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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觀察報告＆
112年度

智慧化氣候友善永續循環校園計畫重點說明

永續發展教育實踐



提到永續發展，會想到什麼？
把關鍵字寫下，可能是關於
教學現場、真實環境、課程、
生活，也可能是價值觀。
（一個關鍵字填入一次，請
填入五個關鍵字。）

ⓘ Start presenting to display the poll results on this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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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永續發展教育
與新課綱

永續循環校園
探索計畫

全校式永續發展
教育推動與學校
導入SDGs結果

112年度智慧化
氣候友善永續循
環校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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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校園

永續發展教育
與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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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寂靜的春
天。

環境議題
公共參與。

美國環境
保護署成
立。

1972

成長的極限。
聯合國開始

召開人與環
境會議。

我們共同
的未來。

定調永續
發展的核
心價值。

1987
2005
2014

2015
2030

2000

千
禧
年
目
標

永續發展教
育十年計畫。

以尊重為核
心，環境、
經濟與社會
三大主軸。

永續發展目標。
回到教育關懷。

反思的脈絡與價值
貧窮
飢餓

教育

性
平

兒
童

產
婦

疾
病

環
境

夥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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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wY3Q3A7wvUE


跨世代的責任 與課題
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
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 在《我
們共同的未來》定調永續發展

一個滿足當代
需求，而不危
害未來世代滿
足其需求之能
力的發展。



人類的發展有四根重要支柱

科技影響著人類的生活模式與行為



現

在

過
去

貧窮饑餓 基礎教育 兩性平等
降低兒童
死亡率

提升產婦
的保健

對抗病毒 環境永續 夥伴關係

• 永續發展教育
十年計畫。

• 以尊重為核心，
環境、經濟與
社會三大主軸。

永續發展(SD)
關注於環境的永續性

千禧年發展目標
(MDGs)
強烈關注於社會面向

雙軸平行進程 單軸全面2030議程

延續千禧年發展目標未完成的工作

不讓任何一個問題留下

重新檢視永續發展
基於整合性及各面向的平衡性觀點

影片/從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到永續發展目標SDGs.mp4


1消除貧窮 2消除飢餓 3良好健

康與福祉

4優質教育 5性別平等 6潔淨水

資源與衛生

7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8尊嚴就業

與經濟發展

9產業創新

與基礎設施

10減少不平等 11永續城

市與社區

12負責任的

生產與消費

13氣候行動 14水下生命 15陸域生命 16和平正義

與制度

17夥伴關係

多元族群
弱勢族群

永續農業 身心健康與
社會福利

教育普及與
永續發展教育

性別平等課題

能資源課題 在地產業 產業創新
觀點與發展？

環境公平
正義？

友善、韌性、
防災、文化
資產保存

極端氣候變
遷課題

海洋與河川
課題

生態環境、
生物多樣性

水資源議題？

消費與生產
循環課題？

反思當前制
度性的課題

多元夥伴
環環相扣



水

土地

維
生
三
大
重
要
元
素



Air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Land Pollution

卻
要
面
對
其
污
染



真正的危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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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6NykUea16Y4




人類
自我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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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邁向永續發展關鍵的鑰匙。

教育是每個國家的基本權利和進步的基

礎。透過夥伴關係，領導力和對教育的明
智投資，我們可以改變個人生活，國民經
濟和我們的世界。

沒有比教育更強大的變革力量 - 促進人

權和尊嚴，消除貧困和深化永續，為所有
人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建立在平等權利和
社會正義，尊重文化多樣性和國際團結和
共享的基礎上責任，這些都是我們共同的
人性的基礎。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5). UN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5 – 2014: The DESD at a glance. Paris,  France: 
UNESCO Publishing.

