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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園的自然環境裡，花草樹木是最不可或缺的成員，它們守護陪伴孩子渡

過每一個春夏秋冬。尤其是校園老樹，經常是一路見證著校園發展最忠實的元老，

縱然它沉默不語，但隨著季節花開花落、新芽吐露、秋葉蕭瀟，繽紛動人的樣貌

為校園帶來不可取代的風景。老樹除了營造景觀，也成為學習場域重要的ㄧ環：

棲息其間的各種蟲鳴鳥叫，營造出的一個生態系，是戶外課程的觀察重點；依傍

著老樹延伸出各式活動，無論是孩子的攀爬玩耍、民眾的駐足歇息、學生的喃喃

朗誦，年復一年，曾經伴隨過往人們的記憶，都圍繞在校園樹木之間，成為化不

開的無形鍊結。 

老樹不僅僅是老樹，長久下來也是校園中重要的一份子，不必言說自然對它

有一份不易割捨的情感。老樹也會有生病的時候，當各種蟲害病害造成老樹健康

危損時，能對症治療使其恢復欣欣向榮的生機，是我們共同的期盼；但生命終有

盡頭，校園裡的綠色古蹟，若是有那麼一天因為病重必需離開，站在學校教育的

立場該如何因應面對，才能對所有的有情眾生有一個交代？如果做法輕忽草率，

那麼學生也將學到不必對生命認真；但若能以審慎的角度尊重看待，甚至有創意

的轉化處理，讓生命教育在關懷身邊的人事物做起，老樹的死亡，也就不僅僅死

亡，甚至還有更大的意義。 

  樹木可能因為天災、病蟲害、棲地管理不良、不當修剪與移植…等等原因造

成治療不易而死亡，綜觀一般學校面對老樹死亡所進行的生命教育，筆者大致歸

納出幾種形式: 

一、 告別 

透過一定的形式，如惜別會、追思會，讓學生正式對老樹說再見，在情感

的依附上做一個妥善的處理。如中壢國小在 2013 年為大雨中傾倒的榕樹辦

理追思會、透過寫卡片、唱詩歌、點蠟燭、撫摸樹幹等過程，表達對生命

的尊重、抒發對校園老樹的情感(註 1)。 

二、 探究 

透過科學的方法了解老樹病亡的原因，明白生命過程可能遭遇到的現象，

珍惜努力搶救生命，進而接受死亡的必然。如 2016 年新北市瑞亭國小的香

楠樹因白蟻蛀蝕，「看老樹開刀」-學生全程觀看樹木治療過程並加以記錄、

參與(註 2) 

三、 懷念 

漸進式的衰亡，可以藉由對老樹的影像記錄，如照片或影像資料、文字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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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讓大家追憶與懷念、情感也得以延續。而對於現存老樹的紀錄相對應

予以重視，如許多學校做過的校樹選拔，為校園老樹做了影像與文字記錄，

這些均成為未來重要的教材。 

四、 保存 

設法保存死亡後原有的樹幹、枝葉本體，或做為其用途，如做成班級牌、

裁成圓凳、裝置藝術…等，讓樹木死亡後，產生再利用的價值。新北市武林

國小 2014 年則保留一株枯樟樹全株主幹，之後再加以轉化運用。 

五、 重生 

分送老樹的種子、或種新樹苗，讓生命再現，做法更為積極正向。花蓮北

埔國小 2006 年高齡八十歲的二葉松因松材線蟲病死亡，學校舉辦老樹惜別

會，以祈禱、悄悄話、舞蹈表演、掩埋枯葉等儀式，向老樹告別。一年之

後將老松樹種子萌發的新苗原地重種，並舉辦慶生會，呈現生命的循環與

永續。(註 3) 

六、 轉化 

與其他面向結合，做多元的呈現、如能源教育、環境教育，學生能用更開

闊的角度去看待老樹死亡在大時空背景中的意義與地位。如新北市武林國

小的ㄧ棵老樟樹，因感染褐根病必須砍除，但因為想讓老樹的死亡賦予新

的意義，產生了一系列的行動歷程…… 

「老樟樹重生記」~生命教育、環境教育、能源教育的結合案例 

位於武林校園的一棵大樟樹，原本有著青翠茂密的樹葉，卻在一個暑假之後

幾乎全部枯黃，原來是感染了褐根病！嚴重到樹必需鋸掉了，但後續如何處理呢？ 

Step1：首先進行一場專業的認識褐根病課程，有

影片觀賞、菌體觀察、實地探究樹木生病

的部位，學生了解褐根病造成的侵害之後，

明白樹木不得不移除的結果。同時輔導處

舉辦了〝向大樹說再見〞的活動，借由卡

片的書寫，表達不捨與祝福。 

Step2：在眾人的腦力激盪之後，基於生命教育之

立場，最後做了一個破天荒的決定-保留樹

幹並移植大樓內庭重新豎立。(胸徑 40cm，

原來樹高 12 米，保留 8 米)，移植當天動

用了大吊車、卡車、挖土機、堆高機、等

重型機具，及多名專業工作人員，花費一

整天的時間才將樹木易地安置。 



Step3：為了不讓老樟樹孤立在空曠的中庭，特地設

計有著鳥類、昆蟲、螃蟹、蛙類、爬蟲類…等

等校園物種的生態牆面相襯，並保留原來火

車造型公佈欄融進大圖之中，公布欄裡呈現

的即是整個移樹的過程,記錄老樟樹的過去與

現在。 

Step4：結合能源教育，設置人力發電腳踏車，連結

燈泡串連至樟樹上，加以活化佈置。火車公

佈欄上的站名「樟燈竭踩」，意指奮力踩踏

發電，將使連結至樟樹上的燈泡亮起來，亦

有張燈結綵歡慶老樟樹重生之意。平日開放

學生自由體驗。 

Step5：設計相關能源教案推廣教學與體驗活動，並

在樟樹區繼續設置人力發電腳踏車，電力供週

邊照明設備及音響。圍繞著樟樹的教學區不僅

有景物陪伴、有歷史記憶、有奮力踩踏出的閃

爍燈光，更有學生熱切的歡笑！這棵老樟樹在

學校似乎沒有逝去，反而更精彩的活著!  

 

探究與告別 

• 認識褐根病

課程 

• 向大樹說再

見 

 保存與懷念  

• 樟樹搬運至內庭重新

豎立 

• 「老樟樹重生記」看

板 

 轉化與重生 

• 樟燈竭踩教學區~壁畫、樟 

樹、能源腳踏車、燈具、電 

力顯示面板、解說看板結合 

• 樟樹重新亮起來 

 

  當學生能與校園老樹建立情感、從中學習知識甚至培養出行動技能，在面對

樹木的終了時，生命教育多元的做法，往往能帶來更大的效益、給人更大的感動！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應與萬物共生共榮、

互相尊重，當然樹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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