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宜蘭綠色博覽會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環境教育輔導及教學研究中心」

環境教育課程與假日主題活動介紹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環境教育輔導及教學研究中心」於綠博期間搭配今年

度主題及園區環境教育課程，預計推出系列「定時或報名型體驗課程」、「社

區主題遊程」以及「假日主題活動」，提供社會大眾、各級學校、公司團體優

質的環境教育服務，深化綠色博覽會教育宣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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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宜蘭呷辦桌~餐桌上的環境行動」環境教育展示暨體驗推廣活動

2019 年綠色博覽會環境教育中心規劃「來宜蘭呷辦桌-餐桌上的環境行

動」主題展，以【辦桌料理】為主題，利用宜蘭在地辦桌菜色連結環境、食安

健康等重要議題，探討飲食對環境的影響力，透過生動有趣的手繪插圖並規劃

相關互動裝置，作單一集中式主題特展，期許教師及學生能從生活飲食的選擇

開始改變，落實友善環境行動。

    除此之外，為了能讓參觀主題展的民眾獲得實際體驗的機會，同時讓展示

更具體化、活潑化，並關注到五感的體驗，環教中心搭配展示內容與環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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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一帶狀的體驗推廣活動，聘請相關領域專家講解並協助操作學員，讓參觀

民眾能深刻體會食物保存的民間智慧。

本體驗活動將在綠博期間週間進行，含動態體驗課程與體驗後之實物展示

其相關活動內容如下表(綠色標記之時段，共18天、每日上下午各1場次活動)：

表1/「來宜蘭呷辦桌~餐桌上的環境行動」環境教育展示暨體驗推廣活動預劃表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第一週  蘿蔔乾製作 曬蘿蔔乾 曬蘿蔔乾 高麗菜乾製作 曬高麗菜乾 曬高麗菜乾

鴨賞製作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曬豆腐乳

第二週 曬高麗菜乾 蘿蔔乾製作 曬蘿蔔乾 曬蘿蔔乾 高麗菜乾製作 曬高麗菜乾 曬高麗菜乾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曬豆腐乳 曬豆腐乳 曬豆腐乳 豆腐乳醃漬    

第三週 曬高麗菜乾 蘿蔔乾製作 曬蘿蔔乾 曬蘿蔔乾 高麗菜乾製作 曬高麗菜乾 曬高麗菜乾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鴨賞製作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第四週 曬高麗菜乾 蘿蔔乾製作 曬蘿蔔乾 曬蘿蔔乾 高麗菜乾製作 曬高麗菜乾 曬高麗菜乾

鴨賞製作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曬豆腐乳

第五週 曬高麗菜乾 蘿蔔乾製作 曬蘿蔔乾 曬蘿蔔乾 高麗菜乾製作 曬高麗菜乾 曬高麗菜乾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曬豆腐乳 曬豆腐乳 曬豆腐乳 豆腐乳醃漬    

第六週 曬高麗菜乾 蘿蔔乾製作 曬蘿蔔乾 曬蘿蔔乾 高麗菜乾製作 曬高麗菜乾 曬高麗菜乾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鴨賞製作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煙燻鴨賞

※本活動內容為預訂行程，實際製作日期可能因天候、材料等因素而調整。

3



二、週間「定時型戶外教學課程-餐桌上的環境行動」：

2019 年綠色博覽會環境教育中心規劃「來宜蘭呷辦桌-餐桌上的環境行

動」主題展，搭配展示主題、深化展示內容與教育功能，研發五套環教課程，

在綠博週間供學校、機關團體申請課程。此五套課程為：「藍色河流」-關於

環境資源的運用需要妥善管理；「農田好幫手」-談友善耕作；「烏魚小班」-

談海洋資源與續利用；「老婆婆與黴菌兄妹」-談食物保存與民間智慧；「水

鳥媽媽」-談重金屬與海廢汙染對生物的影響。

表2/2019年綠色博覽會環境教育預約課程時段表

課程內容 日期

時段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上下午

固定時間開

課

藍色河流 老婆婆

與黴菌兄妹

農田好幫手 烏魚小班 哈囉!魚好嗎?

