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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去年年底，在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以「馬佛溪河好如初共學」活動下，

透過這個活動讓馬佛社區及學生認識馬佛溪，了解銀合歡影響河道環境、動植物

生態，這就是為什麼社區與學校要共同發起，這麼盛大的馬佛溪銀合歡移除活動

之原因。延續這個活動，讓我們想繼續再探索馬佛溪，深入了解銀合歡的過去，

以及我們希望學生能加入討論、學習辨別思考、參與活動決策，最後能實踐公民

行動。在這個過程中，期待我們察覺自己的想法、行為，記錄實踐的過程與發現，

學習團隊合作，建立社區、學校環境共好的精神，實現「由木成林」的真正意義。 

二、理念與目標 

理念: 我們先從低年級河川環境探索，觀察河床沙土上許多不同的大小、形

狀的動物腳印開始，發現馬佛溪上許多有趣的事物，透過一次次的戶外實地觀察

與討論，將一步步探索我們發現的可能，感受探索與發現的過程，原來如此有趣。

升上中年級的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在這區域活動的動植物生態及後面的改變。 

目標: 1.探究銀合歡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2.探討銀合歡帶給

馬佛溪的影響下，學校與社區的努力作法。3.了解社區決策的過程與作法，嘗試

參與和社區規劃護溪活動，讓我們和社區有機會溝通、合作。 

三、研究方法與流程 

研究方法: 1. 以文獻探討了解銀合歡。2. 以實作驗證蒐集之專題相關資訊。

3. 以「馬佛溪」及馬佛社區部落相關資源進行田野考察，勘查實地情形，發掘

在地困難與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4. 訪談文化工作者、在地耆老、新住

民等社區人士，了解其對引進、剷除、處置銀合歡及守護馬佛溪之經驗、看法。 

    研究流程: 

 

四、預期效益:  

1.專注研究學習主題，認識在地環境專門的概念知識。2.透過探究與實作之

歷程，促進學生理解與思辯能力。3.結合生活情境，學習有效適當關鍵提問。4.

長期之研究探索歷程，培養學生正向積極之態度、素養導向之價值觀。 



貳、正文 

 

偶而離開季節與歲月時 

滿眼的銀合歡綴成長長的舞曲 

或在山裏 

或在雨裏 

我的詩也因此串成圓圓的項圈 

 

吳溫琴 

銀合歡與馬佛溪之糾纏 

銀合歡(白相思子)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是一種豆科植物，原

產於中南美洲，過去常被用來造紙、當柴燒或是養牛，根據馬佛社區發展協會的

說法:「銀合歡有二種，一是在河川地常看到的外來強勢種（因為生長繁殖快，

很容易在短時間就有薪炭材使用，早期農業時代家家戶戶燒材火，木材資源有限，

可能因為這樣，才會請大家種植生長速度快的銀合歡來應付材燒的需求），另一

種則叫馬六甲銀合歡是早期推廣造林樹種之一，因為生長速度快，早期多賣給紙

漿廠作為紙漿用材，多少貼補家用！」，況且銀合歡也能作為樹料用材及工業用

燃料，因此而有「能源樹種」之稱。更有甚者，在訪問印尼新住民阿姨時，她還

提到臺灣人都沒食用銀合歡，印尼人會將銀合歡的嫩豆莢可以用蒜頭、大量辣椒

炒食，綜合上述，可知銀合歡的用途很廣，何以成為問題樹種呢? 這是因為銀合

歡生長傳播快速，適應力又強，因此容易大量入侵，會分泌含羞草素，生長的區

域不適合其他植物生長，降低生物的多樣性，他種植物就難以生存，造成生態問

題。若想將銀合歡移除，則需要花費許多人力物力。事與願違，原以為能帶來益

處的植物，在時空背景轉換下，現在成為問題植物，真是始料未及。其實，臺灣

很多地方早已經開始進行移除銀合歡，並種植原生樹種的行動。但是要小心的是

因為銀合歡生長傳播快速，沒有妥善管理，很快又會長回來，所以需要長期持續

推動。為此，本地社區與第九河川局有了共識，先前建造之堤防已改變水道流向，

阻滯水流使之不易流過，造成馬佛溪河川廊道之棲地陸化，並使土地劣化，目前

若能疏濬，於颱風季節洪水順勢清除銀合歡，以使極能適應惡劣環境的銀合歡，

沒有機會生長、壯大，達成去除銀合歡之目的。 

展開一系列的環境行動: 

