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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校園是我們每日學習最主要的場所，除了教室建築，在校園裡時常還可以看見蓊鬱

的樹木，他們提供我們清新的空氣，涼爽而優美的環境，而我們也需要時常打掃整理落

葉和枯枝，維持環境的整潔，近期發現校園出現一些研究樹木的專家，準備為校樹掛上

樹牌方便我們辨認，仔細想想我們除了校園常見的鳳凰樹、椰子樹以外，對校樹的了解

實在相當有限，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樹木等著我們去探索，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研究

了解校園的樹種到底有哪些？栽種這些樹木對校園有那些影響？並期待依據研究發現提

供有關校園樹木栽種的具體建議，讓學校未來在植樹的規劃上有更適切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欲透過文獻探討、資料整理、實地踏查及訪談探討以下目

的： 

(一) 調查和統計花蓮中區(本校及鄰近學校)的校園樹種。 

(二) 探討不同樹種對校園造成的影響。 

(三) 整理適合校園栽種的樹種，及校樹栽種維護上的建議 。 

三、研究方法 

首先我們上網搜尋與校園樹木相關的主題，再到圖書館蒐集有關校園樹木的書籍，

也上網查詢相關的期刊和論文，透過文獻整理，我們對校園樹木有了初步的認識。 

因為研究時間和地域上的考量，本次研究以位在花蓮中區的本校及鄰近國中小為主

要範圍，使用「校園樹木資訊平台」線上系統，分析學校樹種資料並做統計比較，並在

本校進行環境實地踏查，以觀察認識學校樹木種類，進而透過訪談專業人士協助釐清問

題後，綜合整理訪談內容和文獻做對照研究結果。研究不同樹種對學校校園環境造成的

影響，最後分析出校園中較適合的樹種，以及正確維護照料方式，以供未來學校在樹木

栽種上做參考。 

四、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是以花蓮中區學校為研究討論與範圍，研究的各項流程如下所述，並繪

製流程圖，如圖一。 

研究主題→資料蒐集→環境踏查→實地訪談→記錄分析→統整報告 

 

圖一：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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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我們常常在校園中看到許多樹，可是我們只是把它們當作美景觀賞，並沒有去了解

每一種樹木的特色或差異，也不知道原來樹木的存在對我們有很多好處。於是我們決定

探索校園的校樹，研究過程中我們蒐集了各種文獻資料，也比較了花蓮中區的其他學

校，也進一步訪問了森林科專家，因此我們能深入了解校樹。 

(一)花蓮中區學校之校園樹木種類比較 

「校園樹木資訊平台」是教育部為整合校園樹木地圖系統，提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查詢及瀏覽校園環境樹木資訊平台，建置常見樹木圖鑑資料庫，以及相關養護管理知識

內容，提供多元學習資源，增進學校師生落實愛樹行動。這次研究我們透過此系統，分

析花蓮中區的鳳林鎮國中與萬榮國中學區學校校園樹種之異同。 

1.花蓮中區–鳳林鎮兩所國中的校園樹木 

鳳林鎮是花蓮中區的主要城鎮，鎮上有鳳林國中和萬榮國中兩所國中，經查詢 110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鄉鎮市區別統計資料，萬榮國中校地面積為 29,790 平方公尺，鳳

林國中則為 38,503平方公尺，比較兩校的校樹後我們發現校園的樹種大不相同： 

(1)差異最大的部分是兩校數量居冠的樹種，萬榮國中最多的是光臘樹，鳳林國中則是

水黃皮，而這兩種樹木在另一所學校卻是完全未種植的。 

(2)兩個校園共同栽種較多的數種依序是茄苳樹、鳳凰木、麵包樹和樟樹。 

(3)兩校差異較大的樹種還有萬榮國中的青剛櫟，是鳳林國中校園並未栽種的樹種，而

兩校雖然都有栽種榕樹，但鳳林國中的榕樹比例為該校排序前四名的樹種。 

表一：萬榮國中與鳳林國中校樹種類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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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萬榮國中與鳳林國中校樹種類(百分比)比較長條圖 