※週一至週五採網路預約登記制，上下午各1場次(每一場次人數限 20-30人)，

每場次課程以2小時為單位。

※每日提供不同主題課程，申請單位可就各自需求申請對應課程。

※週間報名型體驗課程實施時段：09：30-11：30、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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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9年綠色博覽會環境教育中心週間體驗課程設計架構總表

週一至週五課程

活動方案

名稱

活動概要 適用對象 申請時段

開課地點：生態綠舟

藍色河流 學生可能聽過「流域」這個詞彙，但也許不了解水是如

何流經一片流域，春、夏、秋、冬或不同的天氣如何影響流

量，也可能不知道人類的各種行為將影響到水質。我們將透

過一個全身性的活動，讓學生模擬水在一條河流及其流域內

的移動，並藉此發現河流所遭遇到的問題。

□國小低

■國小中

■國小高

■國中

□高中

□親子

■社會大眾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老婆婆與

黴菌兄妹

早期經濟環境尚未發達，人們對於付出勞力辛苦獲得的

各種食材格外珍惜，為了保存食材並豐富味覺上的變化，逐

漸發展出許多傳統的處理方式。

相較於現今為了大量生產、方便保存與運輸的商業模

式，加入許多色素、防腐劑等人工添加物的食品加工方式，

我們是不是該回頭來重新認識傳統的智慧呢?

■國小低

■國小中

■國小高

□國中

□高中

□親子

■社會大眾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農田

好幫手

您一定看過燕子、白鷺鷥或彩鷸出現在水田間，有時飛

過、有時靜止站立，有時拉長脖子小心慢步，相信你們一定

猜得出來牠們的行為。但，你有想過，牠們吃了什麼「美

食」嗎？其實，就是平常肉眼不易發現的小動物們！牠們是

誰？為什麼住在水田？對於水田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牠們究竟是水稻的殺手還是幫手呢？就讓我們在這堂課裡找

出可能的答案吧！

□國小低

□國小中

■國小高

■國中

■高中

□親子

■社會大眾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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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魚小班 過去無論是近海漁業還是遠洋漁業，都曾經為我們提供

了大量優質的蛋白質來源，更創造了無數的外匯收入，養活

台灣許多依海為生的大小漁村。但時至今日，面對全球共同

面對的困境—海洋資源枯竭、氣候變遷及海洋汙染日益嚴

重，我們應該如何以更永續的方式使用海洋資源呢?

□國小低

■國小中

■國小高

■國中

□高中

□親子

■社會大眾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哈囉!

魚好嗎?

我們平時在餐桌上吃到的水產，多半來自遠洋、近海及

養殖漁業。但是，這些水產目前有哪些環境及食品安全的問

題呢？

本課程將透過各種有趣的方式探討我們吃的水產當中，

其生產過程中可能隱藏了哪些環境問題，包括養殖環境可能

有的用藥問題，以及海洋汙染可能會透過生物累積的作用不

斷放大等等。並教導小朋友如何跟家人一起吃出對環境和身

體都健康的水產。

■國小低

■國小中

□國小高

□國中

□高中

□親子

□社會大眾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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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綠遊齊步走-假日「夥伴團體主題活動」：

    環教中心於假日時段安排系列主題活動，邀請縣內外各環境教育相關團體

協助辦理，配合本次綠色博覽會主題，規劃系列現場體驗、互動活動，並透過

活動內容呈現各單位特色內涵（如：永續生活、綠色能源、水資源重要議題、

生態水環境營造、友善農業、農村意象、生物多樣性空間營造、氣候變遷與糧

食問題等）。歡迎大小朋友一起來體驗精采有趣的活動。

※課程時段：週末或特定假日， 09:30-10:30 、 11:00-12:00 、 14:00-

15:00、15:30-16:30，依現場實際公告時段為主。

※採現場報名登記制，每場次活動約 40-50分鐘。

※本次參與單位包括：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社團法人台北市

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宜蘭縣環境教育推廣協會、國立臺灣博物館、

社團法人荒野保護協會宜蘭分會、宜蘭深溝水源教育生態園區、頭城農場、

行政院農委會林試所福山研究中心、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員山生態教育館、臺北市立動物園、台北自來水園區(環境教育中心) 、行

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羅東自然教育中心、國立海洋科技博物

館、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野柳地質公園(野柳自然中心)、斯創教育工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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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9年綠色博覽會環境教育中心假日主題活動設計架構總表