系列一: 環境行動平台計畫 

在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盛邀下，西富國民小學全體師生於 110 年 11 月

19 日上午十時，以「馬佛溪河好如初共學」之名，參與 110 年馬佛溪花蓮溪上



游河川生態廊道及國土綠網串聯活動，萬榮工作站協同伐木疏理作業。 

    本次共學的目標為帶社區及學生認識馬佛溪，了解銀合歡帶來的影響，並讓

社區與學生嘗試操作挖通舊河道、活化流路，使其降低馬佛溪大面積銀合歡優勢。

本次所規劃之護溪活動，讓學校有機會參與平台之環境行動，學校全體師生以低

年級河川環境探索﹑中年級挖掘河道﹑高年級鋸木來分組進行，學校透過該活動

思索如何讓學生學習參與環境行動?思考學生應獲得哪些收穫?而生態觀察家為

孩子們所做的行前教育，更讓我們教導孩子思考所為何而來?本活動有何意義?

對生活及其未來又將會帶來如何的改變?本活動對學生之教學成效在於讓孩子樂

在所設計的活動中，讓孩子有特別不一樣之校外教學體驗。 

系列二:馬佛溪踏查 

111 年 8 月 27 日綠野香坡農村發展協會與西富國小聯合舉辦一年一度『守

護馬佛溪系列活動』，此次活動主要是收集剷除後的馬佛溪銀合歡「回收再利用」，

藉以製作成相框; 瞭解馬佛溪監測的成果; 以及發展「社區學校一家親，共同努

力為鄉親」的集體共識。此次活動參加人員包括有綠野香坡協會張秀真總幹事、

馬佛社區發展協會秋鵬總幹事、林憲忠等人，西富國小校長黃寶賢、教導主任徐

雪珍、承辦人張素連與其他師生共十餘人，活動時間從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半，

在講師張秀真、木工高手吳永斌老師以及林試所陳一銘老師之指導下順利完成，

全體學員深感收穫良多滿載而歸了。 

第一堂課 

由綠野香坡協會總幹事張秀真女士娓娓道來成立綠野香坡協會之初衷，以

及用行動守護自己的家鄉環境的心路歷程，她語重心長地跟孩子們說：「家鄉有

很多的好，自己的文化自己不守護，還有誰會保存重視」，於是在大家集體努力

下日漸有成，得獎不斷的「有蝠米」；2022 年榮獲 ITI 國際風味絕佳獎 [最高三

顆星] 評鑑 的「馬佛社區苦茶油」均為例證。她認為社區和學校為了共同保育

蝙蝠，騎單車走出校園，從社區出發走向全島，一起宣導保育蝙蝠的理念，這種

守護環境的使命感，正是社區一家最佳的共同實踐。 

第二堂課 

由木工高手吳永斌老師指導學生製作相框，用的是「廢材」銀合歡， 製作

過程如下: 首先要剖開圓形的銀合歡，再將樹皮剝開，用砂紙磋磨光，讓精緻木

紋呈現出來，再加以組合後即可。為了滿足學生們「玩」的願望，還特別貼心地

裁出不同形狀的「積木」，「渴望」的孩子們立刻玩了起來！ 

第三堂課 

由陳一銘老師分享馬佛溪監測成果的好消息，監測發現，食蟹礞、白鼻心、

山羌數量逐年增加，生物多樣性日漸豐富，他說：「生態廊道讓幾十年，甚至幾



百年不曾見面的動物們可以相見」，成果斐然。接著陳老師帶我們走一條林試所

私人秘徑，不但綠意盎然，又能避開烈日，沿途還能見到許多難得一見的蕨類，

生態十分豐富。之後，大家熱烈討論如何利用與第九河川局的合作機會能讓馬佛

溪恢復原貌，如何讓原生植物可以多多生長，如何讓動物願意停留在此一區域。

這一切都是為了守護環境，為了共同的未來，社區學校一起加油!!! 