United Nations. (2016).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教育是對未來最強有力的投資.Retrieved from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6/09/263182 (2020/10/22)

TeachSDGs. (2020). TeachSDGs. Retrieved from TeachSDGs website http://www.teachs- dg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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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30教育：
仁川宣言與行動架構》

教育是開啟美好

生活的鑰匙，是每
個強大社會的基石，

實踐永續發展目標
的關鍵。

19



到 2030 年，確保所有
學習者，都掌握
永續發展所需的知識、
態度與技能。

具體做法包括實踐永續
生活方式、人權和性別
平等方面的教育、倡議
和平和非暴力文化、提
升全球公民意識，以及
肯定文化多樣性和文化
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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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促使人的心態和世界觀
發生積極轉變的關鍵途徑，

教育可以協助整合永續發展的不同面向-包含經濟、社會和環境、
文化。確保發展軌迹以地球上所有成員的福祉爲目標，而不是僅
僅以經濟增長爲導向，從而造成對地球的損害。

永續發展教育必須以尊重自然以及人權、民主、法治、非歧視、
公平和性別平等爲基礎。此外，永續發展教育還應倡導不同文化
間的理解、文化多樣性、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包容以及負責任和
積極的全球公民觀念。



為什麼SDGs對教育很重要？
 地球上超過一半的人口年齡在30歲以下，這是世界上有史以

來最重要的年輕世代。
 學校和教師處於獨特的位置，可以教育下一代成為領袖、消

費者、選民和公民。教育工作者對於地球的未來處於真正獨
特的影響力和影響力位置。

 因此應讓下一代瞭解世界上最大的挑戰，並促進其行動。可
以使數十億年輕人成為重要實踐者，並開創新的視野，實現
更好，更永續的未來。





知識

技能

態度
價值

學科
跨域
認知
脈絡

認知、
後設認知
社會、
情感
身體、
實用

期待

行動

反饋

創造新價值，

包括：適應力、創意、
好奇心、開放思維。

承擔責任，

包括：自我管理、
自我效能、責任
感、解決問題能
力。

調適矛盾
和困境，

包括：同理心、
系統思考。

OECD核心素養直指面對SDGs

OECD在學習框架2030文件中，提出核心素
養重要核心價值，關鍵在於目前學子的學習，
希冀透過核心素養的促進，能面對未來的環境
與促進人類未來的福祉，而OECD直指最關鍵
與重要的便是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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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世界
與環境

永續發展目標
（SDGs）為
真實世界關鍵與
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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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
校園永續
發展教育
核心精神

永續循環
校園永續
發展教育
實踐

永續循環校園
永續發展教育
契機

永續循環
校園永續
發展教育
課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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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校園

永續循環校園
探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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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校園與週邊整體了解是模糊的

希冀透過

探索計畫
讓參與學校在邁向永續發展的路上
看得更清晰



連結國際真實世界議題
回應在地狀況
透過探索計畫
透過SDGs 17個目標，類似錨點的概念
讓學校真正邁向國際化



環境、空間成為課程的載體

「走出課室外」的學習正在發酵

尋找課程的主體性，自明性，符合永續發展理念與想法。

讓校內環境、空間，成為課程的載體，讓課室內、書本上

的內容，某種程度能在校內可以看見，甚至動手作。



學校整體經營管理邁向永續發展

校園環境空間 學校教育方針

四大循環 因地制宜
學校本位課程
呼應目前趨勢

最核心與重要對象是學生

面對未來的環境所應具備的素養

31

以永續發展為核心的探索計畫



修改自李彥頤教授簡報

32

校園
生態

資源
循環

健康
促進

能源
教育



探索計畫學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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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校園

全校式永續發展
教育推動

學校導入
永續發展目標
（SDG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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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除了學習之外，還需要生活實踐，生活情境就是一種生活實踐

