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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行動成果 

 

發現問題 

桃園有<千塘之鄉>的美稱，以埤塘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聚 

落，人們的生活也與埤塘產生強大的連結，與埤塘譜出一段段文 

化故事。但現在工商業發達，人們不再需要這麼多埤塘了，加上 

有水庫的設置與發達的自來水管線系統，人們選擇將埤塘填平作 

為其他用途，我們學校位於龜山，但孩子們並不清楚身邊周遭的埤塘，

對於埤塘文化更加無感，缺少了對於在地特色的認識，也就缺乏了在地

認同感，我們也失去了認識過去先民的智慧，希望透過這次行動，帶 

領更多人找回屬於龜山人的埤塘記憶。 

繪本閱讀: 

閱讀《埤塘奶奶說再見》、《童年的那個埤塘》這兩本繪本，分別介紹了

桃園與宜蘭的埤塘故事，《童年的那個埤塘》在故事中介紹了宜蘭的雙連

埤，從以前一年四季充滿生意盎然的埤塘環境，讓人充滿美好回憶，也

提到了當地的特殊物種與地貌:浮島，是全台唯一僅有的環境，提供許多

生物在上面棲息；而《埤塘奶奶說再見》以擬人的角度，將桃園各地知

名的埤塘想像成一位奶奶，默默在身邊守護我們，故事中傳達了許多與

埤塘的生活經驗，而這些美好回憶已不復存在，兩本繪本介紹埤塘內許

多特別的動植物，讓我們大開眼界，也對於埤塘有基本的認識，更提到

了因產業轉型、都市開發加上有許多外來種入侵，造成許多埤塘的消失，

但仍有許多人因兒時回憶，付出實際行動致力於保護埤塘，期望能讓未

來的子孫們都能看到埤塘之美。 

桌遊體驗: 

體驗飲水思源_探索埤塘大秘寶這款遊戲，透過扮演不同角色，如埤塘生

態小隊、文化埤塘小隊、護水尖兵小隊等，輪流抽題回答關於埤塘與水

資源等問題，正確答題換取路線卡，透過排出想要的路線到達最終的目

的地，從遊戲中讓我們能更認識埤塘知識外，也對於埤塘生態、珍惜水

資源更加熟悉。 

實際訪談: 

因為身邊的長輩都沒有跟埤塘的生活經驗，所以我們決定向外求援前往

平鎮的三安社區，因為那邊有與我們熟識合作的環境教育講師:蟹爸(張文

誠)老師，他們正積極地保護社區旁的社子埤塘生態公園，採訪這些埤塘

旁的長輩們。透過親銀合作彼此經驗的交流，實際從採訪中更加熟悉埤

塘的生活經驗，我們詢問了爺爺、奶奶們過去在埤塘內會進行哪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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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聽得津津有味，在訪談的過程，我們看到他們的眼神是在發光的，

臉上也洋溢著快樂、幸福的感覺，讓我們知道他們以前的生活是與埤塘

息息相關的，也知道他們為什麼想守護社子埤塘了。 

戶外踏查: 

為了能更加瞭解過去桃園地區為什麼有這麼多埤塘?有千塘之鄉的美名，

於是實際前往石門水庫認識先民用水的變遷，在未有水庫之前，埤塘是

先民進行農耕的重要水源，隨著開墾人口增多，埤塘數量更急遽增加。

而河川改道，先民開墾需設法儲存天然的雨水，以補充農作物所需，故

埤塘成為桃園特殊的地理景觀。我們也了解埤塘興建的背後，更有一段

原住民與漢人的合作故事，後來石門水庫的興起，漸漸取代埤塘儲水、

灌溉的功能，埤塘也漸漸式微了，因此有許多埤塘荒廢，甚至被填平成

為建築用地，以利都市規劃使用，於是剩餘埤塘也被迫轉型，其中有些

轉變成魚塭、釣魚池使用，我們也實際踏查了溪州環教園區的埤塘，這

就是一個轉型為釣魚池提供觀光遊憩的用途。也前往桃園第一埤塘:霄裡

大池，在踏查霄裡大池的過程，果然一望無際的水，讓我們感受到它的

氣勢，但也發現水面上被丟了許多垃圾，更看到有人在涵洞內釣魚，讓

我們覺得有點悲傷，更加反思我們可以如何去保護埤塘，讓更多人願意

重視、親近。 

媒體報導: 