系列三:10/6 馬佛溪植被復育活動 

111 年 10 月 6 日即將辦理的馬佛溪高灘地進行植被復育活動，由第九河川局

與花蓮縣綠野香坡農村發展協會合作，並與本校共同辦理，提升大農大富陸域廊

道棲地品質，以進行植被復育。花蓮林區管理處提供苗木共 430 棵，本校師生預

計在分配種植區域，種植約 80 棵苗木。林試所陳一銘老師建議大小喬木、灌木、

藤本類型苗木，密集種植讓它快速成為棲地，使植物間互相競爭，也互相掩護。

基本上最後並不會所有的植物都存活下來，也會有外部傳入的種子生長，所以可

以長期觀察。 

計畫中的計畫，行動中的行動 

110 年 11 月 19 日當天下午舉行由第 9 河川局與林務局合辦之「河好如初-

藍綠串聯」平台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光復鄉長、議員、民意代表、專家學者、馬

佛社區與綠野香坡農村發展協會，當天有學者提出建議，在馬佛溪養牛，一方面

可以讓牛直接吃銀合歡，清除溪谷的外來物種，二來也能兼顧觀光，但林務試驗

所的陳老師反對，他認為不適合，恐怕會造成環境污染。 

由於銀合歡是外來種，而且根部有毒，讓周圍植物無法生長，因此決議一

起剷除銀合歡，協助疏通河道，還要拆除舊提防，但社區張理事長不放心，希望

生態觀察家可以先做好完整的實驗，除了河水衝擊外，還要包含泥沙衝擊的力道，

以確保社區安全。社區、學校及公部門一起開會是要讓每個人對於如何讓馬佛溪

恢復原來的面貌提出意見，深入討論，為自己的社區、部門及學校立場說話，但

就是如同張理事長所說的「不能不說話」，在民主機制下的共同治理模式，每個

人都在學習如何溝通、協商尋求共識，努力協作完成計畫目標，為達成美好的共

同願景而努力。 

站在學校教育立場，協助學生參與平台討論，了解決策過程，學習辨別應

思考之「決策因子」，才能理解決策之意義，進而實踐公民行動。在整個大計畫

中，應思考學校如何配合計畫，再思索學生的個別行動以呼應計畫整體行動，因

此我們期待察覺自己的想法、行為，記錄實踐的過程與發現，學習團隊合作，建

立社區、學校環境共好的精神，換言之先從學校的小團隊做起，完善內部之思考、

辯論、決策及溝通機制，具備團隊合作之協作能力，將未來對外參與之整備度建

立好，才能實踐「由木成林」的真正意義。 

以下先介紹一系列環境行動之背景知識，再說明各項行動之決策過程及師

生之心理歷程: 



與觀察家對話 

觀察家宓思於暑假期間入校和三年級四位學生對話，老師 T2 提到 111 年 10

月 6 日本校將參加與花蓮縣綠野香坡農村發展協會共同辦理馬佛溪高灘地進行

植被復育，本校亦分配 80 棵苗木。學生表明想種植榕樹，T2 問為何想種榕樹?

學生表示因為榕樹長得又高又大，也很漂亮，於是 T2 想爭取機會讓學生在分配

區域再規劃試種。有關本校榕樹的相關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於是 T1 問觀察家

本校大榕樹病害狀況可能的原因後，便邀集大家至榕樹下觀察。 

榕樹的故事與問題 

本校自創校以來，種於側拱門旁的榕樹，生長迄今已 70 餘年，樹身粗大，

樹冠呈大傘狀，早期舊校舍拆除後，榕樹周圍建起水泥花圃，花圃外區域為磚面

活動區，榕樹下一直是學生上課或嬉戲的地方。 

榕樹約在 2-3 年前生病，這一年來才起死回生，卻僅面東的樹葉轉綠、茂盛，

面西的樹葉始終枯黃、稀疏。某位教師曾於 2-3 年前，因見榕樹根有許多蟻穴，

遂用漂白水除蟻，此後榕樹不再茂盛濃綠，但無法確知是漂白水影響榕樹，或是

因細菌感染導致。 

學生公民行動的開始 

因學生參加一系列之校外環境教育活動，培養環境教育認知，乃至逐漸體

認關懷在地環境後，再回頭關照校園環境，以大榕樹為解決問題的起點，學生學

習思考，共同討論，在班級決策與溝通間學習實踐行動的轉變。 

 

