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區 校名
節電校園

標章

水資源校

園標章

資源循環

校園標章

永續綠校園

標章

低碳生活校

園標章

各校標章總

數

請務必派員參加說

明會

臺南市低碳校園標章通過學校一覽表

仍有效期限區間：108學年度至111學年度

大灣高中 0 尚未有標章

公園國小 111 109 2

開元國小 108 1 即將到期

文元國小 110 1

立人國小 110 111 2

賢北國小 110 1

大光國小 109 111 2

大港國小 109 1

文賢國中 108 109 109 3

民德國中 109 1

成功國中 110 1

延平國中 110 1

歸仁國小 110 108 2

歸南國小 110 111 108 3

紅瓦厝國小 109 1

文化國小 111 1

保西國小 108 1 即將到期

大潭國小 0 尚未有標章

歸仁國中 110 1

沙崙國中 110 108 2

協進國小 109 109 2

永福國小 110 108 2

進學國小 111 111 110 109 4

成功國小 108 1 即將到期

忠義國小 111 109 2

建興國中 111 1

中山國中 0 尚未有標章

億載國小 108 1 即將到期

石門國小 0 尚未有標章

安平國小 111 110 108 3

新南國小 110 111 2

西門實小 108 109 110 111 110 5

安平國中 110 1

金城國中 110 1

文和實小 110 1

崇和國小 109 110 110 109 111 5

新光國小 108 1 即將到期

關廟國小 109 1

深坑國小 110 1

31中西區

32安平區

33關廟區

28永康區

29北區

30歸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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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菜園 

年級 □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參與對象 □全班  █全年級   □全校 

參與人數 82人 

學習目標 記錄實習菜園的創建和植物栽種的歷程，製作成蔬果的生產履歷。 

教學活動 

進行方式 

1. 改善菜園土質-將落葉堆肥區的肥沃堆肥土挖出埋於菜園底部，改善菜園土

壤貧瘠問題。大家同心協力將土壤運送到菜園，挖掘過程中有發現雞母蟲，蜈

蚣，蚯蚓等。 

2. 菜園劃分出小組區域並圍出各組範圍，發現步道不好走再鋪設磚塊，方便

澆花和照顧蔬菜。 

3. 選擇栽種的蔬菜-各組利用平板和參考書籍，選擇適合栽種的蔬果和植物，

老師訂出的條件是適合 3月播種，6月底前可以收成的植物，各組最後找出要

栽種的植物，並且各自負責準備種子或種苗。 

4. 播種蔬菜-各組準備種子、種苗或扦插的方式，進行栽種，並且每天分配負

責澆水的同學。以後每週二、四利用平板進行植物觀察和栽種紀錄。 

5. 插牌、疏苗-各組製作組別及蔬果名牌，因為許多種子已經冒出許多小苗，

栽種太密的' 

部份要進行疏苗，並且拔出雜草，要分清楚免得拔錯菜苗，這個月郁到旱災剛

好利用學校製作 RO水的廢水來進行澆灌，進行省水種菜大作戰。 

教學成果

描述 

真的很好吃，付出過的收成蔬菜特別美味，結合數學的比率單元，請同學

算出覺得空心菜好吃的比率是=覺得好吃人數/有吃空心菜人數

=16/18=8/9=0.888=88.8%。兩盤菜被同學一掃而空，還有同學要續盤，這

樣的料理方式簡單且美味。第二組的同學辛苦了。 

實施心得 
 歡迎各位家長參觀，目前大概每一週收成一種蔬菜並請學生實際料理，體

驗有機無毒的蔬菜，每次看他們把同學煮得菜吃光光，很難想像平時有些

孩子是很挑食的，他們都跟我說，自己種的菜比較好吃。 



教學照片 

 



 

 



 

 



 

 



 

 



 

 

  



實踐綠色消費~減少塑膠垃圾 

年級 □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參與對象 □全班   ■全年級   □全校 

參與人數 97人 

學習目標 
1. 認識綠色採購的的意義。 

2. 了解生活中許多塑膠製品帶來的環境問題。 

3. 學習如何在生活中實踐綠色消費。 

教學活動 

進行方式 

1. 先回憶上學期所學過各種環保產品的標誌，如環保標章、省水標章、綠

建材標章、節能標章及碳標籤等。 

2. 認識漂綠行為，也就是一些標榜環保，實際上卻是不環保的虛假行銷手

法，避免孩子們被誤導。 

3. 藉由新聞報導與時事，喚醒孩子的感覺，了解到日常生活中我們常用的

各種塑膠用品，雖然便利，但到最後卻變成嚴重的汙染問題。如塑料包

裝，我們吃下去的是什麼？ 

4. 呈現各種時事照片，讓孩子發現塑膠垃圾不只是造成環境汙染，還影響

到各種生物的生存，如海龜、信天翁…等，尤其是流向海洋中的塑膠垃

圾，造成海洋環境的生態浩劫，最後也可能回到人類自己的肚中。 

5. 宣導各種減塑的環保政策，如不提供免費塑膠袋、禁用一次性塑膠吸管

等，希望小朋友也能鼓勵家中長輩配合環境的改善。 

6. 認識環保集點 APP，提供不同的環保實踐獎勵方式，希望小朋友將綠色

環保實踐於生活中。 

教學成果

描述 

1. 學生經由複習加深對各種環保產品標誌的認識。 

2. 從孩子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各種物品(如寶特瓶)和最喜愛的動物主題來

引入，讓孩子對於塑膠垃圾有了不同的認識，也知道原來自己生活中小

小的一個改變，對環境有很大的幫助， 

3. 認識相關的環保政策，有助孩子在生活中的實踐。 

實施心得 

    許多有關環保的新聞常常被淹沒於眾多的社會和政治新聞中，經過老

師整理過後有系統地呈現，孩子對於許多環保政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了

解，也知道自己的日常生活看似不經意、微小的舉動，事後卻是影響環境

的一個幫兇，在這樣循序漸進的引導過後，孩子更懂得關心環境問題，也

較有動力從自身做起並試著帶動他人，一起為改善環境而努力。 



教學照片 

 

