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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
暨環保小學堂名單



1 1 2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
暨環保小學堂名單

1 1 2年
單位 金額(萬)

1 50小學堂

單一型 5 75
合計 6 1 25

環保小學堂
永康區西灣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 (單一型 )

後壁區頂長社區發展協會
新營區民榮社區發展協會
新化區東榮社區發展協會
七股區十份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大恩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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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年環保小學堂執行成果



永康區西灣社區發展協會

原大灣內海因陸浮而形成鯽魚潭，水改道南流在1824年大雨致
許寬溪的泥砂流入而成耕田，西灣社區位於昔日鯽魚潭潭底及潭畔
的農村，因工商發逢轉變，還保留一片農業區故土壤為鹽田仔地，
在傳統農作物上就有其需有種類、繼109至111年的單一型計晝在環境
調查成果、繪製整理與原有資料結合提供展示。融入社區再運用本
社區獨有之都市型農業區開發為環境教育自然農場四季栽種植物為
課案，達到健康飲食風氣與推廣自然栽種改良土壤的目的。

導覽解說及實際體驗方式，增加本地區的古厝；古建築及環境
特色的相對價值。本社區屬擁有都會中少數農業區的環境教育自然
農場及滯洪池。均是往後提案執行的環境教育場域的最佳點。透過
計畫執行連結學術單位崑山科大、南大附中、大灣高中、崑山國小、
大灣國小等社團班隊，實習教育。再運用本地區的交通便利性加予
推廣，深度了解，藉由地方情感的連結向下札根，激起居民正確的
環保意識風氣、提昇為環教社區。

『滄海變良田~鯽魚潭生態再現』



永康區西灣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調查－探索環境與人文因素

組織培力－深度環境導覽培力

維護環境－社區街道整治

閒置空地髒亂點改造

維護環境－綠美化參與



永康區西灣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教育推廣－節能減碳講座 環境教育推廣－定點巡視檢測 環境教育推廣－不老食堂體驗探索

環境教育推廣－社區幼兒園西灣市民
農場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推廣－趣味競賽
大地桌遊闖關活動

環境教育推廣－食農教育
西灣市民農場無具野炊



永康區西灣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教育推廣－大灣國小畢業生
社區巡禮

環境教育推廣－崑山國小學童
社區環境教育走讀

環境教育推廣－彰化源圓社區
來訪參與環境導覽推廣

環境教育成果－ 社區跳蚤市集 環境教育成果－網頁資訊行銷 環境教育成果－西灣社區人文調查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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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

(單一型)執行成果



頂長社區發展協會位於臺南市後壁區菁寮聚落，菁寮聚落為重
要稻米產地，隨著臺南灣經濟朝向工商業發展，當地人口外移找尋
工作，人口逐漸凋零，然而當地仍保留許多舊建築、水文與農業資
源，為臺南市中相對擁有許多自然資源與歷史資源之社區。

當地已有無毒農業的職人，像是無米樂的崑濱伯與仕安合作社，
採用友善環境的方式，種植友善大地的無毒米，從播種、收割到最
終的包裝、倉儲與銷售，透過農產稻作行銷推廣與轉型，用以發展
品質更精良的農產品，讓當地居民透過相同的信念共同守護該區環
境生態。

以在地友善農業結合永續環境與生活理念加入永續環境教育，
藉由導覽解說與實際參與之方式，結合現有自然、人文資源及永續
環境教育，啟發參與者對在地特色、文化、自然環境議題的關係，
親身體驗農村的生活經驗，結合附近社區與學校推廣以深度體驗將
無毒農業、永續觀念往下紮根，學習與自然環境共榮、共好的精神。

後壁區頂長社區發展協會
『長短樹之環境調查及培力改造計畫』



後壁區頂長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調查：將社區調查的重點先了解在地歷史與人文地理並進行整理、記錄。

組織培力：辦理志工培訓、社區營造經驗分享，加強社區志工對社區的人文了解。



後壁區頂長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觀摩：到高雄旗山糖廠社區參訪並與在地社區互動交流，學習社區經營過程與經驗。

環境教育推廣：環境教育永續之宣導、生態社區概念、綠色飲食與生活實踐。



後壁區頂長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維護與管理：閒置空地綠美化，清除雜草與不要的廢棄物。以空間多元活化利用。

前 中 後

社區髒亂點清除：維護社區環境清潔，每月定期針對一處髒亂點進行清除與改善。



社團法人臺南市新營區民榮社區發展協會位於臺南市新營區，
依據111年11月人口統計資料，民榮里共2,145戶，戶數共2,471個，人口
數5,153人，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由和平路、復興路至太子
路一路由形成密集的住商混合區，另有嘉南大圳貫穿本里規劃形成
綠帶、綠地及步道，附近更有長勝營區公園等地，成為許多名流雅
士健身運動及居住的最佳選擇。

