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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為了解校園處理落葉的情形，包括方法、放置地點及如何增進腐化速度。在堆肥處理上，

有很大的努力空間。校內實際進行落葉堆肥，經過堆積到現在，已經達到「垃圾減量、資源

回收再利用」的目的，往後可能會想給學校的建議，希望能在解決落葉問題的同時，其融入

課程作為教學的素材，以生活經驗出發，培養學生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落葉堆肥原取於大

自然，無需用到任何化學肥料，能夠達到垃圾減量，增長掩埋場或焚化爐之壽命，更可改善

土壤，達到生命永續利用的目的。 

 

二、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三、研究目的 

 

  (一)藉由校園落葉回收，進行落葉堆肥，使校園垃圾減量，減少垃圾袋使用。 

  (二)藉由落葉堆肥製作過程，建構學校之環境教育課程。 

  (三)藉由落葉堆肥產生腐植土，改善校園花圃貧瘠土壤，促進植物健康生長，達珍惜自然資

源與環境保護之意義。並栽種多元之蜜源植物、原生植物及有機香草、蔬果等，進而營

造多樣的校園生態棲地，豐富校園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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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器材 

 

(一)準備工具 

      麻布手套、鐵鎚、捲尺、尖嘴鉗 

 

(二)準備材料 

      鐵絲、鐵絲網、鋼筋、塑膠水管 

 

貳、正文 

 

一、研究問題  

 

        營建落葉堆肥場，運用在建築所學得工法及技術運用來施工建蓋。 

     建蓋後記錄落葉堆肥效果，可以清楚知道落葉腐爛形成腐植土的過程。 

 

二、建蓋方法 

 

表 1 過程照片解說 

過程照片 解說過程 

 

  一開始我去各處學校，了解腐植土根落葉堆肥的過程，參

考許多學校的做法及堆肥方式，後來我採用最簡單得方使來

製作落葉堆肥場。 

 

 

 

(圖 2) 

 

  首先我是在學校找了塊地，量了這塊地的大小，每 2 公尺

打入一根 1 公尺的鋼筋，40 公分打入地底，留 60 公分的鋼筋

在地面上。 

 

 

 

(圖 3) 

 

  在轉角處打入與垂直的鋼筋成 30 度的兩根鋼筋作為輔住，

防止倒下。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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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將鐵絲網纏繞於鋼筋在用鉗子讓鐵絲網與鋼筋緊緊綁在

一起，使鐵絲網堅固當做柵欄，也防止部分落葉掉出來。 

 

 

 

 

(圖 5) 

 

  鐵絲網與鋼筋若無法結合，剪斷鐵絲加以固定鐵絲網與鋼

筋。 

 

 

 

 

(圖 6) 

 

  這樣一來鐵絲網根鋼筋就架設完畢，但考慮到安全問題沒

有修飾的鐵絲會傷到人，所以我們用塑膠水管來做防護措施。 

 

 

 

(圖 7) 

 

 將塑膠水管從中間剪開，套在鐵絲網上，在拿段鐵絲將塑膠

水管固定好在鐵絲網跟鋼筋上放。 

 

 

 

(圖 8) 

 

  這是整體正面圖，當時還未開始落葉堆，不過已經為校園

多了一個新的措施。 

 

 

 

(圖 9) 

 

  新建完後隔了 3 個月，落葉堆肥也正式開始的被使用，我

設計了布條上面寫落葉之家，並加上禁止亂丟垃圾的文字跟

大家說明這是什麼設施。 

 

 

(圖 10) 

(圖 2 至圖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表 1 資料彙整：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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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察及紀錄 

 

(一) 假設 

   1、在落葉堆肥場裡的植物及落葉堆肥場外的植物成長是否有差異。 

   2、堆積時間是否會影響腐爛程度。 

 

表 2 落葉堆肥植物落葉比較 

  

(圖 11)  落葉堆肥場裡的有堆肥澆水植物 (圖 12) 落葉堆肥場外的只有澆水植物 

發現在落葉堆肥裡的植物顏色會比落葉堆肥場外的植物顏色有明顯的差異 

(圖 11 至圖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表 1 資料彙整：本研究整理) 

 

表 3 落葉堆肥堆積層次發現 

時間  腐化程度 

 

  靠在貼絲網的觀察，可以發現經過

時間的長短，腐化的程度明顯的突

出。 

  堆積在下方的落葉已經成為腐植

土，供應大地養分。 

  中間層的落葉是正在腐爛的過

程，轉化成養分成為肥料給予大地 

而最上層的落葉是從其他地方蒐集

來的落葉，正經過風吹雨打，慢慢形

成乾枯的落葉，失去原本的模樣。 

經過不斷的堆積，原本在最上層的落

葉也會慢慢的腐化到最下層，進而自

然的循環。 

 

 

(圖 13) 

(圖 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表 1 資料彙整：本研究整理) 

 

 

 

短 

長 

新鮮 

腐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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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經過觀察記錄我討論出(圖 15)蒐集的落葉，將落葉放入堆肥場，經過長時間的變化，而形

成(圖 14)落葉堆肥的產物-腐植土，在時間上經過觀察記錄表 3，確定時間會影響腐爛的過程。 

 

  表 2 記錄將落葉加上腐植土，用於澆灌植物。兩相比對，如(圖 16)與(圖 17)，我們可以清

楚的發現，有落葉堆肥的植物樣貌，葉色豐厚，葉面光澤。相對的只有澆水的植物樣貌，葉

色較乾枯偏黃，葉面也沒有光澤。 

 

表 5 討論圖片 

  

(圖 14) 落葉堆肥的生產物-腐植土 (圖 15)蒐集落葉 

  

(圖 16)只有澆水的植物樣貌 (圖 17)有落葉堆肥植物的樣貌 

(圖 14 至圖 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表 1 資料彙整：本研究整理) 

 

參、結論 

 

  透過施做落葉堆肥場，學習施作的工程，以落葉堆肥及環保的目的進行實做，增進上課的

方式，教導落葉堆肥製作的過程與環境教育課程，也為校園建立環保的新地標，達到了一石

二鳥的功用。落葉堆肥可讓本來被當成垃圾的落葉，則藉由校園落葉回收，進行落葉堆肥製

造，可減少校園垃圾量和裝放垃圾所需的塑膠袋，能對地球環保與校學環境處理有所了貢獻，

達到垃圾減量、回收再利用與環境保護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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