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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執行：學校邁向永續發展問題與困境深入探究，以及提出解決方案策略 

目標 

1. 針對問題深入完整探究，並提出解決方案  

2. 逐漸擴大規模帶動學校老師，瞭解永續發展概念。  

3. 透過第一年的基礎，深入探究學校重要課題並且瞭解其原委。  

4. SDGs 進階探究與教育實踐。  

工作項目 說明  KPI or OKR  
對應頁碼 

問題與困境

深入探究 

延續第一年更完整探究學校邁向永續發展的課

題與困境，並提出完善多元的解決方案。  

因為今年遇到 COVID-19 疫情，社群夥伴有些是有年齡無法上線的義工，加上校

園的管控，延宕許久。 

 

教師社群 
擴大第一年教師社群。  社群夥伴增加，但是轉移焦點到以課程發展為重心。 

1. 永續校園核心小組   2.學校課程發展小組   3.食農教育教師社群 

p11- p 12 

SDGs 聚焦 

藉由第一年經驗，更加確定屬於學校 SDGs 教

育實踐推動結構，可以嘗試其他目標，但第二

年需要有一個重要性結構圖，以及與學校整體

校務發展嘗試結合。  

以 SDGs。連結本校食農架構 

以 SDGs。連結本校主題探究課程架構 

進行深入探究並且說明在課程上實踐。  

設計學校在 SDGs 整體全貌、觀點與結構圖。  

p 9- p 12 

物理環境盤

查 

透過第一年物理環境的調查，深入探究校園環

境問題。  

以去年基礎(濕度、溫度風向) 持續盤點，重點放在去年盤點後焦點上做長時間

觀測紀錄。增加電費統計並做問題對話。 

p 5- p 6 

四大循環面

向 

在第一年的基礎，挑選兩個循環面向，完整其

循環面向的資料，並且提出發現的問題以及可

能可以解覺得方法。  

資源循環再利用：食農教育、教學架構、廚餘有機堆肥檢討社區農場互動連

結。 

水與綠校園面向：水資源系統檢視與利用 

p 15- p 16 

課程創新 

融入作為相關操作課程、活動數量與參與人次

外，第二年學校更加需要明確點出在學校課程

計畫中，哪些具體現有課程是導入永續思維，

提供此課程的相關資訊。  

課程融入實踐教案。 

活動數量、人次統計。  

p 11- p 18 

記錄 
將本年度相關活動，進行影像記錄，剪輯三分

鐘影片。  

剪輯三分鐘影片：針對學校 SDGs 課程連結及探究影像記錄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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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校園整體規劃構想書 

壹、 學校教育與經營管理理念篇 

一、學校基本資訊 

校名：基隆市七堵區瑪陵國小 地址：基隆市七堵區大成街1號 

學校年資：101年 班級數：6 + 幼兒園1 

學校網址：https://mlps.kl.edu.tw 老師人數：    13      學生人數：124 

是否為縣市政府指定之防災避難中心 ■是  □否 

執行過探索計畫幾年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學校簡介 

一、設校歷史 

(一)瑪陵地區在煤礦開採的年代盛極一時。校區原為暖暖公學校的瑪陵坑分班， 

   創立於民國9年。民國36年改稱為基隆市七堵區瑪陵國民學校，並於57年改制為 

       國民小學 

(二)礦業發展年代，社區人口稠密，學生人數最多曾達500餘人。但隨著礦業沒落、 

       外出就業、人口遷移、少子化等因素，學生人數逐年遞減。 

 (三)105年8月由福智文教基金會參與瑪陵國小公辦民營，以生命教 

      育為主軸，結合品格教育內涵，  發展學校特色，並提升教師、家 

      長身心靈成長，共築親師生和諧  共榮的關愛校園。目前設有幼兒 

      園兩班、國小1-6年級共六班。 

 

二、社區環境 

(一)瑪陵國小地處偏遠、人口稀少，部分學生須仰賴車公車上下學，但由於瑪陵地區 

   鄰近高速公路及萬瑞快速道路，對外交通便利，能夠擴展北北基開車族群的學生。 

(二)附近為瑪陵休閒農業區，風景秀麗生態資源豐富。此外，廢礦場、磚窯、石橋等 

   古蹟，提供溯源文化演進的軌跡。而群山環抱的綠林植被，各種鳥類及昆蟲群 

   棲，為學習自然生態的最佳場所。 

 

 

二、學校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教育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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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連結發想 

SDGs 

17 項指標 

SDGs 連結 

臺 灣 教育

脈絡 

與學校關聯說明(簡述

即可) 

