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瑞芳區吉慶國小113學年度「食農樂活巧營造」計畫成果報告 

壹、計畫名稱：感恩心、憫農情- 帶著孩子用食農改變未來 

貳、核定總經費：新台幣10萬元整 

參、實施期程：113年8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 

肆、聯絡人及電話：學輔主任周明珍24576405分機620 

伍、實施項目： 

一、 推動食農教育計畫/願景理念 

    四腳亭社區，包含吉慶里、吉安

里、上天、四腳亭隨著煤礦停採漸漸沒

落，但當地的文化聚落與遺址風情，仍保

有當年的精采，社區擁有得天獨厚的人文

及豐富的溪流和山林生態，這是我們最寶

貴的資產，為了培養孩子環境永續的觀念

與態度，透過食農教育課程與學生生活相

連結，透過「在地文化好傳承」「食農樂

活巧營造」「原生物種來保育」落實做中

學的課程學習理念產生深刻的經驗學習，

讓孩子們在自己居住的土地學習到對環境愛與感恩。吉慶為12班的非山非市學校， 位於瑞

芳區四腳亭，週遭就業環境以工業及勞動業為主，有近47%學生來自弱勢家庭，吉慶推動五

正四樂結合社會情緒教育，規劃多元的創意課程如「生活綠地圖製作」、「護溪尋魚育蓋

斑」、「熊麻雞找朋友」「孵化養殖黑水虻」、結合雙語課程將戶外教育融入英語課程，學童介

紹吉慶環境之美和生態

用英語介紹給外國朋

友，是最棒的外交天

使。辦理「特色校服設

計!」，讓孩子們在自己

居住的土地學習到對環

境的愛與感恩；結合多

樣實體情境，讓學生從

實際生活情境中學習以

永續發展為導向的戶外

教育。 

【上圖在自己居住的土

地學習到對環境愛在「養育生命，領受生命」為要旨的基礎上，走讀滴水山煤窯遺址、基隆

河探索，復育瀕臨絕種的原生溪魚生態環境，與社區合作一起帶動四腳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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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食農教育計畫- 組織與分工 
   食農教育政策的制訂關鍵步驟，需要仔細考慮人事和事務兩方面的因素，確保政策的有效

實施，積極落實食農教育各項工作，巧用組織發展理論，善用核心團隊，匯聚與整合各項資

源，親師生同心攜手、廣邀志工、社區、鄰近學校、地方場館、民間組織和企業等共同參與有

效推動食農教育，整合產官學，透過專業對話，激發集體智慧。 

 

 

 

 

  

在人事方面

•專業分工工作小組

•成員之間適當分工

•成員能發揮其專長

在事務方面

•評估進行棲地營造，
並與社區總體營造連結。

•評估社區的需求

•制定適切食農政策

基於評估結果

•明確目標和策略

•願景與校本課程

•政策一致性可持續性。

校長帶領團隊發揮專長 生態池畔的探索 綠活圖創作-環保與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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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食農教育計畫- 計畫內涵 

 （二）目標：共同強化健康與福祉 實踐生活中的健康力 

               培養健康生活型態  營造五正四樂友善場域 

 （四）．凝聚共識 制定年度食農政策： 

面向 執行方案 示例圖 

環保

自然

生態 

1.推廣友善環境概念，校園為基地進行棲 

  地營造，校園棲地復原及多層次營造。 

2.透過議題宣導、生態劇場、專題講座等 

 方式推廣生態保育知識、分享生態保育

經驗，了解環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等

因素對保育類動物、校園危險動物生態的

影響，鼓勵師生共同參與推動生物多樣性

保育及教育工作。 

3.長期與當地發展協會、早起會、台灣珍

古德協會、荒野協會資源共推戶外教育等

專業環教人士到校服務，激發學校師生對

於生態研究及保育之認識與興趣。 

4.成立環保自然生態社團，體驗與實做。 

 

 

 

 

可 

食 

地 

景 

1.建置學校食農教育場域以校園為基地進 

  行棲地營造，並與社區總體營造連結。 

2.食農教育融入校本課程，將食農教育融 

 入各領域教學中。 

3.正式課程戶外化，食農教育跨領域  

  結合滴水山、月眉山基隆河戶外教育 

4.成立食農教育進行食農體驗與實作 

5.透過網站及社群媒體， 分享食農教育 

  教學資源與亮點行銷。 

6.辦理食農教育議題教師增能研習 。 

7.因應氣候變遷運用科技農作。 

8.建置學校農園智慧科技設施。 

  

 

 

大坑埔山生態探索 相思樹與煤礦文史

生態池畔行動劇 野薑花妙用多

濕地生態植栽活動 濕地生態植栽活動

感謝食物來源 廚餘與黑水虻

可食地景觀察紀錄

食農體驗與實作 食農體驗與實作

濕地生態行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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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

文化

與食

安 

1.辦理在地及多元飲食文化實施計畫 。 

在地飲食文化並以國際交流視野對外宣揚 

2.申請新北市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實 

  施計畫 」農業類課程。 

4.申請「食農綠金進行式」計畫，讓學生  

 參訪友善環境農漁場域，進行農職探驗 

2.社區合作模式:辦理家庭教育結合家庭

教育中心社區家長成長團體，   

4.學校營養午餐辦理：食材「三章一 Q」  

 標章、與「吉慶健康蛋」相結合 (樂食) 

5.辦理新北市安心蔬菜計畫集合魚菜共生   

  暨植物工廠特色課程。 

6.推動「空盤運動─廚餘減量」實施計將 

  剩食廚餘回收再利用，推展循環農業， 

  消化午餐廚餘，學習黑水虻養殖技術。 

7.發展飲食文化與食安，邀請社區參與借 

  重其經驗及閱歷，提供作為社區學子學 

  習資源，跨校夥伴交流關係。  

 

 

 

 

 

 

 

 

 

 

 

 

 

 

 

 

辦理安心蔬菜計畫集合魚菜共生 暨植物工廠和吉慶健康蛋特色課程。

濕地生態互動遊戲 龍葵植物探索

廚餘利用黑水虻養殖

邀請社區里長參與
借重其經驗及閱歷 飲食文化專家指導

廚餘利用黑水虻養殖

食農綠金進行式 食農綠金進行式



6 
 

 

二、成果及效益/學校透過各種行動建立永續校 

 

 

 

