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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健康環境的愛用者-建立以人文、教育、自然三方並進，使環境成為乾淨、自然、美麗

的宜居城市，引發民眾除了參與使用及維護外，並藉由議題操作激發民眾對健康自覺

與自主 

內容 

 

臺北縣的精神 

健康環境的營造是促成民眾養成關注自身健康議的方法，當中的核心價值在於透

過社區資源網絡的連結，引導居民發展對生活環境的需求及想法，並以善用資源及尊

重環境的態度共同創造健康的環境。臺北縣在營造健康環境中，除了有登山步道、有

250 公里的自行車道，從新完竣的大碧潭陽光運動公園等等。不斷的在營造健康環境

的營造，是為了提升民眾的健康，那麼社區民眾的參與，則是最重要的元素，透過政

府與民眾不斷的對談，環境的建構能貼近民眾的需求，與民眾共同創造人性化且舒適

的環境，正是民眾參與的精神以及永續發展能量之所在。 

環境包含了自然、人文及教育三構面，不論是悠閒的從這山頭越嶺踏查步道到隔

壁村，或是乘風逞翔在河岸景觀旁的自行車道，舒適的休憩環境，是民眾享受健康同

時不可或缺的元素。健康環境的營造並非政府單方面投入大量經費整建就能達成目，

健康的環境，能提供民眾遊憩、教育、人文、保育等功能。如果沒有民眾的參與，那

步道只是一條聯繫兩地的通路，自行車道也只是不斷追求長度數字不斷增加的過程。 

營造健康環境的精神，在於民眾能自發性的投入參與，民間社團參與步道踏查，透過

學校教育的傳播，一條連結兩地的通路，產生了生命的連結，步道上的花草樹木，透

過教育被認識、瞭解以及保育。平溪鄉的東勢格起嶺古道，在社團及學校的參與下，

踏查出步道上有稀有的蕨類、與過往的礦業經濟發展連結等等，進而引發社區居民及

學校主動的參與步道的維護，步道因為民眾的參與而豐富了健康環境的意義。 

問題背景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資料顯示，現代人疏於運動，終日「坐」以待斃，全球每年有

