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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服務學習課程對不同群體學習成效之研究 

The study on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the micro-course of service-learning between 

different students from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curriculums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請描述所選擇研究議題的問題挑戰與背景、教學實務現場遇到之挑戰以及該議題的重要性與影響

力。 

(1) 研究動機 

申請人與社區多年反覆討論課程型服務學習，其缺點為：常於寒暑假出現空窗

期，致使服務中斷，且因服務學生的更替，使得經驗不易傳承。結合多年服務學習及

環境教育的經驗，申請人結合課程及非課程服務學習之策略為： 

 以志工服務找出需求、 

 以學期課程解決問題、 

 於反思期即進入下一服務週期之準備期、 

 可迅速反映社區需求。 

近年申請人結合學期課程型服務學習及非課程的志工服務，將服務學習的成果延

伸於課程結束後，對社區的服務綿密而不中斷，維持良好的服務品質及關係。環境教

育結合服務學習之程序：準備服務反思慶賀的服務模式(如圖 1 所示)。於學期

中將社區問題融入課程及研發環境教育模組，透過非課程的志工團隊，持續與社區討

論社區困境及探討解決方案，並回饋於學期課程中，讓環境教育推廣不因寒暑假而中

斷，延伸課程型環境教育的成果。於反思期即開始準備，其優點為：可節省準備時間、

經驗傳承。學生能在學習過程中經過指引，培養「自我學習×問題解決」之能力。 

 課程內迴圈：服務學習之準備、服務、反思、慶賀等階段； 

 課程外迴圈：課程型服務學習、非課程型服務學習之單獨影響及共同影響，以

作為學習成效之評估。 

 

 
圖 1：課程型 /非課程型服務學習結合模式  

 

雖然被服務單位對此持續服務的模式被相當滿意，也看得到課程型服務學習、非

課程型服務學習的學生學習成效，但缺少此兩群體的學生溝通、合作、協調的學習歷

程。此外，目前專業課程融入的服務學習課程，多為一個學期 18 週的課程，並須要

前一學期事先設計完成，難以快速反映社區快速變化的需求。 

本研究將設計服務學習課程單元，透過合作學習策略，探討一般學生及熟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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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學生(南華大學 Young Green 環境志工隊)之間學習成效之差異。 

 

(2) 研究目的 

本計畫主題希望將環境教育相關議題，透過服務學習課程單元設計，招募一般學

生及熟知自主學習型學生(南華大學 Young Green 環境志工隊)，探討不同群體學生學

習成效之差異，共同探索大林慢城於社區層次的問題，並於嘉義縣大林鎮場域實踐。 

研究目的為： 

 開發具有環境教育內涵的微型服務學習課程單元。 

 探探討一般學生及熟知自主學習型學生(南華大學 Young Green 環境志工隊)之

學習成效。 

 探討此二群體學生溝通、合作、協調、自主學習的學習歷程。 

 分析學生服務學習反思、社會關懷及學習成效。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請針對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進行國內外相關文獻、研究情況與發展或實作案例等之評析。 

 

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起於美國 1960 年代，透過 John Dewey 提倡的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體驗教育之理論，將學習-服務-課程串接再一起，幫助學生透過反

思及內化思考，達到實際經驗、學以致用的目的(Giles and Eyler, 1994)。服務學習具

有：協同合作、互惠、多元差異、以學習為基礎、聚焦社會正義等特質(黃，2001)。 

教育部為推動大專校院之服務學習，於 96 年 5 月 9 日頒定「大專校院服務學習

方案」，希望透過有系統的課程設計、規劃、督導、省思及評量，在服務的過程，達

成學習目標。此外，每三年定期修訂該方案，最新版是 105 年 11 月修訂之「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青年服務學習人才培育計畫」，希望青年透過服務學習，習到觀察問題與

解決問題的關鍵能力。此外，並於 96 年 10 月完成大專校院服務學習課程與活動參考

手冊，讓學校、教師、學生於準備、服務、反思、慶賀之課程設計之模式一致(教育

部，1997 年、2014 年、2016 年)。 

台灣大專校院多已將服務學習融入學生學習，於正式課程開設校訂共同課程、通

識課程、專業融入課程；活動類型，則辦理社團志願服務、校內服務、國際志願服務

等。國內外針對服務學習已累積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以探討服務學習之服務動機、參

