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19 

4.1永續校園規畫與實踐 
4.1.9校園閒置空地與裸露地運用 

■能妥善運用閒置空地與改善校園裸露地 

提報內容 

一般提報 

• 標題：空中菜園之水耕蔬菜 

• 提報分類表：生物多樣性 

• 策劃/執行人：鄭富仁 

• 動機：其他 

• 目標範圍：全校性 

• 難易度：困難 

• 實施期間：102 年 10 月至 103 年 4 月 

• 參與人數：75 人 

目標： 

1.認識生物多樣性，藉著親自種植認識蔬菜的種類。 2.動手種水耕蔬菜，體驗不同的栽種方法。 

3.提供多樣思考，讓小朋友對植物的生長有不同的體會。 4.自種自食，在地蔬菜符合低碳環保 

安全健康的理念。 

進行方式： 

1.由廠商提供水耕蔬菜棚架四座。 2.請小朋友親自種植。 3.專人照顧，注意水位之變化及適時 

補充水分。 4.老師帶小朋友上去觀察蔬菜生長的情形。 5.採摘蔬菜，作為學校午餐的菜餚。 

成果描述： 

1.蔬菜生長茂盛，棵棵肥碩甜美，成果遠超過師生預期。 2.不需土壤的水耕蔬菜提供另一種思 

考，什麼是植物生長的必備要素？師生共同討論後達到教育目的。 3.樓上陽台原本是校園死角， 

如今綠意盎然，充分利用閒置空間，也達到防熱效果。 4.吃著自己手上種出來的蔬菜，小朋友 

體會出辛勞付出後的果實特別甜美。 

實施心得： 

1.滄海可以變成桑田，在我們學校，荒廢的死角可以變成美麗的菜園。這種不需要土壤的水耕蔬 

菜，對於空間利用受限的角落是不錯的選擇。 2.水耕蔬菜成長的期程容易控制，而且沒有病蟲 

害，不需要殺蟲劑，對鄉下農家子弟來說，這是一次認知上的顛覆。植物的生長一定需要土壤？ 

我們都可以挑戰教科書的內容。 3.在校園裡種菜，一點都沒有利益上的考量，我們思考的只是 

如何應用既有的設施來教育小孩子，讓他們從動手做的實務中獲得一點什麼東西。水耕蔬菜的種 

植是一個乾淨的有效的教育方式，難怪業者會說，穿著西裝都可以來種菜。 

學習者心得：



1.我覺得很神奇，為什麼菜不是長在土上呢？ 2.我想到一個很好的點子，如果在水裡養魚，不 

知道結果會怎樣？說不定我們還會有魚可以吃。 3.我覺得我們自己種的菜比外面的菜還要好吃。 

補充： 

上傳圖片：





提報內容 

一般提報 

• 標題：校園就是菜園 

• 提報分類表：農村生態 

• 策劃/執行人：鄭富仁 

• 動機：無 

• 目標範圍：全校性 

• 難易度：困難 

• 實施期間：102 年 11 月至 103 年 4 月 

• 參與人數：52 人 

目標： 

1.認識生物多樣性，體會大自然之美。 2.親自栽植蔬菜，體驗農夫的辛勞。 3.作為綠色植栽， 

增加校園綠覆面積。 4.響應在地食材，示範有機飲食。 

進行方式： 

1.在校園內各個角落設置菜圃。 2.老師帶領學生種植菜苗。 3.指導小朋友澆水,施肥,拔草。 4. 

歡喜收成，享受自家栽種的蔬菜。 5.重覆栽種菜苗或撒菜籽。 

成果描述： 

1.本校校園面積小，要再找出一塊土地供作菜圃相當困難。校長發揮驚人的創意，在不可能處找 

到可能。利用牆壁設置人工菜圃，層層排列，井然有序，是菜圃也是賞心悅目的綠美化設計。 2. 

師生共同體驗栽種的辛勞並分享收成的喜樂，師生打成一片，增進彼此的情感。 3.透過親自栽 

種，瞭解蔬菜的成長過程。 

實施心得： 

1.最佩服校長的創意，將牆壁化為層層的菜圃與綠美化的景點，可見事在人為，千萬不要再為沒 

有種菜空間而找藉口。 2.收成那一天，蔬菜煮成午餐的菜餚，看老師與學生大口大口的快樂的 

吃著，學生搶著要再挾第二次，臉上並且流露著喜悅與滿足，那情景非筆墨所能形容。 3.透過 

第一栽種，我們知道了陽光對蔬菜的重要性，日照不足勢必影響蔬菜的成長與收成。因此，在第 

二次栽種時我們稍作調整，在缺乏日照之處栽種耐陰的草花，成果很不錯。 

學習者心得： 

1.可以自己種菜我感到好高興。 2.我覺得種菜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3.我種的菜好好吃，我 

覺得自己好厲害哦。 

補充： 

上傳圖片：









閒置空地予以綠美化，改善土壤（一） 

閒置空地予以綠美化，改善土壤（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