氣品質以及魚菜農園

水質檢測，讓學生探測周遭環境 

 

目標 5：性別平等 

 連結環境關懷 

性別平等教育 
 



SDGs 
SDGs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透過探索後與學校連結 

 

目標 6：潔淨水與衛生 

 水資源教育、 

對於水的全盤了解 

 環境教育 

農地水質檢測、南崁溪調查水質，

對水域環境多所了解。 

 

目標 12：負責任的 

生產與消費 

 零廢棄概念 

從產地到餐桌課程連結，甚至課

程後銷售方式皆結合課程。 

 
目標 14：水下生命 

 溪流、河川、海洋教育 

 海洋教育 

南崁溪踏查連結河川水資源教育

魚菜共生結合漁業課程，了解水

產養殖之不易 

 

  



肆、 計畫執行歷程：需提供照片及文字說明 

一、大事記 

時間 發現問題 
透過工作坊 

或討論聚焦 

提出解決問題的

策略 

融入課程 

或活動設

計 

109.05 校園空水泥

地，雨天排水

不良，可作空

間規劃 

討論水泥地可行

規劃 

1. 討論魚菜共生

系統結合生態

學習 

2. 建置於菜共生

系統，申請計

畫。 

魚菜融入

永續課程 

109.06 校園環境夏天

炎熱 

水泥地上種植植

物可降低環境溫

度 

建置溫室農園 規劃建置

溫室 

109.09 水泥地魚桶使

用塑膠桶易壞 

是否有其他材質

較塑膠桶方便 

直接建置水泥池 如何美化

水泥池 

109.10 植床、管線易

漏水 

漏水原因 找出漏水點並加

以補強 

如何補強

漏水 

(可自行增補…) 

二、增能活動(參訪、工作坊…)  

教師增能研習 

  研習時間：109.12.01  

  研習主題：魚菜共生系統於教學上的運用 

  活動照片： 



 

 
教師研習：教師研習：魚菜共生於教學上的運用 

 
教師研習：專業講師講解魚菜系統及融入課程  

 

三、教學活動(配合盤點…)  



 

照片說明：原本農地荒涼一片且夏季炎熱，經討論決定建置溫室農園 

 

 
 

照片說明：教師討論後決定建造實習農園，打造舒適環境 



 

照片說明：師生一同排定植床，認識溫室農園 

          找出漏水點，尋找問題並解決問題。 

 

照片說明：魚菜系統建置以及課程資料查詢 



 

照片說明：植床排定，清潔打掃，討論可種植水耕植物為何 

 
照片說明：建造前教師討論如何融入課程 



四、其他(課程討論、盤點討論…) 

 

伍、 代結語： 

 
照片說明：教師討論各池用途以及討論如何融入課程 

 
照片說明：觀察並紀錄水質，分析水質異常原因 



針對永續校園整體規劃構想書，學校邁向永續發展的願景與看法。 

一、持續朝永續邁進：改造校園環境第一步，對於廢棄土地的改造大變

身，成為課程的園地，學生的實習農園。 

二、魚菜共生朝永續經營管理，各項管理融入課程：魚菜共生為跨域課

程，運用種植以及收成的成就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藉由各項課程融

入，了解實習農地的運作，培養愛鄉土的情懷。 

三、藉由觀察水質、空氣品質，讓學生更了解所在環境：藉由溫室空氣品

質及水質檢測，不僅讓學生更了解所在的土地環境狀況，也可針對環

境問題加以探究，並藉由探究問題逐漸養成科學素養。 

四、藉由環境排水、品質改善，提升空氣品質，加深學生對土地的連結，

打造永續的校園。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