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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介 

(一)課程概述 
臺灣自 2003 年起，依據國土環境的特殊性與多樣性，參考國際間重視環境保育的先進國家經

驗，使「國家重要濕地」的系統與體制初步建置完成，其中有多處人工濕地(包含新北市大漢

溪人工濕地)，屬自先進國家引入的「水質淨化人工濕地處理」技術，初期引進國外的觀念或

技術至具有多樣性環境條件的臺灣，必然產生多項非預期性問題，這些引入的新觀念、新技術

在臺灣實地營運後，經營管理與發展思維即為當前相關單位所面臨的問題。 
本課程以行政院環保署在大漢溪河灘地所完成的人工濕地著手，延伸與週邊社區居民訪談互

動，使學生學習如何創造人工濕地，並瞭解人工濕地如何進行水質淨化、生態復育、景觀遊憩

與環境教育的功能，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濕地與環境的重要性，進而能夠培養出規畫設計好環

境之專業人才。 
(二)敘事主題 
人工濕地的營造與價值 
 

二、成果說明與分析 

(一)課程設計 
(1)教學策略實施 
請參考申請書內容，說明實際課程和學習活動(如：工作方、講座、田野調查)運作方式 

人工濕地專論授課主要以講義和簡報進行，以台灣的北、中、南、東依順序介紹具代表性已發

揮水質淨化功能、生態復育、休閒遊憩的人工濕地。第 8-11 周主題延伸為人工濕地設計，並

邀請專家分享人工濕地營造與管理經驗，建構學生對台灣面對氣候變遷、極端強降雨下，人工

濕地所扮演的重要功能與角色。學生以「人工濕地設計與經營管理」為核心，選擇一個新北市

大漢溪已存在的人工濕地，用短片呈現該濕地的背景故事、面臨的經營管理問題與環境復育成

功的經驗，以及與使用者等相關人物訪談，使民眾能夠強化認識生活中的人工濕地之重要性，

期待藉由學生學習、推廣人工濕地的過程，喚醒社會對於環境保護、環境教育的關心與思考。 
(2)數位敘事力學習活動紀錄 
請參考範例填寫工作坊或講座等與數位敘事力相關之學習活動紀錄，亦可附上企劃書、海報電子檔等資料(為節

省紙張消耗，請優先提供電子檔案) 
主題 濕地景觀植栽規劃與設計 
時間 111.10.24 (一) 15:40~17:30 地點 景觀系研究生室 
流程 時間 內容 
開場 15:40~15:50 教師開場與講師介紹 

溼地環境教育 15:50~16:30 

講者：方偉達 老師 
 溼地環境教育介紹 
 實境方式的規劃學習環境教育方式 
 植生整治（Phytorem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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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以生物學觀點複育濕地植物 
 基礎科學與環境社會科學的相遇 

中場休息 16:30~16:40  

討論 16:40~17:20 
學生與方老師互動討論，請教基礎科學與環境社會

科學的差異性 

總結 17:20~17:30 
 活動結語 
 師生討論互動 

 
說明: 111.10.24 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方偉達老師至輔大景觀系的人工濕地專論課講

解溼地環境教育經驗並傳承，告知學生保護、創造溼地以及保護水域環境的重要性! 教師與

學生良好的互動。 
(請依活動場次需求自行增加表格) 

主題 永春埤人工溼地規畫設計介紹 
時間 111.11.07 (一) 15:40~17:30 地點 景觀系研究生室 
流程 時間 內容 
開場 15:40~15:50 教師開場與講師介紹 

溼地環境教育 15:50~16:30 
講者：劉柏宏 老師 
 永春埤人工溼地規畫設計說明 
 永春埤濕地與社區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i1i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i1i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i1i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i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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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春埤植生設計 
 永春埤的生態監測 
 基礎科學與環境社會科學的相遇 

中場休息 16:30~16:40  

討論 16:40~17:20 
學生與劉老師互動討論，請教人工溼地的設

計與一般都市環境空間景觀設計的差異性 

總結 17:20~17:30 
 活動結語 
 師生討論互動 

活動照片 

 

說明: 111.11.07 經典環境工程顧問公司 劉柏宏老師至輔大景觀系的人工濕地專論課講解永春

埤人工溼地營造經驗，告知學生未來業界應注意事項以及寶貴的實務經驗的重要性! 教師與

學生良好的互動。 
主題 宜蘭濕地護岸工程經驗分享 
時間 111.12.12 (一) 15:40~17:30 地點 景觀系研究生室 
流程 時間 內容 
開場 15:40~15:50 教師開場與講師介紹 