我們也透過媒體報導、網路資料與書籍搜尋過去龜山的埤塘歷史，查了

許久終於發現這裡以前的舊地名叫做牛角坡，而在學校附近曾有一座埤

塘，叫做牛角坡埤，是桃園的老埤塘之一，農業時代唯一的灌溉取水處，

更是桃園南崁溪的發源地，但我們卻不知道這段故事，關於這段的資料

也幾乎快查不到了，也讓我們意識到若不是因為在做龜山埤塘調查，我

們也不會知道這段故事。此外我們也透過公視節目<我們的島>埤塘專題

系列報導，更加認識埤塘對於環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除了儲水灌溉、

滯洪防害外，更能調節氣溫、生態棲息，也看到隨著都市開發，而讓埤

塘越來越少，造成生態危機。 

志工隊入班: 

我們想更了解現存埤塘的現狀，在桃園市水務局臉書專頁看到埤塘巡護

志工到校分享的訊息，主動與水務局聯絡，說明目前正在做關於埤塘的

主題研究，終於順利邀請入班，在志工分享中，我們除了更加了解埤塘

的歷史，知道埤塘所遇到的問題，也認識了許多的埤塘生物，最後透過

小組訪談方式，彼此進行交流，訪問埤塘巡護志工在工作中的甘苦談與

所見，讓學生們對於想解決的問題更加明確，決定將問題訂在:「如何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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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願意再親近埤塘」，透過親近，讓更多人認識埤塘之美與重要性，進

而產生保護它的心。 

 

尋找解方 

透過一系列活動，學生們發現埤塘在早期的重要性，然而是什麼樣

的原因，讓埤塘開  始消失，人們也淡忘埤塘呢?於是我們決定深入

了解，找出真正的問題。 

訪談紀錄整理:  

在三安社區的採訪中，我們蒐集到許多埤塘的生活經驗與社子埤塘

所遇到的問題，進行訪談資料整理，我們發現了社子埤塘最大的問

題是周遭民眾會在帶狗散步時，沒有隨手帶走動物的排泄物，造成

環境衛生的問題，因此造成居民不重視這個埤塘公園的環境，一般

民眾也不願意親近埤塘到這個公園散步了，後來因為有三安社區的

巡護志工發現了這個問題，開始進行每日的巡護工作，透過不斷地

宣導及設置狗便桶後，問題才有漸漸改善，讓我們發現人們會因為

環境不好而遠離埤塘。  

在與埤塘巡護志工訪談中，發現許多埤塘已經鮮少民眾靠近，於是

我們決定將問題訂在 :「如何讓人們願意再親近埤塘」，透過親近，讓

更多人認識埤塘之美與重要性，進而產生保護它的心  

人工埤塘踏查: 

我們也透過平板蒐集資料找尋埤塘消失的原因，發現埤塘原本的功

能儲水、滯洪好像被許多人工水利設施取代了，如雨撲滿、滯洪池，

剛好學校及社區就有。於是在教室內，先透過簡單的簡報，讓孩子

們了解滯洪原理，接著實際走出校園，到學校對面的社區草地踏查

滯洪池，學生們更加了解運作原理，之後回到菜園看校園雨撲滿，

這個雨撲滿接著屋頂上的雨水回收管，作為日常菜園灌溉使用，也

實際操作雨撲滿讓他們了解，也補充了雨撲滿的小故事 :雨撲滿上的

圖案是兩年前由班上的幾位同學設計美化的! 