 2.學區國中小校園樹木 

萬榮國中附近學區國小包含長橋國小(校地面積 13,527平方公尺)、明利國小

(20,887平方公尺)、萬榮國小(8,648平方公尺) 

表二：萬榮國中與學區國小校樹種類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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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萬榮國中與學區國小校樹種類(百分比)比較長條圖 

透過以上比較，我們發現： 

(1)長橋國小種植最多的是黑板樹，萬榮國小和明利國小校園最多的樹種分別是麵包樹

和光臘樹，萬榮國中和明利國小的校樹皆以光臘樹最多。 

(2)在校園樹種的選擇上，茄苳樹都位居各校的前三名，麵包樹和光臘樹在各校也有相

當程度的比例，值得我們深入了解與探究。 

(3)國中校園比例較高的樟樹、榕樹或鳳凰木，雖在國小也有栽種，比例卻相對不高。 

以上大致符合邱小芬研究中提到「不同學級數大小的學校，在大型本土植栽種類密

度上有差異；不同校齡的學校，在大型本土植栽種類上有差異；不同校地面積的學校，

在大型本土植栽種類上有差異；不同每生享有校地面積的學校，在大型本土植栽種類上

有差異；不同行政區的學校，在校園珍貴樹木數量上有差異。」(邱小芬，2003) 

(二)校園樹木的常見種類 

以下文字內容及照片取自校園樹木資訊平台 https://edutreemap.moe.edu.tw/。 

1.茄苳：臺灣原生樹種之一，三出複葉是它的特點。壽命長，通常可生長成巨樹，又稱

為「重陽木」。(圖四) 

2.榕樹：原生種，莖幹粗實樹皮較光滑，樹冠大形成綠蔭，且擁有多數氣根。(圖五) 

3.樟樹：臺灣平野常見的原生樹種，具有濃厚的芳香氣味，是常見的行道樹。(圖六) 

4.光蠟樹：臺灣特有種，蟬及獨角仙喜吸食其樹液，是校園生態觀察重要對象。(圖七) 

5.鳳凰木：外來種，花色紅如火鳳凰般燃燒，由此得名，是校園常見樹種。(圖八) 

6.黑板樹：外來種，臺灣常見的行道樹之一，樹型筆直，生長快速，樹根的生長範圍較

大，也因生長快速致使枝材質脆，在颱風過後容易風倒、斷枝。(圖九) 

7.麵包樹：外來種，常綠喬木，果實可煮湯。據說其烤熟的果實味道似麵包香，所以稱

為麵包樹；也有另一說是果實內部的海綿狀組織像吐司麵包，因而稱之。(圖十) 

8.苦楝：原生種，木材和樹皮味道較苦，遂稱為苦楝，春天滿樹紫花與香氣。(圖十一) 

9.阿勃勒：外來種，開花時滿樹金黃色，花瓣隨風飄落。開花到果實成熟，需要一年的

時間，因此可以看到今年的花和去年的果同時在樹上的景象。(圖十二) 

10.欖仁：原生種，葉色四季變化明顯：春季新芽青翠，夏季葉片油亮濃綠，秋冬時葉

子逐漸轉變為黃色或紫紅色，果實呈橢圓形。(圖十三) 

https://edutreemap.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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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圖九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三)校園樹木的相關規範 

雖然校園樹木的管理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但經過查詢後發現目前僅有新竹縣與台

中市有針對校園樹木管理訂定相關規範，我們參考「新竹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樹木管