與態度、阻礙因素、學習成效、滿意度等。近年研究發現，內外部環境、學校制度強

迫等，會造成學生服務學習負向之態度，而大學生參與服務學習課程之動機與滿意度

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張，2011)。而活動類型之服務學習參與者，其反思程度較課

程型服務學習及校訂必修者高，此與學習動機有關(陳等，2014)。 

 

(1) 微型課程之學習 

微型課程(micro-course or minicourse)是指上課時數小於一個學期之課程，其特色

為：時數少、涉入專業深。其學習方式可透過個人式或社群式之學習，學習內容不需

太長，以達到彈性且自主學習之目的(蔡，2018) 

通識微學分課程乃透過專題製作課程的基礎原則：(1)具有行動導向、問題導向

之實作內涵；(2)跨領域團隊合作的學習模式；(3)課程過程記錄；(4)成果發表等。引

導學生做中學，從課程、實驗、演講、參訪、遠距教學、工作坊等交互應用。課程種

類雖具廣度及深度，但也遇到問題：剛認識的群體不易分組討論、非連續課程造成師

生間互動不易、校務行政支援、缺乏主動性強之學生 (陳等，2017)。 

 

(2)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不同領域學生之學生共同學習，可透過小組合作學習達到學習目標。其中必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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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產生正向的互賴關係(目標、任務、資源、腳色、獎賞等互賴)、能由個別績效達

成最大的全組績效、能提升面對面的互動、能提高團隊工作技能、能加強小組學習歷

程等(林，2006)。 

已有多種方式評量學生服務學習之學習成效。目前可以透過量化評量：自我認識

及自信、溝通技巧、問題解決能力、公民參與及社會責任、團隊技能、自我反思、知

識應用、關愛他人、跨文化能力等，使學生服務學習之後，可以檢視學習成效(陳等，

2016；趙等，2018)。也有研究針對單一課程設計問卷，透過前測後測，瞭解學生服

務學習前後各面向認知改變之差異(董等，2014)。 

以環境教育為例，為維持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的本土種植物，外來的野草結合「人

工割除法」和「連續挖除法」結合共同執行，並可將此施作的過程，導入環境教育、

服務學習的觀點，創造學習者對於情意，認知與體認的轉化 (趙等，2015)。 

 

(3) 教師教學成效評估 

學生針對服務學習課程教師之教學成效評估，結果發現專業程度愈高、教師涉入

教學愈多的課程，其評鑑值也愈佳(岳等，2013)。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請針對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研究問題進行說明。 

 

(1) USR 場域介紹 

申請人自 101 年之教育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計畫起，營造教師社群深耕大林鎮

場域。102 年 10 月，教師社群的同仁帶領當時的大林鎮長黃貞瑜及大林鎮公所參加

韓國的「國際慢食博覽會」。103 年，由本校主辦慢食、慢遊及永續環境國際研討會。

透過大學給予地方政府新的觀念，對於地方創生、生活型態的一種想像。於 104 年，

嘉義縣大林鎮公所接受本校生技系葉月嬌老師、王昱海老師及旅遊系許澤宇老師、陳

貞吟老師的建議，推動大林慢城之產學合作。經過地方政府與大學的投入，於 105 年

2 月獲得國際慢城組織(Cittaslow International)的慢城認證，是目前台灣四個通過慢城

認證的鄉鎮之一。 

國際慢城主要是國際慢城組織(Cittaslow International)推動，主要希望將慢食慢遊

慢活，融入小鎮生活中。認證共有七大面向、八大公約、72 項指標，摘錄如表 1 及

附件 1 所示。至 2020 年 6 月止，全世界共有 266 個城鎮被認證為慢城，其中台灣共

有嘉義縣大林鎮、花蓮縣鳳林鎮、苗栗縣三義鄉及南庄鄉等地獲得慢城認證；泰國則

無城鎮獲得慢城認證。 

 

表 1：國際慢城認證七大面向及八大公約  

七大面向 八大公約 

1. 能源及環境政策 

2. 基礎設施政策 

3. 城市市容及內涵 

4. 鼓勵當地生產及使用當地產品 

5. 熱情友好與社會關係 

6. 創造慢城自覺意識 

7. 合作夥伴關係 

1. 人口不超過 5 萬  

2. 致力於保護與維持純淨的自然環境  

3. 大力倡導與推行可持續發展的新的技術  

4. 培育本地文化，保護當地風俗習慣與文化資產 

5. 推行健康的飲食方式與生活方式  

6. 支持當地手工藝人與本地商業的發展  

7. 熱情接待外來客人  

8. 鼓勵積極參與公共活動，培養公民意識 

 

