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續能源，讓愛飛翔

臺中市長安國小
環境能源教育向下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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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都市生態小學之理念建校的長安國小校門和圍牆是超可愛的「毛毛蟲家族」。



「一個人，跑很快；一群人，跑很遠。」

臺中市長安國小從 102學年度就開始

在全校推動環境教育本位課程，並在高年

級落實能源教育，老師們更集思廣益，發

揮各領域專長，自己動手編撰教材，建構

和設計出獨具特色的環境教育教學指引，

成為臺中市乃至全臺灣環境教育重要的學

習標竿學校。就是這種眾志成城、齊心協

力的作為，不但讓長安國小連續 3年獲得

臺中市低碳校園金牌級認證標章，更獲得

經濟部和教育部頒發的推動能源教育績優

學校的獎勵。

搜尋臺中市長安國小，跳出來的不僅

是長安國小全球資訊網的網頁，還有臺中

市長安國小環境教育專區的網頁，點進去

才發現，裡面囊括了「能源教育網」、「校

園植物教學網站」、「防災教育網站」、「環

境教育輔導團入口網站」等相關網站連結，

可見長安國小在學校環境教育和能源教育

上著墨之深。

國小教育，就投入這麼大的心力在環

境教育和能源教育上，到底對學童能產生

多大的影響力，成效又會如何呢？

校長黃志隆給的答案很耐人尋味：「希

望孩子做得好，想不到孩子做得更好。」

這讓我想到，孩子的可塑性這個教育

話題，一直以來都受到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專家發現，每當我們改變一種教育模式，

孩子就會順勢轉彎，他們的可塑性和韌性

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大得多。換言之，當師

長給孩子提供什麼類型的經驗，孩子對該

類型的經驗就會愈來愈強化。

這或許就是黃志隆校長所給的答案，

當我們在孩子的心裡播下善念的種子，這

粒種子就會發芽茁壯。

環境教育和能源教育就是一種善念，

面對全球氣候日益極端的環境變遷，還有

臺灣日益嚴重的環境汙染，我們生活的地

球村，沒有一個人可以獨善其身。而學校

作為實施教育和培養現代化國民的重要場

所，唯有順應時代潮流，重視生態環境教

育，培養學生的前瞻性和人文情懷，讓孩

子從學校體驗到關心全球環境議題，進而

推己及人，將環境教育和能源教育的理念

散播出去。

來到長安國小，第一印象就是這是一

個沒有校門的學校，其實並非如此，只是

校門的功能被弱化了，校門不再是一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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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安國小獲得低碳校園獲得臺中市低碳校園和推動能
源教育績優學校的榮譽。



冷生硬的大鐵門，取而代之的是一整排擺

在輪動平台上的盆栽，由於幾乎貼近地面，

所以啟動平台時就像是一盆盆花草在地面

上滑行。既然校門是會移動的盆栽，那圍

牆呢，竟是一隻隻「蠕動」的「毛毛蟲」！

對毛毛蟲，相信每個人都有一種本能心理

上的恐懼，畢竟它總是出其不意的現身，

對大多數人來說，毛毛蟲絕對是昆蟲世界

裡最不受歡迎一員。但毛毛蟲卻是自然界

最底層的生物，也意味著它是我們周遭環

境中不可或缺的小生命，少了它生態鏈將

會失衡，所以將毛毛蟲化身校園的一部分，

更深層的寓意是希望我們不要忽略它的存

在，有了它自然界會變得豐富多彩，才會

有我們今天和諧的環境。於是乎，為了破

除人們對毛毛蟲的刻板印象吧，長安國小

不但讓校園的大門圍牆化身成一隻隻巨大

的毛毛蟲，而且還把它變身成可愛的造型。

由於長安國小是以都市生態小學之

理念建校，所以毛毛蟲校門圍牆無疑是學

校最醒目的招牌，而它與其後方的大蝴蝶

公共藝術構成羽化成蝶的意象，也寓示著

毛毛蟲蛻去蛹殼，羽化成蝶。這或許有更

深一層的含意，人的成長離不開教育，唯

有經過學校的養成教育，才能展翅高飛。

蝴蝶的後方，則是太陽能綠葉亭，這座由

友達光電公司慨然捐建的太陽能綠葉亭工

程，也是學校實施能源教育的素材和課題。

從貼近生態的「毛毛蟲家族」公共藝術到

再生能源的太陽能，學校的入口意象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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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門後方的大蝴蝶公共藝術構成羽化成蝶的意象，也意味著學校養成教育的重要性。