2019年宜蘭綠色博覽會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環境教育輔導及教學研究中心」假日主題式學習活動

活動方案名稱 活動概要 執行單位
環境教育

議題面向

第

一

週

黑熊探險家
（3/30-31）

    介紹黑熊在全球的分布狀況及在台灣的棲地和所面

臨生存的威脅，透過簡報的方式讓大家更清楚認識台灣

黑熊目前在台灣生存的狀態，接下來就是動手 DIY，製作

台灣黑熊玩偶，歡迎大家來體驗喔!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生物多樣性空

間營造

自然保育

野生 動 物救傷

SOS
(3/30-31)

    本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收容救傷的野生動物種類繁

多，藉由講師講解處理野生動物受傷的過程，並由講師

分別說明每一隻動物受傷的過程及救活處理後，是否野

放的相關流程。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永續生活

自然保育

第

二

週

水來我家
(4/4)

    不同季節的河流有不同的樣貌嗎？河流的健康和我

們又有什麼關係呢？讓我們化身為河流，在輕鬆有趣的

互動式活動中，思考河流與生活的關係。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

鳥學會關渡自然公

園管理處

環境及資源管

理

植物染創意教學
（4/5）

    以「植物染”藝”起來」為主題，從植物染的基本

認識出發，結合視覺藝術的組成要素與基本構成原理，

帶領學員認識這項傳統藝術，在染布創作過程中融入對

稱構圖元素，建構出富有視覺藝術概念的植物染的創作

學習。

宜蘭縣環境教育推

廣協會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

社區參與

文化保存

草地尋寶隊
(4/6)

    是誰住在公園的草地裡？活動將透過小草鑑定師、

草地藏寶圖及草居大不易等課程，帶領學員認識日常生

活中常見的植物，並向植物學家學習科學調查的方法！
國立臺灣博物館

自然保育

食在安心 ,你說

塑不塑?!
(4/7)

    海洋已被塑料大軍佔領了!!大批海洋生物吃進了塑

膠微粒,人類其實就是最高食物鏈的受害者.如何清除在

你身上的塑料軍團呢?大小朋友一起來透過闖關遊戲,揪

出潛伏在日常的危險加工食品!減少並妥善使用塑膠製

品,當個地球義勇隊,一起來拯救海洋及地球吧!!

社團法人荒野保護

協會宜蘭分會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

理

自然保育

第

三

週

藍色金融桌遊
(4/13)

    以「藍色金融系統」為主題，將此主題融入在桌遊

的內容中，讓民眾在遊戲過程中認識水資源的運作，寓

教於樂，培養愛水、惜水、節水的環保意識，達到環境

教育的目的。
深溝水源生態園區

自然保育

惜食好生活
(4/14）

    「惜食好生活」旨在推廣友善農、健康食的正確飲

食觀，現場設計有生態農法介紹、當令食材辨識有獎徵

答，並由農場的專業廚師教授如何將 NG的食材再利用，
頭城農場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

自然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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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將蔬果的皮、莖用於高湯製作、剩飯(米飯)如何再

調理成鍋巴米餅，頭城農場藉由本活動向民眾倡儀避免

食物浪費、及減少剩食的環境行動。

氣候變遷

第

四

週

苔緣歷險記—手

作苔蘚紙傳情
(4/20)

    本活動旨在讓民眾覺知生活中的苔蘚多樣性，並將

苔蘚轉化成易攜帶及保存的紙，可用於裝飾居家環境或

贈與他人。 現場課程將由林業試驗所的服務人員，引導

學員把自然界常見的苔蘚與紙漿混和，經由生活隨處可

得的咖啡手壓機壓製，風乾製成承載生命及生活記憶的

苔蘚紙。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

試驗所福山研究中

心

環境及資源管

理

自然保育

淺山湧泉通蘭陽
(4/21)

    透過講座介紹宜蘭的淺山、湧泉地貌的美麗與哀

愁，之後我們把觀察眼光放到本土種與入侵種的衝突

上，並且用一隻在宜蘭隨處可見小小的八哥作為例子，

來看看身上到底有多麼複雜的問題，就讓員山生態教育

館與民眾一同來關心八哥種鳥類的物種生存競爭議題

吧！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

局羅東林區管理

處-員山生態教育

館

環境及資源管

理

自然保育

第

五

週

動物花落米之遊

趣 DIY
(4/27)

    您知道動物園除了收容、照顧動物之外，關於動物

吃剩的食材，動物園如何巧妙運用，讓這些剩食變成可

再運用的材料嗎？ 歡迎加入「動物花落米」的行列!一

起來認識動物園的動物朋友們，也跟動物朋友一起靈活

運用資源，還有機會操作 DIY活動，並將成品帶回家喔!

