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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行計畫 KPI or 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第一次執行：發現學校邁向永續發展的課題與困境 

目標 

1. 發現學校課題與困境。 

2. 小規模帶動學校老師，瞭解永續發展概念。 

3. 校園物理環境基礎資料建置與調查。 

4. 四大循環面向初步調查。 

5. SDGs 的檢視與教育實踐。 

工作項目 說明 KPI or OKR 對應頁碼 

發現問題

與困境 
發現、分析學校課題與困境 

透過下面所有相關執行工作，透徹瞭解學校，發現

學校的問題、困境，並完整說明。 

 

教師社群 透過既有教師社群，或是新成立教師社群，推動永續發展 一個教師社群，統計研習場次  

SDGs 

聚焦 

因地制宜挑選學校想要深入探究與連結的 SDGs，至多三個目標，需

要三大考量：在校現狀、課程連結、學校教育願景。 

挑選三個關鍵 SDGs 

進行深入探究並且說明在課程上實踐 

 

物理環境

盤查 

針對學校基礎物理環境進行資料調查，可搭配建築師或測繪公司進行

協助，並融入活動辦理。調查數據資料搭配圖資進行紀錄。 

學校平面配置圖、高程圖、風向調查圖（區域尺度/

學校尺度）、日照調查圖（整體學校/室內）、生態調

查圖（針對樹木）、過去五年水電費統計趨勢分析。 

 

四大循環

面向 

針對四大循環面向（資源與碳循環、水與綠系統、能源與微氣候、環

境與健康），初步調查。 

四大循環面向涵蓋多元項目，其中挑選 5 個檢視主

題進行調查。 

 

課程創新 

（中小學）述 SDGs 聚焦、物理環境盤查，如何在學校課程進行 PBL，

將其融入操作課程，提出盤查問題的解決對策，並將活動數量與參與

人次進行統計。 課程融入實踐記錄。 

活動數量、人次統計。 

 

（大學）在專業、通識教育課程中，尋找到有其課程，可以融入操作，

將其融入操作課程、活動數量與參與人次進行統計。（結合高教深耕、

USR） 

 

記錄 將本年度相關活動，完整進行影像記錄，放入成果報告中。 完整影像（如：照片）記錄，放入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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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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循環面向擴大調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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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下面所有相關執行工作，透徹瞭解學校，發現

學校的問題、困境，並完整提出解決方案。 

 

教師社群 擴大第一年教師社群。 界定教師社群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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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年SDGs的三個目標外，再挑選三個關鍵SDGs。 

進行深入探究並且說明在課程上實踐。 

學校對於 SDGs 整體全貌、觀點與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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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面對課題短中長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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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兩個循環面向調查，同時回應上面的問題。 

 

課程創新 

（中小學）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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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融入實踐記錄。 

活動數量、人次統計。 

具體的課程內容。 

 

（大學）在專業、通識教育課程中，除融入作為相關操作課程、活動

數量與參與人次外，在現行課程中需要尋找有其具體課程教授與傳達

SDGs，提供此課程完整內容。（結合高教深耕、U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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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學校邁向永續發展今年度探

究成果影像記錄剪輯，影片能看出其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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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以上執行：學校邁向永續發展其軟硬體系統性論述與說明。 

目標 

1. 完整瞭解學校邁向永續發展系統性課題。 

2. 擴大規模帶動學校老師，瞭解永續發展概念。 

3. 完整四大循環面向調查。 

4. 找出學校在這四大循環面向中，可以著力與聚焦面向。 

5. SDGs 教育推動整體論述。 

工作項目 說明 KPI or OKR 對應頁碼 

邁向 

永續發展

系統性 

課題論述 

學校邁向永續發展，系統性軟硬體課題論述與說明。 
針對學校邁向永續發展，透過下面盤點，系統性軟

硬體課題論述與說明。 
P1-P10 

教師社群 穩定教師社群運作。 一個教師社群。 P15 

SDGs 

聚焦 

完整提出在學校整體校務發展下與在地連結下，SDGs 教育實踐結構

與論述。 

完整說明 SDGs 與學校軟硬體的連結。（非指 SDGs

全部項目） 
P13-P14 

四大循環

面向 

完成四大循環面向調查，並且完整檢視四大面向所有資料。提出學校

面臨的重要課題。 
完成四大循環面向調查，並且確認學校關鍵課題。 P11 

課程創新 

（中小學）除融入作為相關操作課程、活動數量與參與人次外，第三

年學校更加需要明確點出在學校課程計畫中，學校聚焦的 SDGs 結構

下，哪些具體現有課程是在實踐與傳遞知識、態度與價值，需要提供

此課程的相關資訊。 

課程融入實踐記錄。 

活動數量、人次統計。 

具體的課程內容。 

P12 

（大學）除相關操作課程、活動數量與參與人次外，需要提出以 SDGs

為主軸具體課程，需要提供完整課程內容。（結合高教深耕、USR） 
 

記錄 將本年度相關活動，進行動態影像、成果記錄，剪輯三分鐘影片。 
剪輯三分鐘影片：針對學校邁向永續發展，其完整

系統性的介紹與說明。 
P16-P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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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 地址：新北市金山區忠孝一路 111 號 

