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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是理解的開始- 運算思維概念地圖教學與地方本位教學融入休閒遊憩課程學習成效之行

動研究 

一、本文 (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台灣是全球高山密度最高的島嶼之一，除了四面環海，超過三千公尺的高峰達 260餘座，

多數的人卻不一定有機會、有意願了解山、走進山，了解海，愛海。Richard Louv (2005) 『失

去山林的孩子』書中提出『大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的兒童發展現象，當孩子在

只有電子產品的環境中成長，會出現許多身心問題。當疏遠自然，產生過胖、感覺遲鈍、注

意力不集中、躁鬱等身體心理的不平衡。大自然缺失症，也會導致對自然資源缺乏基本尊重、

不再理解食物來源、不再認識動植物、不再對家鄉地理感興趣等。都市型態生活方式與現代

化技術，只求智育成績的觀念和成長模式，青少年付出時間多在升學教育，台灣兒福聯盟（2013）

國內青少年休閒生活現況調查報告發現青少年休閒活動多以室內活動為主，依序為上網

(72.9%)、看電視(67%)、聽音樂(53.6%)、睡覺補眠(42.4%)。將近 8成(78.9%)放假最常從事休

閒活動的地方都在家裡，超過七成(71.7%)的父母認為讀書比休閒活動重要，不需要花費太多

時間。以學生休閒活動大調查的結果來看，青少年從事休閒活動的地方在室內，除了在家以

外，主要為百貨公司與電影院（金車基金會，2019），此類休閒遊憩場所主要為提供消費與娛

樂，造成人從小對生長的地方、家鄉產生乏地性。 

都市生活型態模式，追求便捷的生活，空間均質化(homogenization)地景，象徵著各地皆

有大量複製的便利商店、快時尚品牌、連鎖餐飲店。地方傾向於造成人與地方的關係淡薄，

地方感減低， Relph (1976)指對地方無感的態度為乏地性。乏地性空間的價值在於經濟與商

品價值，而不在空間對於在地居民的重要性與意義，當在地居民不關心也不在意地方活動、

事件、地方景觀，只在意娛樂需求和經濟需求，地方環境的保存或文化價值，就更不令人在

意。特別對於網路世代的大學生，網路虛擬空間取代真實的地方場域，不須出門也可滿足社

交、購物或休閒遊憩需求，不須出門，食衣住行育樂都可透過虛擬空間獲得滿足，『宅男』、

『繭居』、『宅經濟』，休閒活動也都是追劇、韓流、上網等。Giddens(1990)針對高度現代性(high 

modernity)的時空壓縮(Compression of space and time)，當人們將精神全專注投注於網路虛擬

空間時，對於真實場域的改變或破壞，不再引起注意或關心，只要當下個人所及的空間即可

滿足個人生活所需。在教學現場的觀察發現，學生對於新聞、生活或地方議題，就算與自己

切身相關，都無感，亦無法引起動機，就算以時事議題引起討論，通常還是興趣缺缺。甚至

引導其從事體驗新的休閒活動，或是分析休閒遊憩環境，學生仍舊喜歡埋頭沈浸在手機的世

界。 

在過去休閒遊憩課程發覺學生普遍對於休閒遊憩活動場域陌生，甚至抗拒從事戶外型態

的休閒活動，台灣的休閒遊憩資源豐富，有豐富的山岳、海域，東西南北的海岸各具特色，

各地不同的風貌地形結合在地的文化特色。Orr(1992)指投入環境的教育行動必須始於足下，

從小地方開始投入。由學生生長、生活與居住的地方開始，若以地方作為課程設計的教材，

透過人與在地的生長環境（家）、生命經驗（人）、文化、地理、飲食、遊憩資源、景觀與生態

等等連結，透過課程設計讓學生能了解在地，產生認同後進而分享與愛護，增加社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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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感、與環境素養。地方是個體生活、經驗和擁有意義的空間場所，地方感則是在特定地