申請人亦擔任 106 年-108 年 USR 計畫「大林慢城營造趣」(B 類)之共同主持人，

瞭解場域之狀況及問題。本校 USR 計畫於 108 年正式成立「大林鎮區駐地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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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社區駐地工作站」，以各區域生活模式做為經驗累積、典範擴散的基地。本次

計畫合作的是：大林慢城發展協會(屬於城鎮的商業型態)、上林社區發展協會(屬於城

鎮的農業型態)。 

 

(2) 社會實踐議題 

南華大學 106 年-108 年 USR 計畫「大林慢城營造趣」(B 類，申請人擔任共同主

持人)與利害關係人之互動，透過問卷及統計歷次互動、活動之回饋問卷，總計問卷

1,342 份、對談 1,991 人次。透過詞彙分析，發現利害關係人所關心的關鍵字如圖 2

所示，前 5 名關鍵字摘錄如下。 

 文史：社區、在地美食、多元、編輯、學習。 

 環境：生態、保育、推動、農墾地區、環境。 

 旅遊：悠閒、偏僻、小旅行、出乎意料、收穫。 

 生活：大林慢城理念、地方、多元化、社會關懷、持續。 

 青年：了解、分享、在地、社區、社區意識。 

 

 
圖 2：106 年 -108 年 USR 計畫「大林慢城營造趣」 (B 類 )利害關係人對談及回饋

統計之文字雲  

 

本次計畫合作的機構及議題為： 

 大林慢城發展協會：屬於城鎮的商業型態，本計畫朝向慢遊、文史合作。該

機構需求為：發展慢遊、文史資料蒐集為主。 

 上林社區發展協會：屬於城鎮的農業型態，本計畫朝向水環境、生態農業認

知合作。該社區需求為：發展諸羅樹蛙生態農業，故本次以生態農業及灌溉

埤塘水質議題為主。 

 

(3) 場域與課程之合作機制 

本計畫與本校 USR 計畫「大林慢城營造趣」(B 類)共用場域，該 USR 計畫已經

開發場域夥伴，計畫內容側重夥伴經營，較少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本計畫側重教學研

究，探討場域內不同學生學習群體之學習狀況及成效評估。 

本計畫課程與場域之合作機制：主要是提供場域、說明場域問題現況、邀請場域

夥伴分享場域問題、學生提出解決方案及實踐、服務內容及成效回饋場域。 

 

(4) 學生場域實作之成果與評量 

本計畫內所招募之一般學生，是指沒參加過微型課程及志願服務社團之學生。計

畫內所指熟知自主學習型學生，是指參加南華大學 Young Green 環境志工隊之學生。

該團隊是於 100 年 5 月成立南華大學河川保育隊(嘉義縣環保局)、101 年 8 月成立南

華大學環境志工隊(校內)，由申請人擔任指導教師，進行：低碳永續、社區服務、河

川巡守、國際服務等面向，獲得 104/106 年科技部績優科學志工、104-109 年教育部

績優青年志工、108 年教育部海外青年工作團銅獎，隊員具有長期環境服務經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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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招募一般學生及熟知自主學習型學生進行課程，課程內並無差別待遇。 

本計畫透過設計思考(教育部設計思考苗圃計畫)，引導學生發想可以進行的行動

方案，擬出方案並執行，並透過本校服務學習量表進行成效評量。實際執行期間，因

為 Covid-19 疫情影響，社區防疫措施較嚴，無法實際於場域實作，故改為方案設計。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包含研究對象介紹、採用之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評量工具如學習成效評估工具、研究資料蒐集工