理要點」及「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植栽及樹木修剪作業要點」，並將這兩所機關

的規範比較後，說明如下： 

1.範圍：有關範圍的界定，臺中市政府敘明的範圍僅校園內部，但新竹縣的規範則提到

除了學校內的樹木，校園外五公尺以內的範圍都是屬於校園的。 

2.修剪：兩者的修剪考量都有提到因應人車安全，需要修剪或移除的樹木類型，例如：

移除妨礙交通或阻擋視野之枝條，以利師生安全。但臺中市政府提出，為維護樹木健

康，禁止以截幹、齊頭式截頂或大量剪除結構枝之方式修剪。 

3.病蟲害：新竹縣政府特別提到校園樹木如果發生病蟲害，要請專業人員或是本府農業

局相關人員處理，臺中市針對此部分則無特別敘述。 

4.其他：新竹市校園的樹齡若有超過 50年，或是屬於珍貴樹木都要加強管理，至於要

怎麼加強管理並沒有特別的說明。 

二、校園樹木專家訪談 

查閱校園樹木的資料後，我們雖對校園樹木有初步的認識，但依舊有不少問題需要

進一步了解，因此特別邀請國立花蓮高級農業學校森林科留嘉豪老師來到學校為我們介

紹校園樹木，也進一步為我們說明校園植樹的相關問題，訪談題目與內容摘要如下： 

題號 問題 訪談內容 

面向一:校園植樹的相關考量  

 1 校園樹木存在的必要性？  

對學校有什麼好處？ 或是會

造成那些影響呢？  

(1)樹木行光合作用可以讓校園空氣更清新。 

(2)提供昆蟲和鳥類棲息的空間，維持生物多樣化。 

(3)在炎熱的夏日，樹木可以遮陽、降溫。 

(4)在空軍基地旁或馬路旁的校園會很吵，如若種植

樹木種得密且廣就會有明顯的降噪功能。 

(5)具有觀賞性，使校園更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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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臺灣或花蓮地區的校園