1. 親師生探索原生溪魚生態環境:「復育基隆河原生魚類」，建置「原生蓋斑鬥魚」復育區，每年可復  

育約 500多隻原生蓋斑鬥魚供新北市各校教學使用。 

2.打造「生態九區」:在真實情境中學習食農循環和打造「生態九區」包含吉慶健康蛋教學區、植物工 

  廠、擬溪流生態池 蓋班生態溝、溪魚教室、有機校園、黑水虻繁殖區、魚菜共生區。 

3.堆廣有機校園廚餘再利用設施-「高速醱酵黑水虻系統建置」計畫及「有機校園堆肥設施補助計畫」 

4.假日小農夫成果展攤:連續 7 年生態原勇士帶著黑水虻、友善養殖雞蛋、自製到手香香皂、到手香 

 香膏、自製吉慶鹹雞蛋，透過展攤孩子們跟大家介紹有機食物與友善土地的重要。  

5.引入外界人力資源:台灣珍古德協會合作 8年、荒野協會合作 4年、四腳亭清泉谷農場合作 7年 

6.把教室搬到示範農場、自然公園、教育場館:例如「瑞芳早起會」、「基隆河」、「貢寮雞母嶺」、「關渡自  

  然公園」、「基隆海洋公園」及「四腳亭火車站「吉安宮」」「滴水山媒窯探索」」，讓生命經驗跟教室結合。 

真實情境中學習食農循環和打造「生態九區」

從產地到餐桌 精心規劃食農循環農場

小農夫成果展攤介紹有機食物與友善土地的重要

小農夫成果展攤介紹有機食物與友善土地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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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及效益/透過各種行動建立永續校/校園環境生態及生植綠化面積 

班級數 12 學生數 243 人 

學校面積 150000 ㎡ 綠覆率 48% 

學校環境類型 □ 城市 ■ 鄉村 □ 山區 □ 海濱 

學校水源 ■ 自來水 ■ 山泉水 ■ 雨水回收 □ 中水淨化 

學校能源 ■ 臺電 □ 太陽能 □ 風力 □ 其他 

位 

置 

地 

圖 

【滴水山前引滴水 月眉山間賞月眉在地珍貴資源與文史生態文化學習環境恩】 

 

山系 滴水山系、月眉山系、四腳亭埔山 水系 基隆河段：上中游 

校 

內 

外 

自 

然 

環 

境 

■瑞芳粗坑口登山步道 金字碑-淡蘭古道、草嶺古道登山步道 

■基隆河濱公園步道  ■四腳亭社區步道 

■吉慶國小十大校園生態區 ■黑水虻養殖區 

■原生溪魚養殖區 ■吉慶安樂窩〈鵪鶉 雞隻養殖區〉 

■教室養蜂實驗區 ■基隆河暖暖段壺穴步道 

■吉安里社區屋頂花園  ■四腳亭早起會山區生態環境步道 

■植物探索：紅楠、相羊蹄甲、蒲葵、櫻花、百香果、榕樹、阿柏勒、蓮花、桂花、 

           羅漢松、扶桑花、楓香、印度橡村、扶木、一枝香、玫瑰、野薑花、 

■動物探索：蓋斑鬥魚、馬口魚等原生溪魚斑、龜、貢德氏赤蛙、腹斑蛙等喜鵲、紫嘯

鶇、領角鴞、大卷尾、珠頸斑鳩、白頭翁、綠繡眼、五色鳥、八哥、麻雀、白腹鶇、紅嘴

黑鵯、水鶺鴒、 

人文 

環境 

■古建築物-四腳亭砲台、顏家古厝、 四腳亭吊橋遺址 

■特殊建物-粗坑口煤窯遺址〈十九座〉、福安宮〈煤窯遺址入口〉、「查某坑」礦場遺址、

吉安宮、 長興宮〈光緒年間立廟〉、四腳亭露德聖母朝聖地 四腳亭火車站百年歷史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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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芳區吉慶國小濕地生態與景觀綠美化規劃特色  

 吉慶與台灣珍古德教育協會合作推動「根與芽綠拇指計畫」，在溫暖的冬陽 ，徐徐的和風下，每個

孩子種下了自己的幼苗，每一顆幼苗，都是台灣的原生植物，如山黃梔、穗花棋盤腳 風箱樹 油點

草 蔓榕等等26種台灣原生植物，都是由專家老師建議在我們瑞芳區多雨的地方來種植，呂文賓老師

和專員到吉慶國小帶領師生一起栽種台灣原生植物並教學。帶來最佳的台灣生態逐一講解說明，師

生受益良多，讓校園生態更加多樣化。校長說，感恩珍古德協會，讓學生了解到台灣自然環境的可

貴，認識最適合在台灣土地栽種及生長的原生植物感恩師長的協助與指導，感恩謝里長伯和

美秀志工隊長，大家一起來行動，今天孩子們學習到除了種植幼苗的技能以外，最重

要的是原來愛護環境就可以從「從一棵樹開始友善環境」，「種一顆永續」 

 

種植幼苗的技能以外，愛護環境就可以從「從一棵樹開始友善環境」，「種一顆永續」

龍葵植物探索

與珍古德協會合作「根與芽綠拇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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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慶與台灣珍古德教育協會合作推動「根與芽綠拇指計畫」

龍葵植物探索

感恩珍古德協會，讓學生了解到台灣自然
環境的可貴

濕地生態與景觀綠美化規劃特色
互動遊戲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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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及效益/學校透過各種行動建立永續校 

 

 

 

經營食農教育，教育孩子感謝食物的來源，結合生態農園、廚餘、黑水虻、養雞場形成一個資
源循環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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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推動成果/循環農業推動有成/素養導向課程教學是關鍵力:  

    在十二年國教「成就每一個孩子」願景架構下，學校教育目標健康促進學校-旨在培養每一位學

生具備素養，並使之成為一個全人發展的個體，結合學生生活經驗與情境的整合性學習，重視「健康

生活情境」探究及學生「親身參與」的學習歷程，引領發展與精進適合其年齡應有的健康認知、情意

、技能與行為，並從「課室內」延伸到「校園中」更擴大到「真實生活」全方位維持，以建立健康生

活型態，進而實踐全人健康教育理念，教導學生對健康促進的認知、採  取正向的健康行為，進而提

升個人健康技能和生活品質；強化推動健康的生活技能教學，讓孩子們對不同生活情境，能採取及時

而適切的處置，逐步養成健康生活的能力。榮獲健康促進學校 「國際認證金質獎」得到國際健促專

家的肯定、榮獲 111年度全國健康體位特優學校、112 年健康促進學校特色獎勵計畫榮獲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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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上康介在《用五感學習》中提到的：「園藝與農耕能誘發人類天生的創造力湧現『希望

