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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臺美生態學校聯盟交流計畫出國報告摘要 

壹、 出國計畫名稱：103年度臺美生態學校聯盟交流計畫 

貳、 出國人員：  

序

號 
出國人員 單  位 職  稱 

1 尤泳智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簡任技正 

2 辜鈴雯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技士 

3 張文芬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管理師 

4 林勇成 臺南市虎山國民小學 校長 

5 徐榮崇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 教授 

6 許仁利 新北市建安國民小學 校長 

7 詹麗足 屏東縣勝利國民小學 校長 

8 葉永菁 新北市崇德國民小學 主任 

9 廖宏瑩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校長 

10 魏雪玲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校長 

參、 出國日期： 103年10月12日至19日 

肆、 出國行程與內容概要： 

日期 工作內容摘要 

103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日） 
啟程 

臺灣桃園機場至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 

103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一） 

參訪美國生態學校： 

Earths Magnet School 與 Aspen Elementary School 

1. Earths Magnet School 

   該校是以「環境科學研究」為專題的生態學校，於 2014

年 6 月獲頒綠旗，是美國加州第 2 所，全美國第 28 所綠旗

學校。參訪當天，該校校長 Mr.Jeff Rickert 特別邀請了一位

任職於美國國家公園的管理員(Ms.Ranger)來為我們說明該

校與 Santa Monica 國家公園的環境教育合作方案¬-- Seeds, 

Sprouts and Shrubs(種子，新芽與矮灌木)。此外，該校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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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摘要 

排參觀該校一間設備齊全的「生命科學實驗室」，且由 7

組學生分別介紹推展生態學校的各種戶外活動及經驗談。 

2. Aspen Elementary School 

   該校積極推行生態校園的各種活動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在「水資源保護」上所做的努力，由於加州氣候乾燥易旱，

因此如何保護水資源對當地而言更形重要，該校校長

Mr.Stacy Brush 表示，從校園內各項設施與布置上，可呈現

出水資源是學校課程的重要核心，其中包括了以「滴灌」

取代「澆灌」植物、建置大面積的透水鋪面、增加校園內

的綠地、種植耐旱植物、保護水源地、使用無毒化肥……

等等。 

103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二） 

參訪美國生態學校：Newbury Park High School 

該校副校長 Mr.Benntee Wutlee 說明該校在推展生態校園方面

有以下做法： 

1. 植物種植體驗區：學生們以植物的種植來親近自然，並

學習記錄、長時間觀察、實際記錄與合作、發表成果。 

2. 植物加回收物藝術創作（備料庫的概念）：學生們利用自

己收集的材料，高興的發揮想像力來進行創作。 

3. 生態學校廊道壁畫：記錄學校生態內容的壁畫。 

4. 了解能源的規劃說明。 

5. 應用到植物種植區的學生烹飪課程。 

6. 水資源及資源循環的教學課程。 

103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三） 

上午：資料蒐集與整理 

下午：從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搭飛機往舊金山機場 

103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四） 

參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穆爾紅木森林國家紀念地 

   （Muir Woods National Monument） 

    穆爾紅木國家森林紀念地是舊金山地區僅存的紅木區。

在一百年多前，高大的紅木林郁鬱蔥蔥，將舊金山地區整個

覆蓋住。為了保護古老的紅木森林不被破壞，威廉•肯特捐

贈了這片 295 畝土地給聯邦政府，宣布它作為一個國家紀念

碑。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希望以威廉•肯特名字來命名這片

紅木公園，但威廉•肯特拒絕，並要求以著名環保專家約翰•

穆爾之姓而命名。 

參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獵人角社區（ Hunter Corner 

Comminity） 

    舊金山獵人角社區是該市治安最差﹐環境最髒亂的地區﹐

它曾是海軍造船廠的基地，但是它的治安糟到連送 pizza 的人

白天都不敢進去。但佛教慈濟基金會舊金山支會派志工進駐

該社區，出錢出力熱心教導居民進行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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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摘要 

協助社區居民改善他們居住生活品質。另亦結合相關企業予

以財力支援，例如：商業回收公司，此公司一個月可回收 10

萬磅的紙張，透過觀摩、體驗與實作，讓社區孩子在環境教

育過程中了解資源回收的過程並身體力行，同時公司也會派

員到學校進行環保宣傳。 

103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五） 

參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舊金山金門公園（Golden Gate Park） 

    加州為沙漠地帶，所以經常有乾旱的情形發生，因此水

資源成為加州最為珍貴的資產，舊金山金門公園運用了自然

環境的特性，妥善規劃回收水的運用及園區的蓄水人工湖建

置，形成一個循環系統，用以維持園區的自然生態及資源的

有效利用。 

參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加州科學館（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位於美國舊金山金門公園內，是世界上最大型的自然歷

史博物館，於 2008 年建築改裝，成為美國最新穎的現代化博

物館。該館歷史起於 1853 年，是一個社會和科學研究的學習

場所，同時也有展覽廳，於 20 世紀轉型成博物館。加州科學

館的設計榮獲美國綠建築協會（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USGBC）推動的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Leadership in Energy &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之白金認證。 

103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六） 
返程：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至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103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日） 
返程：抵達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伍、 行程成果評估及心得建議 

（一）這次有機會參與臺美生態學校聯盟學校交流，受

益良多。行程主要分別在美國洛杉磯及舊金山二
地區之生態學校與相關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進行交

流與考察。包含了美國兩所綠旗學校(Earths Magnet 

School 和 Aspen Elementary School)以及一所銀旗學
校(Newbury Park High School)。以及舊金山地區的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如舊金山金門公園、穆爾紅

木森林國家紀念地以及獵人角社區。在參訪學校
期間，實際體驗到各學校辦理生態校園步驟的想

法與規劃方式，同時也參與了他們辦理學生戶外

與室內探索教育的各種課程方案。他們藉由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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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教育人員與學校老師進行協同教學，提供

更多元的素材給學生學習與探索，讓孩子親身體
驗環境教育，是深值學習的。參訪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時，學習到他們如何對生態環境的規劃與設

計。尤其是在參觀舊金山獵人角社區時，對於慈
濟功德會不畏危險與困難派志工進駐社區的努力

與貢獻深受感動。 

（二）「臺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實有其國際化與生態化
的重要價值，未來我們可以我國發展生態學校的

