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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3 年度推動科學教育實施歷程及成果報告 

子項計畫標題： 1-1-12自然汁色，藝成布染 

 

學校名稱： 桃園市蘆竹區外社國民小學 

一、實施內容： 

（一）、主持人： 黃惠美校長              聯絡電話：03-3241874#110 

  （二）、團隊成員： 

 工作內容 負責人 備註 

1 計畫總召集人 黃惠美校長  

2 計畫執行、統籌、工作分配 高素玉  

3 材料採購及核銷事宜 胡哲瑋 鐘雅馨 陳雪緣 陳延璋  

4 講師聘請及聯絡 高素玉 胡哲瑋  

5 活動拍照及整理 孫佳琳  

6 場地規劃與布置 高素玉 胡哲瑋 鐘雅馨 陳雪緣 湯興博 

陳延璋 

 

7 成果彙整及呈現 高素玉 胡哲瑋 陳延璋  

8 創意教師群成員 高素玉 李玫璇 施愛倫 謝毓珊 陳欣怡 

何英俊 林誼錚 陳美如 高偉馨 戴湘萍 

張宇樑 張秀鳳 陳品妙 湯興博 鐘雅馨 

林美君  

 

9 各項事務支援 簡甄儀 施杏枝 林家儀  
 

（三）、計畫執行地點： 桃園市蘆竹區外社國民小學 

（四）、參與對象及人數： 外社國小全體師生 

（五）、補助經費：新臺幣 76,000元整 

（六）、理念說明與推動方向 
植物染又稱草木染，是一項古老的手工藝技術，無論是透過物理加壓萃取或者蒸煮提

取花果植物根、莖、皮、葉中的汁液色素，再經由媒染的化學反應來製作美麗的布料，都

是一種從古至今人類與自然連結的生活技術。在中國傳統植物醫藥學經典名著《本草綱

目》裡，花果植物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作為染布、編織、入藥、飲食等，我們除了能夠

在書本裡窺探過往古人的生活樣貌，同時也能經由書中有關染色植物的記載紀錄，對照校

園裡和周遭環境裡的植物，在學習自然染色的過程中，感受傳統文化與學習物理、化學、

光學與色彩學的科普知識。同時藉由引導孩子透過自然觀察及圖繪、實驗設計和動手做的

過程，運用身邊的天然素材，從構圖與顏色的搭配，為自己的日常生活留下最美的顏色。 

爰此，本計畫辦理之理念將融合自然科學、藝術、語文閱讀和環境教育等跨領域元

素，用以啟發學生對自然環境的學習之情及其對傳統工藝和自然環境的理解與尊重，同時

培養他們的觀察力、探究力、思考力、創造力、自學力、挖掘問題並運用跨領域知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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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決生活複雜問題的素養和可持續發展的意識。 

推動方向以外社既有體制內校訂「樂活手作」、「鄉土踏查」課程及華德福主副課程等

為基底，聚焦植物染，以「自然汁色，藝成布染」為主題加深加廣開展不同年段課程。除

邀聘外部植物染課程教學專家入校，協助體檢既有相關課程，並進行教師增能及共備研

習。期能透過教師團隊之相關專業增能，開發出符應外社豐厚天然資源、特殊雙軌教育體

制，且落實 SDGs 永續發展目標及十二年國教跨領域(自然科學、視覺藝術、文化歷史、語

文閱讀、環境教育議題)素養教學之校訂課程：低年級「植物圖繪師」、中年級「敲染大解

密」、高年級「色彩萃染家」及「創染任我行」等，於體制內校訂彈性課程並融入部定自

然、藝術領域及華德福主副課程時間實施，並提供學習跨域創想實作、自信展能的舞臺，

讓外社學童的植物染學習不再僅停留在活動體驗。 

 
（七）、辦理方式及工作時程： 

本計畫課程推動方式及內容如下： 

一、辦理校內任課教師植物染課程加深加廣規劃設計專業增能及共備研習。 

二、教師增能後，帶入體制內校訂彈性課程、自然課、視覺藝術課及華德福主副課程，針

對全校學生進行教學，並落實課程評鑑後滾動修正。 

三、【自然汁色，藝成布染】教師增能及共備研習、課程實施及成果展辦理期程、年段課

程內容及素材說明 

執行時間 工作項目內容 負責單位 配合單位 

113.3 
【低年級】植物圖繪師課程教學規劃設計教師增能

及共備研習 
教導處 低年級 

113.4 
【中年級】敲染大解密課程教學規劃設計教師增能

及共備研習 
教導處 中年級 

113.5 
【高年級】色彩萃染家課程教學規劃設計教師增能

及共備研習 
教導處 高年級 

113.6 
【高年級】創染任我行課程教學規劃設計教師增能

及共備研習 
教導處 高年級 

113.9~113.11 
校內【自然汁色，藝成布染】授課教師主題課程(低

中高)共備及實際授課 
教導處 全校 

113.11 科學教育嘉年華設攤 教導處 高年級 

 

