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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雲林縣國小校園有機菜園現況，並分析不同規模及位置的學校與教師不同背景變項對校園有機菜園規劃經

營教學成效之差異情形。本研究以已設置有機菜園之115名國小總務(教務)主任與492名教師為研究對象發放問卷，問卷有

效回收率為93.4％。研究工具為雲林縣國小校園有機菜園現況調查表與規劃經營教學成效量表，資料分析以SPSS15.0版統

計軟體進行描述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Turkey法事後比較等統計方法分析處理，綜合本研究之結果如

下： 雲林縣國小校園有機菜園設置時間多為1-5年，設置動機主要是滿足教學需要，經費來源主要是學校自籌經費，菜園

形式大多是以露天栽培為主，超過半數的學校未利用回收水澆灌，主要管理維護者以老師與學生為主，蔬菜生長情形不佳

、人力短缺、經費不足及管理維護困難為常見問題。 雲林縣國小校園有機菜園的經營規劃成效整體而言，在規劃理念、教

學利用、教學成效及滿意度方面皆有「正面成效」；在經營缺失方面，雲林縣國小教師不認為有「不符生態概念」、「缺

乏維護管理」、「澆灌不便」、「設施難以配合課程教學」及「設置位置不當」等問題存在。但部分教師認為有機菜園具

有「缺乏循環利用永續理念」及「缺乏解說設施，不利於教學使用」等問題。 在有機菜園規劃經營成效之差異情形為：不

同學校位置及教師不同性別、服務年資，在有機菜園「規劃理念」存在顯著差異；不同教師任教課程及服務年資在有機菜

園「教學利用」的反應存在顯著差異；教師不同職務、任教年級、性別、服務年資及學歷，在有機菜園「教學成效」的反

應存在顯著差異；不同規模的學校在有機菜園「滿意度」及「經營缺失」的反應存在顯著差異。

關鍵詞 : 有機菜園、規畫理念、教學利用、教學成效、滿意度、經營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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