經驗及此次參訪學習的點滴為基礎，來協助臺灣

生態學校聯盟其他夥伴學校，並促成其他夥伴學
校與美國姊妹校締結關係並落實交流，讓所有夥

伴一起為環境教育努力，也一起與國際接軌，大

家共同為推動環境教育國際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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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本次赴美考察行程主要在洛杉磯及舊金山等 2 地之生態學校與相關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參訪地點包含了美國兩所綠旗學校(Earths Magnet School 和 Aspen 

Elementary School)以及一所銀旗學校(Newbury Park High School)。以及舊金山地區

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如金門公園、穆爾紅木森林國家紀念地以及獵人角社區。

參訪學校期間，實際體驗到各學校辦理生態學校步驟的想法與規劃方式，同時也

參與了他們辦理學生戶外與室內探索教育的各種課程方案。她們由專業的環境教

育人員與學校老師進行協同教學，提供更多元素材給學生學習與探索，讓孩子親

身體驗，是深值學習的。參訪環境教育場域時，學習到他們如何對教育環境的規

劃與設計。尤其是參觀獵人角社區時，深受其對於貧困社區的貢獻與努力所感動。 

  臺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實有其國際化與生態化的重要價值，未來我們可以

我國發展生態學校的經驗及此次參訪學習的點滴為基礎，來協助臺灣生態學校聯

盟其他夥伴學校，並促成其他夥伴學校與美國姊妹校締結關係並落實交流，讓所

有夥伴一起為環境教育努力，也一起與國際接軌，大家共同為推動環境教育國際

化而努力。 

關鍵詞：生態學校，美國，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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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交流背景與目的 

一、背 景 

 國際生態學校計畫係由英國環境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EE）所啟動，國際生態學校計畫執行與認證已遍及全世界 50 餘國，其

認證方式主要是執行共通的 7 大步驟，並由 FEE 授權頒發綠旗獎認證。然而國際

生態學校運作，首先各國須由國內的一個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取得 FEE 的授權，並

成為其會員，始得於國內執行生態學校計畫以及頒發國際認證綠旗獎，例如：FEE

授權「美國野生動物協會 (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 NWF) 」為美國生態學校計

畫的執行單位。由於臺灣尚未成為 FEE 的會員國，目前尚不能頒發國際生態學校

之綠旗獎認證。 

 我國在積極爭取加入 FEE 會員國並取得國際生態學校認證資格前，透過與美

國生態學校合作，參考其銅牌、銀牌及綠旗獎認證指標，進行在地化過程，發展出

適用於臺灣之各級生態學校認證指標，並與美國生態學校建立姐妹校，達到與國際

接軌之目標。 

     103 年 4 月美國環保署署長吉娜．麥卡馨(Gina McCarthy)訪臺時宣布「臺美環

境教育夥伴計畫」正式啟動，同時授予新北市建安國小及聖心女中「臺美生態學校

夥伴計畫」標誌旗，並啟動臺灣 11 所中小學加入「臺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成為

生態學校聯盟之成員並與美方建立姐妹校，這 11 所學校包括臺北市陽明山國小、

臺中市向上國中、臺中市土牛國小、臺中市文昌國小、臺南市虎山國小、臺南市果

毅國小、臺南市太康國小、宜蘭縣南屏國小、花蓮縣吳江國小、花蓮女中及金門縣

金湖國中。 

 為持續拓展臺灣生態學校之示範及推廣基地，臺美雙方生態學校著實有相互

參訪交流之必要。因此，美方於 104 年 7 月由 NWF 資深主席 Laura 帶領 7 位校長

來臺參訪。本署於 104 年 10 月遴選 6 位生態學校校長赴美參訪及考察美國生態學

校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二、目 的 

本次參訪交流，其主要目的有三： 

(一) 透過此次參訪活動，增進臺美雙方生態學校交流，並建立良好關係。 

(二) 透過此次參訪活動，可促進臺美雙方生態學校相互學習，並能建立夥伴關係共

同成長。 

(三) 藉由此次參訪活動，提升我國生態學校國際化能力與視野，實質達成國際接軌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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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人員 

 

序號 出國人員 單  位 職  稱 

1 尤泳智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簡任技正 

2 辜鈴雯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技士 

3 張文芬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管理師 

4 林勇成 臺南市虎山國民小學 校長 

5 徐榮崇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 教授 

6 許仁利 新北市建安國民小學 校長 

7 詹麗足 屏東縣勝利國民小學 校長 

8 葉永菁 新北市崇德國民小學 主任 

9 廖宏瑩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校長 

10 魏雪玲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校長 

貳、出國行程 

日期 時間 內容 

103年 10月

12 日 

（星期日） 

臺灣桃園機場至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 

103年 10月

13 日 

（星期一） 08:30-16:30 
參訪美國生態學校 

1.Earths Magnet School與 Aspen Elementary School 

2.Aspen Elementary School 

103年 10月

14 日 

（星期二） 

08:30-16:30 參訪美國生態學校 

Newbury Park High School 

103年 10月

15 日 

（星期三） 

09:00-17:00 資料收集與彙整、搭機前往舊金山 

103年 10月

16 日 

（星期四） 08:30-16:30 

參訪環境教育場所：穆爾紅木森林國家紀念地  

The Redwood National and State Parks 

參訪環境教育場所：獵人角社區 

Historic and Ecologic Tour Guide: Alice Griffith 

Opportunit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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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10月

17 日 

（星期五） 09:00-17:00 

參訪環境教育場所：舊金山金門公園 

(De Young Museu, San Francisco Botanical Garden at 

Strybing Arboretum，San Francisco Botanical Garden at 

Strybing Arboretum，Japanese Tea Garden) 

103年 10月

18 日 

（星期六） 

 

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至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103年 10月

19 日 

（星期日） 

返抵臺北 

叁、參訪內容 

  ［參訪美國生態學校（一）］ 

  一、參訪日期：103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二、參訪地點：Earths Magnet School(2626 Michael Drive, Newbury Park, CA) 