臺北市立動物園
自然保育

古蹟瘋紙趣紙模

型 DIY
(4/28)

    臺北自來水園區是臺北水道最初建設的地方，自來

水博物館、小觀音山蓄水池、以及量水室都是百年古

蹟。讓我們動手組裝自來水博物館紙模型，小孩、大人

一同體驗摺紙 DIY的樂趣，讓你實現把古蹟搬回家，細

細品玩新古典主義建築的夢想！

台北自來水園區

(環境教育中心)

文化保育

第

六

週

叢林保衛戰
（5/1）

    本活動透過桌遊讓你了解生物對於棲息地的需求，

以及目前生物所遭受的威脅，當你栽種植物，也許因天

災的因素讓它減少，也可能透過生物的傳播讓植栽增

生，歡迎來比一比，試試看，誰最厲害?成為救援環境的

神手喔!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

局羅東林區管理

處-羅東自然教育

中心

氣候變遷

環境及資源管

理

自然保育

百變怪小魚兒~
(5/4)

    海綿寶寶住在深海的大鳳梨裡，那魚兒呢？透過魚

兒的家及魚兒的長相，我們一起來認識百變多樣的小魚

兒吧！此活動包括「魚的拼圖桌遊」、「送魚回家」及

「魚兒一家人」等三個活動，視時間長短安排學習互

動，讓學習者重新認識魚的外表所透露的棲地密碼。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

館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

自然保育

蘭陽魚繪本-小

鰻魚來了/海上

    來宜蘭就是要吃魚呀！但你知道哪些是宜蘭代表性

的魚種呢？我們是靠什麼方式來捕獲這些魚？透過繪

本，我們將分享蘭陽魚故事，同時手作一隻小小魚，讓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

館

環境及資源管

理

自然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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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魚虎
(5/5)

牠跟你一起悠游回家！

第

七

週

野柳海鮮餐廳
(5/11)

    在餐廳點餐時，你的第一個想法會是什麼呢？選最

貴的？選最營養的？還是選平常吃不到的呢？其實我們

的選擇可是和海洋族群存亡息息相關哦！快來野柳海鮮

餐廳看看有那些好料的吧！

野柳地質公園(野

柳自然中心)

環境及資源管

理

自然保育

吃貨筆記
(5/12)

    吃得開心也吃的歡欣！讓我們從吃來瞭解『生多』

的奧秘！邀請您捧著手上的小吃，當一個偵探仔細搜索

和解析藏在小吃裡，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各種食材，並

找出每樣食材在「生物多樣性─生命樹」上的位置，從

「食物」出發，發現生物多樣性，也一起瞭解它的重

要！

斯創教育工作群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

理自然保育

氣候變遷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

四、綠舟守護者 2.0-生物人工棲所空間營造體驗：

為了讓生態綠舟園區目前既有的人工棲所設施能發揮更好的教育功能，並

與學生、社會大眾分享自人工棲所完成後這一年來不同生物利用該空間的成效

同時針對目前部分人工棲所設施因外部自然營力損壞進行修繕補強，中心將於

2019年綠色博覽會假日期間邀聘相關專案人員並安排環境教育志工，在棲地營

造設施現地進行分站解說、生物調查或觀察活動、人工棲所硬體設施簡易修繕

體驗，更多遊客了解棲地營造的意義、目的以及操作方式，提高遊客對此一議

題的認識、重視與興趣。

表 5/搭配人工棲地進行環境教育現場體驗活動說明

分站

編號

分站

名稱

活動概要 辦理方式

A 手作蜂旅館     透過系列闖關活動分站解說、生物調 針對現場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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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工棲所修繕，讓民眾進行體驗學