能結出更大的果實』吉慶結合食農教育以 Long Health健康為主軸應用行為改變階段理論建立新生

活模式，具備食在健康食安議題思辨素養，推展食育終身學習活動 ，並落實於生活成為負責任的消

費者。健康體位適中率連續 10 年符合全國指標將食農教育核心價值融入多元課程，從廚餘變黃金，

深化實踐低碳安心均衡飲食，讓親師生了解健康食材，有效提升食農教育學生學習興趣 ，守護環境

有效減緩暖化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最在地的食農課程 認識土地探索自己:新北市學校食農教育推

展成效結果出爐，吉慶國小榮獲特優佳績，吉慶國小推動教育

並不只是開心農園，而是結合社會脈動、接軌國際趨勢、順應

氣候變遷，以「科技管理」、「循環經濟」及「植物工廠」為

推動食農教

育的三大主

軸。吉慶國

小原以「復育

基隆河原生魚類」、「火山農園」及「魚菜共

生」為校本課程主軸，近年來在推動食農教育可

食地景方面更是履創新意。為解決學校廚餘無法回收的問題，把廚餘拿來餵黑水虻，再以黑水虻餵

食溪魚、蛋雞或鵪鶉，不但可以收蛋加菜，養殖後的蟲糞及殘料又拿來當農場肥料，建立了一套有

機物循環利用系統，更新增了許多可供師生散心解憂的場域。據參與養蟲、養雞課程的學生表示，

學生們會把養蟲溫室變成課後散心的地方，把雞媽媽們當成快樂時分享、煩悶時訴苦的對象。尤其

是每天在撿拾雞蛋時，掌心握著留有餘溫的土雞蛋，常常會不自覺浮現出滿滿的感恩與知足【右圖

謝謝您雞媽媽戲劇表演 分享內心話】 

  推動食農教育的好處，午餐可以加菜是最基本的物質收益，而養蟲、養魚和養雞，更是提供給學

童們更多情義、知識及技能上的學習與體驗。推展循環農業，為了消化午餐廚餘，校長與老師及家

長遠赴苗栗學習黑水虻養殖技術，聘請

農委會農試所學者及民間專家到校授

課，學校從宣導循環農業的環保再生義

意、低廢棄高回收的環保理念，到實際

上養蟲技術、氣候干擾與周遭環境污染

問題的克服，從環保科技、社會期許及

經濟發展角度多方嚐試，才有可能發展

出可行可久推展模式 

榮
獲
國
家
國
境
教
育
獎

榮
獲
台
美
生
態
銀
牌
認
證

低
碳
校
銀
鵝
級
標
章
認
證

全
國
生
命
教
育
特
色
學
校

鳥類小偵探六年級攜手一年
級學弟妹 校慶倡導掌聲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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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推動成果/課程與教學規劃 

 主軸一：食農樂活巧營造 

年級單元 學習表現 學習內涵 學習任務 圖例 

3-1-1 

熊麻雞 

的故事 

生 6-I-5 

國 1-Ⅰ-3 

1.聆聽熊麻雞的故事。 

2.到雞舍觀察雞。 

3.知道學校養雞目的。 

熊麻雞 

畫作 

 

3-1-2 

好吃的 

桑葚果 

生 2-I-1 

國 2-Ⅰ-3 

1.觀察桑葚果特徵。 

2.說出桑葚果的用途。 

3.創作校園的桑葚畫。 

桑葚樹 

畫作 

 

3-2-1 

野薑花 

妙用多 

生 3-I-2 

國 2-Ⅰ-3 

1.聞一聞野薑花花香。 

2.野薑花一身是寶-。 

3.花瓣曬乾泡花茶。 

野薑花粽 

製作 

 

3-3-1 

食農循環 

蛋料理 

自 ai-Ⅱ-3 

綜 3d-II-1 

1.知道學校雞蛋來源。 

2.了解學校循環農業 

3. 保存食物的秘密 

鹹蛋製作。  

3-3-2 

垂直農場 

真神奇 

自 ai-Ⅱ-3 

綜 3d-II-1 

1.了解垂直農場用途。 

2.摘種大陸妹幼苗。 

3.製作大陸妹沙拉。 

製作大陸妹 

沙拉 

 

3-4-1 

校園香草植物大

搜查 

自 pc-Ⅱ-2 

藝 2-Ⅱ-2  

1.認識常見香草植物。 

2.觀察校園香草植物。 

3.小組製作海報介紹。 

香草植物 

栽種實作 

 

3-4-2 

吉草 

茶趣多 

自 pc-Ⅱ-2 

藝 3-Ⅱ-5 

1.收集 3種香草植物。 

2.認識茶道之美。 

3.設計「吉草茶」LOGO 

設計吉草茶包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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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到手香皂 

動手做 

自 pc-Ⅲ-2 

藝 2-Ⅲ-2 

1.認識到手香。 

2.製作到手香皂/膏。 

3.思考發表如何推廣。 

製作 

到手香皂 

 

3-5-2 

蜜源植物 

引蜂蝶 

自 pc-Ⅲ-2 

綜 3d-III-1 

1.認識及種植學校蜜

源、粉源植物。 

2.製作養蜂採蜜影片。 

養蜂 

觀察影片 

 

3-6-1 

魚菜共生 DIY 

自 pc-Ⅲ-2 

綜 3d-III-1 

1.認識魚菜共生原理。 

2.DIY建置魚菜共生系

統。 

建置魚菜共生

系統 

 

3-6-2 

我把雞媽媽 

養大了 

自 pc-Ⅲ-2 

國 6-Ⅲ-4 

1.認識雞媽媽。 

2.照雞媽媽製成繪本。 

自製 

雞媽媽繪本 

 

 主軸二：原生物種來保育 
課程代碼/ 學習表現 學習內涵 學習目標 學習任務  

2-1-1 

找魚趣 

生 6-I-5 

國 1-Ⅰ-1 

1.觀察溪魚教室。 

2.觀察與畫出原生溪

魚- 馬口魚。 

觀察馬口魚，守

護原生溪魚情懷

的目標，展現 C1 

馬口魚 

畫作 

 