  三、參訪內容： 

  (一)學校基本資料： 

   「磁性學校」(Magnet  School) 是美國公立中小學選擇權的一種形態，就其

字義而言，係指以專題學科或辦學特色吸引學生就讀的學校。傳統的磁性學校

以強調其課程重視專題製作或強調特定專題內容的學科，吸引感興趣的學生就

讀，申請的學生主要居住在學校鄰近社區為主，申請即可入學，若申請入學人

數超過，則採抽籤方式決定。隨著許多磁性學校辦學表現良好，紛紛吸引學生

就讀，許多磁性學校開始採取不同方式進行學生篩選，包括優良表現、師長推

薦、學術門檻，或是入學測驗等。有些學區則完全放棄抽籤決定入學，全採學

術門檻設定，部分學校更進一步強調資賦優異。 

 這次我們所參訪的 EARTHs Magnet School 目前仍採取登記抽籤方式。該校

位於加州 Newbury Park，屬於 Conejo Valley School Board 學區所管轄的磁性學

校。校名 EARTHS 是指 The Environmental Academy of Research Technology and 

Earth Science 的縮寫，該校提供 K-5 年級課程，所有課程都是以科技與地球環

境科學為經緯，各學科間跨科協同，聚焦於地球、生命、物理科學三大主題。

是該地區相當具有名望的學校。 

 

(二)該校在生態學校(Eco-School)的成就: 

該校因為是以環境科學研究為專題的磁性學校，因此在生態學校認證部分等

於是駕輕就熟，因為該校設立的主旨，課程設計的內容，活動的安排，本質上

早就是符合 Eco-School USA 的精神。該校是加州第一所參加 NWF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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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life Federation 美國野生動物協會)所倡導的 Eco-School USA 認證的學校。 

     該校於 2014 年 6 月獲頒綠旗，是美國加州第 2 所，全美國第 28 所綠旗學校。

該校不僅是綠旗學校，而且還是傑出綠旗，該校將生態學校的主題如：能源、

健康飲食、健康生活(增進戶外活動與學習時間)、生物多樣性、原生種植物保

育等等，都是融入在課程當中，因此從教師到學生，學習到生活都與環境意識

與環境研究息息相關，獲得傑出綠旗是實至名歸。 

 

(三)特色 Eco-Geckos： 

該校在推行生態學校，除了有扎實的課程架構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學

生團隊，也就是 Geckos Team (壁虎小隊)。Geckos 是取自 Growing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Kids On-Site 等字的字頭縮寫而成，意即「在地養成

具環境意識的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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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 Geckos 團隊是由親師生以及社區人士組成，重點都在強調給孩子環境永續與

健康生活的認知、技能、情意各方面的增能。學校很實際地結合課程，一步一腳印打造

出 Earths Gecko Gardens，總共包含以下區塊：Butterfly Labyrinth (為昆蟲與植物觀察)、

Rainbow Peace Garden (強調種族平等與共融)、 California Native Plant Garden (包括海岸、山

脈、沙漠、山谷等加州四大地形區域的植物)、Pollinator Garden (經由昆蟲授粉，種植蔬

菜與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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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就由五年級學生團隊為我們解說他們的 Gecko Gardens. 每位學生的表現都是可圈可

點，也看得出是平時課程的積累成果。 

 

 (四)與鄰近 Santa Monica 國家公園合作： 

    參訪當天學校特別邀請了一位國家公園的管理員(Ranger)來為我們說明學

校與 Santa Monica 國家公園的環境教育合作方案-- Seeds, Sprouts and Shrubs(種

子，新芽與矮灌木)。SEEDS 是指 Students Experiencing the Environment by Doing 

Science（學生經由做科學來體驗環境），是為 K 到 1 年級學生的計畫，SPROUTS

是指 Students Practicing Research Outdoors, Us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學生使用

科技與科學來執行戶外研究），是為 2-3 年級學生的計畫，SHRUBS 是指 Students 

Helping Restore Unique BiomeS（學生協助復育環境生態），是為 4-5 年級學生的

課程計畫。國家公園距離學校只有 10 分鐘車程，因此學校教師與國家公園一起

為不同年級設計了國家公園校外教學，透過各科協同，從科學觀察到專題探究，

再進行環境特殊植物的復育，每次教學活動一定包含事前準備，行程中的學習

活動以及活動後之回饋反思，EARTHS 的學生在自然環境中進行服務學習、生

物棲息地覺察、了解各種生物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並完成個人研究專題，這一

方面的設計課程很值得臺灣的學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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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美國生態學校（二）］ 

一、參訪日期：103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二、參訪地點：Aspen Elementary School(1870 Oberlin Avenue Thousand Oaks, CA)  

三、參訪內容： 

  (一)學校基本資料： 

    Aspen小學位處加州Thousand 

Oaks，學區設施完善且寧靜，是

一所以「攜手共創未來(Hand in 

hand, creating great futures)」為願

景，以熱情及卓越為教育目標的

優質學校。該校老師、行政人員、

家長及社區夥伴充分合作，共同為創造一個優質完善的教育環境而努力，學校致力

讓學生學習知識與技能、涵養優質個性和態度，以及培養批判思考和終身熱愛學習

的能力，因此該所學校之學生在科學、技術及整體學習表現上均相當傑出。 

      這次我們所參訪的ASPEN Elementary School位於加州千橡市(Thousand Oaks) 

Oberlin Avenue，與當日上午參訪的EARTHS小學同屬於Conej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所管轄的學校，是該地區著名的學校。該校招收幼兒園到五年級學生共408

位，教職員工有16位普通班教師，3位特殊教育教師，1位教學領導老師，以及1位

職工，其校舍配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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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校在生態學校(Eco -School)的成就: 

             該校在 2011 年參加 NWF (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 美國野生動物協會)

所倡導的 Eco-Schools USA 的認證。先經過銅牌的認證後，則直接參與綠旗認

證，且於 2013 年 5 月獲頒綠旗，是加州第 1 所，也是全國第 17 所獲頒綠旗的

學校。該校以能源、水資源、學校土地、消耗與廢棄物等四個環境路徑申請

認證並獲得通過，在能源部分該校強調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並透過減少能

源的使用，進而節省開銷以及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水資源部分該校則是透過

改善校園噴灑設備等方式，以減少水資源的浪費；廢棄物部分，該校辦理了

多次的廢棄物分類回收活動與課程，減少了許多廢棄物的棄置，並將可用之

資源回收再利用；綠色校園部分，該校設置了許多農場、花園、綠地，積極

營造校園綠色環境，同時學校老師也會帶著學生進行戶外教學及體驗式探索

學習，讓孩子在自然環境中學習，並設計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教學，來提高

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因此能獲得綠旗認證是實至名歸。 

 

 

臺美交流參訪團與該校校長與教師在綠旗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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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處處可見生態行動標語 

  

