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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鄉土教育的目標，在使國民養成自幼對鄉土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的關心與觀察，而環境教育則是使全民瞭解人與環境之

間的關係，進而主動的保護環境，使環境資源得以永續利用。「生態工程」是一種以生態為基礎、安全為導向，減少對生

態系統造成傷害的永續系統工程設計，如此重要的概念應融入環境教育的課題之中。由於萬來國小位於北斗河濱公園旁，

學校擁有此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如何將此環境資源融入國小生態及鄉土教學，以及究竟在教學上有何幫助及影響，值得

深入探討。本研究是依據北斗河濱公園的環境資源來決定研究的主題與架構，針對研究主題開始蒐集舊濁水溪、北斗河濱

公園及生態工法環境教育之文獻與資料，進行研讀、討論及分析，依據蒐集的資料進一步設計教案及擬出問卷，並進行教

學活動與問卷調查，將所得資料以統計軟體進行分析，最後彙整文獻、實地調查、教案設計及問卷分析等資料完成研究論

文的撰寫。本研究得到以下結果： 1. 將社區資源與生態工程結合，可得到良好的學習成效； 2. 利用戶外教學及E-STS合作

學習的方式，學習效果最好； 3. 透過問卷調查法，了解學生於推動生態工程環境教育課程時之各項需求； 4. 學生與老師

對「生態工程」之環境教育課題依重要性看法大同小異，這顯示教師與學生於相關知識授受的需求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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