2-1-2 

吉慶 

花仙子 

生 3-I-2 

國 4-Ⅰ-6 

1.認識校園常見的

花。 

2.收集 5種花分類。 

3.介紹自己喜愛的花 

透過介紹花仙子

活動，達成保護

原生物種目標，

展現 B3 

圖文介紹 

1-3種花 

 

2-2-1 

楓香 

老爺爺  

生 3-I-1 

國 2-Ⅰ-1 

1.觀察校園楓香特徵 

2.認識楓香的功能。 

3.拓印楓葉並配插圖 

深度認識老樹楓

香 

，達成愛護校樹

目標，展現 C1。 

楓香 

拓印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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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蟲蟲大軍 

黑水虻 

自 po-Ⅱ-1 

綜 3d-II-1 

1.認識黑水虻。 

2.觀察校園黑水虻。 

3.了解黑水虻的用途 

觀察並照顧黑水

虻，達成實踐循

環經濟目標，展

現 C1 

黑水虻用

途的心智

圖 

 

2-3-2 

吉慶 

鳥樂園 

自 po-Ⅱ-2 

藝 1-Ⅱ-6 

1.觀察校園常見鳥類 

2.外來種鳥入侵影響 

3.小組介紹 1種鳥。 

觀察校園常見的

鳥類，達成關懷

原生物種目標，

展現 C1 

校園鳥 

海報 

 

 

 

 

 

2-4-1 

溪魚教室

好熱鬧 

自 po-Ⅱ-

2 

綜 3d-II-1 

1.認識原生溪魚。 

2.了解原生溪魚威脅 

3.原生溪魚保護行動 

 

認識及解說原生

溪魚，達成關懷

原生物種目標，

展現 C1 

溪魚解說  

 

 

 

 

2-4-2 

神奇綠手

指 

自 ai-Ⅱ-3 

綜 3d-II-1 

1.認識校園原生植物 

2.分組認養原生植物 

3.解說校園原生植物 

小組製作植物

牌，關懷原生物

種目標，展現 C1 

植物解說

牌 

 

 

 

 

 

2-5-1 

生態池棲 

地調查 

自 pa-Ⅲ-2 

藝 1-Ⅲ-6 

1.生態池生物調查。 

2.棲地劣化原因。 

3.棲地復育的做法。 

透過校園棲地調

查及維護，達成

生物多樣目標，

展現 C1 

生態池棲

地地圖 

 

 

 

 

 

2-5-2 

復育蓋斑

一起來 

自 po-Ⅲ-1 

綜 3d-III-1 

1.認識蓋斑鬥魚。 

2.蓋斑鬥魚生存威脅 

3.復育蓋斑鬥魚行動 

透過復育本土蓋

斑鬥魚行動，達

成維護環境的目

標，展現 C1。 

復育蓋斑

鬥魚行動 

 

 

 

 

 

 

2-6-1 

河蚌 & 高

體鰟鮍 

自 po -Ⅲ-

2 

綜 3d-III-1 

1.河蚌&高體鰟鮍。 

2互利共生關係圖 

透過生態觀察，

了解生命互利合

作關係，展現 A2 

河蚌&高

體鰟鮍關

係解說圖 

 

 

 

 

 

2-6-2 

給金背鳩

一個家 

自 pe-Ⅲ-2 

綜 3d-III-1 

1.觀察金背斑鳩的生

活習性。 

2.製作金背斑鳩的家 

製作金背斑鳩的

家達成保護本土

物種目標，展現

A2。 

 

 

製作金背

斑鳩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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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推動成果/運用社會情緒學習愛與健康是給我們和孩子最棒的禮物 

    社會情緒環境營造正向心理健康需求，透過食農教育的經營，提升社會情緒能力，對學生成長 

和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靈活調整學校運作方式，營造有利於學生全人健康發展的社會環境。 

   透過食農教育友善氛圍中，讓孩子展現自我，增進人際互動並能因應環境

變化來進行調整，運用社會情緒學習，加強人際互動能力、師生建立良好人

際關係，如成立學生食農教育社團：吉慶開設原勇士（保護原生物種的勇

士）生態社團、可食地景社團免費社團辦理，每年成果發表，包含學生多元

展能、健康促進社區親子日、學校暨社區運動大會、家庭教育日結合可實地

景推廣等學校活動等 整體性的規劃與推動，結合學校願景以及各領域課程與

整全式的規人 才培力: 強化教職員社會與情意知能，辦理支持性團體、涵養

教職員心健康與幸福感跨系統連結：連結各系統資源如縣市政府、家庭教

育、非營利組織等資源，形成資源共享 

 

 

 

 

 

 

 

 

 

 

 

 

 

 

 

 

社會情緒食農課
程增進人際互動

1400

1200

320

1500

240120
150

3600

240
600 750 100 320

健康促進活動參加人次

假日藝術學校 85110幸福密碼 家庭教育-親子藝起來 多元展能暨社團成果發表

腳踏車遊四腳亭 獨木舟體驗活動 食農教育日 戶外教育體適能活動

根與芽課程 健康促進大繩跳比賽 敬師獻花活動 茶道課程

心理健康與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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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各種策略或設備設施，營造社會情緒環境、建構愉快的校園氛圍。 

  1. 落實正向心理推動，營造友善的校園環境：學校、家庭、社區、農場機構等共同作、同心協力 

     組成工作團隊，專家耆老提供專業建議，親師生攜手榮獲全國生命教育特優學校 

  2. 迎新創意學長姐來迎接：辦理「擂鼓迎賓、祥獅獻瑞，由學長姊迎領新生入學活動，校長和 

     會長致贈吉慶帽閱讀繪本、吉慶健康蛋、有機蔬菜等贈品；代表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尊重兒童表意權，社會情緒學習: 培養改變世界的行動者，學生自治市長帶領高年級學長姊辦 

     菜單票選活動、「童心童趣」上下課大翻轉、棲地保護倡導 愛護校園，兒童朝會主持人、設立 

     自治市長信箱 倡導友善校園 愛護家鄉的重要；「自主、歡樂、創意、永續」的幸福學習旅程 

  4.擴展設備或設施：打造「生態九區」:在真實情境中學習食農循環和打造「生態九區」包含吉慶 

    健康蛋教學區、植物工廠、擬溪流生態池 蓋班生態溝、溪魚教室、有機校園、黑水虻繁殖區、 

   魚菜共生區 

 