瑪陵課程連結 

目標 2：消除飢餓 

終結飢餓，實現糧食

安全和改善營養，並

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食農教育，延

伸至糧食浪費 

瑪陵國小學生自己種蔬

果、香草植物並以校園植

物發展食農課程。 

1-6 G 食農課程 

目標 3：健康與福祉 

確保健康的生活，促

進所有年齡層人民的

幸福 

校園內生活、

學習品質與健

康 

學校有一半師生響應疏食

健康生活，午餐吃蔬食。 

學校推行有機概念，學生

種菜均不使用化肥和農

藥。 

1-6 G 食農課程 

1-6 G 午餐教育 

目標 7：可負擔能源 

確保所有人皆能取

得、負擔、安全、永

續與潔 淨的能源 

能源教育 水資源~雨水會收系統 

省水省電宣導 

3 G 下主題探究~ 

知福惜福再造福 

4G 上自然~ 

水資源和能源 

目標 11：永續城市 

讓城市和住宅兼具包

容性、安全性、靈活

度與永續性 

學校與社區的

連結與關係 

學校推行減塑運動 

學校養殖蚯蚓取糞及液肥

作為天然肥料。 

吃有機米及有機蔬菜。 

3G 上主題探究~生活

的智慧不塑之客 

5G 上主題探究 ~ 我

們」的家蚯蚓課程 

目標 13：氣候行動 

採取緊急行動對抗氣

候變遷及其影響 

氣候變遷、環

境變遷 

透由天氣溫度變化異常思

考 

氣候變遷的引響。 

3G 下自然~認識天氣 

6G 上~天氣的變化 

目標 15：陸地生態 

保護、恢復、促進陸

地生態系統的永續利

用、永續 管理森林、

對抗沙漠化、制止和

扭轉土地退化，並防

止喪失生物多樣性 

生態教育、校

園內的生態環

境 

1. 蕨類生態園區 

2. 雨水截流溝 

3. 蘭榕共生區 

4. ＤＩＹ園地 

5. 瑪陵昆蟲館 

6. 落葉堆肥區 

7. 蝴蝶蜜源區 

8.. 綠化植生牆 

9.     水生植物復育 

校園動植物環境營造 

目標 17：全球夥伴 

加強執行手段，恢復

全球永續發展夥伴關

係 

國際教育 透由有機生活及減塑運動

連結全球環境議題。 

5G下主題探究~瑪陵有

機生態村 

6G上主題探究~有機生

活讓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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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經營管理永續性構想 

空間名稱 教學用途 環境問題 改善對策 課程設計 

A.有機菜園 學生食農教育 瑪陵冬季潮濕 

夏季悶熱 

選擇當地氣

候適合種植 

食農教育教育校

本課程 

B.有機生態園 示範農園 

田野活動 

排水不良 

生態池蓄水不良 

經營方向 

 

 

 ※ 

 於 110年度計劃做永續校園 

 夥伴對話討論並規劃未來校  

 園營造方向。 

 

 

C.DIY生態區 學生綠手指社

團教學場域 

照顧與經營人力 

D.校園植物 樹種認識 樹種特性所造成 

的各種問題 

E. 昆蟲館 昆蟲教學 驗收階段 

F. 垂直綠牆 環境營造 照顧與經營人力 

貳、 永續環境基礎篇 

（一） 基礎資料調查規劃： 

         盤點與檢視規劃調查校園基礎環境 

        高年級學生結合自然課程做基礎調查：日照、溫濕度、風向、生態 

 

            

向度 

項目 109年度進度 110年進度 111年進度 

本學期延續去年觀測 

定時

調查 

溫度 已經完成9-11三

個月的紀錄並

作分析 

將持續調查後

續月份，擴大

數據確認結

果。 

溫度最高(已完成) 

菜園水泥地長時間觀測 

濕度最高(已完成) 

六甲教室長時間觀測 

風向：增加觀測次數 

(已完成) 

 

濕度 

風向 

綠基盤-植物分布

調查 

部分完成 持續調查記錄 樹種調查 

綠基盤-生物分布

調查 

小部分完成 持續調查記錄 生態池物種調查 

電費 未做 收集資料作分

析 

已完成 

Ps.因為 COVID-19疫情，只完成上述項目。 

■ 校園資源利用與設施盤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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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項目 需要工具 作法 

A-3 

有機碳循環資源 

落葉與廚餘堆肥 

紀錄表 

檢視學校是否有人力與空間進行

堆肥作業，或許可與周邊社區居

民共同作業。 

食農作為 
檢視有無空間進行，或許可與周

邊社區居民及業師共同進行。 

 

■校園資源利用與設施盤點表(草案) 

主題 項目 需要工具 作法 

C-2 

溫熱外環境 

日照與除濕鋪面 日照觀察、電腦模擬 觀察校園內有無明顯積水痕跡 

陰影與降溫鋪面 陰影觀察、電腦模擬 觀察校園建築陰影遮蔽範圍 

C-3 

校園通風 

無風區域避免 

觀察與軟體模擬 

透過點位調查量測風速條件 

穿越型通風路徑 

確保 

觀察外部氣流是否能順暢貫流

穿越校園 

 

 

 

■ 校園水基盤設施盤點與綠基盤盤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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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項目 需要工具 作法 