方的共同經驗和個人經驗裡，特有的認同和依附感。從事活動的空間、愛吃的在地小吃、歷

史文化的連結等，如陳韋辰(2012)提出食物與地方結合時，食物會成為地方的象徵、思鄉時的

回憶物、地方認同的標誌。對地方小時的認識和味覺，也能連結地方感。 

對於特定地方擁有特定意義和信念，任何空間都可以讓人產生不同的經驗與感受。從休

閒教育出發，在休閒遊憩概論課程中藉由休閒資源的課程內涵，融入地方本位教育，以地方

感、地方意識等，帶領學生從自身在地生長的環境，利用概念思維地圖分析地方依附感 PPP 

(Persons-Place-Process)模型，引導學生多層次多組織的發想，結合自身從事休閒遊憩活動的地

方經驗，更了解地方，進而涉入地方，探討地方議題，再做出視覺化的呈現，在課程中分享、

討論與反思，不僅能連結學生個人經驗加強主動學習動機，更能提升個人的地方感、公民意

識與環境素養 (Kyle, Mowen, & Tarrant, 2004; Kyle, Graefe, Manning, & Bacon, 2003)。 

Bruner的發現學習理論(discovery learning)強調學生學習動機與概念結構的重要性，其中，

又以學生的內在動機驅力最強，當學生對主題越感到有興趣，越願意主動去探索，其成就感

又加強興趣，而學習本身就會成為一種美好的體驗過程(Lehmann, 2008)。在思維地圖教學結

合地方本位教育的策略模式中，授課老師扮演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的角色，以學生的生活遊憩

經驗為中心，讓學生主動去探索其生長經驗中的地方，地方代表的意義和經歷，鼓勵學生自

己去探究地方感的產生過程，理解地方感的影響價值，利用思維地圖的多層次組織概念發想，

最終用圖像、色彩與敘事呈現出來，再與同學分享與討論。 

過往傳統的學生學習多為被動型態，習慣背誦記憶，等待老師傳授知識，而如何利用多

元教學方式與貼近學生個人生活經驗型態的教材，常常是後學經常思考的課題，不讓學生只

為了分數而考試，而是重視學習的歷程，不是提供知識，而是希望學生能主動探究知識，利

用學生自身的生活經驗連動學習教材，如利用從小生長的地方與遊戲的場域，甚至是學校裡

的環境與角落，結合不同的教學策略與工具，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更能增加其思辨與敘事

力的思維能力，最終能利用視覺化的工具呈現出結果。 

本教學研究計畫希望以學生生活遊憩經驗為中心，引導學生主動學習，主動去探索其生

長經驗中的地方，地方代表的意義和經歷，鼓勵學生探究地方感的產生過程，理解地方感的

影響價值，利用思維地圖的多層次組織概念發想，最終用圖像、色彩與敘事呈現屬於自己的

地方故事，再與同學分享與討論。 

2.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根據以上的研究背景及動機，引發了研究者對概念思維地圖與地方本位教育融入休閒遊

憩課程設計與教學進行實踐與探討，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建構概念思維地圖教學與地方本位教育融入休閒遊憩課程模式。 

(2)規劃設計思維地圖與地方本位教育融入休閒遊憩課程之課程活動與教材設計。 

(3)探討思維地圖與地方本位教育融入休閒遊憩課程教學實踐，對學生地方感與學習成效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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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討概念思維地圖與地方本位教育融入休閒遊憩課程，教師在教學品質的成長與反思。  

3.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ㄧ、地方感 

1977 年聯合國國際環境教育會議對環境教育做了完整的論述：「環境教育是一種教育的

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和社會認識他們的環境，以及組成環境的生物、物理和文化間的

交互作用，得到知識、技能和價值觀，並能個別或集體地解決現在和將來的環境問題。」

(UNESCO, 1977)。若可以由居住的地方開始，了解在地，在乎地方而產生認同，將更有機會

進而分享與愛護。國內於民國 99 年公布環境教育法，定義環境教育為下： 指運用教育方法，

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國

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 

環境與地方教育的覺知、知識、態度、技能與行動等目標(Goal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應該在童年於自己的家鄉發展。從地方的、全國的與國際的觀點來檢視環境相關的議題，使

學生了解在地和其他地區的關聯性。 個體對地方的經驗可說是探討地方經驗或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基礎，個體經驗的地方是建構個體與群體的地方概念的基礎。當人們共同對於身