社區以在地友善有機開心農場持續發展，結合永續環境、循環
經濟生活理念，利用回收物種植作物，探究人與大地共生共榮的可
能性，將社區發展中加入永續環境教育、有機農業課程，藉由導覽
解說與實際參與之方式，結合現有自然、人文資源及永續環境教育，
啟發參與者對在地特色、文化、自然環境議題的關係，親身使里民
體驗農村的生活經驗，推廣以深度體驗將無毒農業、永續觀念往下
紮根，讓當地居民透過相同的信念共同守護該區環境生態，學習與
自然環境共榮、共好的精神。

新營區民榮社區發展協會
『民榮長勝開心農場驛站』



新營區民榮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調查：
此外藉由課程及活動安排，協助民榮聚落透過環境調查，找出環境議題，由專家及在地嚮導帶領，實地踏查
現場，針對社區內各項環境資源進行調查並與當地耆老與居民的訪談，藉此了解社區的現況。

組織培力：
為提升社區居民生活於里獨特維護環境與向心力觀念，並隨時察言非當地居民，自動自發無規範下共同
維護社區安全、環境與發展，舉辦社區環境教育志工人員之培訓講座、導覽解說培訓、社區觀摩學習。



新營區民榮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教育推廣：永續環境
循環經濟規劃運用

環境教育推廣：全球暖化
與氣候變遷

環境教育推廣：綠色飲食

節能減碳之日常應用：
節約用水宣導

節能減碳之日常應用：
綠色採購宣導

節能減碳之日常應用：
節能減碳宣導

節能減碳之日常應用：
低碳社區宣導



新營區民榮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維護與管理：空間活化整理與綠美化環境，使用人工除草不用化學藥劑，整理環境也保護環境。

除了社區志工定期到社區街道上進行街道整理，社區居民也會到開心農場協助周遭環境整理；一起維護社區

環境的整潔之餘，也能提高社區居民對保護環境的意識。



『探尋東榮里～』

東榮社區位處於新化大目降園區內，社區內擁有許多的景
點和公園，如：新化老街、武德殿園區和日式庭園，都是遊客
們喜歡參觀和逗留的區域，為了維護園區內的環境，東榮社區
已經認養了武德殿園區及日式庭園的環境維護和管理，每日安
排環保義工執行環境打掃，又因來訪遊客眾多，社區也安排社
區居民和志工參與導覽人員解說培訓，武德殿園區及日式庭園
因佔地遼闊，除了環境維護和管理外，社區也一直在推動綠美
化工程，讓社區環境更能變成貼近社區居民的友善空間，朝向
與自然環境共榮.共好的精神。

先前讓社區居民及志工對環境議題有了初步的接觸和了解，
為了延續社區對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能深入到社區居民及志
工對環境議題的重視，將培養居民對社區周邊環境的維護及環
境教育的宣導，落實節能減碳及資源回收，讓社區居民身體力
行。

新化區東榮社區發展協會



新化區東榮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調查：以觀光遊憩資源做主題，因社區擁有大目降文化園區內，是遊客喜歡觀光和遊憩的場域，環境的
維護和管理及導覽人員的培訓，配合農業空間的調查，以建立資料作為日後導覽旅遊規畫動線參考，因此拜
訪地方耆老和尋覓在地傳奇故事搭配景點和古蹟，編織導覽解說的題材，讓參訪遊客能更了解新化大目降文
化園區擁有的好內涵和文化之美。

組織培力：新化大目降文化園區，是臺南市所推動文化休閒旅遊景點之一，社區位在
大目降文化園區內，但社區目前並無適當之解說志工，將透過導覽解說課程、社區觀
摩，來精進志工之專業解說能力。



新化區東榮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教育推廣：溫室效應造成地球暖化現象，世界各地災害頻傳，因此環境教育推廣刻不容緩，如何

讓社區居民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培養社區居民環保觀念落實節能減碳、推廣綠色生活、資源永續利用。



新化區東榮社區發展協會

活動成果展示：製作社區導覽地圖讓外訪遊客可以清楚知道社區的特色景點與美食。

新化觀光遊憩資源介紹與調查，新化擁有許多歷史人物、景觀，又稱臺南市後花園，

因此遊憩觀光資源，非常豐富，將透過本次課程安排，讓社區居民更了解新化擁有的

遊憩資源，介紹給來訪的遊客。



『大手牽小手共創十份綠生活』
臺南市七股區十份里於北與三股里接壤，東與永古里接壤，西與

臺灣海峽為界，南與曾文溪為界，是整個七股區最西南方的行政里,也
同時是臺南灣極西點的所在位置，里內擁有豐富的濕地生態資源，以
及世界稀有鳥種黑面琵鷺的重要棲地，金德豐聚落內的建功國小、聚
落南側位於曾文溪河口處黑面琵鷺保護區的「黑面琵鷺保育研究中
心」。

里內農業以種植哈蜜瓜及蔥蒜為主，種植面積逾20甲，因為距海
太近，必須在每年的4-8月休耕，引圳水灌溉以土壤鹽化。今臺南61線
以西的「美國塭仔」及「曾文海埔魚塭」則與三股村無明顯分界，以生
產鹹水養殖的魚種(如虱目魚)與蝦、文蛤類混養為主。