適合栽種哪些樹種？為什

麼？  

建議可以種在地特有的樹木，讓在外縣市的人欣賞

並且也能認識在地的特有的樹種。例:太魯閣櫟、青

剛櫟。 

3  請問校園種樹時需要考慮那

些因素呢？如:地區、土質或

氣候等 。 

土壤和氣候差異不大，須要特別注意樹木未來會長

多高以及和建築物的距離，如果距離過近，就會限

制樹木生長，應給植物充分的生長空間。 

面向二：如何維護校園樹木  

題號 問題 訪談內容 

4  樹下經常有人會走過，請問

為何不在樹下鋪一層水泥就

好呢？  

樹下若鋪水泥會不利根部生長，可能會影響樹木的

健康及抓地力，此外若是會有板根生長的樹木類

型，也會因為沒地方生長而把水泥地撐開，造成人

們走路時的危險，還要進行特別處理，例如斷根。  

5.  請問校樹的落葉建議直接堆

在樹下當作有機肥嗎？   

如何處理落葉比較適當？  

不建議。因為落葉須要發酵才能成為植物養分的肥

料，而落葉會影響到美觀還有滋生蚊蟲以及窩藏蛇

等安全問題。建議把落葉掃起來，並規劃落葉堆肥

區，有效的回收落葉、殘葉來進行堆肥，作為校園

中植栽的有機肥料。 

6.  請問樹木應該多久修剪一

次？ 

或是什麼樣的狀況需要進行

修剪？ 

樹木修剪時需要注意些什

麼？  

要看樹木的類型，或是半年一次巡查再討論是否需

要修剪。 

如果樹的分枝雜亂、樹枝有掉下來的風險，需要進

一步修剪，保護在校師生安危。 

其實樹木應在小的時候進行修枝，避免大枝修剪，

建議與切口與樹平行，並留兩、三公分再修剪。  

7  請問如果傷害到樹皮會有怎

麼樣的後果呢？  

因為有樹皮的存在，病原菌才不會輕易進入樹木

內，並且樹皮內側也有輸送養、水分的功能。所以

如果割到或傷害到樹皮就會遭到病原菌入侵進而形

成潰爛，有一句話叫樹怕剝皮不怕中空。 

8  樹幹如果因為潰爛而產生

洞，請問是因為什麼問題而

造成的呢？若不處理會發生

什麼事情？  

不當修剪就可能因為潰爛造成樹洞，如果不處理會

有更多蟲跑到洞裡啃食、潮濕、腐爛，樹就會生

病，進而影響樹木健康。 

9  請問應該如何預防校樹倒

塌？  

颱風來臨時預防傾倒的防範

措施？  

樹木要倒塌前會有什麼樣的

徵兆嗎？    

樹木要定期去做檢查跟修枝，但每個樹種的生長速

度、型態也不同，建議半年巡察以及修剪一次。 

如果是不當修剪(例如強剪)等原因造成的不良枝

條，強度較弱，在颱風來時較為危險。 

颱風來臨時可在根部加支柱支撐，以免倒塌。 

樹木倒塌前會有樹木老化，弱化等現象，例如掉

葉、枯枝等，還有傾斜等現象。 

10  請問什麼樣的狀況是大樹快

要死的徵兆？可以如何處理

呢？  

葉子會大量掉落甚至掉光跟泛黃，並且停止生長。 

(1)首先要減少不良枝條，以避免不良枝條乾枯後掉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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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因診斷及病因需請專家判別 

(3)枯立木應伐除，以避免傾倒。 

面向三:校樹對環境的影響  

題號 問題 訪談內容 

11  請問校樹的選擇對校園生態

環境有哪些影響？ 以學校樹

種環境會吸引哪些昆蟲或鳥

類？ 

多樣化的樹種可提供生物們不同的棲息空間和覓食

場所，維持生物多樣性。 

例如龍眼樹會吸引蜜蜂、光蠟樹會吸引獨角仙。 

12  校園內每到夏季常見虎頭蜂

窩，請問這可能是什麼原因

造成的呢？  

有蜜蜂和虎頭蜂是自然現象，例如龍眼會吸引蜜

蜂，並且虎頭蜂捕食蜜蜂，形成食物鏈，只是為了

校園安全不允許有虎頭蜂。  

13  請您提供調整校園樹木的具

體建議  

  

  

圖十四、校園拍攝波羅蜜落

果 

 

  

圖十五、校園拍攝大型掉落

枯枝 

(1)希望是每半年就要看樹需不需要修剪，但是不要

修剪較粗的枝條，因為傷口大、癒合就會比較慢，

樹木生病的可能性增高。 

(2)適合校園栽種的樹種其實不受限，但可以栽種景

觀美化和有在地特色的，例如太魯閣櫟、青剛櫟。 

(3)較不適合栽種的： 

A.大葉子，掉落時會有損傷人車的疑慮:如大王椰

子、蒲葵等棕櫚科植物。 

B.長太快、樹勢過高、修枝不易植物:如大王椰子。 

C.果實大，掉落時會損傷人車或不易清理：如波羅

蜜肉質果易招蟲、大葉桃花心木果實堅硬。 

D.有毒植物：如海檬果的果實有誤食疑慮、夾竹桃

科植物乳汁易誤觸。 

E.花粉有刺鼻味的：如黑板樹。 

F.大喬木、板根明顯的植物，栽植時盡量遠離建築

物或路面：如鳳凰木、麵包樹。 

※棕櫚科植物雖然美觀，但學校通常沒有足夠人力

可以維護。至於許多景觀造景上夾竹桃科植物是很

常見的(例如台北車站周圍就種植許多海檬果~)，但

是需考量校園內學童可能誤食或誤觸。 

三、校園樹木的影響 

在校園中我們常會看到各種大大小小的樹，可是我們卻不知道為什麼要種植樹木，

種樹對我們校園中究竟有什麼好處？對校園又有哪些影響呢？ 

(一)光合作用：談到種植樹木，第一個想到的好處就是光合作用，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 