具與配合 研究之課程和 教學活動規劃介紹。 

(1) 研究架構 

a. 開設課程： 

計畫原先設計開設三門微學分課程，學分加總為 2 學分。但學生反映分別三

門微學分課程分開選課，若其中一門微學分課程選不到，即無法完成畢業學分。

故經過考量，改以單一課程招募學生，課程設計仍為維持三個單元。此外，實際

執行課程期間，因為 Covid-19 疫情影響，社區防疫措施較嚴，無法實際於場域實

作，故修改部分課程單元內容及學生行動方式改為方案設計。 

本計畫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於南華大學自然生物科技學系開設「環境教育」

(2 學分)。通過本校課程革新審查，可彈性時間上課，課程分為三個單元，分別

於三個周末上課，共 6 天上課。單元名稱為：水環境與數位環境地圖、環境變遷

敘事、慢理念。 

b. 學習成效： 

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當成課程運作平台，並以本校「服務學習反思學習單」評

估學習成效。 

 

(2) 研究對象 

a. 研究對象： 

於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末，辦理 3 次課程說明會，共 153 人次參與。經過說明後，

同意課程上課方式者，人工加選課程。共有 30 人選課，均為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學生，一般學生 14 人、熟知自主學習型學生(南華大學 Young Green 環境志工隊)16

人。 

b. 服務場域： 

場域嘉義縣大林鎮：街區(與大林慢城發展協會合作)、埤塘(上林社區頂員林埤)。 

 

(3) 資料蒐集及分析方法 

透過本校學務處服務學習組開發之「服務學習反思學習單」(如附件 1 所示)，透

過 google 表單進行學生開課初始、服務準備期、服務反思期之資料蒐集。 

 

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a. 開設課程：開設非同步網路遠距教學課程及申請專業融入服務學習課程。 

(a) 申請開設課程革新-彈性課程 

本課程課程分為三個單元，分別於三個周末上課，共 6 天上課。單元名稱為：

水環境與數位環境地圖、環境變遷敘事、慢理念，通過本校校 108 學年度第一

學期第一次校課程會議，會議記錄如附件 2 所示。 

(b) 申請開設專業融入服務學習課程 

本課程申請本校服務學習內涵課程，經過服務學習審查委員會審查後通過，佐

證如附件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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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大綱 

本課程之課程大綱如附件 4 所示，實際執行課程期間，因為 Covid-19 疫情影

響，社區防疫措施較嚴，無法實際於場域實作，修改部分課程單元內容及學生

行動方式改為方案設計(環境教育桌遊)。 

(d) 服務學習課程運作模式 

透過：先備知識發掘問題策略行動等程序進行。 

 先備知識(知識面)： 

課程前導，基礎知識教學，每單元約4小時。 

 發掘問題： 

申請人帶領課程學生至社區踏查、服務，得到初步需求。原設計學期開始即

帶學生至場域與場域與場域利害關係人對談，因疫情關係，無法與社區民眾

對談及採訪，改由專人場域介紹。本次選擇之場域為：大林鎮鎮區(由大林

慢城發展協會總幹事江明赫先生介紹場域問題及踏查)、大林鎮頂員林埤(由

林俊宏老師介紹場域問題及踏查)。 

 策略： 

教師於課堂中透過設計思考帶領學生討論場域問題、需求、期待、我們可以

做甚麼等，帶領學生形成行動方案，並於課堂中分享各組討論結果。 

 行動： 

原訂帶領學生至場域實施所擬定實施方案，因為疫情關係，改以方案設計(

環境教育桌遊設計)。 

 

b. 學習成效：  

(a) 課程執行 

課程分三個單元執行： 

 第1單元 水環境與數環境地圖(3/07-3/08)： 

帶領學生至頂員林埤踏查，並週遭地景、農業型態及灌溉水質對農業之影響

並進行水質檢測(如圖3)，並將資料統整於google map中(如圖4)。其中，社區

中青農主要以種植竹筍為主，晚上兼職擔任田區的諸羅樹蛙導覽。 

 

   
圖 3：頂員林埤(左)進行環境踏查；(右)進行水質檢測 

 

 第2單元 環境變遷敘事 (3/28-3/29)： 

帶領學生至大林鎮鎮區進行踏查(如圖5)，並瞭解如何透過人文地產景與環境

教育結合。單元設計鎮區老照片今昔對照之作業，以及分組分年完成國際/

台灣/大林鎮環境史之調查，並彙整於Tiki-toki時間軸網站中(如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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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google map 彙整調查狀況 

(https://www.google.com/maps/d/edit?mid=1p_vO4td-rmuBDkgEDCyRnygdOWg&ll=23.581226805649756%2C120.4751772614474&z=19) 