兩百多萬人因此死亡。另外，國民健康局97 年的調查指出，北縣運動盛行率達55.82

％，顯示還有近半數的縣民沒有運動的習慣，這種多坐少動的生活型態，間接導致了

慢性疾病人口逐年上升，慢性疾病人口逐年上升，糖尿病、心血管疾病、腎臟病等均

高列本縣十大死因之列，而「規律的運動」是降低及減緩慢性疾病發生的重要藥方。

而臺北縣幅員遼闊境內好山好水，擁有豐沛的自然景觀與人文風采，營造多元化且適

合現代人運動的場所，讓民眾能沉浸在自然的綠色風情中悠遊自在的健康環境，更相

形重要。 

目標 

1. 提升民眾運動及休閒場域 

2. 提升民眾參與環境維護及使用比率 



3. 提高本縣運動人口 

行動 

各局處室：踏查問診、收集運動場域 

水利、衛生、教育局：步出活力、騎帶健康、鼓勵社區使用 

衛生局；無菸環境好樂活 

教育局：教育成永續 

文化局：文化健身心、文化融合運動 

一、踏查問診 

民眾的參與是健康環境營造永續的精神，在登山步道及自行車道的規劃過程積極

策動社團及校園加入。社團及學校參與步道及自行車道的踏查，步道在透過學校教育

的傳播，一條連結兩地的通路，產生了生命的連結，步道上的花草樹木，透過教育被

認識、瞭解以及保育。平溪鄉的東勢格越嶺古道，在社團及學校的參與下，踏查出步

道上有稀有的蕨類、與過往的礦業經濟發展連結等等，進而引發社區居民及學校主動

的參與步道的維護，步道因為民眾的參與而豐富了健康環境的意義。而自行車道在經

由車友多次的探訪調查，自行車道的設計更激發出創意及貼心，騎乘自行車時，更加

的安全以及舒適便利。期望透過民眾的參與，激發公民對話與集思廣義，串連出更多

具體的行動。 

（1） 收集本縣運動場域 

（2） 收集本縣各式步道、自行車道 

（3） 發覺本縣自然步道及人文特色 

（4） 收集民眾使用習慣 

（5） 鼓勵社區自行踏查社區私房運動場域 

二、步出活力 

（一）綠色廊道八達通 

1.步道系統串連 

臺北縣的土地面積中丘陵地了佔65%，如此豐富的山林資源，是臺北縣最大的資

產，為了使民眾能親近山林，以生態工法就地取材的方式，以自然建材結合當地景觀

風貌，更以維護當地原生物種棲息的方式施做，逐步提升登山步道系統的串聯。目前

臺北縣共有56 條登山步道及20 條人文古道，總長度為471.6 公里。每年可增加200 萬

人登山健行及帶動當地觀光產業並為鄰近地區帶來近百萬商機。 

2.社區參與 

（1）規劃參與：邀請山岳協會、地方文史工作室及地方團體與當地產業業者共同參與

網羅大臺北縣近郊山區步道資訊，將步道系統到串連成綠色走廊，營造適合全家出遊

親子同樂型或是翻山越嶺挑戰型的健康步道，而學校與社區也積極的參與步道的認養

及維護。 

（2）使用參與：社區辦理各式活動加入運動元素，並由社區種子協助解說及活動帶領。

3.陽光運動公園 

新店溪左岸的陽光運動園區結合新店溪上下游的溪州河濱公園和碧潭風景區，成



為帶狀休閒運動空間。園區占地約二十公頃，除了原有的自行車道外，運動設施有直

排輪競速場、四百公尺跑道、沙灘排球場、 BMX 越野自行車競技場等，另設有景觀雨

水池、野花步道、花海區等。此處原本為空地，設有許多違建的工廠，經過整頓後，

營造成為民眾運動休閒的場地。運動園區中有豐富的生態資源、河岸自然景觀，水上

加路上的面積高達170 公頃，提供當地居民能便利的徜徉在優美的環境，希望成為附

近居民運動場所。 

三、騎帶健康 

1.自行車道串聯 

(1)自行車道品質提升 

透過民眾參與機制，從使用者需求發現問題及改善，從整平鋪面、拓寬車道及更新為

人車分道、截彎取直、增加車道長度等進行自行車道品質改善。 

(2)自行車道景觀營造 

為了讓民眾可以在假日與親朋好友一起享受騎單車的樂趣，車道邊的綠化植栽與友善

服務也同時進行，沿線不僅種植6,000 棵樹，還廣植花卉，讓民眾可以安心在河岸自

行車道上騎乘，深深呼吸清新的植物香。 

(3)安全提升 

將河濱自行車道「定線定色」，分別以五個顏色—紅線、綠線、藍線、紫線、橘線來

畫分車道，兩旁種植與該線相同顏色的喬、灌木以示區別，最重要的是，加裝同樣顏