（八）、實施期程： 

工作項目 
期          程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1.建立工作團隊            

2.規劃教師增能研習及共

備、邀聘講師 
 

          

3.購置教學相關設備            

4.教師團隊增能與共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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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5.課程實施            

6.定期檢討與調整            

7.成果彙整發表            

8.經費核銷與檢討            

 

二、執行目標： 

本校致力於深化校本課程，將現行的校訂課程與華德福教育特色進行整合。透過引入植

物染的課程設計，我們期望能凝聚全校教師共識，共同為課程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為提升教師在植物染課程設計上的專業能力，學校邀請外部專家入校，提供教師培力工

作坊。透過這些專業培訓，教師們將能更有效地將植物染的概念融入各學科教學，並將課程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連結，培養學生跨領域的素養；鼓勵教師們跨領域合作，分

享教學經驗，共同開發符合學生學習需求的課程，透過教師們的共同努力，將植物染課程設

計得更加多元豐富，並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以植物染為基礎，我們將開發適合不同年級學生的深化課程，涵蓋自然科學、視覺藝

術、文化歷史、語文閱讀及環境教育等多個領域。透過跨領域的學習，學生將能培養觀察

力、探究力、創造力等多元能力，並發展出解決複雜問題的素養，以因應十二年國教的核心

素養。於實際操作中，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同時也透過各種方式，讓學生了解植物染與永續

發展的關聯，培養他們成為具備全球視野的世界公民。 

本校以植物染為媒，打造一個跨領域的校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並培養他

們成為具備社會責任感的公民。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跨領域合作與學生實作，我們相信能為

學生打造一個豐富多元的學習環境，並為學校的教育發展注入新的能量。 

 

三、實施歷程記錄（含活動照片）： 

  

說明：中藥染教師研習 說明：染色作品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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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植物敲染作品加工 說明：採集校園植物，繪製天然色卡 

  

說明：植物敲染實作 說明：科學嘉年華擔任關主指導來賓植物拓染 

 

四、設備購置照片(請說明廠牌及型號)： 

  

果汁機 

TATUNG大同果汁機(TJC-1518A) 

悶燒鍋 

尚朋堂 4.6L不鏽鋼悶燒鍋 SP-S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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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式爐 

妙管家新火王休閒瓦斯爐/卡式爐 K090 
- 

 

五、達成效益評估： 

項次 計畫目標 達成效益 量化成果 學校自評 

1 

深化校本課程： 將現行

課程與華德福教育特色結

合，以植物染為媒介，打

造跨領域學習。 

課程設計開發適合不

同年級的深化課程，

涵蓋多個學科領域。  

各年級皆進行

了植物染課程，

染製各班班服。 

□成果卓著 

■達成目標 

□符合 

□待加強 

2 

教師專業發展： 透過工作

坊提升教師在植物染課程

設計上的專業能力。 

邀請外部專家舉辦工

作坊，提升教師專業能

力。 

邀請專家入校

進行三場教師

培力研習。 

□成果卓著 

■達成目標 

□符合 

□待加強 

3 

跨領域學習： 將植物染概

念融入各學科，培養學生跨

領域素養。 

鼓勵教師跨領域合作，

分享教學經驗；提供學

生實際操作的機會，提

升自信心。 

高年級學生於

科學嘉年華攤

位實作分享植

物染過程。 

□成果卓著 

■達成目標 

□符合 

□待加強 

 

 

六、檢討建議、展望： 

 
課程創新解析 

(與前一年度計畫比較，

今年度創新之處) 

本校前一年度未申請經費 

課程價值與影響 

(對實施對象項目的影響程度) 

參與對象與效益 - 1.重新凝聚全校教師校本課程推

課程解析 

對象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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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願景。 

2.有效提升教師跨領域課程 

設計及授課之專業知能。 

3.有效提升學生觀察力、探 

究力、思考力、創造力、自學

力、問題意識及運用跨領域知

識、技激發能解決生活複雜問題

的素養。 

4.提供學生多元展現學習成果機

會，加值自信。 

歷程分析(含過程內容及反思) - 

1. 透過校本課程願景重新對話、

專業增能研習有效提升教師課程

設計意識。 

2. 落實體制內校訂課程及華德福

主副課程評鑑機制，建立教師自我

反思課程設計與教學的自覺習慣。 

3. 滾動修正校本課程推動內容，

漸次完備校本課程規劃。 

環境或文化建置 - 

1.提供教師團隊課程專業對 

話的機會，促進雙軌體制教師成員

跨領域合作、共享知識、激發創新、

提升教學品質，並強化學校的專業

發展氛圍。 

2.引領學習型組織正向發 

展，有效回饋教學現場，提升學生

學習品質。 

3. 落實踐履SDGs永續發展目標，

堆疊外社永續發展的新篇章，師生

共同為世界公民盡一份心力。 

4.營造外社學子樂學、愛學、好學

的正向學習氣氛。 

成果(例如:教案、課程設計、成

品......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