停車場與校園分區的概念值得臺灣參考 綠旗裝置在校門口相當醒目 

  

三年級的花園農場 遊戲器材以沙質坑取代塑膠防撞墊 

 

(三)特色生態學校路徑 Water： 

 該校在推行生態學校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水資源保護上所做的努力，由

於加州氣候乾燥易旱，因此水對當地而言更形重要。從校園內各項設施與布

置上，再再呈現出水資源是學校課程的重要核心，其中包括了以「滴灌」取

代「澆灌」植物、建置大面積的透水鋪面、增加校園內的綠地、種植耐旱植

物、保護水源地、使用無毒化肥……等等，而這些議題也都能透過課程與教

學，讓學生具體操作實作，落實了在生活實踐中學習生活，進而培養學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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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建立節水的好習慣，因此學校有許多作法與想法都讓人印象深刻。   

 

該校水資源保護的意象及具體作法(珍惜每一滴水、保護水源地、使用無毒肥料

等……) 

  

校園內大規模種植耐旱植物 節約水資源的行動標語 

  

設置大面積的綠地涵養水份 建置透水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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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美國生態學校（三）］ 

一、參訪日期：103 年 10 月 14 日 

二、參訪地點：Newbury Park High School  

             (456 N. Reino Road Newbury Park, Thousand Oaks, CA 91320) 

三、參訪內容： 

    Newbury Park High School 創立於 1967 年, 目前有 2,320 個學生。Newbury Park 

高中是一所 IB World School（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World School ）國際學位認

證學校，黑豹則是學校的精神象徵。 

 

 

 http://www.nphs.org/（學校首頁） 

 

  

Newbury Park High School 校門口二側有大片的綠地及學校精神象徵~豹 

http://www.nph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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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bury Park 高中於 2006 年榮獲：「勿讓學童落後─藍帶學校獎(No Child Left 

Behind - Blue Ribbon School award in 2006)」。 

 

Newbury Park High School 位於洛杉磯西北角，離市中心車程約一小時，學校除了具有生

態學校 (ECO SCHOOL) 之特色外，還有很棒的課程規劃，包括了早上開始有三個 95

分鐘的課程，以及放學前有二個 55 分鐘的 課程規劃（three ninety-five-minute class periods 

plus two fifty-five-minute class periods）。 

 

Newbury Park High School 校地很大，學生人數約 24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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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門口進入的管理室有警衛、學校簡介、學校 LOGO 及學校各項優秀成績展示 

 

第一站：植物種植體驗區： 

  

為我們解說的雖然是特教班老師，但植物種植體驗是全校各班都有的課程 

  

  

學生們以植物的種植來親近自然，並學習記錄、長時間觀察、合作與發表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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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特教班學生，但透過親自動手做的體驗與記錄，學生都能說出自己的心得 

 

 

第二站：植物＋回收物藝術創作（備料庫的概念）： 

  

藝術老師以植物＋回收物藝術創作來結合生態學校 (ECO SCHOOL)，值得我們學習 

  

  

學生們收集各式各樣的材料，包括了大自然的樹葉、種子及過期的報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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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利用自己收集的材料，高興的發揮想像力來進行創作 

 

第三站：ECO SCHOOL PATHWAY 壁畫： 

  

  

在 Newbury Park High School 有許多面關於生態學校途徑 (ECO SCHOOL PATHWAY) 的壁畫 

 

第四站：能源途徑 (PATHWAY) 規劃說明： 

        Newbury Park High School 在「能源途徑 (PATHWAY)」的規劃主要有三大項： 

    1.宣導並落實隨手關電源（老師表示美國人都沒有隨手關電源的習慣）。 

    2.汰換老舊電器為節能電器（例如燈具換新為節能燈具）。 

    3.屋頂裝設太陽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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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能源 PATHWAY 的老師為我們做規劃說明 

第五站：應用到植物種植區的烹飪課： 

  

如前述的簡介中所說：學生的分組課程，每天有 95 分鐘 

  

  

烹飪課的食材有時會應用植物種植區所收成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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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品嚐學生們的成果～義大利蔬菜湯 

 

第六站：水資源及資源循環： 

 

  

副校長為我們說明該校 (NPHS) 的飲水機有在統計省了多少保特瓶 

  

  

2 位同學為我們說明同學們平常如何進行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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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HS 是一所相當用心的學校，他們不只在 ECO SCHOOL 投入，更令人感動的是在

學校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鼓勵教師、激勵同學正向思考的情境佈置，參訪 NPHS 真是

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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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一）］ 

一、參訪日期：103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二、參訪地點：穆爾紅木森林國家紀念地（The Redwood National and State Parks） 

三、參訪內容： 

1. 紅木國家公園介紹 

    紅木國家公園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新月市附近，面積共 112,618.25 英畝

（約 456 平方公里）建立於 1968 年 1 月 1 日，在 1980 年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認定為世界遺產。英文名稱為 Redwood National and State Parks，紅木國家公園全

稱為紅木國家公園及州立公園（The Redwood National and State Parks，RNSP），

是一座位於美國加州北部太平洋岸的國家公園。此國家公園保護了現存加州紅

木林面積的 45%。加州紅木是地球上最高的植物之一。除此之外，該國家公園

還保護了一片茂草原（prairie），一些文化遺址，以及長達 37 哩的原始海岸。是

一個非常優質的環境教育場域。 

 

2. 紅木國家公園的發展由來 

   在 1850 年代，北加州一帶的海岸仍為兩百萬畝的原生林所覆蓋。北美原住

民在這個區域已經居住超過了三千年。然而，淘金潮帶來的礦工及伐木工人開

始砍伐此地的原生林。直到 1918 年，「搶救紅木聯盟」（Save-the-Redwoods League）

成立，並開始一連串行動，倡議保護此地的三個主要紅木族群，州政府因此創

立了三個州立公園來保護這些紅木。這三個州立公園分別是草原溪紅木州立公

園、德爾諾特海岸紅木州立公園以及傑迪戴亞·史密斯紅木州立公園。紅木國家

公園則於 1968 年成立，但在當時，有 90%的紅木森林都已經被砍伐掉了。在

1994 年，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和加州公園及遊憩管理部在行政上將紅木國家公

園及前述三個州立公園合併，成為今日的紅木國家公園及州立公園。在美國，

國家公園管理局與州立公園系統以這樣的合作模式，是非常獨特的。 

 