 

 

 

 

 

 

 

 

 

 

 

 

 

 

 

 

 

 

 

 

 

 

  

校長和 會長致贈閱讀繪本 吉慶健康蛋

尊重兒童表意權，社會情緒習棲
地保護票選全校師生動起來

小市長發表對棲地想法和建
議 帶領大家愛護動植物

「熊麻雞」來吉慶- 設計行動劇學同理心

因應氣候變遷健治植物工廠

在真實情境中學習食農循環

綠燈食物 健康飲食調製結合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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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推動成果/社學校成員積極參與所在社區食農教育相關活動:  

       如何將食農教育題與社區建立聯繫並建立夥伴關係，對於環境教育的成功至關重要。 

 具體行動 示例圖 

學校暨社區運動大會-地方的大事 

1.邀請社區人士校慶繞境和學生繞行四腳亭祝福 

2. 每年辦理食農成果分享  

   114 年規劃棲地保護大型行動劇舞蹈 

3.邀請家長、社區、校友見證孩子成長，5年 4000人次 

 
 

自營農場產出「吉慶健康雞蛋」健康友善來推廣。 

1.連續 10年參加新北市食農教育成果發表倡議健康 

2.辦理健促特色課程活動新加坡、香港、台北市、 

 宜蘭、屏東、苗栗、台中、新北市各校和機關等 

 國內外參訪走入社區 10年 100場 3000人次                                                                                                                                                                                                                    

  

教職員工社區家長融入食農教育特色課程 

1.結合閱讀教育連續 15年辦理繪本導讀 75場 2300人次 

2.連續 16年透過辦理瑞芳區教職員工羽球賽暨宣導吉慶

可食地景吉慶健康蛋分享  分享吉慶食農教育成果 

  

二、現況分析/成果及效益/吉慶亮點特色: 改變家鄉 跨域攜手資源整合 

     申請教育部及新北市政府和企業各 

 

 

 

 

 

 

 

 

 

 

  

連續16年與市立大學寒
暑假營隊及史懷哲營隊

連續16年辦理教育部教
育優先區親職教育活動

連續16年辦理教育部教
育優先區發展學校特色

連續9年與台灣珍古德
協會合作海洋教育系列

連續7年榮獲食農典範
學校打造健康飲食環境

校慶活動發展協會理事
長投入協入健促活動

連續18年辦理夜光專
班弱勢家庭得到照顧

設計健康飲食活動採取正向的健康行為課程設計強調互動和參與

小市長發表棲地保護
想法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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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資源應用情形/ 資源整合與應用/ 學校環境教育工作組織 
   積極落實環境教育各項工作，巧用組織發展理論，組織並善用核心團隊，讓師傅及破風手

發揮前導，同時妙用活用前瞻創新思維，匯聚與整合各項資源，親師生同心攜手、廣邀志工、

社區、鄰近學校、地方場館、民間組織和企業等共同參與有效串聯推動環境教育之網營造溫馨

友善友善校園情境，整合產官學研，透過專業對話，激發集體智慧。 

 

〈一〉整合策略：社區協作，活化校園空間再利用結合社區資源融入特色交互作用。 

               另外吉慶榮獲食農教育許多績效，成果豐碩獲，榮獲相關經費補助，能夠添購  

               學校教學設備，相對的，因為經費和設備對於教學環境改善 有助於食農教育推廣  

〈二〉融入策略：親師生合作，打造飲食文化學習環境，跨領域學習，幫助孩子認識自己找到定位 

〈三〉獎勵策略：善用五感品味教出對人和環境的高關懷，教育循環農業的經濟生產模式每週一百 

                多顆健康有機放牧雞蛋是學生養午餐 課程和辦理活動及社區辦理活動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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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策略與作法/校內外資源整合與運用： 「策略聯盟」 創造亮點價值 

    以地方為本的學習 注重運用環境中的人事地物來整合建構學校成為一個高效能 高機動性˙ 有

效發展校本特色課程 整合產官學研等各種資源 善用教師實踐社群 透過專業對話 激發集體智慧 

體工作坊，規劃一系列教學演示暨觀課、議課 在地發課程發展 結合學生生活周遭能除籍的經驗 並

積極引進社教學資源邀請活用特色課程食農教育、社區資源與學者專家，透過空間活化與課程統

整，搭建校本課程的夥伴結盟關係，讓學校內部與外部人力資源，堅實吉慶團隊。 

 

 

外部成員及社會資源 

 

 

 

 

 

 

 

 

內部成員 

姓名 職稱 專長 姓名 職稱 專長 

古蔓萍 退休教師 陶笛/ 打擊樂 王淑芬 校長 生態暨課程專長 

連德民 退休教師 陶笛/ 打擊樂 時德平 主任 食農專長 

林晉維 清泉谷農場 食農科技 莊瑞美 教務主任 課程設計 

蘇百儀 退休教師 程式設計 周明珍 學務主任 戲劇活動設計 

游璩駿 家長會長 物聯網專家 林儀虹 教師 課程設計 

簡明法 技術人員 食農專家 吳淑惠 教師 課程設計 

黃金德 社區志工 食農營造 楊玉梅 教師 生態達人 

陳建志 教授 生態學者 鄭郁亭 教師 課程設計 

李義雄 社區志工 生態社區專家 蕭韻婷 教師 食農專長 

許世明 綠建築執行長 環保建築科技 李訓程 教師 音樂專長 

張智傑 百大青農 有機達人 蕭見哲 訓育組長 山林設計 

林育鋒 循創科技負責人 廚餘再利用 林郁宸 英語教師 戶外遊戲 

林瑞明 里長 社區文史耆老 朱芳葶 午餐秘書 課程設計 

謝永昌 里長 社區環境營造 潘佳涵 幼兒園主任 課程設計 

柯美雪 童軍講師 戶外遊戲 黃漢民 教師 美術創作 

吳卓彰 教練 桌球 田圻靖 教師 直笛教學 

邱愛倫 歌仔戲工作者 歌仔戲 藍毓雯 教師 舞蹈/直笛 

陳怡君 歌仔戲工作者 歌仔戲 許文財 教師 音樂專長 

林盈村 養蜂專家 蜜蜂養殖 林懿萱 教師 打擊樂 

林信仁 黑水虻專家 黑生虻繁殖 張念慈 教師      遊戲設計 

吳海獅 歡靖教育輔導原 生態專家 周海成 教師 電腦遊戲設計 

適性揚才成就每個孩子自發互動 共好

價值思辨 人學圖像 終極關懷 靈性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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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資源應用情形/ 學校與社區互為夥伴/改變家鄉 跨域攜手資源整合 