課室學習

硬體建築 觸動所有學習者

公民參與

社區
議題

氣候變遷
的覺知

自給自足生活模式

50



學校經營
管理

永續維護
管理

社會關懷
（親師生）

多元夥伴

校園建築
（硬體環境）

校園生活
（整體氛圍）

校園社會參與

SDGs對於學校治理與教育圖像
管理

招募老師
在職
培力

節能

廢棄物

監測
食
物
照顧

導生

預防

學校環境

國際連結

學校網絡

學習環境

屋頂太陽能

交通方式

在地教育議題

公平貿易商店

在地消費

圖書館

文化中心

在地協會
在地學習

城市交流

未來教育

學習夥伴關係

專題合作

學生交流

聯合國學校

生態學校

公平貿易學校

課程與學
習支持

學校獎勵

專題
探究
戶外學習

創業思維

企業參訪

實習制度

專業連結

規劃品質
與評估

學科

團隊

課程會議

自我評估

外部評估

建築永續性

校園規劃設計

友善採購

休憩

景觀

學生參與

家長參與
校內行動

文化

運動

學校委員會

教師委員會

學生參與

家長委員會

特別議題小組校友支持

學校支持

創造永續概念

規劃課程與學習

交通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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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願景

維護管理

校園福祉
關懷與氛圍

多元夥伴
連結 整體課程

學習支持

確保品質

硬體環境

社會參與

學校整體
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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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1學校觸及永續發展目標（SDGs）統計分析表

弱
勢
學
生
扶
助
與
關
懷

食
農
與
午
餐

健
康
促
進

重
要
教
育
推
動
方
向

性
別
平
等
促
進

水
資
源
教
育

能
源
教
育

連
結
在
地
產
業

創
新
產
業
與
作
法

友
善
校
園

社
區
連
結

循
環
型
校
園
概
念

氣
候
變
遷
教
育

海
洋
與
河
川
教
育

校
園
生
態

學
生
社
會
參
與

國
際
教
育
夥
伴
學
校







56

中小學
永續發展目標（SDGs）

自願檢視



永續循環校園 112年度
智慧化氣候
友善永續循環
校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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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
得獎者
示警：

氣候變遷
是人類
面臨的
巨大威脅

永續發展
是重要的
思維



從氣候危機發展氣候韌性的三大元素
包含：氣候、生態系以及人類社會



1. 全球碳排放最遲必須在
2025 年之前達到峰值，
到 2030 年減少 43%

2. 我們不能允許任何新的
化石燃料基礎設施

3. 我們需要在所有系統中
快速轉型以避免最嚴重
的氣候影響，包括：擴
大規模綠色能源; 投資
於減碳；鼓勵綠色建築；
重新設計城市；轉向低
碳交通；保護生態系統
和改善糧食系統

4. 富裕的人們需要改變他
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
例如步行而不是開車，
更有效地使用能源並轉
向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

5. 無論是透過恢復碳匯或
是未來的技術，需要去
減碳以將升溫限制在
1.5C

6. 到 2030 年，氣候融資
必須提高 3 到 6 倍，以
將警告限制在至少 2度
C



升
級
智
慧
生
活

實
現
安
心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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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拓展布局

誘導鼓勵參與
期1999 921 大地震
2001 綠校園改造計畫
2003 推廣個別案與示範案
2004 團結力量大整合案推廣
2005 大專生參與地方改造

2.0項目檢驗

調整與擴大推廣
期2006 補助項目的檢討與彙整
2007 擬議補助項目原則說明
2008 積極要求數據填核與監控防災工作
坊
2009 永續校園成果巡迴展影片等
2009 莫拉克風災

3.0節能減碳

與防災轉型期

2010 節能防災的重視與改變大專生協助地方改造
2011 導入 E 化智慧輔導與效益評估機制
2012 校園整體檢視，拓展永續理念
2013 建立在地輔導團機制，並開設種子教師活動(多元化防災教育、美
感教育、特色教育、空間活化等)

4.0E化、認證敘獎與轉

型活化期
2014 構思雲端分享平台機制
2015 推廣各校參與分享平台
2016 永續校園標章認證機制與深化及廣
化
2017 學校教育推動永續校園改造
2018轉化數位應用與雲端分享

5.0因地制宜循環推動期

2018 國際發聲制度轉變
2019 轉化機制回歸地方整合推動地方人才庫、數
位審核、技術規範分享案例、老幼互助、國際分
享
2020 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2021校園發展環境氣候優化與節能減碳