B-2 

綠基盤 

在地原生 

大喬木綠化 
校園植栽盤點圖 

1. 透過校園現地觀察 

2. 進行植栽位置與生物統計調

查 

3. 盤查周邊綠帶有無可能進行

連結 

生物多樣性棲

地 
校園生物盤點圖 

(一) 電： 

1. 電費統計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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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邁向永續環境問題分類敘述 

項目說明 

 

檢視主題 

現有狀況與設施 

(盤點、分析與功能) 

問題根源及延伸分析 

(經營管理阻礙盤點) 

對於所面臨問題的 

解決方法與對策略 

(多元方法對策) 

如何透過課程、活動讓師生在校園

生活中瞭解 

(如何引發師生覺知) 

A-3 

有機碳循環資源 

1.校園資源回收 

 

2.有機土壤觀測比較 

1.平日由五年級學生負責

資源回收工作。 

2.分辨蚯蚓養殖有機土與

一般酸化的土有何不同? 

 

1.讓高年級學生觀看回收數據 

2.在生命教育主題及食農教育 

讓學生知道化肥除草劑的危害 

C-2 

溫熱外環境 

延續去年基礎盤點 

以溫度最高地點做觀

測 

學校去年觀測結果最熱的

地點為菜圃的水泥地，本

學期針對該地點做長時間

紀錄。 

菜園水泥地冬季和夏

季溫差很大，七月高

溫平均高達 45 度，無

法散熱。 

現今常見水泥地，但是不知在溫室

效應狀況之下，由於水泥地吸熱加

上建築物阻擋下，夏天溫度真是爆

表，只能依賴冷氣，產生的就是增

加電費。 

這部分也反應在本次電費的統計數

據。 

C-2 

溼度外環境 

延續去年基礎盤點 

以最溼度最高地點做

觀測 

學校去年觀測結果最溼的

地點為六甲教室，本學期

針對該地點做長時間紀

錄。 

六 年 甲 班 的 溼 度 很

高，全年清晨幾乎都

在 80~90。 

六年甲班為校園最外側，靠近 

生態溝及大樹區，相對溼度自然較

高，夏天舒適但是冬天將會極度不

舒服，需依賴除濕。 

C-3 

校園通風 

增加觀測次數 

 

本次觀測數據呈現多面向 

較不明顯，需再檢討 
 

COVID-19 疫情之機會，告知教室

通風雙向對流的重要性。 

B-2 

綠基盤 

校園最多量植物、遮

陽、遮雨植物、歷史

最悠久的樹、最適合

小動物生存的樹、觀

賞植物、適合盪鞦韆

的樹、落葉堆肥。 

本基礎盤點為中年級綠手

指社團，只做初步探索。 

 

 讓學生觀看植物的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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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永續環境規劃藍圖：陳述問題點、改善先後順序以及所有可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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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永續發展教育篇 學校本位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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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永續發展概念融入之創新構想   

4-1 SDGS 課程概況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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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執行歷程： 

        1.夥伴對話轉型 

 

2. 實踐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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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結語： 

        三年前我初到瑪陵國小擔任校長，看到校園落大的綠覆面積，一則以喜、一則以

憂。欣喜的是學校有地利條件可以朝向生態永續發展；憂的是學校的樹木和雜草沒有規

劃，雜亂無章。加上冬季的校園潮濕、陰暗、積水讓整個校園更加沉重幽暗。 

      偶然的機緣加入環境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感謝這個計畫給予我不同的高度和廣

度，三年了，透由環境的盤點與探索，有了一些明晰的方向，而且不只我，而是整個團

隊有一起成長的動力。 

            今年瑪陵國小是第三年申請計畫，越是深入探究，就會發現這真是一條急切又漫

長之路，從最初只想找錢、找人改善校園而加入環境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踏入之後

才發現這真是一門大學問，各項基礎調查、整理資料、分析探究，四大循環面向系統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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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如何將學校現有課程連結 SDGs，再再核對校園現況，常常覺得像個蜘蛛網又好似

花園迷宮，有結構、有系統、有學理。如何找到適合學校的下腳處，依照步驟走自己的

路，真是不容易啊! 從第二年開始，瑪陵透過一邊探索學習、一邊思考，同時也根據探

索的缺失一步一步行動： 

1. 探索風向：讓我們知道所處的山凹地形，空氣不易流動，進入的風更要通

暢。因此必須減少導致吸熱的狀況以及排除風向的障礙物。 

2. 認識水流：處理積水以及排濕的現況。 

3. 永續利用：水資源回收利用(雨水回收澆灌菜園、荷花池) 

                   有機碳循環利用(落葉堆肥、果皮堆肥、蚯蚓糞肥) 

               111 年瑪陵國小進一步透過探索基礎申請教育部校園美感環境再造，我們由衷感謝這

個計畫賦予學校對環境的使命感，瑪陵國小還有許多要一邊探索學習、一邊思考行動的路

程，但是有了正確的理念，既使慢慢走，還是走在對的路上，總有看到美麗桃花源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