    吉慶位於瑞芳區四腳亭社

區，四腳亭環山，校前基隆河

遼繞，有世界級的煤窑，透過

永續環境的理念在「養育生

命，領受生命」為要旨的基礎

上，透過教育促成孩子學習翻

轉的機會。社區的投入與資源

的整合在學校環境教育工作中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的參

與豐富了學校的資源和支援網

絡，使得環境計畫更為全面和

成功。【上圖推動小組與其他

組織社團合作關係圖】 

（一） 學校召開環境相關會議邀請社區重要人士參加: 

巧用組織發展理論，讓專家發揮前導，如專家學者、心理諮商專家、

志工、社區人士及公益團體如 NGO 和 NPO 感恩社區資源的挹，

食農最佳後盾共同參與推動教育 

（二） 實施正式或非正式程、食農活動、研習訓練，邀請社區共同參與，發揮影響力， 

       透過社區和公益團體共同參與，能夠更好地實現其健康促進目標並擴展學校健康促進視野。 

 

 

 

 

 

 

邀請生態專家素養教學
設計

家長會積極支持學健
康政策參與學校活動

邀請農委會梁博士食
農教育專業指導互動

社區理事長積極支持學
食農政策參與學校活動

連結志工和家長共同
辦理食農教育活動

連續15年扶輪社捐贈社
團經費 支持方案計畫

廟埕講古里長與社區理
事長健促有機飲食推廣

辦理食農成果發表區長
議員倡議健康的重要性

戶外教育增能走讀體驗
跨學科健康的學習環境

綜合領域融入可食地景
布偶劇說故事 -

社區耆老從事社區發
展，借重其經驗及閱

引入地方資源-區長支
持吉慶可食地景經營

專家帶領團隊走讀 社
區生態資-大坑埔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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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食農社群情形/三生三世-環環相 call 做環教 

  食農教育是一份深具人情味及生命關懷的連結、更是永續生活實踐術。 成立了「環環相扣」，「我

們要三生三世做環教」，可見其用心與熱情，透過彼此不斷的對話、分享、合作、探究的學習歷程 

社群名稱：三生三世-環環相 call做環教 

社群類型 111 學年度環境教育教師專業社群 成立「貢獻平臺」教師團隊 

社群召集人 姓名 周明珍主任 聯絡電話 24576405#620 手機 0989623608 

E-mail：a24585868@gmail.com 

辦理目的與 

現況說明 
社群名稱: 吉慶自教師專業社群「三生三世做環教」，  

運作模組: 定期報告在生態教育軟硬體環境的打造與努力外， 

     並請社群老師設計建構環教特色自編課程並將教學成果作 

     專題報告，接著再將伙伴教學成果於週二教師朝會作說明 

     與分享，週一兒童朝會，還會結合自治市在全校師生作一 

     次環教成果的宣導，擴大教學效果。 

精進課程發展：利用公開觀課和教學觀摩使教師於課程進行中得以深入課程

精髓，增加教師教學機會、提供課程修正空間，使教師得以持續修正。 

創客活動：安排創客的體驗與實作並安排學者專家、社區、民間、農場等相關資 

夥伴結盟：積極引進社教學資源邀請活用特色課程食農教育、社區資源與學者專家， 

          搭建校本課程的夥伴結盟關係，構築成堅實的吉慶團隊。 

【課程一】「拜訪雞媽媽的家」，知道食物的來源及珍惜食物。 

【課程二】「根與芽課程-濕地生態與景觀綠美化 」，親自種植 。 

【課程三】「鳥類小偵探」的角色扮演，知道愛護生態。 

【課程四】「黑水虻觀察」「廚餘變黃金」自己和團隊達成目標。 

【課程五】「特色校服設計」向社區、朋友、同學倡導社區環境教育及生態重要。 

【課程六】「送吉慶健康蛋到社區」從「課室內」延伸到擴大到「真實生活」。 

【課程七】「健康飲食均衡」結合吉慶可食地景特色課程經驗與情境整合性學習 

【課程八】「早起會登山趣」學生生活經驗與情境的整合性學習。 

【課程九】「校慶食農成果發表」向社區倡導自然保育的重要。 

【課程十】「導覽解說員」向社區倡導自然保育 可食地景在吉慶的具體作法。 

課程十一】「生活綠地圖製作」向社區倡導自然保育的重要。 

社 

群 

成 

員 

姓名 教學年資 任教科目 學科專長 

時德平 30 總務主任 環境暨食農專長 

鄭郁亭 30 夜光班教師 課程設計 

蕭見哲 26 科任-自然領域 山林設計 

周明珍 29 科任-綜合領域 課程設計 健康促進專長 

楊玉梅 26 五年級導師 生態達人 

劉淑賢 28 一年級導師 課程設計 

吳淑惠 21 六年級導師 環保達人 創意家 

張念慈 7 科任-自然領域 課程設計  自行車 

郭懿萱 8 科任-英語領域 戶外教育 創意活動 

社
群
大
坑
埔
山
走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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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食農社群情形－全校性或年段教學活動，倡議食農教育特色課程的重要性 

生活 

技能 

教學 

原則 

       實施素養導向健康教學，透過開放、傾聽、參與、合作等途徑，學生可依照他們對健康

生活和環境知覺，發展出對環境思考、承諾、改變及行動。 

景， 1.營造自動改變的歷程:引發學生參與，建立價值觀。 

 2.設計與生活經驗相連結:教學活動呼應學生生活情境，強調問題解決。 

 3.塑造學習者自身成功的經驗:經由示範演練修正等學習歷程。 

概念 

分析 

【活動一】能透過「拜訪雞媽媽的家」，知道食物的來源及珍惜食物。 

【活動二】能透過「根與芽課程-濕地生態與景觀綠美化 」，親自種植 。 

【活動三】能透過「鳥類小偵探」的探索和角色扮演，知道愛護生態的重要。 

【活動四】能透過「黑水虻觀察」「廚餘變黃金」自己和團隊達成目標。 

【活動五】.能透過「特色校服設計」向社區、朋友、同學倡導社區環境教育及生態重要。 

【活動六】.能透過「送吉慶健康蛋到社區」從「課室內」延伸到擴大到「真實生活」。 

【活動七】.能透過「健康飲食均衡」結合吉慶可食地景特色課程經驗與情境整合性學習 

【活動八】.能透過「早起會登山趣」學生生活經驗與情境的整合性學習。 

【活動九】.能透過「校慶食農成果發表」向社區倡導自然保育的重要。 

【活動十】.能透過「導覽解說員」向社區倡導自然保育 可食地景在吉慶的具體作法。 

【活動十一】.能透過「生活綠地圖製作」向社區倡導自然保育的重要。 

（一）素養導向課程教學－拜訪雞媽媽的家知道食物的來源及珍惜食物。 

 