永
續

循環校園



2023-氣候友善永續循環校園啟動與機制建構
2024-數據資料蒐集以及教育推廣
2025-氣候友善永續循環概念深耕
2026-全面檢視下一階段邁向2030途徑

6.0 回應國際永續發展行動期









教育是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關鍵因素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UNFCCC) 開展有關氣候變化的教
育和公眾意識運動，並確保公眾參與有關該問題的計畫。

教育可以鼓勵人們改變態度和行為；
有助於做出明智的決定。



基礎性校園自主永續探索計畫
（基礎計畫）

示範性永續循環校園改造計畫
（示範計畫）

１.補助項目以經常門執行校園永續探索與試辦或
實驗為主，內容以符合基礎計畫目標為原則。

２.學校透過不同對象對校內環境資源評估與課程
發展等軟硬體進行認知、探索、整合、對策及執
行。學校應建構回應永續發展目標之校園整體規
劃構想及對應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學校本位課
程修正規劃。

３.基礎計畫應盤點學校軟硬體資源，以利充分發
揮在地與校園特色（地域、文化、歷史及生
態……等），同時需要進行校園基礎碳盤查，透
過基礎監測設備進行相關數據蒐集，建立後續
（減）低碳行動相關依據，並發展相呼應之校本
課程，設計教學模組與發展校園藍圖為重點。

４.基礎計畫應詳述校園永續發展切入點、校園既
有基礎現狀以及未來盤查規劃、校園永續與環境
教育建構工作執行內容與實行項目、預期成果及
成效。為使學校呼應聯合國SDGs指標之永續校
園評量目標，提出整合性永續發展自願檢視報告。

１.補助項目以校園硬體改造與軟體整合
為主，計畫申請依據本部每年公告永續校
園示範議題為目標。

２.硬體改造項目主要回應智慧化氣候友
善、低碳等方向，包括資源與碳循環、水
與綠系統、環境與健康、能源與微氣候或
其他符合永續發展之項目，執行以「建構
創新主題技術對應示範性循環校園」，以
最客觀方式進行數據蒐集，並更加精準進
行碳盤查計算。

３.示範計畫應以因地制宜之環境相關議
題為主題，充分發揮地區與校園特色，並
已具有或發展系統化對應之校本課程，訂
定改造執行技術示範重點。

４.示範計畫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以下簡稱地方政府）共同推動及自籌部
分款項，地方政府主管學校申請應事先取
得各該主管機關同意，地方政府應配合本
部相關事項參與相關活動。



智慧化氣候友善永續循環校園計畫
整體全貌



示範性永續循環校園改造計畫（示範計畫）
第一年機制



示範性永續循環校園改造計畫（示範計畫）
第一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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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校



1
基本
資料

 基本資料
 學校地理位置簡介
 學校平面配置圖與GOOGLE空照圖：具比例方位，若沒有正

式圖，可以僅附上GOOGLE空照圖申請計畫時是可以的。



不
適
合



適合



計
畫
申
請
適
合



2
申請
初衷

 學校辦學理念（說明與永續發展教育、氣候變遷教育間的關係）

 學校申請本計畫動機
 校長相關簡歷、於申請學校年資



3
學校
現況

 校園環境（陳述特色與困境、既有設備如：如太陽能、智慧
水電表…等、既有系統如：EMS系統、Airbox…等）

 校本課程全貌（校本課程架構）
 既有教師社群說明介紹

學校校務發展
計畫基礎彙整



4
基礎
規劃

 過去參與探索計畫的基礎（第一次參與學校免填）：過去參與
探索計畫計畫相關成果與四大循環面向連結與彙整。

 教師社群

教師
社群



4
基礎
規劃

 基礎資料調查規劃
 針對學校EMS能源管理系統初步資料提供與提出觀察
 針對學校進行碳盤查延伸到校內減碳行為看法
 SDGs自願檢視規劃
 其餘創意規劃



(資料來源：李彥頤，2020)