習，幫助大眾「藉由特色裝置藝術棲地空

間，了解獨居性蜂類的生態習性」、「觀

察蝙蝠屋，認識蝙蝠與人類生活及經濟發

展的相關性」、「觀察人工浮島上的生物

多樣性，了解人工浮島營造對濕地生態的

助益」

客，於假日時

段辦理，共計

17天，每天 4

場次，共計 3

個站點，預定

執行204場

次。

B 蝙蝠屋

(夜巡俠與他

的秘密基地)

C 生態浮島

( 天 然 水 草

船)

※每場次 40-50分鐘(計 1小時)，全日活動時段規劃(4場次，09：30-10：

20、11：00-11：50、13：30-14：20、15：00-15：50)。

※每場次人數上限 15人。

五、綠舟悠遊~園區特色環境資源教育推廣活動：

遊一趟綠舟，向環境學習智慧~走入綠舟園區，乍看之下似乎是個大家再

孰悉不過的公園空間，但其實這裡融入了許多巧思，從友善耕作的示範空間、

提供不同生物使用的人工棲所、甚至是多樣化的微型蘭陽地貌設計。在這裡有

很多值得深入了解的故事及自然環境所傳達的智慧，跟著我們解說員的腳步，

一探綠舟的全貌吧！

環教中心根據歷年園區生物資源調查資料、環境資源解說資訊發展累積成

果，以及友善耕作示範環境的空間營造成效，計畫於2019年綠色博覽會週間時

段推出「綠舟悠遊-園區環境資源團體解說」，運用「園區特色環境資源文宣

(如下圖)」，於固定時段安排特色路線進行團體解說推廣活動。

針對「園區的地理地景」、「冬山河流域環境」、「友善生活的感受與實

踐」、「眾人參與對環境的正面影響」等主軸，並搭配「友善耕作示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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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人工棲所設施」、「園區各類生物資源」基本概念及運用現況向大眾或

學校團體分享。

※每場次活動時間 1小時，辦理時間：非假日上午 10:00-11:00、下午 13:30-

14:30。

※採預約制，綠博期間共辦理 30場次，每天上下午各 1場受理預約，場次額

滿為止。

12



※每場次人數上限 30人，請報名單位務必控制於人數限制內，以維護活動辦

理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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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河．本事-社區主題遊程

    冬山河，橫臥在水與綠的蘭陽平原上，是溪南地區重要的生命之河。噶瑪

蘭人依河而居，與水共生；客家人修築水圳，引水開墾；利澤簡原為噶瑪蘭人

休憩之地，因位於運輸節點而發展成聚落；冬瓜山老街的建築饒富歷史況味，

在轉型經營下賦予新生。冬山河流域的人文內涵精彩多元，各族群留下許多線

索與印記，值得我們細細探索…

    今年綠博期間，環教中心精心規畫 7場次不同主題的社區探訪遊程，邀請

您一起來與我們走入冬山老街，深入認識冬山河的環境變遷及老街的發展變化。

表 6/2018年綠色博覽會環境教育中心「社區主題遊程」介紹

編號 日期 講師 主題 活動地點 移動方式

1 03/31(日) 莊文生 靠岸—

冬山河畔的街庄與舊社

五十二甲、利澤、

流流社

自行車

2 04/06(六) 邱水金 蜿蜒—

尋找冬山河舊河道

冬山河舊河道 自行車

3 04/13(六) 羅濟昆 巧妝—

老屋新生有創意

冬山老街 徒步

4 04/20(六) 蘇美如 轉身—

走訪冬山老街特色建築

冬山老街 徒步

5 04/27(六) 林正芳 篳路—

冬山客家族群與水圳開發

林吉記圳、林寶春

圳、阿兼城

自行車

6 05/04(六) 蔡明志 夾縫—

工業區大煙囪下的客家聚落

龍德工業區週邊聚

落

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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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5/11(六) 郭耀清 地望—

走讀冬山河畔平埔族番社

武淵社、水火同源

—武罕社—珍珠里

簡社—里腦社

自行車

※課程時段：每週五，上下午各執行 1場次，10：00-12：00、13：30-15：

30。

※集合地點：上午場次9:30起；下午場次13:00起，於冬山火車站售票廣場

※ 2/26開放報名，網路報名20位，現場報名10位

※活動當日開始前30分鐘於冬山火車站售票廣場辦理報到及現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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