感謝雞媽媽學會如何對待 從小開始養育喔 長大了 觀察雞媽媽的出入情形

生活情境脈絡的覺察 概念的認識 食物的來源 生活技能步驟情境演練

從廚餘到雞蛋 經驗與情境整合性學習 概念的認識 生活情境脈絡的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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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素養導向課程教學－「根與芽-濕地生態與景觀綠美化  」 
     在地發課程發展，必須結合學生生活周遭能除籍的經驗，並積極引進社教學資源，觸角結合

社會發展協會、實驗農場等對環境資源及文史資源在地生態歷史進行整合。從點而現而面，學校-

社區-家鄉，共享學校本位研發課程，整合環境課程之人力物力，發揮關鍵資源的槓桿效應。培育

孩子創造永續的未來計畫介紹 根與芽是珍古德博士 1991 年推動的全球性環境教育計畫。根與芽 

4 個步驟:建立關係(Connect)、探索學習(Learn)、勇敢行動(Act)及表達分享(Celebrate),用多元

與創意關懷環境、關懷動物以及關懷社區。 

 

 

 

 

 

 

 

 

  

導入環保議題 生活情境察覺 周婆婆說故事-生活情境脈絡
幼苗植栽 生活技能步驟

環保議題 生活情境察覺 生活周遭環境觀察
實踐與應用 種下幼苗

真實生活實踐與應用
如何在生活實踐與應用 真實生活實踐與應用

經驗與情境整合性學習 透過綠地圖與校園建立關係 探索學習用多元
與創意關懷環境、關懷動物以及關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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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年級「鳥類小偵探」的探索和角色扮演，知道愛護生態的重要」自己和團隊達成目標 

 

 

 

  

（五）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能透過「棲地創作海報」向社區、朋友、同學倡導口腔保健重要 

 

 

 

  

完整學習-透過創作引導思考 透過行動創作引導思考 情境脈絡 生活經驗連結

情境脈絡 生活經驗連結 校園行動 口腔保健大使 情境演練 生活技能步驟

完整學習-透過創作引導思考

情境脈絡 生活經驗連結

完整學習-透過創作引導思考

完整學習-透過創作引導思考

情境脈絡 生活經驗連結 情境脈絡 生活經驗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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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年級－能透過「送愛到社區」從「課室內」延伸到擴大到「真實生活」。 

 

 

 

  

（七）低年級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健康飲食均衡」向社區、朋友、同學倡導視力保健的重要 

 

  

區長說吉慶健康蛋最香了 吉安宮倡導吉慶的環境教育 里長感謝吉慶分享友善的環境

創作海報 社區阿姨親自展示 與長輩互動充滿溫馨

主任化身周婆婆與孩子們送健康飲食到社區

校走入社區照顧長輩

設計健康飲食活動採取正向的健康行為

產地到餐桌 結合健康課程 健康飲食

在校慶時60個孩子倡議吉慶的環保議題成果

尊重兒童表意權，社會情緒學習

課程設計強調互動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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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生活綠地圖創作」導入棲地保護的議題  真實生活實踐與應用 

是什麼課  

讓每個孩子仔細觀察校園  

是什麼課  

讓每個孩子如此專心 期待下一次上課的來臨 

看到孩子們關注煤礦圖看到孩子們好奇溪魚教室 

看到孩子們走遍吉慶校園卻充滿好奇的眼神 

尋找校園 紀錄校園….. 

感恩文明遊於藝公益文化信託基金協同荒野協會共同策劃綠活圖，引導學生踏查校園 ，走入社

區 ，應用國際通用的綠活圖圖示創作屬於吉慶的綠生活地圖，老師們用分組和創意活動來帶領 ，

並結合科技智慧讓孩子們善用 iPad透過不同的視角觀察和紀錄。感恩王執行長、過山蝦丶春風丶

海闊丶如風丶豆梨丶海風老師引領孩子們進入新奇有趣友善的綠化圖 ，有 4次系列課程 ，帶孩子

們到社區踏查 感謝四年級老師文財 彥禎老師參與協同指導 。 

 

  

     「生活綠地圖創作」導入棲地保護的議題  真實生活實踐與應用 

 

 

 

 

  

 

探索校園棲地保護 環境保護從觀察記錄歷程 社區地圖探索

應用國際通用綠活圖創作屬於吉的綠生活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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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展特色－倡議食農教育特色課程的重要性 

        【與社區合作走出教室 教學有更多的可能 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 增加學習自信】 

   透過一條母親河：基隆河域的前世今生、二山環抱：滴水山前引滴水 月眉山間賞月眉、三里共

遊：吉安、吉慶、上天 、四大願景：多元、創意、尊重、自信、五大主題：健康促進、山

林、生態、食農、文史、六項融入 SDGs 七大類型社團、八大健促議題、九大校園環教場域，

帶動十項好品格，辦理可食地景在地及多元飲食文化實施計畫 並以國際交流視野對

外宣揚。如 113學年度有日本、新加坡、香港、及機關單位團隊和新北市各校等

約 600 人次 

1.質的效益： 

(1)進入社區推動整體環境教育：帶動社區環境教育意識，保育愛地球的觀念與態度。 

(2)原勇士和幼童軍課程及生態探索社 共護生態環境：學生擔任生態小志工包含 

2.量的效益：辦理環教推廣活動，計親師生 1000人次參與並提昇學生對鄉土文化與區

總體營造理念的識，從認識環境教育到珍惜鄉土資源，進而啟發熱愛保

護環境的情操。 

 