處之地具有歸屬感、認同感，並能參與地方活動與決策時，呼應前述個體對地方的知覺，個

體可投入並參與地方的活動，並在其中建立自我認同，地方對於個體具有多重意義，該地不

僅是個體的知覺空間也是存在空間。在環境行為與心理等相關研究領域中，個人對特定地方

的關聯性、情緒、態度與行為和感受，稱為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方感是一種環境空間

的經驗、記憶和想像。 

由關於對當地的知識（knowledge）、歸屬感（belonging）、依附（attachment）與承諾

（commitment）等因素所組成（Shamai, 1991）。Jorgensen與 Stedman (2001)進一步以態度理

論建構多元結構的地方感概念，包含個人與當地關係的信念（belief）、個人與當地的情感

（feeling），及個人行為或選擇上對當地情有獨鍾。根據認知、情感與行為的概念，將地方感

分為地方依賴（place dependence）、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與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

Vaske and Kobrin (2001)曾提出青少年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對當地自然資源有較強依附感會影響

到負責任的環境行為，依附程度比較強的遊客也會比較主動減少對環境造成壓力及破壞(曾啟

明、汪靜明，2015; 王柏青、陳元泰，2018)。 

本研究使用的地方感概念立基於在地的社區資源、議題、價值，焦點以地方社區做為整

合性的學習脈絡，地方感已成為一種土地和資源管理，社區規劃和設計常用的因素。地方依

附感是認同於特定的、親密的、熟悉的鄉土而產生的安全感，會涉入許多地方認同和情感因

素，對地方產生眷戀和強烈的歸屬感。  

二、地方本位教育 

地方本位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指將地方社區及其環境做為課程與教學起點，強化

學校與社區聯繫，以培養學生關懷社區、欣賞自然環境，及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建立公民參

與能力 （吳清山，2018）。Smith(2002)指地方本位教育旨在將學習植基於在地現象與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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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經驗，制式學校教育習於教導學生套裝知識，但是那些安排編制的知識並不來自於學生

生活環境及其經驗，地方本位教育並不是全新的概念，Smith（2002）認為 Dewey 經驗主義

教育已經蘊含地方本位教育的精神，因為 Dewey的教育觀就是主張回到學生生活經驗與真實

世界；Smith(2002)認為有五種取向的教學可以實現地方本位教育：（在地）文化研究、（在地）

自然研究、問題解決、工作現場實習、結合學校與社區。幫助學生從真實生活經驗出發，讓

學生從生活情境與經驗中獲得知識，因此本研究將地方本位教育定義為從在地社區出發的學

習經驗歷程，具有在地性與在地特色的教育觀點。 

 

 

 

 

 

 

本研究以地方本位教育概念結合在地北投休閒遊憩資源整合課程，藉由在地資源的理解

與親自參與體驗，使修課學生對在地文化歷史與遊憩資源產生認同及地方感。藉由地方本位

教育，將地方感從認知、情感及行為三個層面深入(圖 1)，再引導學生以自身成長生活的地

方藉由心智圖發想，覺察在地地方遊憩資源與地方創生發展的動機機會，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與地方素養（圖 2）。 

 

 

 

 

 

 

 

 

 

 

 

 

 

 

二、概念思維地圖教學 

思維地圖教學策略 (Mind mapping teaching strategy)在許多領域被廣泛運用，許多研究亦

證實有助於學習成效。概念地圖亦稱心智地圖，是一種有效的圖表工具，可用於生成、視覺

圖 2 地方感三面向內涵 

圖 1 地方感三面向 



6 

 

化、結構化和分類思想、解決問題等(Liu, Tong, & Yang, 2018)。思維概念的多層次視覺化，將

邏輯性分類結構、因果關係或自由聯想，運用關鍵字、線條、色彩、圖像等要素，以樹狀結

構或網狀脈絡形式呈現個人動態的心智程序與記錄資訊的歷程，有助於保留想法、激發新想

法和規範討論，促使學生發散性思考產生更多的創造力(Sun et al., 2021)。亦能闡明新想法和

結構化想法以及新穎有趣的點子(Ali et al., 2021)。概念地圖的課程設計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激發創意、結構化思考歸納等。 