溼地環境教育 15:50~16:30 
講者：李永鼎 老師 
 宜蘭人工溼地規畫設計說明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i1i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i1i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i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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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人工濕地的營造與社區意識 
 羅東運動公園植生設計 
 羅東運動公園的水域環境 
 宜蘭人工溼地營造經驗 

中場休息 16:30~16:40  

討論 16:40~17:20 
學生與李老師互動討論，請教在宜蘭建造人工

溼地與其他地區建造人工溼地觀念的差異性 

總結 17:20~17:30 
 活動結語 
 師生討論互動 
活動照片 

 
說明: 111.12.12 日商日亞高野景觀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李永鼎老師至輔大景觀系的人工濕地專

論課講解宜蘭人工濕地水岸營造經驗，因李永鼎老師亦為輔打景觀系第一階畢業生，他告知

學生未來業界應注意事項以及寶貴的實務經驗的重要性，與學生分享老師的實務成果，提供

同學未來工作良好的機會，探討當面臨環境議題的開發與政府公共建設之必要性的價值判斷! 
老師與在場的學生良好的互動，現場教師也有非常多的問題與李老師討論， 教師與學生良好

的互動。 
 

主題 大漢溪新海人工溼地現場導覽解說 
時間 111.11.15 (一) 15:40~17:30 地點 新海三期人工溼地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i1i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i1i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i1i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i1i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i1i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i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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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時間 內容 
開場 15:40~15:50 解說導覽教師開場與講師介紹 

新海人工溼地 
介紹 

15:50~16:30 

講者：賴榮一老師 
 新海人工溼地的設計與管理 
 新海人工溼地營運面臨的問題 
 新海人工溼地的展望 

中場休息 16:30~16:40  

分組討論 16:40~17:20 
學生在現場學習水生植物種類以及礫間淨化水

質淨化方法 

總結 17:20~17:30 
 活動結語 
 師生討論互動 

 
說明: 111.11.15 日，帶學生至大漢溪第三期新海人工溼地學習導覽，由新北市政府高

灘地工程管理處邀請解說導覽志工向輔大景觀系學生講解說明人工溼地的營運原理，

現場學生對水質淨化的規劃與機能具非常多的思考發想，導覽服務志工耐心的講解，

使學生具滿滿的收穫。 
(二)成果說明 
(1)成果展現(可複選) 
請勾選成果展現方式，並依下表提供佐證資料 

類型 提供資料 類型 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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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微電影 影片網址 數位出版品 電子檔 

影像作品 電子檔或網址 線上策展 
1.宣傳海報 
2.展覽網頁 

其他 
請提供可證明有舉辦成果發

表之資料 
  

 
類型： 
 影片/微電影 
☐ 數位出版品 
 影像作品 
☐ 線上策展 
☐ 其他(請說明)： 
佐證資料： 
每位同學皆製作個人敘事影片，已上傳成果至網站上 
 
(2)成果迴響(可複選) 
請勾選成果展現方式，並依下表提供佐證資料 

類型 提供資料 類型 提供資料 
點擊率/觀看

次數 
網頁截圖 

他人的引用

或使用 
引用/使用聲明截圖或對方申

請引用之證明 

觀賞者回饋 文字或影音檔案連結 
校內外合作

機會 
詢問合作之證明(例：往來信

件)或合作備忘錄等證明文件 

其他 
請提供可說明該成果發表有

得到班級師生以外他人回饋

之證明 
  

 
類型： 
☐ 點擊率/觀看次數 
☐ 觀賞者回饋 
 他人的引用或使用 
 校內外合作機會 
☐ 其他(請說明)： 
 
 
佐證資料： 
學生與教師連結，已有學生與演講者保持聯繫，並將於研究階段與講者密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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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行成果 
請參考申請書內填寫之質量化預估填寫實際成果(請列點說明) 

 
(三)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1)問卷回饋 
請彙整學生問卷或其他學習回饋結果(回收份數須達修課人數 2/3，並以圓餅圖/長條圖方式呈現)，並將填答問卷

同成果報告書一併繳交(為節省紙張，請優先提供電子檔) 

1、 課程的內容規劃適切、教材內容有助於學習、難易適中，讓我在學習過程中沒有負

擔。 

 

 

質化成果說明 量化成果說明 
 學生獲得人工溼地建造以及實務相關

知識 
 學生建立積極自主學系態度 
 藉由實地的人工溼地調查以及講者演

說知識使學生獲得敘事力相關知能 

 完成研究所修課學生10位同學的敘事

力影片，另有大學生分組四組影片 
 完成10組敘事力影片提供未來校園與

塭仔圳社區連接的環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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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施成效分析 
請分析學生學習成效與申請書內「課程目標」之對應，並評估計畫實施效果 