 

  
圖 5：大林鎮鎮區(左)今昔環境變遷照片導覽及採訪-江明赫先生；(右)社區踏查 

 

  
圖 6：社區敘事作業摘錄：(左)鎮區照片今昔對照；(右)Tiki-toki 時間軸敘事  

(https://www.tiki-toki.com/timeline/entry/1145980/-/) 

 

 第3單元 慢理念 (5/02-5/03)： 

透過文史工作者張健豐先生，帶領學生至大林鎮各地踏查當地之人文地產景

及自然資源，並以大林古戰場為核心故事主軸串聯各種元素，建立具有環境

教育意涵之慢遊遊程 (如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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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大林古戰場為主軸的環境教育遊程 

 

 

 成果發表 (6/04)： 

歷次社區踏查，均會將問題帶回到課堂討論。本計畫採用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模式，引導學生發想透過環境教育或行動，以解決社區的環境問題

。課程採用教育部設計思考苗圃計畫網站教材(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 3.0)(https://www.design-thinking.tw/materials)。課程因為疫情

關係，無法進行社區民眾訪談，僅能訪問代表性人物，並以「如何透過環境

教育桌遊引導鎮民具有環境意識」為題，進行環境教育桌遊設計。本計畫歷

次工作坊融入 同理Empathy: Persona-釐清Define- Ideate發想-Prototype原型

-Test驗證等程序(如圖9所示)，並於6月4日以世界環境日活動為題，進行環境

教育桌遊成果發表，並進行校內驗證(如圖10所示)。 

 

 

 
圖 8：設計思考教材摘錄 (教育部苗圃計畫：解析設計思考五步驟(馬敏元)) 

https://www.design-thinking.tw/materials，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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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歷次工作坊以設計思考為工具進行場域討論 

 

   
圖 10：「如何透過環境教育桌遊引導鎮民具有環境意識」為題之環境教育桌遊成果發表 

 

(b) 服務學習成效 

透過本校學務處服務學習組開發之「服務學習反思學習單」，透過 google 表單

進行學生服務前、服務後之資料蒐集，原始數據由申請人保管，作為後續發表

之分析依據。一般學生及熟知自主學習型學生(南華大學 Young Green 環境志工

隊)之間學習成效之差異，服務前後之成效比較如表 2 所示。一般學生及熟知

自主學習型學生於服務後，平均值均會提升。雖然一般學生服務前之前測平均

值較低(4.03)，但經過第二個單元服務後，一般學生之平均值提升至 4.45，與

熟知自主學習型學生平均值 4.52 相近。顯示一般學生可以透過 2 次工作坊式

環境教育課程單元，提升服務學習之學習成效。 

 

表 2：不同學生族群服務學習成效統計 

向度 一般學生(14 人) 熟知自主學習型學生(16 人) 

服務前 4.03 ± 0.52 4.23 ± 0.39 

第一單元服務後 4.22 ± 0.46 4.43 ± 0.40 

第二單元服務後 4.45 ± 0.53 4.52 ± 0.42 

第三單元服務後 4.57 ± 0.49 4.61 ±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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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教學反思 

a. 課程型/非課程型的環境教育： 

申請人與社區多年反覆討論課程型環境教育，其缺點為：常於寒暑假出現空

窗期，致使對社區的環境教育及服務中斷，且因課程學生的更替，使得經驗不易

傳承。由此經驗，近年申請人將服務學習融入課程型/非課程型的環境教育，將環

境教育的成果延伸於課程結束後，對社區的環境教育服務綿密而不中斷，維持良

好的服務品質及關係，環境教育結合服務學習：準備服務反思慶賀的模

式。 

本研究發現一般學生(非熟悉長期服務學習)的學生，可以於工作坊式授課後，

提升服務學習的興趣及行動力。而熟悉於社區及學校長期服務學習的學生，雖然

熟悉非課程型環境教育的行動模式，但若將其學習模式變成課程化、學分化，這

些群體不習慣定期繳交作業，所以申請人於課程中安排團體作業，讓學生們可以

熟悉團隊合作完成課程作業。正式作業與學生的自發行動檢核方式不一樣，觀察

到熟悉自主學習之學生，於課程型環境教育/非課程型環境教育，教師要調整這些

群體繳交作業心態因應學習方式而做調整。 

b. 因應疫情： 

雖然 Covid-19 疫情造成課程不易進入社區，但環境相關課程可以調整場域/

教學方式，以開放空間、非群體聚集為主，影響程度較小。 

 