3. 紅木國家公園的環境 

    公園入口意象非常明顯，包含環境介紹與自然公園標示；整體園區古木參

天，加上自然步道及天然溪水，可見對環境維護之用心；公園裡各種植物林立，

生物多樣性完整，千百年的紅木非常巨大，是很特殊的巨木；森林中溪水清澈，

水中生物豐富，步道沿著小溪而建，在森林中漫步加上淙淙流水聲是一件很棒

的自然體驗。在這裡看到了植物的自然演替，倒下的樹枝被當作教材，大樹下

的小洞是人們照相的好地方，感受到自然的偉大。攀盤的樹根及倒下的樹幹讓

人見識到自然植物的強大生命力。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6%9C%88%E5%B8%82_(%E5%8A%A0%E5%B7%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7%A7%91%E6%96%87%E7%BB%84%E7%BB%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7%A7%91%E6%96%87%E7%BB%84%E7%BB%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9%81%97%E4%BA%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5%85%AC%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5%B7%9E%E7%B4%85%E6%9C%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5%B7%9E%E7%B4%85%E6%9C%A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C%82%E8%8D%89%E5%8E%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7%94%9F%E6%9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7%BE%8E%E5%8E%9F%E4%BD%8F%E6%B0%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7%BE%8E%E5%8E%9F%E4%BD%8F%E6%B0%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7%98%E9%87%91%E6%BD%A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0%B6%E6%95%91%E7%B4%85%E6%9C%A8%E8%81%AF%E7%9B%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D%89%E5%8E%9F%E6%BA%AA%E7%B4%85%E6%9C%A8%E5%B7%9E%E7%AB%8B%E5%85%AC%E5%9C%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D%89%E5%8E%9F%E6%BA%AA%E7%B4%85%E6%9C%A8%E5%B7%9E%E7%AB%8B%E5%85%AC%E5%9C%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B7%E7%88%BE%E8%AB%BE%E7%89%B9%E6%B5%B7%E5%B2%B8%E7%B4%85%E6%9C%A8%E5%B7%9E%E7%AB%8B%E5%85%AC%E5%9C%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2%91%E8%BF%AA%E6%88%B4%E4%BA%9E%C2%B7%E5%8F%B2%E5%AF%86%E6%96%AF%E7%B4%85%E6%9C%A8%E5%B7%9E%E7%AB%8B%E5%85%AC%E5%9C%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5%9C%8B%E5%AE%B6%E5%85%AC%E5%9C%92%E7%AE%A1%E7%90%86%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A%A0%E5%B7%9E%E5%85%AC%E5%9C%92%E5%8F%8A%E9%81%8A%E6%86%A9%E7%AE%A1%E7%90%86%E9%83%A8&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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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門外的入口意象 大門口便有解說員為訪客解說 

  

進入公園前的環境介紹 來到可敬的自然公園 

  
盤根錯結的樹根 古木參天  見證自然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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潺潺流水  生態豐富 

4. 紅木國家公園的教育意涵 

   自然環境配上學習體驗是環境教育的真諦，在紅木公園裡處處可見搭配自然

環境的解說牌，從每個解說牌可以將紅木公園裡的每個環境作完整的學習，可見

管理單位之用心；在步道間安排了幾個定點學習的小站，有志工耐心在為遊客做

解說，可感受到紅木公園在教育推廣上的細心安排，從入口進來沿路沐浴在大自

然的芬多精裡，更從解說牌與志工說明中學習到很多自然知識，這真是一個道地

的環境教育認證場域。 

 

 

自然腐化的樹木是環境教育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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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設計的解說牌讓學習更容易 

 

5. 紅木國家公園的遊客 

    觀察了公園裡的遊客，發現到來這裡的人總是安靜地觀察眼前所見的自然景

象，大人小孩會細心的瀏覽路邊的解說牌！有志工的地方一定會有遊客認真地聆

聽解說，看得見許多遊客對於自然的尊敬，來這裡的人不只享受其中的森林浴，

而且更用心的在學習與自然的互動。 

  

入口的志工為遊客做植物種子的解說 自然步道體驗讓大家大開眼界 

  

徐老師的樹木年輪介紹 志工的解說讓遊客佇足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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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紅木公園 DM 

 



 30 

 

 

 

 

 

 

 

 

 

 

 

 

 

 

 

 

 

 

 

 

 

 

 

 

 

 

 

 

 

 

 

 

＊參考資料：維基百科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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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二）］ 

一、參訪日期：103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二、參訪地點：獵人角社區（Alice Griffith Opportunity Center） 

三、參訪內容：Urban Strategies 是一個在舊金山的社區，但是它的治安情況曾經

糟到連送 pizza 的人白天都不願意

踏進去，光是去年，這個社區就曾

發生 40 多件的槍擊案。這是一個很

糟的社區。 

舊金山市政府欲進行社區改造，引

進了城市發展策略協會，這個協會

是由美國聖路易斯州的一個非營

利組織在 1978 年所發起的團體，主

要是幫助地方建立安全社區，設立

優良學校，以及提供各種廣泛的

人道援助。城市發展策略協會與

社區居民、地方發展夥伴、當地

民望人士、以及利害關係人協力

合作，找出需要幫助的人事物，

建立彼此共識以及開發計畫，以

實踐一個共同的願景。其中包含

取得必要的資源，並培養一群社

區代表人物以維續當地的改造計

畫。此外，城市發展策略協會串聯

並整合服務網絡，以滿足有需求的

個人和家庭。為了更進一步地支援

社區，城市發展策略協會聘僱綜合

管理人員以增進資源的取得，並且

提供居民與服務提供者之間更穩

固的聯繫管道。本協會藉由協調各

種發展策略，以提供全面且無障礙

的方法來發展更健全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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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發展策略協會參與了許

多大型社區的再發展計畫，其中包

含全美 10 個主要城市的 22 個社

區，如孟非斯市、聖路易斯市和紐

奧良市。在這些社區中，城市發展

策略協會主導了各項的協同合作

案，改造許多公家和私人團體，並且幫助了許多自給自足的個人、家庭和社區。 

 

