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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 

題目名稱：探索固碳的秘密-校園樹木定向越野 

一、摘要 

    本研究源於對氣候變遷的觀察以及對校園樹木功能的認識，希望透過研究校園生態植

物、計算樹木的固碳量，並設計校園定向越野地圖，進行定向越野活動，以提升師生對校園

植物的了解，增強環境保育意識。我們透過探索校園的過程，讓同學認識身邊的樹木種類與

其生態價值，並透過實際參與活動，理解植物在碳循環中的重要性，進而提升對環境永續發

展的關注。 

    我們的主題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密切相關，特別是「目標七：確保所有的

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的現代能源」，以及「目標三：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

的福祉」。我們希望透過這項計畫，使大家認識校園植物在碳匯與環境調節上的作用，進一

步理解綠色能源的重要性；同時，藉由定向越野活動，鼓勵同學參與戶外運動，提升身體活

動量，促進健康，讓環境教育與體育活動相輔相成，提高學習的趣味性與實用性。 

    在實驗階段，我們首先利用校園樹木資訊平台確認校內樹木種類，並實地測量樹木的胸

高周長與樹高，以進行碳匯計算。我們使用線上碳匯計算機估算校園樹木的固碳量，結果發

現校園內共有 15 種樹木，其中掌葉蘋婆的數量最多，而榕樹的總固碳量最高。在進行校園

植栽管理時，這些數據能作為重要參考，也讓我們進一步評估校園綠化現況，並針對校園綠

籬計畫提出建議，包括植栽配置的優化、校園植栽缺口的補足，以及適合種植的樹種選擇，

以提升校園綠化效益並增強其生態功能。 

    為了讓同學們更認識校園植物，我們設計了一份結合樹木特性的定向越野地圖，並在課

堂上進行實際操作。活動中，同學們積極投入，透過競賽方式尋找樹木並解答相關問題，這

不僅增強了對植物的了解，也提升了團隊合作與問題解決能力。活動結束後，多數同學認為

加入題目後的挑戰性讓遊戲更有趣，也能更深入記住植物特徵。此外，我們發現部分題目可

增加提示，以幫助大家更快理解，同時也可調整時間規劃，使活動流程更順暢、擁有更完整

的體驗，接者為了提升活動的便利性與環保，我們採用數位科技的方式，利用 APP 取代傳

統紙本地圖，搭配 QR-Code 掃描功能，提升整體活動的方便性。 

    除了在校內推廣，我們也將這項活動推廣至附近國小，協助他們製作專屬於自己學校的

定向越野地圖，讓學生能夠在遊戲中認識校園樹木，並提升對學校環境的歸屬感。此外，我

們也設計了屏東縣滿州鄉的人文景點定向越野活動，希望能將這樣的教育模式擴展至社區層

面，使遊客能在探索滿州鄉時，隨時獲取當地景點資訊，透過數位化方式提升旅遊體驗，並

促進當地生態觀光發展。 

    總結而言，本研究透過校園定向越野活動，成功結合環境教育與體育活動，提升學生對

校園植物的認識與環境議題的關注。我們也將活動推廣至國小與社區，讓更多人參與，進一

步提升社區對環境保護的意識。未來，我們希望持續優化計畫，擴展校園綠化研究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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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運用科技工具提升活動的互動性，深化環境教育的影響力。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研究的動機主要源於對氣候變遷的切身感受，研究者洪同學在

一個不尋常的暖冬中觀察到氣溫反常，以及周遭人們穿著的改變，如圖

一，讓他意識到全球暖化的問題。這個現象促使我們想了解氣候變遷的

原因，並讓我們更加關注二氧化碳排放對環境所帶來的嚴重影響。 

    此外，小犬颱風對我們校園樹木毀壞，如圖二，以及災後師長們

對樹木功能的說明（綠化、保護眼睛、淨化空氣、降低污染），讓研

究團隊深刻體認到校園植物的重要性。 

    因此，我們希望為美麗的環境盡一份心力，從了解學校的生態植

物開始，進而計算校園樹木的固碳量，並構建校園定向越野地圖，讓

全體師生都能了解校園植物的美麗與功能，培養愛護環境的心態。 

同時，也希望透過定向越野活動，結合學校課程，以提升學生對環境議題的認識。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本研究的探究目的源於我們觀察到氣候變遷帶來的暖冬現象，以及小犬颱風對校園樹木

造成的損毀。在盤點了解完校園內的生態植物種類與數量，並計算其固碳能力後，構建一個

校園樹木定向越野地圖。期望透過定向越野活動，讓全校師生知曉提升校園復原過程，提升

對校園植物的認識、了解植物的功能與美麗，進而培養愛護環境的意識與心態。 

    假設方面則是透過結合校園樹木知識與定向越野活動，能有效地提升全體師生對校園樹

木的辨識能力、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並增強其永續發展的意識。我們預期這樣的模式下，