龜山埤塘踏查: 

我們利用假日進行龜山地區的埤塘實際走查，拍攝下龜山埤塘之美，

也認識埤塘已轉型為親水公園或是校園生態池使用，也發現其中一

口埤塘就是家人們上班的地方 :長庚醫院旁的長庚湖，讓我們非常意

外，此外還有長庚大學青蛙湖、體育大學志清池及大湖紀念公園都

是現在僅存稀少的龜山埤塘。  

心智圖分析: 

此外我們也利用所學的心智圖分析去幫我們聚焦問題，從埤塘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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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作為核心探討的主題，去延伸思考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針對這

些原因我們有什麼方法解決，從中試著找出讓埤塘再現風華的方法。 

根據以上所發現的問題，我們集思廣益提出了以下創意發想 : 

1. 埤塘吉祥物設計               2.龜山埤塘環境地圖 

3.  龜山埤塘導覽手冊             4.埤塘生態箱 

5.  校園埤塘再造                  6.未來埤塘功能說明書 

7.  校園埤塘志工隊_金黑埤小尖兵   8.埤塘生物立體模型 

9.  埤塘擴香石杯墊 DIY           10.埤塘大富翁桌遊發想 

11. 埤塘 VR 導覽影片             12.大手牽小手入班宣導 

13. 校園埤塘行動紀錄片           14.埤塘成果展覽 

 

團隊行動 

與我們合作的單位有:桃園市水務局、桃園埤塘巡護志工隊、廣達文教

基金會、黑松教育基金會、金車文教基金會、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

電路板環境公益基金會、蟹兒創意有限公司、平鎮三安社區發展協會、

楊梅和平濕地生態農場、新屋碳索生活館、溪農創意行銷公司、阿特發

互動科技 AR2VR。 

埤塘吉祥物設計                

為了讓更多人理解埤塘的重要性，增加大家對於保護埤塘的認同感，學

生們突發奇想，提出設計「埤塘吉祥物」作為推廣埤塘大使的點子，我

們結合學校特色與埤塘常見的生物(青蛙、鴨子)，開始在學習單上繪製長

庚國小的埤塘吉祥物，也凝聚班級向心力，設計出兩隻吉祥物<埤埤蛙

>、<塘老鴨>，分別呈現男、女兩種形象並在命名上發揮巧思將埤塘兩

字融入名稱中，期待透過可愛的吉祥物能讓更多人認識埤塘。 

龜山埤塘環境地圖 

我們想將先前踏查龜山現存埤塘的成果記錄下來，於是我們試著搭配

GOOGLE 地圖與埤塘景點，將龜山的埤塘、溪流、水資源場域和重要景

點用繪畫的方式記錄下來，也結合了埤塘吉祥物當作地圖導覽大使，我

們試著透過拍攝的埤塘照片與其特色，將這些景點轉化成淺顯易懂的圖

例，讓人能一目了然，這次的埤塘環境地圖繪製，除了是記錄下我們的

學習點滴外，更希望透過地圖可以喚起龜山人對於在地埤塘的重視。 

龜山埤塘導覽手冊    

有了龜山埤塘環境地圖的製作經驗，我們想更進一步讓更多人知道

這些埤塘的特色與周遭好玩有趣的景點，透過學過的 canva 軟體製

作導覽手冊，班上分成五組分別針對五個埤塘景點進行介紹，也透

過上網搜尋與自己的自身經驗去描寫必遊原因，更利用 google 地

圖寫出建議的交通方式與時間，並從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著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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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人願意親近埤塘進而願意愛護埤塘。  

埤塘生態階梯槽 

我們在之前參訪楊梅和平濕地生態農場的課程中，我們看到農場營

造出許多埤塘生態環境，有許多的台灣原生種水草，也在那邊製作

的埤塘生態飼養箱，更看到了有仿造溪流、湖泊、埤塘，稻田、沼澤

等生態場域的生態階梯槽，我們很希望這樣的環境也能在我們生活

周遭旁出現，於是我們決定試著在校園也營造出一個小小埤塘生態，

方便更多人就近觀察，我們向廣達文教基金會主動爭取經費，也與

校長報告我們的想法，校長與廣達基金會知道後都非常贊同我們的

想法，於是在學校設置了一組五層的生態階梯槽，讓我們如願能更

接近埤塘生態。 

校園埤塘再造 

在前一個階段，我們成功爭取到在學校設置埤塘生態階梯槽，也想

實際回到學校創造一個屬於我們的埤塘，於是我們把目光放到了校

園生態池，試著將生態池與生態階梯槽結合，我們利用生態池的水

源作為生態槽循環使用，除了能提供穩定水源外，更能為生態池增

加氧氣量，在實際進行生態盤點的過程，發現了校園生態池已飽受

外來種 :粉綠狐尾藻入侵，整個水面都被占據了，完全看不到裡面的

生物，所以我們決定要開始試著解決這個問題。 

校園埤塘志工隊_金黑埤小尖兵    

在發現生態池充滿粉綠狐尾藻後，決定對生態池進行改造工作，我

們成立了一個班級志工隊 :金黑埤小尖兵，取其諧音 :<HAPPY>，希

望我們能樂在其中的改造行動，也希望在改造完後，讓動植物變得

開心，有更多人能親近生態池。我們開始討論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想找尋比較有效率的辦法，我們尋求專家們的意見(如和平濕地生態