 

 

 



 

 

 

 



 

 

 

  

 



減塑搶救海洋大作戰 

年級 ■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參與

對象 

□全班   □全年級   ■全校 

參與

人數 
912人 

學習

目標 

1.認識動物的生存環境，並覺察塑膠對海洋動物的危害。 

2.藉由體驗活動，讓學生感受海洋動物所受到的傷害 。 

3.透過減塑集點行動，引導學生從生活做起，進而帶動家人一起進行減塑。 

教學

活動 

進行

方式 

1. 與福智文教基金會合作，透過基金會提供的簡報、影片、繪本等素材各班進

行教學，讓孩子們學習黑背信天翁的生態習性，並了解到因為大量的塑膠垃

圾流入海洋，使信天翁的生存受到威脅。 

2. 請學生將一隻手套上塑膠袋，並在手腕處綁上橡皮筋，然後想辦法把塑膠袋

甩開，但不可以用手指頭，因為海龜鯨魚沒有像人類一樣的手指。體驗活動

後，請孩子說說自己的感覺，再試想，如果這樣維持一個月，甚至更久的時

間，會怎麼樣呢？ 

3. 教導孩子如何從生活中減塑，從最簡單的自備環保餐具開始，這樣就可以減

少塑膠袋、塑膠杯、吸管等等。 

4. 利用福智文教基金會提供的集點卡，讓孩子紀錄減塑行動，也鼓勵學生邀請

家人一起減塑，除了個人集點卡，還有全班的集點卡，透過團隊力量讓活動

能持續。 

5. 結合兒童節活動，讓學生自備容器來裝餐點，再次凝聚全校的力量，深化孩

子減塑的觀念，落實於生活中。 

教學

成果

描述 

孩子從教學活動中，知道了垃圾問題對海洋環境與海洋生物的影響，尤其是塑膠

垃圾更是其中最大宗的垃圾，看到許多生物的悲慘遭遇，也反思了自己的生活習

慣，知道只要一些習慣的改變，就能有大大的幫助。也聽到家長的回饋，說孩子

回家後，跟爸媽說以後不要用塑膠的東西，家長也配合減少塑膠製品的用量，聽

了很感動。 

實施

心得 

    塑膠製品對我們來說是極其普通常見的物品，但因為塑膠難以分解、重量又

輕，因此流入海洋後，引發了許多的垃圾問題，不僅造成海洋環境汙染，還使得

海洋生物們生命遭受危害，透過這樣的課程，讓孩子看到自己所沒看到的一面，

才覺察到自己的便利生活，卻讓其他生物面臨生存危機，並利用集點讓減塑的動

力能持續，希望能一起為環境盡份心力。 



教學

照片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小 
112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週實施成果 

學校普通班
班級數 

38班 
實 施
年級 

□1年級  □2年級  □3年級  □4年級 
□5年級  □6年級  □7年級  □8年級 
□9年級  ■全校   □其它_________ 

本次海洋教
育活動實施
時間 

實施日期：113年 5月 15 日 星期 三  
實施時間：■融入領域課程實施□晨光時間實施■彈性時間■綜合活
動□校本課程實施□校外教學□其它__________ 

本次教學活
動運用主要
之教學策略 

■講述法□繪本教學■影片欣賞及討論■體驗活動□實作活動 
□校外參觀□分組討論與發表□其它__________ 

主要融入領
域(可複選) 

□國語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健體■綜合■藝文□鄉土 
□資訊■閱讀□校本課程□家政□童軍□其它_______________  

校本課程 學校是否以海洋教育為主要校本（特色）課程 □是 ■否 

本次海洋教
育教學活動
屬於何種範
疇 

□海洋休閒（水域休閒、海洋生態旅遊） 
□海洋社會（海洋經濟活動、海洋法政） 
□海洋文化（海洋歷史、海洋文學、海洋藝術、海洋民俗信仰與祭典） 
□海洋科學（海洋物理與化學、海洋地理地質、海洋氣象、海洋應用
科學） 
■海洋資源（海洋食品、生物資源、非生物資源、環境保護與生態保
育） 

活動內容及
成果照片 

 

 

活動說明：教師研習宣導減塑活
動，增進海洋素養與海洋相關基
本知能。 

活動說明：導師在班級宣導海洋減
塑重要性，加強融入海洋教育。 

 

 

活動說明：落實減塑活動，配合
課程讓學生進行表演。 

活動說明：實施游泳教學，以實際
行動守護海洋、關懷地球。。 

教學省思 

從老師對於海洋教育的認知開始，在班級向學生宣導，將保護海洋的
知識落實在生活中，身體力行減塑愛地球。 
進而透過游泳教學、舞蹈教學，將海洋生態的美，以不同方式呈現，
內化珍愛海洋的議題。 

備註：如有校內實施計畫、學習單、影片或其他附件成果，亦可一倂附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