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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樹林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一種重要自然與環境資源，也

是本局在討論河川與濕地生態時極為重視的主題。但從歷

年航照圖的對照與水理模擬評估，發現紅樹林的生長已經

影響淡水河流域的河道水安全了。考量大臺北都會區六百

五十萬的住民的生命與家園安全，必須正視此一風險，因

此這幾年來在各方協助下，以水安全的角度來進行河道的

疏浚，這個過程也盡可能地邀請各關心方與利害相關方一

起協作，一起討論，以尋求最周全的方案、透過這樣的過

程，發揮了公共溝通與公私協力的效益，讓紅樹林疏伐此

一議題獲得了最大共識。 

 

圖說-去除紅樹林行動 / 圖片來源:第十河川局 

基於這個實戰經驗，本局發現公共部門的公共決策、公共



行動與公私協力，是一非常具有現場知識價值的累積，且

這樣的決定將影響我們共同生活的家園與河川環境，如此

成果與 2021 年開始實施的 108 課綱之精神相當符合，且

能成為學子們學習歷程或專題研究很好的參考。尤其紅樹

林課題所涉及的環境與水安全價值的平衡、公私合作的精

神、公共決策對家園的影響，都是對學子很好的學習內容

與公民養成教材，因此本局於去年度十月時，決定將此一

過程以及公部門現場知識帶到課堂當中，跟學子們分享。 

這個想法很榮幸的在北一女蔡麗玉老師的協助下，與北一

女四個高三班級同學有透過地理課程堂、一起關心就在我

們身邊的淡水河的機會。除了對高三同學在升學壓力下仍

把握每一次學習機會的精神深感敬佩外，這個經驗對本局

也有全新啟發。藉由「兩堂地理課的時間、與高三四班級

的同學一起討論淡水河」這個水利部門與教育部們的合

作，課程邀請長期耕耘淡水河濕地的志業者分享其關心淡

水河的心路歷程與熱情生涯，也從氣候變遷，都市變遷與

河道變遷看到洪患的隱憂與風險，說明公共部門如何盡全

力做出盡可能周延的公共決策，並從公共溝通的經驗，說

明都市河川公共環境的議題如何被討論、被整合與形成共



識，而做出決定並成為今日所見的環境。這樣「發現淡水

河」、「了解淡水河」、「承擔淡水河」的知識分享，除了呼

應 108 課綱的豐沛動力外，也看到這些即將成為未來公

民的同學們，眼中閃爍著「一起重視淡水河，為淡水河做

一件事」的光采與熱情。 

這樣的河川課程是本局第一次嘗試，同學們反應熱烈，從

課中與課後學習單中，有同學留下「關於工程師的工作，

我才發現他們不但需要發揮自己的才能，還需要充分溝

通、和其他部門合作，才能達到目標，很不容易」這種對

公共工程的推動者高度同理的鼓勵，讓本局同仁實感欣慰

並覺得責任重大，有同學分享了「最後問答的時候，有講

到做水利工程的時候，不是要想著去控制自然，而是想辦

法跟自然共存，這句話讓我很深刻」的課後收穫，有同學

則體會了「去除紅樹林行動是我在課程中最印象深刻的。

因為從來沒有想過其實在多數人沒有警覺的時候，政府就

須先將隱患降低。而此過程須考量不同的方面，聆聽各界

的聲音，資金、生態、現行法令，都會影響到工程」的公

共計畫複雜過程，更有許多同學表達了「上過這堂課，才

發現公共計畫不簡單，需要很多專業與意見的整合，而從



紅樹林移除政策的推動，讓我了解這個政策從發現問題到

尋找解法的過程。」的共同心情，本局從這些學習意見中

因此更深刻理解，河川知識正是公民生活的內容，分享河

川治理經驗不只是專業知識的培養，更是公民養成的一部

份。 

蔡老師也問同學們「課程實施後，你覺得自己可以為淡水

河做些什麼？」這個問題。許多同學也表達了「多關注相

關議題，不隨意作偏頗言論，忽略所有為淡水河付出的人

們的努力。多和身旁的人分享相關議題，讓更多人注意此

事，使有意願的人參與實際計畫。」、「先從認識環境開

始，可以參加相關志工活動保護環境。」、「目前雖可能無

法做出很大的幫助，只能先從身邊一些小動作做起，例如

不亂倒髒水等。」、「如果未來有時間的話，我會願意以實

際行動（例如幫忙拔除水筆仔等）來幫助淡水河區域變的

更好。」……等滿滿熱情的意見，讀到這些年輕學子的願

語，實在令人動容。 

這次與北一女合作的課程是對本局是非常大的鼓勵，學子

們理解到各部門在公共決策與家園營造的專業、苦心、與



謹慎，相信當他們有朝一日也承擔公共責任或公民角色

時，會想起這兩堂課。 

除了感謝北一女校方與蔡老師的協助、參與同學學習的熱

情與對生活家園的關心外，本局也將把握這次合作機會累

積經驗，若對同學的學習有助益，未來這樣的水利/教育

部門的合作可進一步拓展，將更多更豐富的淡水河現場知

識帶到更多未來流域公民的課堂上。 

因為這樣的第一次，也更為深信，公民力量就是河川治理

的厚實基礎與最佳藥方之一，立足這樣的社會動力，各方

一起來促成更多元的合作，讓淡水河更好! 

  



 

圖說-北一女課程分享 / 圖片來源:TIIWE 

 

圖說-北一女課程分享 / 圖片來源:TIIWE 



 

圖說-北一女課程分享 / 圖片來源:TIIWE 

 

圖說-北一女課程分享 / 圖片來源:TIIWE 



 

圖說-北一女課程分享 / 圖片來源:TIIWE 

 

圖說-北一女課程分享 / 圖片來源:TIIW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