思維概念地圖教學法過去常運用在中等教育的知識性課程中，例如，吳振鋒與楊靜宜

（2020）將心智地圖法與大綱式筆記法導入國中歷史學習課程中，實驗教學結果證實使用心

智圖法與學生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呈現顯著正相關，而心智圖法顯著高於大綱式筆記法。林

文彥、周珮柔與蔡枚蓁（2021）運用心智圖導入高職與五專網頁設計課程中，教學研究結果

顯示運用心智地圖法循序引導學生針對學習技能提出反思設計應用，並以數位教材加深學習

印象，強調理解與記憶並重的策略。由此可知，心智地圖法常用於各領域的知識學習，心智

圖可以將想法與概念以視覺化呈現，增強學生的邏輯與創新思考能力(Liu et al., 2018)。 

思維模式的心智地圖教學法也被使用在高等教育中，王志旭（2020）運用數位心智圖融

入大學教學中，其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皆獲得正面顯著性支持，心智地圖法確實幫助學生整理

課程重點，提供脈絡化的學習。常雅珍等人（2019）針對大學生專題課程中遇到的困難，導

入心智地圖法來協助學生進行產品構思與研發設計，研究結果發現心智圖法融入課程能提升

學生對課程的接受度，對於學習有助益性也強化學生的應用性，作者認為心智地圖法是目前

大學生課程可以實際應用的創新教學方式。 

Liu, Tong, & Yang (2018)的研究提到心智圖並非萬能的教學方法，應結合其他教學方式，

透過不同方式幫助學生學習，進而提高教學品質與成效。故本計畫將以心智地圖法與地方本

位教育導入休閒遊憩課程中，引導學生在課程學習中透過學習方法的導入以激發新學生的創

造力，以概念地圖法的優點讓學生產生其想法，並將自身的創意進行擴散性的視覺化分類，

在透過結構化的方式進行新創意的歸納討論，激盪學生在課堂中的創意發想，思考在地的休

閒遊憩概念，使其連結在地資源，提升課程學習的成效。 

本教學研究使用 Scannell和 Robert (2009)提出地方依附 PPP模型(Place-Person-Process)作

為概念地圖的教學結構，地方感強調個體對地方的主觀暸解、感受與描述，進而建立地方識

覺(Perception)、認知(cognition)或意象(image)等概念。地方依附指個體對特定地方的連結關係，

由地方(Place)-人(Person)-過程(Process)三個面向組成，而每個面向皆有相對應之因子。人的面

相包含文化或團體(cultural/group)與個人(individual)之因子，場所(Place)則包含社會(social)與

實體(physical)環境，過程(Process)面向包含情感(affect)、認知(cognition)及行為(behavior)等因

子（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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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地方依附 PPP模式 (Scannell & Robert, 2009) 

4. 教學設計與規劃 (Teaching Planning) 

本教學實踐研究主要以概念思維地圖教學模式與地方本位教育融入休閒遊憩課程，引導

學生藉由概念思維地圖多層次及組織型態發想，藉由地方依附 PPP模式為核心，導入學生自

身生活的休閒遊憩活動及場域，連結在地地方，藉由課堂活動的探究，理解地方，延續概念

思維地圖，將資料分類、連結，運用關鍵字、線條、色彩、圖像等要素，以因果、樹狀結構或

網狀脈絡，呈現個人動態心智程序與紀錄資訊的歷程，呈現以個人為主的地方感模式。期望

能藉由更貼近學生生活及生命歷程的主題，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並能引發學生

學習遷移，提升地方感、地方意識及環境態度素養能力。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運算思維與概念地圖-地方依附 PPP 模式將地方本位教育融入休閒遊

憩課程，對參與者其在地地方感與對家鄉地方感、地方依附感的關聯影響。本教學研究計畫

規劃遊憩資源、地方感、地方創生、運算思維、心智圖與北投在地體驗計畫等系列單元。 

 