藉由親身體驗與學習，參與者將更願意關心和保護周遭的自然環境。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在探究方法和驗證步驟上，我們分成： 

 

Step1：利用校園樹木資訊平台查詢校園樹木的資料、確認樹

木是否存在，同時將樹木資訊整理成表。緊接著利用 45/45/90

的三角形配合陰影測量樹木的高度。此外，利用布尺測量樹木

的腰圍。接著透過平台的碳匯計算機和樹高、胸高周長兩種數

據來估計固碳量，可以得知校園內的每種樹木的固碳量總和。 

 

Step2：根據我們的研究成果，包括校園內樹木的種類、數量及

其固碳量數據，我們與學校共同討論 113 年綠籬計畫，提供校

園植栽管理的重要參考，包括優化植栽配置、補足校園植栽缺

口，以及選擇適合種植的樹種，以提升校園綠化效益，增強生

態功能。 

圖一、氣溫反常 

圖二、國軍協助整理校園 

圖三、測量校園樹木寬度與高度 

圖四、與校長討論校園綠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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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透過校園樹木的分布區域與學校地圖，我們設計了專

屬於我們校園樹木的定向越野地圖，並結合植物特性出題，提

升定向越野的知識性與趣味性，讓同學們在遊戲中更加了解校

園樹木。活動結束後，我們也請同學們填寫回饋問卷，以蒐集

意見，作為後續修正與改良的參考，期望未來能進一步優化活

動內容，提升參與體驗與學習效果。 

 

Step4：將校園定向越野地圖數位化，結合 QR Code 掃描功能，

讓師生與遊客皆能輕鬆參與定向越野活動，提升導覽與學習的

互動體驗，打造便利且智慧的校園環境。 

 

Step5：與附近國小合作，調查其校園樹木分布，協助繪製專屬

定向越野地圖；並針對屏東縣滿州鄉景點進行調查，設計數位

版地圖，並搭配 QR-Code 掃描功能，將活動推廣至國小與社

區，讓更多人參與，進一步提升社區對環境保護的意識。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本研究旨在透過結合校園樹木知識與定向越野活動，能有效地提升全體師生對校園樹木

的辨識能力、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並增強其永續發展的意識。因此，我們首先調查了校

園內樹木的種類、數量及固碳量，並將研究成果與學校討論 113 年綠籬計畫，以提供校園植

栽規劃的參考依據。 

    在樹木種類與數量方面，校園內共有 15 種樹木，總計 138 棵。其中，數量最多的三種樹

木依序為掌葉蘋婆（44 棵）、棍棒椰子（17 棵）及榕樹（17 棵）。這些數據顯示校園內部分

樹種較為優勢，而部分樹種的分布較為稀少，反映出植栽分布的特性與多樣性。 

 

 

 

 

 

 

 

 

圖五、同學於校園進行定向越野

活動 

圖六、校園定向越野 APP 

圖七、教導國小生測量樹木 

圖八、掌葉蘋婆 圖九、棍棒椰子

 

圖十、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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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固碳量的計算部分，校園內所有樹木的總固碳量為 105,471.7 公斤，其中固碳量最高的

三種樹木分別是榕樹（65,791.7 公斤）、蘭嶼肉桂（4,818 公斤）及棋盤腳（1,439.7 公斤）。

根據固碳量的計算公式，我們發現影響固碳量的主要因素為樹木的高度與胸高周長。因此，

單棵樹木的固碳量高低，取決於其生長年限及體型大小，顯示出樹木栽種時間越長，其固碳

量也會相對增加。這些數據不僅幫助我們了解校園樹木的碳匯能力，也可作為未來植栽規劃

的參考，選擇具有較高固碳潛力的樹種，以提升校園綠化效益。 

    根據研究結果，我們進一步與學校討論 113 年綠籬計畫，如圖

十一，透過數據提供校園目前的植栽狀態，並分析校園內的植栽缺

口。此外，我們也根據不同樹種的成長特性與固碳能力，提出適合種

植的品種建議，以優化校園的植栽配置，提升校園環境的生態價

值與碳吸存能力。 

    此外，我們透過校園樹木的分布區域及學校地圖，設計了專屬於我們校園樹木的定向越

野地圖，如圖十二，並結合樹木特性或是固碳小知識設計題目，如圖十三，使定向越野活動

不僅具備競技性，也增添學習與探索的趣味性。希望在這項活動中，能夠提升同學對校園樹

木的認識，進一步增強環境保護的意識。 

 

 

 

 

 

 

 

 

    為了確保活動的順利進行，我們首先在視聽教室進行活動說明，向同學介紹定向越野的

規則、校園樹木的基本資訊以及題目設計的方式，如圖十四。接著，同學們分組參與活動，

根據地圖尋找特定的樹木並回答相關問題，最後繳交答案，如圖十五。活動結束後，所有參

與者皆填寫回饋單，並進行反思討論，以蒐集意見作為後續改進的依據，如圖十六。 

 