(3) 學生學習回饋 

依照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全體學生滿意度期中 4.54 ± 0.59、

期末 4.85 ± 0.47 (滿分 5 分)，如附件 5 所示。 

 

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這次成果展示雖然無法實際從社區民眾獲得回饋，但學生仍然認真準備，讓整

個學習完整，這是當時所想不到的。但若疫情嚴重使得必須以遠距課程方式操作，

無法實際到場域學習及體驗，學生環境感受可能不佳，可能未來要想辦法設計教材

教案，以因應不可測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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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Appendix) 

 

附件 1 南華大學服務學習反思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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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開設課程革新-彈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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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開設服務學習內涵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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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課程大綱 

 

南華大學 108 學年度第 二 學期革新課程授課大綱 

科目名稱 環境教育 科目代號  

英文名稱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指導教師 林俊宏 

授課班別 ■學士班 學士班進修 碩士班碩士專班 上課教室  

學分數 2 授課總時間 40 小時 
修別 必修必選■選修 

辦公室時間  

A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介紹環境教育的定義、目標與發展歷史。透過暸解環境，學習環境的概念、技能

和目前主要的環境議題，從環境中學習，以培養環境態度、倫理、素養及價值觀，進而

能為環境而教育，並擬定學校或社區之行動方案。 

1. 課程進行方式：課程預計以三個實作工作坊形式進行，由環境教育八大面向之社會

教育切入，以單元式介紹常用工具，培力學生設計具有環境教育內涵之行動，並於

當次工作坊進行社區行動。 

2. 選課方式及名額：選課採封閉式選課，將於108-1學期辦理課程說明會，選課名額預

定以40名為原則。 

3. 授課地點：預計以南華大學大林鎮區工作站、上林社區活動中心為授課地點。 

4. 授課時間：開課日期預計於課程說明會與學生取得共識(時間暫定如H進度表)。 

B 教學目標 

(標註能力指標) 

1. 能描述各種環境因子。(A-C-PA1) 

2. 能善用環境資源及教育資源。(B-C-PA1) 

3. 能設計環境教育方案(C-C-PA1)。 

4. 能實施環境教育行動方案。(C-C-PA2) 

5. 能評估環境教育方案及行動之成果。(E-C-PA1) 

C核心能力 
專業知能 

(A) 

自覺學習 

(B) 

實務應用 

(C) 

溝通合作 

(D) 

社會關懷 

(E) 

身心康寧 

(F) 
備註 

D課程權重% 10 30 40 0 20 0 合計 100% 

E教材大綱 

1. 環境教育的發展歷史 

2. 環境特性與環境議題 

3. 環境素養與環境倫理 

4. 環境行動與成果評估 

5. 環境變遷敘事 

6. 數位環境地圖 

7. 水環境營造 

F教學方式 
■講述、討論或座談、問題導向學習、■分組合作學習、■專題學習、 

■實作學習、發表學習、實習、參觀訪問、其它(        ) 

G 教學評量 

(請附評量工具) 

評量

項目 
配分 

評量方式 

(達成能力指標) 

細項

配分 
說明 

形成
20% 

出勤狀況 10% 參與時數、準時上課、全勤、……狀況 

課堂表現 10% 課程投入狀況（提問、專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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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量 
20% 

環境變遷敘事紀錄並製作

影音記錄 
20% 古今照片對照探尋及影音記錄。 

20% 
製作人工浮島或社區工藝

品 
20% 

利用社區風倒竹木及剩餘資材製作人工

浮島或社區工藝品 

20% 數位環境地圖製作 20% 
分組踏查社區，於 google map 標註各點

位在地圖上的位置 

總結

評量 
20% 

於發表會中，向民眾展示環

境教育教案並說明 

20% 透過發表會向民眾展示並說明。透過自

評、互評評估學習成效。 

H進度表 

(1學分的基準時

數為 18小時) 

週別/次別 單元名稱與內容 時數 授課內容概要與評量方式 

第1次上課 

預計於

3/07(六)~ 

3/08(日)  