教學研究目的 教學策略 教學過程與成果 

1.建構遊憩資源與地方感知識 資料收集 

訪談 

課堂講授 

1. 以自身『華岡』經驗為起點探討在地

遊憩資源與地方感 

   -你想說一個什麼樣的華岡故事 

2. 探討地方重要性/案例與在地地方遊憩

資源類型與發想 

2.在地地方感體驗教學   

Field Trips 

體驗教學 

1. 北投地方感導覽在地經驗連結反思 

   -溫泉鄉的前世今生 

   -北投飲食文化-市場與酒家菜 

2.北投小旅行 

   -田野紀錄、照片與觀察反思 

   -心智圖呈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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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透過所規劃設計地方本位休閒遊憩教學主題，讓學生能主動投入參與教學活動，

透過活動體驗及參與後反思，利用概念地圖思維，思考休閒與地方的議題，也能讓學生透過

實踐活動，檢視自己的休閒生活，增強與地方的連結，讓學生從具備休閒與規劃休閒的能力

過程了解認真休閒的價值與更理解參與地方。 

5.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旨在探討概念地圖教學模式與地方本位教育融入休閒遊憩課程對學生的學習成效、

地方感、與環境素養的影響。本研究以行動研究從教學現場發現問題，確立研究的焦點，再

蒐集資料，探討文獻，延續過去在校內執行運算思維與資訊應用計畫所使用及設計的概念地

圖教學模式與教材，在執行方案後反思檢視，並在實施過程前後，一方面進行修課學生的地

方感量化測量。另一方面藉由學生質性問題回答與反思資料整理，從文字敘述分析學生對於

休閒參與與地方感的意義與內涵認知、態度和觀念上的轉變。行動研究是由教育工作研究者，

為達到將理論運用於實際目的所進行的研究，進而分享個人教學經驗，並對於研究過程中所

產生的限制性問題，經由計畫、實踐、觀察、反思，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改善實務，發展介入

的行動策略並付諸實踐，發展出新的教學策略，行動實踐教育知識（蔡清田，2007）。 

本研究同時使用量化與質化並行的測量，量化方面，使用問卷調查法，在學期初與學期

末進行學生地方感、地方意識、學習成效等調查，本研究使用地方依附感量表  (Place 

Attachment Measurement)、學習成效量表作為測量工具，以了解受測者對於地方感、學習成效

不同面向的感受轉變。另一方面進行質化研究，透過學生問題回答與反思，追蹤學生學期初

與學期末的學習成效及地方感的轉變。 

本計畫在 112 年度利用大二選修課-休閒遊憩概論課程進行，並以修課學生為研究對象，

修習課程學生人數共 53人，來自本系的大二學生。修課學生有 21位來自馬來西亞、緬甸、

印尼等不同國家。在課程之前，多數都沒有聽過地方創生相關的概念（M=1.79, SD= 0.412）

（表 1）。 

 

 

 

6.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教學過程邏輯呈現與教學成果按照主題流程如下（圖 3）： 

3.地方感探索與發想 小組討論教學法 

心智圖教學法 

1. 小組自選家鄉或地方並搜集資料 

2. 心智圖思維概念知識發想地方遊憩資

源類型 

3. 利用運算思維呈現最佳路線小旅行 

4.地方感心智圖報告 Group project 

Presentation 

同儕互評 

1. 小組地方感心智圖報告呈現 

2. 小組共同反思 

3. 同儕互評與討論 



9 

 

 

 



10 

 

 

 



11 

 

 

 

 

 

 

 

 

 



12 

 

(2). 教學研究過程與成果 

a. 期初家鄉遊憩地方感感知測量（M=3.56, SD=0.821, N=39） 

 

 

 

 

 

 

 

 

 

 

 

 

 

 

b. 期末學習量化結果-地方感學習成效 (M=4.36, N=44) 

 

 

 

 

 

 

 

 

 

 

 

 

學生期初家鄉地方感的測量同意程度中等，而期末的地方感學期成效對於學習與地方感

的同意程度提升到 4.36，代表透過整學期地方感融入課程，與在地體驗活動，學生對地方感

的理解和投入都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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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期末學生心智圖學習成效 

 

 

 

 

 

 

 

 