珍古德實驗機構鳥類小偵探校際交流 生態小志工擔任解說員

吉慶健康蛋健康飲食推廣 概念的認識 生活情境脈絡的覺察

小朋友化身為鳥類小偵探
概念的認識廚餘、黑水虻、養雞場形
成一個資源循環主軸



29 
 

 

（一）環境保護與生態-校慶 60 個小朋友社區倡議環境保護。 

    

 

 

 

 

 

 

 

 

 

 

 

小朋友化身為鳥類小偵探

用回收紙類 一片組成羽毛 孩子很珍惜 家長掌聲歡呼

小朋友化身為鳥類小偵探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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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保護跨領域英語課程

低年級與高年級攜手 守護棲地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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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慶亮點特色: 結合食農教育  跨域攜手資源整合  

      素養導向健康教學實施之完整學習、情境脈絡、學習歷程和實踐力行，吉慶建置真實現場與

生活經驗相連結，主動參與式教學策略，如示範與演練、角色扮演、情境模擬、體驗學習等。 

        增進學校正向思維環境，廣增健康及運動社團，面對師親生不同年齡層的對象，提供 

健康知識的學習並使其能從群體生活中培養自信，教導如何與人相處及團隊合作等， 視需要 

調整學校作息，形成支持性社會網絡，營造全人健康的環境 。 

 

1.連結家長共同辦理健康促進活動：提倡社區健康生活，培育自主健康管理，結合多元文化，辦理

家庭教育日，活動設計主題多樣化。如與社區結合辦理「食農教育日」，打造健康飲食環境，辦理

「從一顆蛋看到永續發展(SDGs)」活動，教育家長循環農業的經濟生產模式。「從搖籃到搖籃」，

從土地到餐桌的飲食革命(正向意義、樂食)。 

2.學校針對社區健康議題提供健康服務：推廣健康信念，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學校與社區可建立

健康資源連結網(Line群組)，互相提供健康資訊。學校活動如親師懇談日、家長會活動、家庭教育

日、校慶活動、社區共餐日、健康中心定點服務等，都可配合活動設置健康服務站，進行測量體脂

肪，血壓、血糖及健康飲食諮詢等。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SDGs永續發展創客體驗活動

飲食.SDGs與學科的結合

在餐桌上落實SDGs

熊麻雞與吉慶農場的故事

珍古德根與芽系列活動

植物工廠暨魚菜共生採收趣

吉慶健康蛋-廚餘養蟲蟲餵魚

112學年度~113學年度健康促進特色課程系列活動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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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正四樂的健康促進課程：教育部國教署 110 學年度起將「正向心理健康促進」納入健康促進

學校主推的議題之一，以「幸福校園，快樂共學」為核心目標，提出「5正（正向情緒、正向參與、正向

關係、正向意義、正向成就）4樂（樂動、樂活、樂食、樂眠）」的推動策略，提供學生情緒支持相關資

源連結，也希望教師能用熱情與正向的情緒感染學生，讓學生們能在校園中快樂學習。 

       學校關於食農教育的課程，無非是透過正確的知識培養及薰陶，教導學生食農教育的認知、

採取正向的行為與環境保護觀念，；強化校園場地空間的利用 推動健康的飲食文化與食安和生活技

能教學，讓孩子們對不同生活情境，能採取及時而適切的處置。 

1. 以健康促進為主軸的特色課程：學校特色課程以健康促進為主軸，將健康生活中的食、住、學

習、育樂相結合，形成四大主題課程：食農教育(吃的健康)、環境教育(住的健康)、社團活動(健康

的技能)、特色遊學(玩的健康)，並以此建立學校特色課程遊學模組，接待海內外無數機關團體，深

獲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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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慶亮點特色: 結合夜光班推展食農教育 

   1. 夜光天使專班: 辦理夜光天使專班，課後免費   

     才藝班，讓弱勢家庭及有特殊需求學生都能得到照顧。弱勢 

     家庭孩子處於社會邊緣，夜光天使班（17:30-19:00） 

     使其生活正常化,無法照料孩子的生活及三餐,有夜光天使點燈計 

     畫,孩子不但免於挨餓,而且功課能夠如期完成，更重要的，學校 

     結合社區，開辦夜光樂隊及烘焙課程、食農藝術創作、及免費多元才 

     藝等多元能力。感恩老師為了孩子的用吉慶健康蛋烘焙系列課程，一週五天健康豐盛的晚餐（上 

     圖示）: 就像一個大家庭，家長也更能專心工作，家長感恩學校:得到適當關懷,使作 

     息恢復正常,因此偏差行為與生活常規獲得改善。 

 

  4.特殊教育學生食農友善環境（右圖示）: 普特融 

   合教育理念，師生自行設計之普特融合食農活動， 

     自治市班級合作辦理，活動設計：規劃各類特殊 

     教育學生及一般學生皆可以體驗及參與之食農活  

     動，並確保特殊教育學生優先參加之機會 

  4. 愛和自信是給孩子們最好的禮物:兼輔老師   

      結合正向心理，深化生命教育輔導學生!讓孩子 

      正向參與．讓生命經驗與課程接軌 創造正向情 

      緒快樂學習。 

 

 

 

 

 

 

 

 

 

 

 

 

 

 

 

兼輔老師深化生命結合正向心理教育輔導孩子 讓孩子「親手做的成就感」，透過社會情緒轉化
學生的疏離感，提升心理韌性與幸福感和正向成就， 愛和自信是給孩子們最好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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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吉慶亮點特色: 結合夜光班推展食農教運用社會情緒學習透過食農教育的經營，提升  

      和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靈活調整學校運作方式，營造有利於學生全人健康發展的社會環境。 

 

  

鳥類小偵探六年級攜手一年級學弟妹 校慶倡導掌聲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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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吉慶亮點特色: 結合特教班推展食農教運用社會情緒學習透過食農教育的經營，提升

社會情緒能力，對學生成長 和  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靈活調整學校運作方式，營造有利於學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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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展特色/課程與教學規劃  透過真實現場的建置和科技自動化監控管理，透過「戶外觀察

」與「體驗活動」真實現場的建置進行課程發展，了解循環永續農業型態開展學生對農業生產的新知 

 

魚菜共生豐收-透過真實現場的建置和科技自動化監控、管理，透過「戶外觀察」與「體驗
活動」的真實現場的建置進行課程發展，了解循環永續農業型態開展學生對農業生產的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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