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 

以本土化決策系統與 PBL 教學法在污染土地再利用課程之教學實踐案。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授課教師:土地資源學系 陳怡君老師 

第一週:課程說明 

第二週:案例介紹與分組 

第三週: 何謂褐地? 

第四週: 污染土地活絡與永續(專家訪談-I) 

第五週: 褐地再利用政策法規 

第六週: 褐地再利用與風險 

第七週: 褐地再利用綠色整治 

第八週: 褐地再利用綠色整治(專家訪談- II) 

第九週: 褐地再利用經濟誘因 

第十週: 褐地再利用經濟誘因 

第十一週: 褐地再利用分析工具 

第十二週: 案例資料蒐集 

第十三週: 褐地再利用成功因素探討(小組專家訪談- III) 

第十四週: 土地活化與太陽能發電(專家訪談- IV) 

第十五週: 褐地再利用路徑(專家訪談- V)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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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前言 

本課程帶領學生操作環保署建置決策系統，以案例式探討不同污染土地類別(工廠、農地、

加油站、儲槽、非法棄置)，轉換為住宅、商業、綠能再利用土地所產生影響。在土地永續

發展前提下，學生透過實際案例資訊蒐集(環境、土地、能源、水資源、經濟、社會)，估算

污染整治到開發(及再利用)期間對環境與土地的影響，透過操作讓學生理解何者為最適當的

褐地再利用方案。 

肆、計畫特色與具體內容 

        台灣污染場址類別有工廠、加油站、農地、儲槽及其他等 5 大類，截至 2020/5 土基會

公告污染場址中，以農地占比最高(91.18 %)，其次為工廠(4.66%)，國際上諸多文獻說明此

研究發展的限制，包含政策性擬定無法符合地方性需求，以及區域發展變化複雜且快速，土

地再利用決策系統無法即時反映區域變化而調整。由此可知，褐地再利用與都市區域發展是

相輔相成;然而，褐地再利用的學習涵蓋多面向、跨領域、重實務等特性，學生須短時間學

習環境、土地、經濟、社會等各項評估方法，傳統課程因複雜性教學導致學習失焦而無法系

統性理解。 

        污染土地資源活化再利用課程是一門跨領域且具整合性的課程，傳統課程上僅能透過老

師專題與研討方式講授，導致學生僅能單方聽講無法深入理解與反思其全貌，為讓學生對不

同污染類型土地轉換與活絡有深刻記憶，本課程以深化案例式學習來擴充原有課程內容設

計，案例教學法源自於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之概念，由哈佛法學

院長 CHRISTOPHER LANGDELL 於 1870 年首創，並廣泛的應用於後來各學科的教學上。

本課程擬以國內不同類別污染場址活絡案例進行，探討不同污染土地類別(工廠、農地、加

油站、儲槽、非法棄置)，轉換為住宅、商業、綠能再利用土地所產生影響。學生分組方式

進行專家訪談，透過實際案例資訊蒐集(環境、土地、能源、水資源、經濟、社會)，估算污

染整治到開發(及再利用)期間對環境與土地的影響，透過操作讓學生理解何者為最適當的褐

地再利用方案。 

     褐地再利用的學習涵蓋多面向、跨領域、重實務等特性，學生須短時間學習環境、土

地、經濟、社會等各項評估方法，傳統課程因複雜性教學導致學習失焦而無法系統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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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擬以本土化決策系統與 PBL 教學法，導入環保署建置「綠色永續型整治評估系統」

(圖 1)及授課老師建置決策系統「褐地資料庫評估模式」(圖 2)，引導同學以案例式方式建置

環境、土地、經濟、社會等資料，以透過實務面操作估算環境與土地效益，促進學生理論與

實務的結合。 

 

圖 1、綠色永續型整治(GSR)評估系統(資料來源:環保署) 

 

  

圖 2、褐地資料庫評估模式 

      

     學生分為 3 組，每組分別為 4-5 人，依照專家訪談案例議題進行蒐集，本課程擬定訪談

專家如表 2 所示，各類別專家以長期參與工廠、非法棄置、加油站、儲槽、農地等污染場址

再利用與活化為主(表 1)，具有豐富專業與實務經驗，同學依訪談後蒐集資料後蒐集相關資

料(圖 3)，以及鍵入「褐地資料庫評估模式」，可於不同再利用情境下評估褐地再利用衝擊

與效益，最後將結果依住宅、工業、商業及公用四種再利用情境以衝擊矩陣計算，呈現不同

土地用途篩選結果(圖 4)，提升學生對於污染土地活化再利用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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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課程設計蒐集資料庫 