1. 9/24 觀察生病榕樹 

   -觀察家宓思建立學生概念/知道土讓要有孔隙，才有微生物  

     -觀察榕樹根部土壤為堅硬土塊(無孔隙無法含水、提供微生物) / 學生徒 

      手鬆土學生想改善榕樹現況發現效果不佳 

   -T1 找 T2 決定請總務主任派遣人力協助鬆土、覆葉來保水，T2 建議學生想

改善榕樹現況，可設計安排學生小公民守護校樹行動。 

 

2. 9/26 小公民守護校樹行動 

觀察的學生開始關注榕樹病害的問題，於是教師引導學生發起小公民守護校

樹行動。 

T1 分享(榕樹小故事)提問(小兵為何挖榕樹下的土) 分組討論(小朋友們能

做什麼改善方法) 實地觀察與探索討論與思辯執行(實際行動) 

T1提問(小兵為何挖榕樹下的土)察覺自己的想法與行為 

分組討論(小朋友們能做什麼改善方法)/ 分組時間，個別陳述察覺意見 

  -共同參與兩組改善方法內容 



公民行動情境一:目標共作及責任分工 

T1:請問你們在守護榕樹的分組討論中，是怎麼分配寫下討論的做法? 

S2:我們就是自己寫自己的，寫的時候，會先看看要寫得有沒有和別人

一樣?    

T1:海報上全部都是你們討論出的內容嗎? 

S2:不是，有的是後來每個人努力自己想的。 

           改善方法分類/多數方法由學生提出內容分類理由學生決定以 

   宣導、覆落葉、鬆土、澆水項目作行動目標 

實地觀察與探索 

公民行動情境二: 學生思考與批判 

S2:你們可以多觀察，然後盡量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是注意不要用某老

師的做法，有可能再傷害榕樹，又讓它生病，甚至死亡，所以我們可以

把枯爛的樹枝修掉，它可能還有機會再長出新芽。 

 T1拋出問題(宣導由導護老師或學生) 調查學生意見兩方陳述不

同支持的理由8人支持由學生宣導、1人支持由老師宣導(少數服從多

數) 

公民行動情境三:全班討論與思辯 

T1:海報中寫到「升旗的時候跟大家講(宣導)」，請問誰來說呢? 

三年級S5:由導護老師說，這週導護老師說完，再由下週導護老師說…… 

三年級 S3:為什麼一定要導護老師說?我覺得可以由小朋友來說，我們

可以自己說。 

三年級 S3:因為我們現在有能力表達事情，而且比較了解榕樹的狀況，

訓練自己勇於向大家表達意見。 

T1:那我們由導護老師和小朋友講，因為你們比較了解狀況，週三升旗

就由你們先為大家宣導。 

T1詢問四項行動目標宣導、覆落葉、鬆土、澆水順序，學生決定順序為宣導、

鬆土、覆落葉、澆水T1提問(要不要先做點工作後，較好對全校宣導)學生反

思學生決定將順序重新調整(鬆土、覆落葉、澆水、宣導) 

下課時間，學生自主至榕樹下對他班宣導實踐行動目標 

公民行動情境四:/執行鬆土覆落葉工作後，榕樹下下課時間嬉戲 

三年級 S3:你們不要踩到磁磚，不要去踩土，也不要踩到樹根…… 

四年級 S1:好 

四年級 S2:我們不會踩啦! 

三年級 S5:(跳上花台磁磚) 

三年級 S3:你不要踩到磁磚，我們不是說過了嗎? 

三年級 S5:好啦!(又跳到樹根上) 

三年級 S3:你不要踩到樹根上啦! 

三年級 S5:好啦! 