可見營造環境教育的意圖。正是因為長安

國小的校園建築自然融入到周邊的社區環

境中，所以長安國小在 2012年獲得文化部

「第三屆公共藝術獎 •最佳環境融合獎」

的入圍。

「一顆小石子，沒有先天良好的境遇，

任憑命運的洪流推移滾動，歷經歲月洗禮

之後，小石子面對環境的磨礪，漸漸明白

了老天爺對自己的期許，『卑微的石子經

得起磨、方能拋現寶石原有的質地與光

澤』。堅毅、勤懇、為善，是小石子對天

地恩澤的回報。」

這是長安國小網頁黃志隆校長在臉書

的貼文，這段帶著勵志的感悟話語，道出

黃校長投身教育的心路歷程。擔任長安國

小校長 7年，也是長安國小創校的第 2任

校長，長安國小成長的點點滴滴他幾乎都

參與其中。

臺中市長安國小建校於民國 96年，

隔年 9月首批新生入學，當年為因應中部

科學園區設立、外來人口移入增加而設校，

迄今年剛好建校 10周年。10年間，由於

學校地理環境優越，校園又與周邊環境融

合之特色，班級數和新生入學人數一直穩

定中成長，這在當前面臨少子化和周邊有

8所國小的競爭的情形下，是難能可貴的。

長安國小校門前，是一條車流量並不

大的馬路，有個好聽的名字叫「櫻花路」，

所以長安國小在創校時，曾有人提議「櫻

花國小」的校名。但不知道是不是櫻花路

卻沒有櫻花樹之故，櫻花國小的校名最終

沒有被採納。但這卻成了黃志隆校長惦掛

▲ 在全校師生的努力下，校門前那條原本沒有櫻花樹的
櫻花路也綻放了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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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能綠葉亭，是學校實施能源教育的素材和課題。



的一件心事，櫻花路上沒有櫻花樹，不只

在地民眾和學生家長，連外地人都會覺得

怪怪的。於是乎，黃校長決定讓這條路名

副其實，於是在建校的第 4年，他情商熱

忱的家長為學校捐贈了 50棵櫻花樹苗和

50棵桂花樹苗。從此，學校前的櫻花路上

有了櫻花，而這些新種下的櫻花樹無形中

也行銷了長安國小，春天櫻花盛開，為學

校增豔，又因應了學校的環境教育，無疑

是最好的實踐和加分。

黃校長說，教育是一種過程，建築在

美麗的夢與行動上，而種植後的美麗與期

待讓一切都變得很值得。

就是這份教育的態度，校長和全校師

生以及家長志工的付出，讓長安國小的校

園變得更美好。

走進長安國小，隨處都能讓人感受到

這份教育的態度，校園開放的無障礙空間

與校外穿透性的圍籬和寬大的人行道幾乎

連通著；扇形的建築體面向校門，好像張

開雙臂的大樹，迎接快樂的師生和民眾；

校園主體建築設計上跳脫了傳統的ㄇ字

型，像極了張開翅膀的衛星，這樣的設計

是為了讓出更多的空間給綠地。從落英繽

紛的生態池，到四季都可採收的教學農園，

臺灣欒樹、臺灣肖楠、肉桂、芒果樹、羊

蹄甲、落羽松⋯多元的原生植栽遍布校園

的各個角落。尤其是校園跑道旁有一整排

的芒果樹，那可是建校時就長在這裡的「老

居民」，出於建校的理念，建校者將這些

「老居民」全數保留下來，並為它們搬了

「新厝」。現在無論是站在校園的哪一個

角落，望向跑道，都能看到老樹的身影，

寬闊的綠意就這樣守護著校園，也守護著

長安的學童。

長安國小從建校到現在一直本著都市

生態小學之理念，所以利用校園各項設施

所構築的「生態教室」，是老師們實施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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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主體圓形建築達到四面採光，兩側翼型的設計則
充分考慮到室內通風。