城市發展策略協會致力於幫助家

庭能在一個更安全、穩定、且自給

自足的都會社區中生活地更健

康、更有生產能力。他們與居民和

社區民望人士緊密合作，建立彼此

的共識和願景，結合各項資源來改

造他們的社區。為了結合這些有利

害關係的居民，城市發展策略協會

提出改造計畫來實踐共同的目

標，並提出各種方法來建立人力資源和服務網絡。另外也提出資源發展的方法，

並提出完善的流程以培養民意領袖來維繫改造計畫。 

  城市發展策略協會概括了過去的經驗和成功案例，總結出成功改造社區的三個

關鍵要素： 

一、規劃並協調社區的革新計劃，

結合金融、公共建設、政治及社區

當地為主的利害相關人士以改善

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各種服務，及經

濟發展要素。 

二、結合社會服務以改造社區，並

且結合當地、州政府、聯邦政

府和私人資源。 

三、建立能永續發展的社區領導團 

   體。而在舊金山市的開發案，

佛教慈濟基金會佔了舉足輕重

的角色。舊金山政府委託慈濟

進入社區，協助城市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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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進行社區改造，於是慈濟進駐了這個社區，以及社區涵蓋的 4 所學校。

他們給所有的孩子新的制服穿，打奶昔給每天來上學的孩子，煮午餐和晚餐

給學生和家長，使其能吃得飽、穿得暖，才能進行教育。所以慈濟告訴我們，

他們所堅持的有三項：一、孩子每天都要上學；二、孩子要學會感恩、尊重、

愛；三、孩子一定要學會數學。慈濟會員也進入家庭，協助貧窮的家庭置辦

家具，指導孩子們製作環保清潔劑打掃家裡，教導孩子們要做家事及孝順父

母。他們點點滴滴的作為，已使孩子們在改變、家長在改變，整個社區在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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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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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三）］ 

一、參訪日期：103 年 10 月 17 日 

二、參訪地點：舊金山金門公園（Golden Gate Park, San Francisco, CA） 

三、參訪內容：  

        「金門公園 (Golden Gate Park)」位於美國加州舊金山，係一座大型的城

市公園，佔地面積 1,017 英畝（約 412 公頃），大約有 4.8 公里長、0.8 公里

寬，為一長方形結構的公園，每年吸引遊客到訪人數達到 1300 萬人次，名

列美國第五位。 

   園區係廣闊的沙丘結構，園區的工程師和花藝大師塑造出一片蔥蘢的，

園藝的、生物的多樣性，也是如詩如畫的公共空間，讓都市人及遊客可以倘

佯在自然的環境中，得以自由自在的放鬆。園區在 400 公頃的範圍內種植了

約 155000 棵樹木，有部分為 Eucalyptus globulus，Monterey pine，和 Monterey 

cypress 的在地樹種。西邊盆地含水層的地下水係園區內景觀灌溉和各種水景

的主要來源，並在公園的最西端建置一對荷蘭式的風車，成為整個公園的抽

水系統，以自動化的灑水系統維持園區全年綠意盎然的榮景，所以，造訪舊

金山的遊客，大多視金門公園為必遊的地點之一。 

 

園區同時擁有花園、遊樂場、湖、野生樹林、優靜小徑、古蹟、及若干

文化展演場所等，並不定時舉辦文藝活動。園區內有許多著名的設施，如：

笛洋美術館（De Young Museum）、日本茶園（Japanese tea garden）、溫室花房

（Conservatory of Flowers）、斯翠賓植物園（Strybing Arboretum）、音樂廣場區

（The Music Concourse Area）、基澤體育場（Kezar Stadium）、愛滋病紀念園

（AIDS Memorial Grove）、加州科學院（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等，也

是在地人隨時會造訪的地點。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7%E9%87%91%E5%B1%B1
http://en.wikipedia.org/wiki/Eucalyptus_globulus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nterey_pi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nterey_cypress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nterey_cypres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9B%E6%B4%8B%E7%BE%8E%E6%9C%AF%E9%A6%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8%8C%B6%E5%9B%A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A9%E5%AE%A4%E8%8A%B1%E6%88%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A9%E5%AE%A4%E8%8A%B1%E6%88%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AF%E7%BF%A0%E5%AE%BE%E6%A4%8D%E7%89%A9%E5%9B%A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B3%E4%B9%90%E5%B9%BF%E5%9C%BA%E5%8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B3%E4%B9%90%E5%B9%BF%E5%9C%BA%E5%8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F%BA%E6%B3%BD%E4%BD%93%E8%82%B2%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6%BB%8B%E7%97%85%E7%BA%AA%E5%BF%B5%E5%9B%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6%BB%8B%E7%97%85%E7%BA%AA%E5%BF%B5%E5%9B%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5%B7%9E%E7%A7%91%E5%AD%B8%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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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 年的冬季世界博覽會在園區的現址舉行，當時的報業鉅子 Michael 

Henry de Young 負責規劃整個博覽會，會後留下幾個重要的建築，其

中一個是日式花園（ Japanese Tea Garden），另一個就是以其姓氏命

名的「笛洋美術館 (de Young Museum)」。  

 

（一） 笛洋美術館  

    此博物館係舊金山最古老的博物

館之一，然而在 1895 年的北加州發生大

地震時被摧毁，後來全部拆除重建，由

於重建基金大部分由民間募款而來，因

此不用經過政府僵化的評選過程，由委

員會全權負責規劃、設計。最後由普利茲克建築獎獲獎建築師 Jacques 

Herzog 和 Pierre de Meuron 所設計完成，係一座坐落在園區內非常醒

目的現代化銅建築。 

 

    由於建築的外層被銅板所包覆，所以生鏽的銅錄會隨著時間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風貌，更重要的是逐漸變綠的外觀與園區內的綠地環境漸漸

融合在一起，令人不得不佩服設計大師的巧思，室外景觀也融合原來場

館的元素，包括獅身人面像雕塑等，在

2005 年更在館外一側加建了一個可以瀏

覽整個園區及舊金山市區的 44 公尺高的

瞭望塔，一開幕就成為熱門的景點，雖然

它的藝術收藏並非特別的豐富與頂

尖，但是大家還是會被這幢建築本身

的藝術價值給吸引。  

 

   它大部分收藏美國本土 17 世紀到現

在的繪畫、雕塑和裝飾的藝術品，在美國

藝術區總共收藏 1000 多件畫作、800 多件

雕塑、3000 多件的裝飾藝術作品，其中的

美國藝術收藏品應是美國西岸最完整

也是排名前 10 名最豐富的收藏，其餘

收藏不但代表各種文化和藝術運動時

期的作品，也包含美國本土和西班牙



 37 

殖民時期的藝術品，如：聯邦式建築和新古典派風格、哈得遜河學校

（Hudson River School )、印象派、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派、流