 

 

 

 

 

 

    透過與學校課程的結合，我們讓同學在實際操作中學習，不僅提升了對校園樹木的關注，

定向越野 

圖十一、與校長討論校園植栽 

圖十二、定向越野地圖 圖十三、校園定向越野樹木牌 

 

圖十四、向同學介紹定向越野 圖十五、全校進行定向越野活動

 

圖十六、活動回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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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培養了團隊合作與問題解決的能力。透過競賽模式，同學們展現出高度的參與熱情，積極

投入挑戰。在活動過程中，我們觀察到當題目與樹木特性結合時，能有效引導大家專注探索

校園環境，使他們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學習植物的相關知識。 

    根據同學們的回饋意見，如圖十七，我們發現加入樹木相關題目後，確實能提升活動的

學習效果，使同學更認真投入，並加深對校園樹木的了解。然而，在題目設計方面仍有改進

空間，例如可提供更多提示，以幫助學生更快速理解題目內容。此外，在活動時間的安排上，

可進一步調整節奏，使活動流程更加順暢，確保所有同學都能完整參與並獲得最佳學習體驗。 

    藉由定向越野活動，我們成功的結合了環境教育與體育活動，使同學們在遊戲與競賽中

學習，提升對植物與生態保育的認識。因此，我們計畫將此模式擴展至其他學校與社區，讓

更多人能夠透過這樣的活動，增強環境保護意識，促進校園與地方的綠色發展。 

     

    我們利用課堂時間或放學後，前往附近國小指導國小學生學習樹木固碳與定向越野的相

關知識。同時，我們也協助他們運用校園樹木資訊平台與校園地圖，設計專屬於他們學校的

定向越野地圖，如圖十八、十九，讓學生在遊戲中認識校園樹木，提升環境意識。此外，我

們善用滿州鄉四校聯運的機會，向更多學生與家長推廣這項活動，讓社區成員也能參與其中，

進一步加深對學校環境的認識與認同感。希望透過這樣的互動與合作，不僅增強了學生的學

習興趣，也促進社區對生態保育與環境永續的關注，讓定向越野活動成為連結校園與社區的

橋樑。 

 

 

 

 

 

 

 

國小定向越野 

圖十七、活動回饋問卷統計資料 

圖十八、國小定向越野地圖 圖十九、國小校園定向越野樹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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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除了國小的定向越野活動外，我們想要將此模式擴展至社區層面，深化滿州鄉的地

方教育與觀光推廣，設計了「屏東縣滿州鄉人文景點定向越野活動」。此活動結合數位科技

與生態旅遊，利用專屬 APP 取代傳統紙本地圖(如圖二十、二十一)，並整合 QR-Code 掃描功

能，讓參與者在探索滿州鄉的過程中，能即時獲取景點的歷史文化、生態特色及社區故事等

多元資訊。例如，遊客掃描港口吊橋或佳樂水風景區的 QR-Code 時，會跳出我們查詢並整理

後的在地人文背景，增強互動體驗。 

 

 

 

 

 

 

    另外，活動路線特別規劃滿州鄉的特色景點，如里德社區的賞鷹秘境、滿州老街的傳統

建築，以及當地農特產市集，讓參與者在遊戲中深入認識地方產業與生態保育成果。透過數

位化設計，不僅提升旅遊的便利性與趣味性，更能吸引年輕族群參與，同時促進社區經濟發

展。未來更計畫與鄉公所合作，結合在地商家提供定向任務優惠，進一步推動永續觀光，實

現教育、文化與產業共榮的目標。 

    透過本次研究，我們不僅驗證了校園植物的固碳潛力，更深刻體會到環境教育與實際行

動的重要性。在團隊合作過程中，從樹木辨識、數據測量到整合數位工具設計定向越野活動，

每個環節都讓我們收穫良多。這些實務經驗不僅培養了我們的觀察力與問題解決能力，更讓

我們明白氣候行動需要科學知識與社區參與的雙重配合。看著同學們在活動中展現對校園生

態的熱情，所有的努力都顯得格外值得。展望未來，我們期待能擴大研究規模，結合 AR 等

科技工具提升活動互動性，並與社區合作推動碳匯計畫，將校園綠化經驗延伸至更廣的層面。

我們也計畫與地方政府及環保團體合作，建立跨校、跨社區的環境行動網絡，讓更多人參與

永續發展。這次經驗讓我們堅信，年輕世代在應對氣候變遷中扮演關鍵角色，未來我們將持

續投入相關行動，結合科技與教育的力量，推動更多人關注生態議題，共同為地球的永續未

來貢獻心力。這項研究不僅是科學探索，更是一場環境教育的實踐，讓我們看見從校園出發，

也能為全球環境帶來正向改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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