局提到「樹木可以進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氣，是減緩溫室效應及淨

化空氣的大功臣！」，但是專家在訪談過程中補充說明，校園中的樹木並不是很密

集種植，在此部分不會有太大的效果，相反在森林、雨林中效果會比較明顯。 

(二)生物棲息空間：校園栽種樹木時，不可避免的就是會有許多生物、昆蟲居住，和我

們共存，大家有時候或許不太喜歡牠們，但他們可是幫植物授粉、也是「地球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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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夫--分解屍體、糞便：如果沒有分解者，地球會被垃圾淹沒。」(婁序平，

2005)，其實真正對人類有害的昆蟲極為少數，所以不用太擔心、也不必對昆蟲趕

盡殺絕。 

(三)遮陽、降溫：在炎熱的夏日，學生常會因太熱而躲到樹下休息，也因總有縷縷涼風 

 吹過，所以這也成了學生聚集聊天的寶地。 

(四)降噪：如果校園中樹種植得並不廣、密集，降噪便不會很明顯。但是在校園看到樹 

也能給人寧靜或愉悅感。 

(五)生命教育：校園的樹陪著我們長大，它是我們就學、休息、 

也是大家一起活動的中心，近年來「爬樹」也逐漸從活動，

發展為生命教育的心理輔導課程，讓人們透過與樹的互動，

鍛鍊自己面對挑戰的心理能量。                                                       

   (圖十六、校園攀樹體驗活動） 

四、校園樹木的維護方式 

當校園樹木定植、植株向下紮根欣欣向榮時，同時也要考慮後續的樹木維護，其中

修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樹木需要的是我們「幫它們撫育修剪」，而不是樹木「被

我們強迫修剪」(陳正豐，2021)。這確實是相當重要的提醒。如何才是適當的修剪？適

當修剪可帶來什麼樣的益處？綜合專家訪談資料及相關文獻，將校園樹木的維護方式分

為以下六種面向討論： 

(一)修剪注意事項：需要思考樹木生長的季節，「依修剪目的考慮植物種類、年齡、生 

長勢、頂端優勢與枝條生長位置等決定適當的修剪方式，並留意主幹、主枝，非必

要不可修剪，一般性修剪時不宜修剪超過枝葉量 1/3，並需確認注意枝條上是否有

鳥巢、落鳥或其他動物，以不傷害動物為原則」(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

2017)。 

(二)維持或改善樹木健康：修剪生長不良的枝條可「減少樹體耗費過多營養水分，並使 

樹冠內部的採光通風良好、避免潮溼悶熱、減少因缺乏日照所造成的落葉量等，進

而使植栽健康」(中華民國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2016)。 

(三)病蟲害防治：樹木病蟲害種類繁多，小範圍發生病蟲害時，可透過「修剪患病以及 

有蟲害寄宿的枝條來保持植株健康」(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2017)，並且

「每一次修剪過罹患病害枝幹後，應隨即使用殺菌劑消毒過」(陳正豐，2021)，若

大範圍發現則需請專家入校進行處理。 

(四)安全維護：校園樹木畢竟種植在校園中，師生的安全應放在首要位置，樹木若有 

「腐朽、龜裂、斷枝、傾倒或掉落疑慮等具有立即危險性之枝幹 （葉）應立即移

除」(臺中市政府，2020)。在颱風期間，為防止樹大招風也應進行適當修剪或設立

支柱對樹幹加以支撐。此外當樹木的生長影響到建築結構時也應進行限制，例如麵

包樹板根生長強勢，可於根部周圍加裝圍欄限制其生長。 

(五)校園美觀：校園樹木會因為維持樹木的外觀和特定形狀、同時也需考量樹冠遮蔭程 

度及是否影響室內採光等進行修剪，以利維持校園美觀。 

(六)日常維護：應維持定期檢查，頻率依不同樹種而有不同，但建議每半年進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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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此研究分析花蓮中區的本校及鄰近學校之校園樹種，結論如下： 