行音樂、及當代作品等。 

 

   另外，有一個相當有特色的收藏區--大洋洲收藏區，主要來自 1894

年舉辦的加州冬季國際博覽會時展出共達 3000 多件的藝術作品，其中

包括紐西蘭的毛利人木雕、紡織，以及澳洲原住民藝術家罕見的繪畫作

品，新幾內亞 10 英尺高的 Iatmul 文化房柱、新愛爾蘭省原住民在

malanggan 儀式用的木雕，還包括來自世界各地超過 13000 件的紡織品

和服裝紡織的收藏。 

 

（二） 日本茶園 

另一個最古老的「日本茶園(Japanese Tea 

Garden)」，為美國 1894 年冬季博覽會日本

村展覽的一部分，花園內擁有鬱鬱蔥蔥、

和諧的日本傳統藝術花園景觀，包括日本

楓樹、高聳的竹林、古老的紫藤和櫻花樹

等，另外，在花園裡還有其他的松樹、柏

樹、杜鵑花、木蘭花、山茶花，以及琳瑯滿目的盆景等多元的植物。 

一系列的錦鯉魚池塘、精心製作的木雕門、石燈籠、五重塔、石頭和碎

石構成的禪園、高弧鼓樓橋（原日本村的遺跡），以及茶館和禮品店等。

充分展現日本庭園特色與禪藝術的境界。 

 

（三） 舊金山植物園(San Francisco Botanical Garden at Strybing Arboretum) 

   此一植物園有來自世界各地超過 8000 品種的植物，佔地 55 英畝（22

公頃）。包含有海岸紅杉木、地中海花園的樹叢、中美洲和東南亞森林、

來自智利、澳洲、日本、美國加州及其他地區花園的花朶。花園裡包括

杜鵑花、山茶花、木蘭花和多肉植物的特別收藏。尤其是在 1965 年設

計的香水花園，可以讓視障人士透過觸覺和嗅覺去實際體驗植物的特

徵。此植物園也提供不同的講座與參觀，從園藝到植物插畫和攝影的主

題設計，以及青少年的教育計劃，經由徒步、講故事散步、尋寶等，提

供中小學生動手去體會植物的美。該植物園於 1972 年設立「園藝圖書

館(Helen Crocker Russell Library of Horticulture)」，為加州北部最大的園藝

圖書館，該館擁有涵蓋了園藝各方面專業知識的 27000 本書籍和 45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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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包含園林設計和蟲害管理、民族植物學、植物藝術、和適合兒童

閱讀的植物書籍，該館同時也會舉辦植物藝術展覽，並提供免費的兒童

故事時間。 

 

（四） 史道湖(Stow Lake) 

 

創

立

此

湖

創立於 1893 年，是專為休閒划船所設計，也是園區內最大的人工湖，

不但供應整個公園的灌溉用水，也是著名的散步及野餐的熱門地點。12

英畝的環形湖泊包圍草莓山島，其中有一條環繞湖邊的路徑，並經過一

個 110 英尺高的人工瀑布—亨廷頓瀑布，1976 年由臺北市捐贈一座多彩

多姿的中國式涼亭給姐妹市的舊金山市，並放置於湖邊。兩座大橋(石

橋及羅馬橋)由湖岸的步道連接到草莓山島，步道沿著湖邊可爬上園區

高 400 英尺的最高點的山頂，這些景點也都是實施戶外環境教育的最佳

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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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方面 

這次我們有機會參與臺美生態學校聯盟學校交流，實在受益良多。行程主

要分別在美國洛杉磯及舊金山二地區之生態學校與相關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進行

交流與考察。 

 

（一） 參訪美國三所生態學校，其作法各具特色，值得參考學習。 

  首先，我們參訪了洛杉磯地區的綠旗學校 Earths Magnet School，該校老師

Laura Pewe 於今年 6 月曾拜訪臺灣並簡報說明該校生態學校的做法，但當我們踏

入學校親眼所見所聞，與老師及學生們互動，著實更感受到他們是一所名符其實

的綠旗學校。我們建議臺灣生態學校聯盟應該要努力與該校建立交流管道，找到

一、二所臺灣的特色小學與他們配對進行教師及學生交流。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我們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讓後續進入生態學校聯盟的各校，從課程出發，針對

學生增權賦能，小小的心智形塑，將可以造成環境保育的大大改變。此外，因該

校與國家公園的合作令我相當欣賞，期待臺灣的每一座國家公園也都能走進學校

教學，這樣無論是在環境教育、服務學習以及生涯探索方面，都是學校很好的外

部資源，國家公園確實站到教育的第一現場為學子服務，這樣才是永續發展之道。 

 

我們在參訪另一所綠旗學校(Aspen Elementary School)，在聽完該校參加生態

學校的歷程簡報後，對於其在環境教育方面的努力更為感佩，而該校已在校園

內各處角落，布置了許多環境教育相關之彩繪圖畫及行動標語，除了可當裝置

藝術外，更將做法以具體文字呈現，如大圖上的保護水源的具體行動標語……

等，在校園內處處都可看到保護環境的用心以及實際行動的作為，也都落實在

學生的生活習慣中，此校是一所值得參訪的綠旗學校。此次能親自到美國參訪

生態學校就有更深刻的體驗，看到了學校教育重實務、重行動的文化，並為之

折服。極端年代一書：「人類若想要有一個看清未來的視野，決不會是靠過去或

現在的延續所能達成，停頓的現況是世界有多大，心就那麼大；追求成長是心

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感謝環保署安排此一參訪行程，讓臺灣生態學校能夠

有機會吸取他國經驗，並也成為未來持續追求成長的重要養分。希望未來有機

會能將此次訪問 Eco Schools 的所見所聞分享給其他生態學校夥伴們，共同來帶

動臺灣生態學校的蓬勃發展。另外，在參訪學校(EARTHS)與國家公園協同辦理

學生戶外探索教育的合作方式，有機會應進一步研究與探討，若能複製此模式，

讓臺灣每一位學生都能走進國家公園，由專業的環境教育人員與學校老師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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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提供給學生學習與探索更多元的素材，讓孩子親身體驗，這樣的環境教

育才能向下扎根，且更有其價值與意義。臺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實有其國際化

與生態化的重要價值，未來將可促成其他夥伴學校與美國姊妹校締結關係並落

實交流，讓所有夥伴一起為環境教育而努力，也一起與國際接軌，大家共同為

推動環境教育國際化而努力。 

 