農場的葉斯澍老師、蟹兒創意的蟹爸張文誠老師等)，得到的建議都

是需要人工下去生態池進行清除，並討論到一個問題 :是否要清除所

有的粉綠狐尾藻?，在班上興起強烈的討論，一開始大家都幾乎一面

倒的認為要把外來種完全從生態池移除，但這時有不一樣的聲音出

現了，有同學說外來入侵種只是在台灣過於強勢，牠也是種需要存

在於環境當中，只是要適度限制，所以我們決定留下部分粉綠狐尾

藻，讓其他同學們認識這種植物，並規畫安排定期維護生態池的工

作，更設計了志工隊的徽章，讓身為一份子的每個人都能更有使命

感。 

校園埤塘行動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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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實際清除粉綠狐尾藻前，也與珍古德基金會合作，要為生態

池營造更適合生物居住的環境，許多台灣原生種水生植物，為清除

外來種的生態池注入新的活力，在實際下水的那一天是冬至，外面

只有不到十度的低溫，我們邀請了與我們合作的單位 :金車文教基金

會、黑松文教基金會、珍古德基金會來看我們的活動過程，我們將

那天的努力成果集結成影片，錄下許多寶貴的畫面，同學們不畏水

池低溫，每個人都同心協力完成粉綠狐尾藻的清運工作，最後我們

也應景地把牠堆成一棵聖誕樹全班合照留念，之後也採訪當天在旁

觀看的校長與實際體驗的同學們，他們都分享了自己的想法與收穫。 

埤塘生物立體模型 

過去埤塘是許多生物的棲息地，隨著埤塘的消失，許多動物也消失

了蹤影，所以我們想要讓這些動物能再次出現在我們的周遭，透過

美術課創作，利用身邊周遭的回收報紙與一些廢棄物進行埤塘立體

模型的製作，在我們分工合作下，終於完成了十隻埤塘生物，讓珍

貴的台北赤蛙、牛屎鯽，蓋斑鬥魚等動物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眼

前，製作解說牌幫助大家能更認識這些許久不見的埤塘生物。  

埤塘擴香石杯墊 DIY  

在思考如何讓埤塘能與日常生活更緊密的結合，每個人討論有什麼

東西是大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見又會需要的，每個人都七嘴八舌地討

論了起來，有人提到了吸水杯墊，有人說擴香石、有人說植物盆，

所以我們試著把這些元素結合，在尋找石膏模具時，看到了幾款具

有埤塘意象的杯墊模具，如蓮花、蓮葉、蓮藕、蓮蓬等圖案的模具，

也看到了常見的埤塘小動物 :魚、鴨子、螃蟹等生物，我們也試著加

入在石膏植物盆外作為裝飾，在製作中，我們也將埤塘常見的顏色

調入石膏中攪拌，創造出獨一無二的埤塘擴香石杯墊與植物盆，讓

我們的生活中都充滿這些埤塘元素。  

未來埤塘功能說明書 

在經過一連串的埤塘知識探索後，我們已經清楚埤塘消失的原因與

其原功能被取代有關，所以我們試著開始發想現在埤塘未來的可能

性，希望能保留埤塘原有功能外，又與現代日常生活設施去做結合，

期待能達到人們親近埤塘的目標，我們從食衣住行育樂方面著手，

有人提出可以在埤塘上蓋鐵路，變成水上火車；有人覺得可以將埤

塘弄成水上市場；更有人覺得可以把埤塘弄成博物館等，這些有趣

的埤塘設施，我們也利用 AI 繪圖把想像變成實際，透過熟悉的

CANVA 軟體內建功能 AI 繪圖，利用文字敘述作為指令，為我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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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這些充滿未來感的圖畫，除了讓看到的人驚歎不已外，更期待未