A. 知識面目標：請說明學生於修習本課程後，將具體習得哪些知識內容? 
(a) 瞭解台灣人工濕地發展的起源與進程 
(b) 瞭解台灣人工濕地面對生態復育、環境教育、休閒遊憩以及與極端氣候下的重要性 
(c) 人工濕地在台灣的價值與未來展望 
B. 技能面目標：請說明學生於修習本課程後，能具體展現哪些能力或行為? 
(a) 將專業知識的抽象概念轉化為具體時間的行動力 

(b) 資訊蒐集統整與辨別、表達溝通協調的能力 
(c) 主題敘事與影片拍攝的能力 
C. 態度面目標：請說明學生於修習本課程後，將具體產生哪些態度或價值觀之正向改變? 
(a) 培養學具備正確的人工濕地與景觀環境間之重要性 
(b) 學生能以積極、正面態度欣賞台灣的自然與生態多樣性。 
學生對自我周遭的環境保護能夠保持積極參與的態度，能夠傾聽社區、與鄰近居民溝通，心

中保有對大環境的生態復育與環境教育之素養。 

三、照片錦集 

請提供 1~2 張課堂或活動照片，並附上 10~15 字的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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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師範大學環教所助理教師至課堂教

學，與研究生密切討論敘事力以及互動式

教學的力量。 

說明：經典工程顧問公司劉柏宏老師及公

司經理與研究生討論人工溼地的規劃設計

方法及必須注意內容。 

  
說明：景觀設計學系第一屆學長李永鼎與

同學分享人生成長經驗，並鼓勵研究生持

續進行人工溼地的規劃設計工作。 

說明：帶學生至新海三期人工濕地認識水

生植物以及學習水質淨化的成效，過程中

學生不斷提問，師生互動良好。 
 

四、反思與檢討 

本次人工濕地專論與敘事力課程規劃結合，讓學生能夠實際到人工濕地現場進行拍攝學習，

了解何謂人工濕地，並學習從未接觸的水生植物以及水質淨化之議題。本課程開設讓大學部

與研究所共同學習，經過去年的經驗，專業課程大學部學生較為吃力，本年度科普性內容調

整具彈性之課程內容，從圓餅圖的同意以上項目，可得知學生對本課程的知識吸收有達到預

期目標，本學期並嘗試分開對大學部與研究所作業要求，效果良好。唯本學期研究生人數較

少，大學部人數多，教師努力將本課程推廣給有興趣的學生。本次課程，因教學創新課程之

補助，能夠有機會請校外專業者與學生進行深入教學，學生反應良好，經過去年的經驗，經

費編列可調整多找到一位專業教師來演講。非常謝謝教師發展中心!中心的承辦 忻芃非常專

業，具耐心及愛心，給我們課程莫大的協助，感謝。 

五、結論及未來展望 

人工濕地具備防洪、灌溉、蓄水、廢污水處理等功能，需在適當地點開闢水域環境等相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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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過去以施工便利或安全為考量，以及為了管理方便，傳統多採鋼筋混凝土三面光工法來

建造水池。為了景觀遊憩需求，會增闢景觀設計元素如涼亭座椅、水景等設施。但生態環境

的創造與復育為人工濕地更具價值的功能，稍微改變工法，人工濕地可以具備更多的功能，

除了處理污水處理之外，兼具孕育生物多樣性，為都市居民與生態共生的議題開起一道發展

的曙光。輔仁大學周邊塭仔圳社區重劃案，使市容與校園未來的景觀即將改變，輔大校園內

部與聯外空間的規畫發展需積極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理念，持續推動，本學年度景觀設計課

程，課程努力將學生學習與實務結合，使塭仔圳重劃區與輔仁大學有銜接討論的機會，輔大

對面的公七與公八將銜接成為可與輔大產生水環境(治水、親水、享水)關係的開放綠地，鄰

近輔大的大漢溪人工溼地亦成為連接學校綠地與新莊、五股及泰山山系以及都市綠地的重要

串聯區域，是綠色基礎設施串連的重要環境，而這些濕地環境皆為輔大景觀系及相關科系學

生重要的學習場域，而本次課程亦延續前學年的教學，學生獲得良好評價，期望未來學校能

持續支持，成為教學與實務結合的課程。請學校持續支持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執行教學

創新課程計畫，實為輔大師生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