  我們訪問的銀旗學校（Newbury Park High School），發現該校將環境教育融入

生活中，讓我們印象深刻。尤其是該校將特殊教育融入環境教育課程中的努力。

同時他們也將環境教育和藝術創作、烹飪課做了美妙的結合。真是讓我們開了眼

界。這讓我們相信，相同教育經費與硬體設備的投入，會因「人」用心的不同而

有不同程度的成果。因此，持續致力「提升臺灣生態學校在國際能見度」及「吸

收生態學校發展經驗」，進而轉化為投入環境教育及辦學進步之動力，並期待提

昇 ECO CAMPUS 臺美生態學校聯盟計畫之具體績效能有相當的貢獻，是指日可

待的。 

 

（二） 參訪美國加州紅木國家公園，是一環境教育最佳場所，獲益良多。 

 

  在舊金山地區參訪幾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其中的美國加州紅木國家公園，

是一個特有代表意義的環境教育認證場所，真的受益良多，從森林的保留與步道

的規劃，加上依環境而設計之解說牌，深深感受到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與州立公

園的用心，從環境到教學與經營管理都讓我們團隊收穫豐盛，而志工的投入更是

紅木公園推動成功的最大助力；這裡也是環境教育認證場域的學習典範；感謝環

保署的安排讓此次行程更加認識美國政府對於環境教育認證場域的重視與經營

管理。臺灣推動環境教育法已三年多，通過環境教育認證人員已陸續增加，各縣

（市）努力鼓勵學校積極提出認證人力，以便加強校園環境教育之推行；但目前

的環境教育認證場域通過率仍不夠理想，也許未來應多加輔導有意認證或具有優

良條件之場域，協助他們取得認證，並共同推動環境教育，以提升一般國民之環

境教育知識，建立大家對守護環境愛護地球之責任感。 

 

（三） 參訪美國環境教育社區，由民間組織協助推展社區改造及資源回收，作

法獨特創新令人敬佩。 

 

  在舊金山獵人角社區（Alice Griffith Opportunity Center），我們在異國看到臺

灣慈濟基金會發光發熱，覺得倍感親切與感動，原來，在美國還有這樣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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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週週發生槍擊案；居然還有這樣的社區，學生幾乎不上學，因為家長根本不

識字；還有這樣的社區，家裡真的是家徒四壁。還好有一群善心的慈濟志工，帶

著愛心進入社區、學校與家庭。經由學生的分享，我們可以感覺到教育是深植他

們心中的，不僅是環保，更有孝順與愛。也希望他們能夠帶著心中的善念，過得

越來越好。這次的參訪行程，發現美國政府會結合民間團體進行大規模的社區再

改造，投入的金額也相當可觀；像這次的都市更新計畫戶數是一萬零八百戶，所

投入的資金高達七千六百億元美金。反觀我國政府，對於社區再改造的部分似乎

較綁手綁腳，也無法確立居住成員的品質，美國的作法可作為我國之借鏡。在政

府與民間團體合作的部分，觀此個案，政府與民間團體合作多時，且順利愉快，

政府也借重民間團體(城市發展策略協會、慈濟基金會)的力量以達到想要之成

效；我國在此方面似乎也比較少，亦可了解並施行之。慈濟基金會協助社區除了

透過基金會與志工，亦結合慈濟的關係企業，例如：商業回收公司，此公司一個

月可回收十萬磅的紙張，透過觀摩、體驗與實作，讓孩子了解資源回收的過程，

並且公司也會派員到學校進行環保宣導講座。 

 

（四） 參訪美國加州金門公園，其對生態保護之種種措施，誠為最佳典範，可

供我國發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借鏡。 

 

最後，我們參訪了舊金山金門公園。加州為沙漠地帶，所以經常有乾旱

(drought)的情形發生，因此，水資源成為加州最為珍貴的資產，金門公園運用自

然環境的特性，回收水的運用及園區的蓄水人工湖建置，形成一個循環系統，

其用以維持園區的自然生態及資源的利用。曾經只是一片荒瘠的沙丘地，在州

政府及地方人士的持續努力之下，園區除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外，更是環境

保護及永續發展的最佳典範。 

 

整個金門公園係在沙丘中建立起來的人工園區，我們不得不佩服美國政府

的遠見，在現在寸土寸金的舊金山灣區中，保留了一塊 412 公頃的生態綠地，

並且維護的相當完整，不但是當地人休憩、運動、人文藝術活動的中心，更是

外來遊客到舊金山旅遊的必訪地點，創造每年 1300 萬人次的參訪記錄。 

 

臺灣在公園綠地的保留方面，近幾年也有相當的成果，但是，在藝術人文

部分、空間設計運用、及教育導覽解說部分，其實還有許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在 Botanical Garden 中的香水花園，可以讓視障人士透過觸覺和嗅覺去實際體驗

植物的特徵。植物園也提供不同的講座，從園藝到植物插畫和攝影的主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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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青少年的教育計劃，經由徒步、講故事散步、尋寶等，提供中小學生動手

去體會植物的美等等，都是未來我們在環境場域教育中可以學習的方式。 

 

另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如此大的園區，每天造訪人次這麼多的

公共空間，卻依然井然有序，没有絲毫髒亂與受破壞的痕跡，對於國民的素養、

及遊客的高度自制態度，令人佩服，人類與環境的和諧對話、彼此尊重的態度、

與高度共存共容的精神，應是我們追求環境教育的真正目的。 

此次參訪活動是成功的，學習很多，也成長許多。也希望能持續舉辦此交

流計畫，並延伸至美東地區，以擴大交流範圍。 

 

二、建議方面： 

（一） 建議政府每年繼續舉辦其他臺美生態學校聯盟學校之交流互訪活動，以

提升我國生態學校之環保水準。 

（二） 美國國家公園與當地各州之生態學校訂有互相合作之計劃，建議我國各

個國家公園亦能與當地之生態學校合作，以進一步推展各級學校之環境

保護與生態保育工作。 

（三） 建議國內之環保民間組織亦能主動與當地之生態學校或社區合作，以具

體推動有意義的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活動。 

（四） 建議國內已通過環保署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亦能主動積極地與當地

生態學校合作推廣各項環保推廣計畫，以發揮環境教育效果，提升國人

健康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