色的指標系統，包括里程數、導覽牌等指標系統來區分，例如被畫為紫線車道的大漢

溪自行車道左右岸，就種植開紫花的苦楝，畫為藍線的新店碧潭自行車道則種藍花楹

等，從車道上指標及兩側花卉顏色就可讓車友清楚自己的所在之地。同時也設置自行

車道救援服務隊及可以停放單車高品質廁所等，提升自行車道的機能，讓使用的民眾

能更安心及放心。 

(4)民眾參與 

自行車道的環境更以「周延、友善、貼心」的思考來做考量，並邀請車友一塊騎踏問

診，更善用網路資源連結，透由自行車友部落格蒐集使用者建議，提出自行車道具體

改善建議，共同營造健康的環境，期待臺北縣是個能充滿單車樂趣的城市。 

四、文化健身心 

以文化相關環境與活動，協助居民藉由文化環境的淘養，能提升身心健康。 

1.生活博物館計畫 

臺北縣擁有全國最多的縣級博物館，先後成立了鶯歌陶瓷博物館、十三行博物館、黃

金博物館、淡水古蹟博物館、林本源園邸，以上述博物館為平台，串聯社區資源使博

物館兼具文化、歷史更注入生態及運動健康新概念。 

2.文化活動引入健康新主張 

本縣各鄉鎮市皆由其因地制宜的文化活動，例如石門國際風箏節、貢寮海洋音樂祭，

紛紛加入健康元素。以貢寮海洋音樂祭而言，98 年即推出無菸無酒要健康的音樂盛祭。

3.生活彈指間盡是藝術 

安排優秀地方戲曲藝文團隊下巡演，在看上流的藝術之際也能享受森林美景，為都市



擁擠、緊張生活注入悠閒、健康的氛圍。 

五、無菸環境好樂活 

配合政府政策落實執法菸害防制法、推動轄區內戒菸服務網、特定團體菸害防制

教育計畫、職場社區餐廳菸害防制、並加強宣導。並率先響應推動「全國第一，三人

以上無菸園區」，逐步推廣至本縣其他集合式大樓室內禁菸規範，讓臺北縣成為健康

樂活宜居環境。 

1. 無菸環境：建立無菸一條街：淡水真理街、鶯歌陶瓷老街 

2. 無菸校園結合健康促進校園，於校園全面推廣戒菸。並向上延伸至本縣6 所大學共

同建置無菸校園。 

3.無菸職場：與勞工局職場合作，全面對全縣3 人以上職場進行宣導，並輔導大型職

場提出專案計畫： 

（1）無菸環境：室內全面無菸，是外輔導建立吸菸區 

（2）戒菸班：協助員工吸菸盛行率調查，並協助辦理戒菸班。 

（3）訂定無菸規範：由職場自行擬定，目前包括正隆紙業、輝瑞藥廠已將無吸菸習慣

列為聘用新人條件之ㄧ。 

（4）無菸社區：集中於本縣大型集合式社區辦理無菸環境及由社區自發性辦理菸害防

制活動。 

六、教育成永續 

環境建置後，民眾參與或許是曇花一現，最重要的是借景教育，讓教育成為環境

永續的基石。以平溪鄉為例，平溪國中積極參與步道認養，培養學生解說能力，進而

發展出學生除了學科成就外另一項自信，使環境得以永續、教育得以永續、文化得以

永續。成立台北縣永續環境教育中心依據「人本的關懷、永續的發展」治縣願景配合

環境基本法之精神及臺灣地區21 世紀永續發展的環境教育行動策略，提出本縣中小學

環境教育中程計畫，規劃出本縣未來環境教育發展方向，透過教育力量，積極以「全

球的視野，在地的行動」與世界同步努力，讓地球環境永續發展，全方位將永續環境

教育理念落實在中小學課程與生活，並帶動社區相關產業發展，期以「環境政策」、

「空間改造」、「環境教學」、「生活實踐」4 大主軸，做為推動的努力方向，「塑

造永續、環保、健康、舒適新環境」，「建立人文、生態、資訊、國際新校園」。 

陸、跨域整合 

健康環境的營造呈現臺北縣跨領域及跨專業的合作，登山步道及自行車道環境的

提升，觀光旅遊局、水利局呈現硬體建設的改善，而教育局及社區的參與，則是軟體

配合的最佳搭配。藉由健康環境營造之議題，策動居民參與健康環境的營造，進而提

供更友善舒適的環境，提升民眾的健康，同時提升當地觀光與產業的發展。 

柒、具體成效 

一、量性 

（1）北縣自行車租借使用人次共計922,043 人次 

（2）步道數量：56 條登山步道及20 條人文古道，長度約為471.6 公里，有2個中山高

速公路長度。年增約200 萬人登山健行人次 



（3）增加綠地面積：陽光運動公園共增加170 公頃活動面積(水上加陸上) 