一、各校園樹木栽種上的異同 

(一)校樹數量：研究統計的五校中，有四校在校樹數量呈現較一致的狀況，數量大約在

130~165棵之間，只有萬榮國小全校僅種植 59棵校樹，推測可能的原因是萬榮國小

校區面積相對較小，因此容樹率相對較低。 

(二)樹種選擇：除了茄苳樹為中區各校名列前三名的樹種，麵包樹也是中區校園較為共

同的樹木種類，顯見各校在校樹種類的選擇上並未有很高的一致性，但囿於時間限

制，此次研究無法進一步探究箇中原因。 

二、校園樹種的選擇考量 

參考 106年小論文「萬樹如意—市街行道樹的發展與維護」中探討有關行道樹樹種

的選擇，校樹的種植也應該從多面向進行考量： 

(一)生長地區與氣候：「建議栽種適合當地氣候、人文的臺灣原生種和特有種，以達到

原本的生態平衡，同時建立師生、社區人士對該地植物的鄉土認同感和歸屬感」

(唐筱嵐，2015)，若能選擇適度營造適合該校地理、交通環境、教材內容的植物尤

佳，特別是莊瓊昌在研究中也發現「各學校配合自然教材的植物比例偏低，學校種

植植物時，應可以多考量自然科教材中所論及的植物」(莊瓊昌，2008)。而非某時

期流行的樹種。當然也因為臺灣地區易受颱風侵襲，可耐風的樹種亦可列為考量。 

(二)樹木的生理 

1.了解常見的樹木病蟲害，進行防治。 

2.考量根、花、果實、種子、樹幹和葉片的生長特殊情況，避免對學生會造成安全危

害疑慮的樹種。如：(1)棉絮紛飛的木棉花、瘤刺的美人樹及花粉有毒的黑板樹。 

(2)樹木本身屬於大型落果或落葉的麵包樹、椰子樹。 

3、選擇深根系植物較佳，避免橫向生長或板根類樹種。如：麵包樹、榕樹。 

4.避免容易招引虎頭蜂的樹種：蜜蜂築巢為自然現象，有蜜蜂會招引虎頭蜂雖然是自

然現象，但校園須保護學生安全，應盡量避免選擇容易招引蜜蜂和虎頭蜂樹種。 

(三)維護與管理 

1.樹型整齊、生長速度較緩慢的樹種，不宜選擇生長快速的黑板樹。 

2.為了安全考量，校園樹木常須修剪，建議選擇修剪後癒合快且存活率高的樹種。 

三、樹種的正確維護方法： 

(一)考慮與建築物的距離及正確位置：以本校校舍前通道上的樹種為例，樹種周圍用磁

磚水泥做侷限，其實對樹是一種傷害，且樹木的根系強大會破壞磁磚，又會造成安

全疑慮並且需花經費維修。 

(二)修剪的正確方法：如果修剪方法不當，或是修剪的枝條選擇不正確，

會造成樹再長出來的枝條較弱，就可能在颱風時造成傾倒以及枯枝

掉落的危險，另外就是樹的傷口如果太大，就會有樹洞，樹洞也容

易產生積水、腐蝕等現象。        (圖十七、本校校舍前的樹洞） 

(三)校園植物解說牌：今年教育部為推動校樹教育，規劃經費落實校園植物解說牌的製

作，羅以靖於研究中對校樹牌面內容提出以下建議：「1.牌面的內容建應該具備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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豔且真實的植物圖片，並以花和果實之特徵部位照片為主；2.內容要能詳實且條列

式；3.內容具備該株植物的基本資訊及特殊資訊，包含毒性和功效。」(羅以靖，

2016年) 

建議未來學校在種植校園樹木時，能選擇適合當地氣候、人文的台灣原生種和特有

種，以達到原本的生態平衡，避免造成安全疑慮或是不容易管理維護的樹種，營造宜

人舒適又富含教育意義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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