環境教育定義及目標 2 

環境教育定義及目標 

環境教育的定義與目標  

環境教育的發展歷史  

環境特性與環境議題  

環境教育行動設計 

及成效評估 
2 

環境教育行動設計及成效評估 

環境教育研究、環境教育原理  

環境素養、環境倫理、環境價值教育 

水環境與數環境地圖 9 

1. 設計思考 

同理 Empathy: Persona 

釐清 Define。 

上課 5 小時，準備 

2. GIS 工具介紹 

介紹 google map 及其他 GIS 溝通工

具，並嘗試操作。 

上課 1 小時，準備 

3. 社區實作 

請社區耆老帶領踏查社區的：產業、

髒亂點、綠化點、污染點、燃燒稻草

點等，並由學生分圖層標註到 google 

map 

實作 3 小時，行動、反思 

第2次上課 

預計於

3/28(六)~ 

3/29(日)  

環境變遷敘事 13 

1. 環境教育 

環境發展歷史、環境學習中心 

上課 4 小時，準備 

2. 水環境與農業社區 

農業社區的埤塘、渠道對環境

及生態的重要性 

上課 2 小時，準備 

3. 設計思考 

Ideate 發想 

上課 5 小時，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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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區實作 

利用場域提供的老照片，至社

區訪問耆老，探詢老照片後面

時代的故事及環境變遷實況。

並進行古今照片對照探尋及影

音記錄。 

實作 4 小時，行動、反思 

第3次上課 

預計於

5/02(六)~ 

5/03(日)  

慢理念 12 

1. 環境教育的教學方法 

上課 4 小時，準備 

2. 設計思考 

Prototype 原型 

上課 4 小時，準備 

3. 社區實作 

慢遊遊程建立與環境教育意涵融入 

實作 4 小時，行動、反思 

成果發表 2 

發表會辦理成果發表會，展示環境教育

桌遊成果，學生上台分享服務過程。 

實作 2 小時，慶賀 

I指定用書 1. 自編教材。單槍投影機、投影螢幕。 

J參考書籍 

1. 環境友善種子團隊 (2017)，課程設計力：環境教育職人完全攻略，華都文化。 

2. 教育部設計思考苗圃計畫網站(https://www.design-thinking.tw/materials)，創用 CC 姓

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3.0 

3. Palmer, J. A. (1998)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4. 國立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環境教育季刊  

5.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Connect: UNESCO International Science, Technology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ewsletter [electronic resource]  

7. 周儒, 張子超, 黃淑芬合譯(2003)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臺北市：五南。(David C. 

Engleson,Dennis H. Yockers)  

K先備能力 無。 

L教學資源 

1. 本課程為本校革新課程-彈性課程。 

2. 本課程接受教育部108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微型服務學習課程對不同群體學習

成效之研究」補助。 

3. 本課程為服務學習課程，需分組進行課外行動。 

4. 聯繫方式：學海堂320室，分機5320。課程專用E-mail: nhu.env@gmail.com (有自動回

函)。 

M注意事項 
1.本授課大綱F到G項得視教學需要調整之。 

2.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並不得非法影印。 

O服務模式

及合作機構

（必填） 

（請詳述本課程之協力單位或合作機構之名稱、服務對象、服務工作項目、服務合作模式及注意事項等。） 

合作機構之名稱：上林社區發展協會、大林慢城發展協會 

服務對象：環境服務、社區民眾 

服務工作項目：社區關懷據點營造、社區資源盤點、環境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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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合作模式：□教育輔導  □文化典藏  □數位服務  □弱勢照護  ■志工服務 

■社區營造  □新聞傳媒  ■環境教育  □其他 

預計服務次數及時數： 

注意事項： 

P 服學課程

影響與效益

評估（必填） 

本課程的影響與效益評估如下： 

1.修課人數： 40 人；2.提供服務人次：160 人次；3.接受服務人次：320 人次。 

4.對合作機構而言： 

（1）獲得社區居民與學生共同參與社區活動 

（2）社區居民於社區關懷據點獲得環境知識 

5.對本校而言： 

（1）與社區緊密合作交流 

（2）增進學校名聲 

6.對修課學生而言： 

（1）獲得向社區設計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的技巧 

（2）瞭解社區發展的限制與前景 

Q備註  

備註： 

1.A至 E項同一科目不同授課教師應協同研議共同核心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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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期中/期末教學意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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