（4）4 館1園文化產量 

（5）菸害防制宣導成效 

（6）永續環境教育中心成效分析 

捌、永續機制 

一、持續推動跨局處整合：翻新、創新健康環境建置，持續整理本線相關運動、休閒

場域。 

二、持續推動全民玩運動：分析社區場域及運動特色，結合各式資源持續推動。預計

以每年成長1％，以台北縣人口計算則是增加3.8萬到3.9萬人口。 

三、強化永續教育中心引導功能，透過全北縣40萬學生影響40萬家庭，採型健康生活。

四、強化社區參與及個人技巧：持續輔導社區辦理各式活動，並持續以本縣大型社區

為服務目標，增加社區自主及推行社區隨手可運動氛圍。 

玖、具體推動範例 

一場帶的走的生態饗宴－培養健康環境解說家 

平溪的火燒寮是全台灣降雨量最多的地方，天冷潮濕，加上人口外移嚴重，缺少

工作機會，人口從一萬六千人凋零到目前五千多人，全鄉只剩老人與小孩，使得昔日

盛產煤礦的「黑金城市」榮景不再。由於人口不斷減少，地處偏僻的平溪國中曾面臨

廢校，於85年向教育部申請設置慈輝專案，目前安置了80位學生。慈輝專案學生經過

教育局安置會議決定後就讀本校，多屬於失親、單親及弱勢等家庭功能不彰的子女，

有的家庭問題嚴重，也有的曾經受虐，或缺乏親人關心照顧，或曾有嚴重偏差行為，

有中輟之虞並屬於高危險群學生，普遍對學習缺乏動力動機。學校秉持提供替代性親

情兼具教育與生活照顧的慈輝精神，對高危險群的孩子進行輔導工作，希望孩子除了

會照顧自己之外，也期望他們能發揮多元智能，並且希望在家庭功能失調的孩子身上，

加注一些支持的力量及關心，以避免偏差行為產生。慈輝專案學生為該校主要群體，

這些學生缺乏家庭功能，學校老師必須扮演教導、養育、管教等多重責任，同時深刻

體認光是心理諮商、輔導、協談仍不足夠，孩子還需要長時間的陪伴與許多的愛，因

此，全方面生命教育的工作是最優先的教學目標。讓孩子珍視自己的價值，知道自己

的人生目標，懂得去愛與付出，有服務他人的心志和行動力，讓學生學習愛與關懷，

並從服務中成長自己。服務的當下就是每日生活的最真實感受，且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建立全方面教育模式： 

階段一：校內資源：課程設計 

不再以學識課業為主的教學方式，以積極發展各種以學校為本位的主題教學，如：

「天燈」、「花祭」、「樹賞」、「河盼」、「煤探」、「鐵道」、「菁彩」、「豔

紅鹿子百合復育」等。該校課程非常重視統整的概念，強調學校本位與社區特色結合

的精神，例如菁桐古道、五分山古道等主題教學，與社區生態緊密相關，教學所開發

製作的導覽文宣，不僅讓學生對家鄉更有認同感，也重新賦予社區價值和意義，將小

班小校的精華發揮得淋漓盡致。這種課程設計的能量，也是該校生命教育能夠積極融

入的原因之一。 



階段二：資源挹注 

1. 公部門：學校積極申請專案補助，讓學生也因此比其他學校學生享受更多的資源。

進而提升學生的生命動能。專案補助之公部門有教育部、青輔會、教育局、衛生局

及平溪鄉公所。 

2. 學術團體：華梵大學、東南科技大學諮詢指導，與大學建立夥伴關係，共同執行深

耕計畫、攜手計畫等，目前已推出「五分山步道」、「菁桐古道」及「東勢格越嶺

古道」社區生態服務學習，皆為鄉土化、社區化、生活化且系統化的課程。 

3. 外部資源：多管道引入外部資源（人力資源與經費資源） 

(1) 人力資源：華梵大學及東南科技大學師生來教授諮詢指導實驗課程、雲門舞集來

教導少年武術、海外華僑的英語營、慈濟人的品格教育、專業精神醫生與心理諮

商師等等。 

(2) 經費資源：MOXA心源文教基金會、感恩文教基金會、財團法人中華小百合關懷協

會、微星科技、中華電信基金會等企業善款支持。 

4. 在地社區：在地人文史工作室、平溪煤礦、火車戀舊會、平溪社區導覽協會、菁桐.

平溪.十分三所國小、荒野保護學會、自然步道協會、平溪社教站、新平溪煤礦博

物館等在地資源共同研擬「五分山、菁桐、東勢格越嶺古道」生態服務學習方案。

階段三：擔任環境維護使者與解說員 

1. 學生在接受相關環境教育後，由社區及相關社團引進參訪人士，並由學生擔任解

說，對環境、生態、人文完整說明平溪之美。 

2. 學生進入社區陪同社區長者在踏上懷舊之旅，建立學生長者關懷能力，並使社區能

以擁有這樣的學園為榮。 

成效：培養了自信有笑容的孩子 

在鼓舞中長大的孩子學會自信，在讚美中長大的孩子學會感激，在護持中長大的

孩子學會自愛，在認同中長大的孩子學會進取，在分享中長大的孩子學會慷慨，在友

善中長大的孩子學會關懷。這群曾對人生失望的孩子們，在各界不放棄的努力及資源

投注下，開創了另一片天地，讓鼓勵中有了寬容、欣賞、讚美、接納，戰勝及克服了

批評、敵意、嘲弄、恐懼的心魔！也因此有了比學識以外更多的一技之長，健康且完

善的環境教育－培養學生自我肯定的信念。有一個孩子有自信的對來參觀民眾說：我

未來的志願是擔任環境解說員！ 



照片  

小解說員 

小解說員活動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