來的埤塘能夠以這些型態被保留下來。  

埤塘大富翁桌遊發想 

我們思考如何能讓埤塘的推廣能遍及各年齡層，想到了遊戲是最能

讓每個人快速又開心的方式了，其中大富翁類型的遊戲更是老少咸

宜，我們透過 canva 設計遊戲圖樣，希望透過遊戲的方式，設計有

趣的埤塘知識題目，並將龜山在地埤塘融入，也融入校園生態池所

遇到的問題，更增加了水資源知識的部分，希望讓遊玩體驗的人能

更認識埤塘知識。 

埤塘 VR 導覽影片   

除了先前的校園拍攝的校園埤塘再造影片外，我們也思考有什麼方

式可以讓更多人認識我們在校園做的埤塘成果，所以我們在搜尋資

料時，發現到 AR2VR 這個 APP 內有八德埤塘生態公園的導覽影片，

我們實際體驗後，發覺 VR 的身歷其境感真的太神奇了，所以我們

也決定邀請阿特發互動科技到班上幫我們上課，經過兩次六小時的

扎實課程，學習了導覽影片的製作、360 相片的拍攝，我們終於同

心協力完成了這支校園埤塘 VR 導覽影片，在影片中我們放上埤塘

生物模型介紹、校園生態池及生態階梯槽導覽影片，期望能不用實

際前往長庚校園，就能認識我們的埤塘成果喔 ! 

大手牽小手入班宣導 

愛護環境的心應該從小扎根，所以我們決定前往低年級向學弟妹進

行埤塘宣導，為了讓宣導更加成功，在實際宣導前，我們先盤點回

顧這學期來的所學，擷取課程最精華的部分，我們也學習老師在教

導我們認識埤塘的感覺，我們製作 CANVA 投影片，從埤塘的過去

為什麼會有埤塘開始，接著帶出埤塘功能，回到現在說明埤塘的近

況帶出我們目前想為埤塘做的事情，透過真實的埤塘影片與有趣好

玩的埤塘大富翁，讓學弟妹們在愉快的氣氛中學習，也實際體驗了

VR 埤塘生物介紹，讓他們透過不一樣的方式認識更多生物，最後更

實際帶他們前往真實場域 :校園生態池，讓他們重新能呼吸的樣子，

池中也能清楚看到許多魚，也為他們導覽生態梯田槽的原理，也期

許他們未來在校園的日子能愛護環境、關注生態池，期待未來他們

成為長庚的金黑埤小尖兵。 

埤塘成果展覽 

我們試著將這學期的埤塘課程中所學到的知識、作品、思考心路歷

程整理出來，與廣達文教金機會合作，將策畫一個以埤塘為主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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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於 3 月 22 日開幕，當天是世界水資源日，會選在當天是因為

埤塘與水資源有關，希望也能讓看展人都了解除了保護埤塘的這個

文化、自然資產外，更有珍惜水、愛惜水。我們依照意義分成三個

展區，並邀請在課程探索路上與我們合作的夥伴單位們，期望透過

這次展覽能讓我們愛護埤塘的心意傳遞給更多人知道，我們也把這

次展覽主題的名稱定為<玩埤棒棒塘>，讓看展人都能跟我們與埤塘

玩在一起。 

團隊收穫 

指導老師: 