▲ 校園階梯也是毛毛蟲的造型，安全防護則多了蝴蝶。



境教育課程的場域，而配合太陽能光電車

的教學，設計實施能源議題的學習與探討，

規劃並實施多項活動計畫，建立優質的精

緻教學則是學校長遠的目標。

學務主任李耿嘉是長安國小「元老級」

的人物，從建校籌備開始，他就是長安國

小的一員，歷任兩屆校長，他都一直在長

安國小默默地耕耘著。所以黃校長說他是

長安國小的「大內總管」，真是一點都不

誇張。可以說，長安國小的一草一木，都

有著李耿嘉主任付出的汗水，而落實校園

環境教育和能源教育，李主任更是積極的

推動者和執行者。

接待我的便是李主任，他從「毛毛

蟲校門」帶著我穿過校園「大蝴蝶」巨型

的翅膀下，便來到太陽能綠葉亭，由這裡

可以眺望整個校園，除了被綠樹環繞的校

舍，不時有「彩蝶」飛舞其間。還有一幅

巨大的長安國小願景圖映入眼簾，「合作

Cooperation、榮譽 Honor、行動 Action、

自然 Nature」，四大主軸的第一個英文字

母連在一起，正好是「長安」校名的縮寫。

以專業的教師培養健全的學生，以效率服

務的行政，結合參與的家長，這就是長安

國小的願景：「感動的教育、幸福的長安」。

跟許多外界的聲音一樣，大家對長

安國小「專業的教師」這一塊顯然有著更

高的要求和期許。李主任告訴我，長安國

小各領域的老師都有懷抱著一種責任感，

就是在教學創新和專業成長上自我要求甚

高，而且老師們通過團隊合作、教學相長

和經驗分享，積極用心在教學領域。

擺在長安國小校長室最醒目之處的

「臺中市西屯區長安國民小學環境教育本

位課程指引」或可證明這一點。厚厚的一

冊教學活動設計，細述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不同課程內容的單元主題，全校的教師都

參與編寫。而且各年級設計的主軸不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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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小型的蝴蝶劇場。 ▲ 長安國小老師自編環境教育本位
課程指引。



同，深入淺出，針對不同學齡層做適切的

課程架構和整體規劃，比如一年級著重於

對環境的知覺開發，通過對校園活動空間

的探索，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基本

的生態原則；二年級則是從珍惜水資源切

入，強調水對我們的重要性，課程架構在

於啟發學生對於環境知覺，以及了解水資

源的重要性。三年級從溜滑底下的空間導

覽開始，不以傳授知識為主，希望藉由親

近與了解環境，培養學童愛護環境的態度；

四年級談到食物的里程，地點也來到了校

園的教學農園，從了解何謂碳足跡，討論

在飲食方面如何實踐減碳生活。到了五、

六年級，這個階段的同學已經對環境有了

比較完整的認知，於是能源教育登場了，

從全球暖化講到能源的重要性，從地球最

乾淨的能源太陽能認識再生能源，最後將

永續發展、環境正義較深層的態度，讓學

生覺知，希望透過有限的課程，搭配校內

現有的太陽能綠葉環境與設施，進行環境

教育課程，同時導入生物多樣性概念，讓

同學了解生態系珍貴，延伸至能源使用的

困境以及未來發展。

針對課程設計不同的學習單，進而強

化同學知與行的結合，將書本和環境連結

在一起，將課堂和自然連結在一起。

誠如黃校長在校內師生環境教學分享

研習會上的有感而發，低年級系統化體驗

式介紹學校環境，讓孩子親切認識與真實

接觸，並教育孩子對大自然的責任感；中

年級追求藝術化與創新化的教學，連介紹

生態池都能讓孩子發揮團體創造力，表演

魚、花與布袋蓮的對話；高年級延伸愛鄉

愛土進而介紹環境意識，諸如太陽能、節

能減碳，除了各種影片與實例的震撼之外，

更透過全學年辯論活動探討太陽能與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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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教育課程 --太陽能光電車教學。 ▲ 教學農園讓學童體驗食農教育。



的利弊，建立孩子們對地球的關心與責任。

正是有了老師們多元和用心專業的付

出，在課程推動的路上一直找尋著對的方

向，並堅持、合作與分享，透過計畫、執

行、反思和再修正，如此可回復式的歷程

發展，才使得長安國小環境教育的本位課

程愈加完善。

訪談結束，李主任說要帶我去看看長

安國小的「秘密基地」－師生眼中的「小

天壇」。

「小天壇⋯」我不禁好奇的睜大了眼

睛。隨著李主任的腳步來到學校圓形圖書

館的頂樓，只見幾十根水泥柱子支撐起一

個像極了圓形球場看台的建築體，我正好

奇它的端倪，李主任讓我站在圓形的中央

發出聲音。哇，我的聲音馬上從四面八方

傳回來。李主任說這是模仿北京天壇的回

音壁原理而建造的，目的是讓同學們情境

體驗聲學的傳音原理，因為只要建築體的

圓周率精確，即使沒有圍牆，聲波一樣會

產生規則反射，關鍵點就在於柱頂上端的

圓環體使聲波不至於散漫消失，於是就製

造出與北京天壇回音壁一樣的回音效果。

李主任告訴我這裡可是全校師生最愛的遊

戲空間，下課後喊一喊還有紓解壓力的效

果呢。

走出長安國小，耳畔似乎還迴響著「小

天壇」的回音。美國教育學家杜威 (John 

Dewey)說：「教育即生活 (Education as 

life,Life as education)。」英國教育學家斯

賓塞 (Herbert Spencer)說：「教育為未來

生活之準備 (Education to prepare for the 

future life )。」

我想，長安國小的環境教育本位課程

不僅教導孩子落實追求愛地球的腳步，更

教會孩子在使用資源時，應該懷著一顆感

謝、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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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形屋頂是師生口中的小天壇，其特殊的設計有回音壁的效果。 ▲ 自比「毛毛蟲校長」的長安國小
黃志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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