 

3. 9/28 升旗時間進行守護榕樹環境行動宣導 

三年級 S3: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發現大榕樹生病了，因為

它周圍的土都很硬，我們為它鬆土、蓋落葉保濕，希望大榕

樹能健康長好，希望大家不要踩土，也請你們有空也可以幫

它澆澆水。 

三年級 S2:請大家愛樹、護樹，不要採土，小動作大幫助(宣導標語) 

三年級 S4:鬆鬆土，讓我解解渴。(展示標語) 

    學生討論與思辯之過程中，聆聽同儕不同意見，並對他人意見先思考後，陳

述不同之看法，在意見整合後，T1協助學生就目前可行、較急迫的鬆土、覆落

葉、宣導達成共識，於討論後次日執行;另外超出自己能力，較不急迫的種植物、

打掉水泥等未達成共識的意見，保留未來可能發生之狀況之相關意見，留待日後

再討論、修正與執行。 

T2 側寫觀察與師生之心理歷程 

觀察一 

9/28 週三升旗時間環境行動宣導，為守護榕樹，三甲「小論文學生團隊」宣

導全校師生如何幫助大樹，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做些什麼呢? 

婕寧台風穩健地對著全校學生說:「我們小論文的學生發現，榕樹生病了，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來保護它，因為它的土太硬了，無法保水，所以我們昨天先鬆

土再覆蓋碎草末，並為榕樹澆水，請大家不要踩土，有空的時候可以幫忙澆水。」

導師在一旁對我說:「婕寧進步很多，她會事先準備，一大早就跟我說，老師我

回家真的有練習。」 

當時課堂討論時，她是第一個認為

「老師，我們小朋友要自己宣導」，當其

他同學提出要請導護老師宣導時，她說

服同學說:「我們小朋友也可以自己宣導，

而且我們自己宣導，以後上國中、高中

以後也都可以，不只是課業，其他部分

也都會進步」，在這次「由木成林」的小

論文行動研究過程中，婕寧說:「一個人

的力量很小，大家一起做力量就很大」，她很勇於發表意見、想法，且願意扛起

護樹宣導的宣導行動，具有愛護環境的使命感。 

婕寧對銀合歡的看法有很大的轉變，她以前認為銀合歡就是外來種，而且

根有毒，會讓周遭的植物無法生長，經過一系列訪談、踏查，她有不同的看法，

從完全打╳不好的，到慢慢知道銀合歡也有好的部分，她說:「銀合歡也可以做

成相框或積木，而且我們做的銀合歡積木很漂亮又很好玩。」 



婕寧說:「一開始訪談理事長(綠野香坡農村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現任總

幹事)，當理事長說馬佛溪有很多魚蝦這句話時我開心地跳了起來，原來馬佛溪

有那麼多動物，我希望大家好好保護馬佛溪，期待未來馬佛溪是可以游泳而沒有

銀合歡的。」 

觀察二 

亞米的故事就是從這四個小女生開展的，她一直是個自由奔放、創意十足

的小姑娘，總會問些天馬行空的問題，她問:「可以用很好的土壤挖出跟農田一

樣大的寬度來種原生種植物嗎?」，老師反問她:「那麼，那一塊地被妳挖走，就

變貧瘠了，她才重新思考，不能本末倒置，必須想辦法讓彼此獲得最大的好處，

例如，班上討論護樹行動時，她曾提起:「要把寄生在榕樹樹枝上的山蘇等植物

移走，免得這些植物搶走榕樹的營養」，後來老師帶著他們找尋資料、分析植物

彼此共生共榮的自然現象，她恍然大悟說:「就讓植物們當好朋友，我們從根部

給榕樹更多的水分和養分」，並想出為榕樹鬆土、覆蓋樹葉或雜草末的點子，討

論過程中，她總是眼睛發亮、熱烈的參與討論，甚至積極宣導，企圖說服別人，

例如:「學生朝會時，請學生們一起保護榕樹。」 

觀察三: 

多加一直是個早熟的小孩，從一年級開始每天都從花蓮通車到學校，而且很

少請假和遲到，總是很有責任心，雖然小論文期間，因震災導致火車停駛，她依

然努力跟大家一起學習、一起參加活動。尤其訪談需要事先準備題目時，爸爸、

媽媽都會陪著她一起思考一起討論，媽媽曾問我:「你們怎麼敢指導這麼小的學

生做小論文」，其實，教育的本質就是陪伴學生觀察、提問、思考解決策略、行

動、反思再從頭行動的歷程，看見孩子們成長就是老師們最大的動力。 

多加說:「我期待馬佛溪，能生態豐富、植物茂密，溪水是清澈、乾淨的，還

有須多昆蟲、魚蝦、動物等等。但是現在馬佛溪四周都是『銀合歡森林』，這可

是大工程呢?」，透過研究過程，她對馬佛溪有期待，還特別到圖書館借閱「自然

保育」專書，因為我們預計 111 年 10 月 6 日要到馬佛溪種植原生植物了，她說:

「我要看看別人怎麼做，學習別人的方法，讓我們的馬佛溪生態更豐富。」她說，

最特別有趣的是，老師帶我們用銀合歡做料理，一開始要洗豆莢和嫩葉，還要剝

大蒜，老師先燙過再炒，哇!好香啊!真是美味! 

觀察四: 

印象最深刻的是，9/14 週三下午放學後，帶四位學生一起到馬佛溪鏟除銀

合歡，準備與社區一起認養種植原生物種的灘地場勘，當時請她們仔細觀察河床

的土壤，並集思廣益討論想種甚麼植物呢?莛倢說:「我覺得要種榕樹，因為比較

大」，她希望透過大榕樹佔據大空間，希望可以減少銀合歡的棲地，避免銀合歡

過度生長，之後她們又觀察，發現鏟除 2 個月的砂礫中已看見冒出頭的銀合歡寶



寶，那麼究竟榕樹能否在這裡生長?於是我們決定下週到光復圖書館找資料，以

尋找適合這片光禿禿旱地的原生種植物，莛倢在圖書館裡發現有一本台灣原生種

植物，她說:「我想種天仙果，因為像母羊奶頭的果實，動物可能會喜歡，希望

有食物吃，就會有更多動物住在馬佛溪。」因為上次採訪理事長的時候，有看見

自動攝影機攝動物的影片，莛倢的札記中寫；「山羌、白鼻心、食蟹蒙，我都好

好奇，想要親眼看他們一次!」莛倢說:「未來我希望馬佛溪變成許多動物喜歡居

住又美麗乾淨的地方，而且又有很多小朋友來玩水的地方。」 

害羞的莛倢，請她表達意見時總是低頭、眼眶泛淚，但為了護樹，她願意在

全校師生面前拿海報宣導，已經小小進步囉!而且她常常問:「老師，今天要留下

來做小論文嗎?」喜歡料理的她，夢想是開甜點店，所以主動打電話訪談曾在她

家擔任外勞的印尼新住民，詢問銀合歡的料理，我們親手製作二道銀合歡料理，

雖然有點苦，但我們小朋友都覺得很好吃，只是老師們不喜歡。 

 

參、結論與建議 

結論 

1. 銀合歡雖有害環境，仍應試求雙贏，嘗試尋求與創造銀合歡更多的利用價值: 

銀合歡在過去有它存在的價值，後來因為時代進步，生活的方式改變，讓銀

合歡長久以來造成的問題不容易解決。只有再找到銀合歡的用處，就能利用

剷除後銀合歡的廢材，同時做好復育這裡原生種植物。 

2. 社區、學校及河川局等單位仍應維持合作平台為環境創造共好的決定和行動: 

本校和馬佛社區緊密合作，達成共識與追求的目標，便有許多走出學校，走

進社區的活動，河川局等單位也應重視在地居民和學校的訴求，讓重建或改

造的計畫訂下好的決定，才能做出更好的行動。 

3. 建立更多社區、學校及河川局等單位的平等對話與溝通管道: 

本校多由馬佛社區所傳遞而得知其他環境相關單位的消息，學校、社區及其

他環境單位應建立能多元溝通意見的平台與機會，使大家的意見都能整合。 

4. 先從學校的小團隊做起，練習小小公民行動，日後方能發揮大大的作用: 

學生從公民行動中學習思考、辯論、決策及溝通的模式，具備團隊合作之協

作能力，將未來對外參與之整備度建立好，才能走出學校實踐設定的目標。 

建議 

1. 讓社區環境活動向下紮根學校，引發學生對環境、環保的意識: 

社區及河川局在推動社區環境活動前，可以設計能結合學校學生的行前環境

教育系列教學活動，讓學生能更積極走進社區的環境守護活動。 

2. 社區持續結合並支持學校推動守護社區、環境保護的校外踏查及行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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