在一開始執行行動時，因為學校場域附近無著名的埤塘場域，加上

學生們對於埤塘的概念不清楚，所以擔心無法順利引導學生們認識

埤塘，進而培養他們愛護埤塘的心，但為了讓學生們能更熟悉桃園

在地特色 :<埤塘>，所以還是硬著頭皮做下去，於是開始透過大量

閱讀埤塘相關資料、詢問一些在環境教育的前輩們，也試著在行動

中找尋一些曾經合作過的外部單位，落實 SDG 17 夥伴關係的精

神，更試著連絡公部門 :桃園市水務局尋求相關協助。在帶領學生

們的過程，我也吸取前一年參賽的不足，學會適時地放手讓學生們

去發想，我轉變身分與學生們一統討論，讓教師主導性降低，我也

鼓勵學生多提出想法，果然得到許多天馬行空的想法，我們也一起

討論如何讓這些點子變得實際，學生們也因此很投入於課程中，主

動蒐集相關資源，果然成果產出變得相當豐富，也讓他們留下許多

寶貴的回憶，在行動中激盪出許多看似玩笑話但卻十分熱血的成

果 :如改造校園生態池，會有這個成果，也是源自於學生們問我的

一個問題 :「老師，我們學校這邊沒有什麼埤塘，要怎麼辦?」，當

時很直接回了孩子們 : 「那我們就來創造一個呀」，所以才有了長

庚金黑埤的誕生，期望在成立埤塘志工隊後，能定期進行生態池的

維護與生態的營造，所以在未來繼續推動埤塘行動的過程，會繼續

關注於校外與校內的埤塘，規劃校外埤塘的走讀認識，在校內將生

態池與生態槽整合的更好，透過學生們的力量，希望能讓埤塘備受

重視，將我們的成果推廣給更多人所知道。  

學生們: 

在這次的行動中，我們有更多的主導性與發表想法的機會，也隨著

許多活動的學習與引導，能力以飛快的提升，我們學習了與三安社

區的爺爺奶奶們進行交流，實際進行訪談的練習，更了解訪談不是

這麼容易的，要先確認訪談人、主題、時間，擬定訪談大綱，接著

產生訪談題目，經過一連串的努力才有可能進行訪談。我們在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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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察的過程，也看到埤塘的興衰，真的有許多埤塘消失了，我們才

真的意識到埤塘是需要我們保護的，於是我們也更加關注於龜山在

地的埤塘，許多更是就在我們的生活周遭，但我們卻沒有注意到，

於是我們開始設計埤塘導覽手冊、繪製埤塘導覽地圖，我們也發現

了學校的生態池也出現了外來強勢種入侵的狀況，許多動植物無法

呼吸了，於是我們決定穿著青蛙裝下去進行人工移除，沒想到看似

柔弱的粉綠狐尾藻，在池底下卻是盤根錯節，要把它們拔除還真是

不容易，但經過大家的同心協力，真的很有成就感，讓我們也體會

到我們的一個小小行動，也能讓生態池的魚重見光明，看到清澈的

生態池時，那種感動的感覺久久無法忘記，我們也希望把這樣的感

動帶給學弟妹們及更多人知道，所以我們經過程拍成影片，由我們

一手進行拍攝、剪輯、訪談等，更將成果與 VR 進行結合，產生了

生態槽 VR 導覽影片，也為我們的小學生涯留下美好的一頁。  

紀錄分享 

 

行動影片網址: 

https://youtu.be/gBFxtz-G1AQ 

https://youtu.be/YbOYmFxVx7Y 

https://youtu.be/1QVLtLNAfdE 

https://youtu.be/504zUqCbUDA 

 

向學弟妹們解說生態槽運作原理與生態環境 

https://youtu.be/gBFxtz-G1AQ
https://youtu.be/YbOYmFxVx7Y
https://youtu.be/1QVLtLNA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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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製作 VR 影片，讓人身歷其境 

 

透過手邊材料製作埤塘生物模型，讓埤塘周遭充滿藝術氣息 

 

繪製<玩埤棒棒塘>環境地圖，讓更多人了解龜山埤塘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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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 結合 AI 繪圖，天馬行空想法，創造未來埤塘的可能性 

 

創造長庚金黑埤，前往校園生態池清除外來種粉綠狐尾藻 

 

埤塘吉祥物亮相<埤埤蛙><塘老鴨>，希望讓人們看到就想到埤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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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心智圖分析找出埤塘沒落的原因，為未來找出新的可能 

 

透過擴香石杯墊 DIY，結合埤塘元素，從生活中就能親近埤塘 

 

訪談三安社區爺爺奶奶們過去與埤塘生活的美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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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桃園市水務局合作，邀請埤塘巡護志工隊入班分享心得

 

與珍古德協會合作，進行原生種水生植物生態營造與校園生態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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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金車文教第一階段行動徵選補助，入校訪視行動過程 

 

與學生們接受金車文教採訪，分享行動的點點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