(資料來源：李彥頤，2020)



針對學校EMS能源管理系統初步資料提供與提出觀察



探究
SDGs

針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SDGs)，透過教師社群規劃如何進行SDGs自我檢視規劃（參
考附件二），例如透過增能、社群討論…等。



micro:bit x IoT:kit
環境監控物聯網 x 氣候友善永續循環校園



教室內的
二氧化碳
濃度監測

冷氣用電

思考如何
讓數據
下降？





5
計畫
經費

 計畫執行工作項目規劃甘特圖
 補助經費運用計畫：依學校增能規劃與年度工作執行計畫，核實詳列

經常門運用計畫。（如增能課程、工作坊、校園盤查費、長期陪伴輔導
諮詢、參訪…等費用）

 預期成果與效益（質量化描述）



6
補充
說明

條列近三年相關
計畫及簡述成效

軟體＋硬體
項目1-5合計頁

數以15頁為限。

項目6至多5頁。



重新
釐清



補助經費

整體價值



沒有要寫教案或
發展新課程



回
到
學
校
發
展
與
軌
跡
同
行



以淨零碳排、碳盤查為主、SDGs自願檢視為主的探索

期初(公告獲補助) 期中(預計暑期) 期末(11月)

永 續 校 園 探 索 計 畫 整 體 流 程

期初共
識輔導
會議

委員協助
聚焦給予
建議

期末成果
軟硬體海報

收
件
審
查 規劃

種子培
訓

監測工具+
學校簡易碳盤查
安排盤查、增能、
課程、諮詢、參訪

環境
探索

課程
探索

支持

統整

結案(12月)

區域
協作

校園整體構想藍圖/延伸效益

•教育與經營管理
•永續環境基礎
•永續發展教育
•計畫執行歷程

•探索過程(方法、策略)
•環境基礎調查數據
•本位課程連結SDGs構想
•委員(共通)意見與回覆

探索
盤查

成果海報
交流分享

透過基礎學校生活實驗室教師社群規劃環境探索課程活動
• 可以結合班級活動
• 透過行政團隊紀錄
• 可部份藉由專業團隊協助

• 調查資料整合後成為校園問題的佐證資料
• 調查資料轉化後成為學校課程教材

聚焦到可連結到的SDGs

延伸其他
資源

分區
工作坊

區域
協作

3-4月 5-6月 7-8月 9-11月

1.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南
2.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操作指南持續精進

1.提供學校電話諮詢，媒合專家學者輔導
2.彙整記錄學校共通問題服務推動

1.協作學校短、中、長期規劃
2.彙整學校成果紀錄邁向永續

基礎校之
能資源管理盤查及

校園環境資料紀錄

基礎性校園自主永續探索計畫
（基礎計畫）



智慧化氣候友善永續循環校
園生活實驗室教師社群

生活實驗室教師社群增能：
MICRO BIT / 學校基本碳盤
查與物理環境調查

跨域合作：環教輔導團、
自造教育科技輔導中心

透過網站整合蒐集數據
並呈現可視化的圖像

試圖推動SDGs學校自願檢視報告提
出 / 整合引導參加環教實作競賽以
及國際MICRO BIT競賽

定期聚會討論，協助學
校解決問題。

支持系統

基礎性校園自主永續探索計畫
（基礎計畫）



https://www.env.go.jp/policy
/hakusyo/h24/html/hj12010
305.html

教育有兩件該做的事，

即「打開經驗世界」

與「發展抽象能
力」，而這兩件事是
為了協助人類與世界真
正連結。

學校的教育，理應架起
一個聯結窗內、窗外世
界的橋樑。當學校教育，
走向窗外，走向真實的
世界，教育才真正回歸
到了它的原點。

～引自黃武雄教授-學校在窗外～

環境資源循環
循環經濟
循環型社會



探索
計畫

111年度觀察報告＆
112年度

智慧化氣候友善永續循環校園計畫重點說明

永續發展教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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