(2) 教師教學反思 

本教學研究計畫以『休閒遊憩概論』課程來進行，教學研究目的已經達成，學生的

回饋與反應整體也非常良好，課程氣氛主動活躍，學生學習動機及反應也十分正面。但

課程執行仍有下列建議未來可以修正： 

1. 地方課程設計執行反思： 

原先課程規劃期望讓學生可以以自身家鄉經驗發想地方創生的可能性並融入在課程

成果報告中，但課程時間分配太過理想，加上包含在地體驗講座與課程，及期末呈現分

享，壓縮探討與發想自身家鄉地方創生可能性課程活動時間，而且學生多數對在地地方

產業並不是很了解，深入探討需要再規劃更多時間。僅休閒遊憩資源與地方感結合心智

圖教學完整達成原先設定目標。 

2.地方體驗課程設計執行反思： 

參與體驗過程及成果回饋皆十分良好。但在規劃整體時間與往返交通時間，實際執

行時需評估前後課程時間或調動可能性的安排，從本校到北投雖有多元交通工具選擇且

交通時間大約僅需 30分鐘，但學生多數前後都有其他課程安排，調動課程或協調課程

時間未來都需規劃更有彈性的行程。 

3.運算思維概念課程設計執行反思： 

對多數非理工資訊相關科系學生，雖然對心智圖等電腦操作都沒有太大問題，但對

運算思維的概念教學第一時間都覺得困難，加上安排的時間不夠長，學生多數反應都需

要覺得未來應該是很有用的工具，但現階段可能需要更多時間學習，未來若仍需要安排

課程，應增加足夠的課堂反覆操作學習的時間。對教師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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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學習回饋 

a.期末學生心智圖學習回饋 

 

 

 

 

 

 

 

 

 

 

b. 期末學生地方體驗回饋反思 

 

在課程回饋心得中，多數學生反應利用自身生活經驗及體驗為課程內容來引申討論，更

能體會休閒與地方的意義與價值，以及地方感的重要性，地方有這麼多值得體驗參與的事都

是以前沒有想過的事，未來希望回到自己的家鄉能更積極從事與安排體驗當地遊憩資源的活

動，對於休閒參與與地方資源地方感等想法皆有正向轉變。從整體教學計畫的規劃安排到執

行，以學生參與與在地生活經驗出發設計課程，以休閒參與更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提升學習

成效，藉由心智圖教學與在地體驗課程，學生更能改變自己思考的習慣與面對地方遊憩資源

的想法，很多同學反應回家都有跟家人朋友討論。 

7.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1)地方創生教學需更多跨域課程共同合作 

    第一次嘗試在休閒遊憩課程中想要融入地方創生的概念，過去在運算思維的計畫裡，開

始使用運算思維與心智圖教學的成果是達到預期的，但地方創生得要針對在地地方產業與發

展有更深入的理解，以一學期的時間或學生不理解地方產業物產發展的情況下，僅能做到建

立對地方創生這個概念的認知與理解。未來建議可以與相關課程跨域合作，增加場域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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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更針對性地針對某一個地方來建構地方創生的課程內涵，更能具體的實踐。 

(2) 繼續投入休閒教育與休閒遊憩地方課程 

後學前年以實踐幸福建構出休閒教育課程的模式，包含休閒教育本身、以人的生命週期

階段發展不同休閒需求效用、正向心理學幸福感與生活意義，透過學生本身的具體實踐成

效，反思與回饋，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帶來實際影響。今年擇以遊憩與地方為核心，以在地

地方遊憩資源與學生體驗經驗為核心，透過參與體驗休閒活動，能夠熱愛人生與熱愛地方，

希望更能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與挑戰『不是能賺錢的科目才重要』的觀念！透過這次嘗試不僅

是為了提升自我教學精進，亦能將建構實踐與研究結果，提供給相關教學與學術領域參考。

未來希望能繼續朝向人與地方、運算思維及人工智慧融入課程等方面繼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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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 (Appendix)  

北投在地體驗活動說明 

 

https://www.children.org.tw/uploads/images/private/23/files/report_2013_adolescents_leisure_time.pdf
https://www.children.org.tw/uploads/images/private/23/files/report_2013_adolescents_leisure_tim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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