 

表 1、課程訪談專家列表 

姓名 單位/職稱 負責課程 

劉文堯博士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資深協理 褐地再利用成功因素 

顏神鈦 新北市智慧綠能社區合作社/執行秘書 太陽能發電 

何建仁博士 環保署永續發展室/組長 污染土地活絡與永續 

朱敬平博士 中興工程顧問社/資深研究員兼副主任 褐地再利用路徑 

劉志忠博士 業興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綠色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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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學生案例產出結果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 

    本課程 18 週擬定課程，1-3 週以課堂解說讓同學具有先備知識，包含法規制定、土地再

利用途徑、生命週期評估階段; 4-6 週以評估工具解說為主，包含模式介紹、資料蒐集清單

建立，及各個小組案例說明;7-9 週則以專家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重點彙整，10-12 週以前

述專家敘述重點，依照不同情境再利用用途分別彙整環境、經濟、社會資料數值;13-15 週

進行小組操作模式分析與計算;16-18 週小組報告。本課程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學生學習問卷

調查，問卷設計如附件一內容所示。修課人數 19 位，每階段約回收 12~17 位同學問卷，

三個階段都有完整填寫者約計 9 位。本課程先以完整填寫問卷的學生進行課程專注度與理解

力分析(圖 5) 顯示， B、C、D 學生理解力增加(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 A、F、H 學生理解力

降低(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 ; E、G、I 學生理解力無變化(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若細部詢問

學生後續兩階段課程(環境與實場活化案例)對自己學習是否有幫助，圖 6~圖 8 顯示學生都

認為有幫助，但於自我理解力增加卻無反應，本課程依據學生專注度分析結果，圖 5 顯示理

解力降低同學其學期末專注度也隨之降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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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學生課程專注度與理解力分析 

 

 

圖 6、理解力增加學生對後續課程規劃幫助程度認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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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理解力降低學生對後續課程規劃幫助程度認知分析 

 

 

圖 8、理解力無變化學生對後續課程規劃幫助程度認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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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課程 18 週規劃涵蓋理論與實務間轉換，學生歷經抽象理解第 6 週評核 (法規、評估路徑)、

具象思考第 11 週評核(模式介紹、表單建置、案例背景說明)、第 14 週評核案例實踐(訪談、資料

蒐集、模式分析)、第 17 週評核成果發表等歷程，因此每一階段規劃進行學習成效檢核同樣詢問

學生下列 2 項問題，透過不同課程階段確認學生學習變更好，或者有須改善之處。 

1. 你認為案例教學是否能提升專注力與課程學習效率提升?原因為何? 

2. 你認為上此堂課對你學習有幫助或是挑戰嗎? 未來若進入此領域想建議課程再增加哪一部分

內容? 

 

    因此，本課程以各位同學回饋問卷提出「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及「未來若想踏入此領域，希望

課程能在那些部分增加內容」，分別如圖 9~圖 10 所示。學生對於印象最深刻為「風險評估」、

「活絡與永續」、「綠色整治」、「再利用途徑」、及「污染改善監督」。學生希望對於「市場

分析」、「污染調查」、「跨領域(太陽能、都市韌性)」、「永續發展與願景」能多些了解，本

課程雖建置經濟模型的褐地再用評估訓練，學生仍希望加入更多堂課程來探討，以及對於實務活

化上的策略，如永續發展與都市韌性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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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印象最深刻課程認知分析 

 

 

圖 10、課程能在那些部分增加內容分析 

 

污染土地活絡與永續(何建仁老師)

褐地再利用政策與風險(陳怡君老師)

再生能源政策(李佳禾老師)

污染調查(古景宇老師)

綠色整治(劉志忠老師)

污染改善監督(王智澤老師)

污染土地再利用途徑(朱敬平老師)

屋頂型太陽能電廠參觀(顏神鈦老師)

土地活化與太陽能發電(周曉艷老師)

污染土地成功因素探討(劉文堯老師)

8%

9%

14%

6%

26%

6%

6%

11%

14%

1

2

3

4

5

6

7

8

9

風險評估

褐地法規

污染調查

社區溝通

市場分析

污染整治

區域土地規劃

永續發展與願景

跨領域(太陽能、都市韌性...)



10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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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第一階段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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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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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問卷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