十份里公共事務之推動大抵上是以里長和社區發展協會為核心，
而為了回應近年來因黑面琵鷺保育運動而興起的生態旅遊利基與衝擊，
社區發展協會依據社區發展新需求下進行改組，積極推動生態教室體
驗活動，結合周邊教育資源推動社區發展工作。

七股區十份社區發展協會



七股區十份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教育：透過社區環境盤點後，知道在地資源的運用，製作QR code植物解說牌，提升學童與
鄰近居民對自然景觀的認識。

組織培力：透過組織培力課程招募更多義工參與社區服務團隊，藉由社區觀摩學習提升優質的
環境。



七股區十份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教育推廣：配合行政院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推廣電動割草機及禁用除草劑政策，
強調為維護環境生態和民眾健康，有效管理除草劑之使用。

環境維護與管理：重點管理清除違規小廣告，清除病媒蚊孳生，將閒置空間布置，

並綠美化環境，種植矮仙丹、桂花、等植物。

-改造前- -改造中- -改造後-



七股區十份社區發展協會

效益及社區感言：
透過社區環境調查完成屬於十份社區的環境教育故事，鼓勵居民共同推動綠生活環境，且已有明顯

效果。透過資源調查培訓、導覽人員解說，已招募20人之義工隊參與社區服務並藉由導覽經驗分享
與交流培訓社區導覽員。前往臺南市鹽水區橋南社區發展協會進行觀摩學習，了解到社區產業發展、

社區產業及社區教育，透過觀摩學習的參訪活動，檢視自身社區擁有的資源，得知十份社區需加強

在地特色並加以執行。透過環境教育推廣宣導使居民建立正確的環保知識，了解珍惜資源、節能減

碳的重要性並隨時做環保。落實環境維護清除違規小廣告與撿菸蒂、清除病媒蚊孳生並綠美化環境，

帶領社區小朋友一同參與綠美化營造，達成向下紮根與環境教育。

- 計畫成果展，邀請社區大小朋友一同參與成果展活動 -



大恩社區屬低密度住宅區，台南機場就在本里，商業活動以大
同路強度最強，國民路次之，住宅群以二樓建物居多，公共設施有
桶盤淺公園。自然生態豐富，唯長年荒廢，如能分期整頓開發，將
可塑造成 為社區桃花源。社區與機場圍牆邊行道樹黃花風鈴木已長
大成蔭，每年春風初起沿路黃花迎人，令人賞心悅目。

社區公園範圍雖小，但如今已樹木扶疏綠草如茵。如能以此為
基礎，以季節性開花植栽塑造為社區的景觀特色。社區數年來與社
區志工一同維持社區街道整潔與維護環境，讓里民對居住環境有認
同及榮譽感，進而帶動整個里內居民對週遭環境品質的學習與自我
要求的提高，再落實清淨家園樂活化之「扎根環境教育，愛家園顧
台灣」的環境新主張，藉以營造永續優質環境。

南區大恩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大恩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調查：當地環境資源盤點與生活紀錄(生態、人為空間、建築) 此外藉由課程及活動安排，
協助社區透過環境調查，找出環境 議題，由專家及在地嚮導帶領，實地踏查現場，針對社
區內各 項環境資源進行調查並與當地耆老與居民的訪談，藉此了解社 區的現況。

組織培力：可以透過各項培力課程學習對社區有助益的內容外，也透過社區觀摩到其他社區進
行交流與互動，學習如何讓社區居民更了解社區的生態環境，讓有限資源可以善加利用，引導
民眾參與社區組織模式，強化組織運作、激發出在地居民的認同情感，以開發出在地特色。



南區大恩社區發展協會

環境教育推廣：透過環境教育，宣導低碳、節能、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讓社區居民能夠
將綠色生活、環境教育融入生活中，並活用相關的知識來創造更多元化的事物。

環境維護與管理：改造閒置空間、綠美化環境打造社區特色景點，讓社區居民一同參與。

-改造前- -改造中- -改造後-



南區大恩社區發展協會

效益及社區感言：

1. 藉由此計畫活動推動社區營造，讓社區居民更認識資源循環再利用，認識回收標章、節能標

章，一起動手做資源回收，減少地球上的垃圾。還給地球一個乾淨會呼吸的好環境。

2. 藉由活動中宣導登革熱病媒蚊的孳生，讓居民要時常清理家中的積水處、水盆要倒蓋、不能

讓輪胎鋁罐造成積水，將資收物分類整理拿來社區換取物資，如此創造環保經濟共享效益。

3. 社區閒置空間的整治與綠美化，頓時間讓社區公園煥然一新，增添了不少顏色，讓社區里民

心情更加愉悅。

4. 社區髒亂點經由志工們的整頓，改變了社區的單調，志工們的凝聚力可真無話可說，團結力

量大，一會的功夫大家一起動手挖，看著大家分工的模樣內心是充滿感動的，雖辛苦卻也看

見了大家的同心，各個樂在其中好不快樂啊！

- 舉辦成果展，透過二手市集宣導資源永續循環的重要性也增加與社區居民的互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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