學校年資：33 班級數：8 

學校網址：www.gmes.ntpc.edu.tw 老師人數：18          學生人數：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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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未執行過  ◼第   3   年 

學校簡介 

說明：  

本校位於金山區中心 、著名金山老街旁，設校迄今 33 年，周遭新舊社區雜處，但

區域自然環境資源豐富，擁有溫泉、溼地、海洋、山林等寶藏，人文風貌深厚多元，蘊

含魚路古道、金山老街、百年信仰、漁村風情等多元素材；學校因此發展出具在地永續

特色的校本課程 「金美四季」， 目前已結合在地特色、 配合年段學習需求 ，發展出社

團、生態、海洋及藝術四大主題課程，以符應 「 活力創新、溫馨關懷、尊重包容、和

諧共榮 」之辦學願景。今年起亦連結 SDGs 目標及十二年國教精神，持續增加食農、閱

讀及能源三大向度之教學活動，整體課程以「活力、生態、人文及創客」為發展主軸，

預計二年內完成校園課程地圖以實踐「培養成就自我，具備合作創造力、探究思考力、

關懷行動力、自信表達力的世界公民」的教育目標。  

學校平面配置圖 

1. 金美國小 google 衛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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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舍平面配置圖 

 

二、學校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教育構想 

 
SDGs 

17 項指標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參考 
與學校關聯說明(簡述即可) 

■ 

目標 3：良好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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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利用前年度蒐集及風力及風

向數據、並考量人員身高等實

際情形，進行導風板設計、窗

戶方向及開口之模擬規劃。 

2.考量在地氣候（強風多雨）、

並滿足符合通風（導風）的前

提下，東西曬的教學大樓如何

規劃外遮陽導風板？ 

■ 

目標 4：優質教育 

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等教育，並

為所有人提供終身學習機會 

學校教育的品質

促進，延伸連結

至新課綱實施 

利用共備、教師研習進行具永

續校園/SDGs 理念的校訂課程

教師演練，並邀請專家學者協

助蒞校指導教學設計。 

■ 
目標 12：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確保永續性消費和生產模式 
零廢棄概念 

利用既有蚓菜共生系統進行

生廚餘再利用、食農教育之教

學及可食地景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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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17 項指標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參考 
與學校關聯說明(簡述即可) 

■ 

目標 15：陸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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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校園綠覆率面積、並進行

校園綠地圖教學 

■ 

目標 16：和平正義與有力的制度 

促進和平包容的社會，以促進永

續發展，為全人類提供訴諸司法

的途徑，並在各層級建立有效，當

責和兼容的機構 

校內環境政策、

環境行動 

因應教室全面安裝冷氣之政

策，重新規劃教室通風排風 

三、學校經營管理永續性構想 

1. 在地文史課程 

(1) 精進閱讀教學：以「多讀、共讀及享讀」為閱讀教學主軸，提升學生閱讀文本

量、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及分享閱讀心得。 

(2) 蹇續海洋方案：持續辦理在地文史踏查、地質探索、特色資源等戶外教育教學

活動，培養愛鄉愛土關懷情誼。 

2. 多元展能社團 

(1) 開辦學生社團：開設陶笛社、籃球社、樂樂棒球、、烏克麗麗社團、桌遊社、

舞蹈社與藝術課程，並參與學校社區各項活動表演與比賽。 

(2) 精進校隊培訓：以既有田徑隊、籃球隊及躲避球隊為主，精進團隊訓練。 

(3) 參加競爭型活動：結合教育局、環保局及區域型活動，提供學生表演舞臺。 

3. 推動環境教育 

(1) 校園生態認識：結合部訂課程、盤點校園動植物及生物多樣性認識，發展校園

綠地圖。 

(2) 辦理食農教學：建置校園可食地景、結合清水溼地及鄰近農場辦理食農教育教

學，培養低碳飲食的觀念。 

4. 提升創客精神 

(1) 札根能源教育：利用鄰近資源（核一廠、核二廠及金山地熱），建構學生能源

概念，並養成節能減碳的行動力。 

(2) 精緻藝術教學：結合朱銘美術館及既有藝術深耕計畫，持續推動藝術課程，提

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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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永續環境基礎篇 

一、 學校在地基礎物理環境盤查 

(一) 風向調查圖(區域尺度/學校尺度)及日照調查圖(整體學校/室內) 

 

(二) 生態調查圖(針對樹木) 

 

 

 

 

 

 

 

 

日照(西曬) 

日照(東曬) 

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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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四大循環面向 

(一) 資源與碳循環、水與綠系統、能源與微氣候、環境與健康，四大循環面向涵蓋多元

項目，呈現學校各階段調查成果項目。 

 執行說明 

循環面向 探索面向 執行內容 說明 

資源碳循環 A-3 有機碳循環資源 

廚餘堆肥 
學校已有蚓菜共生設施

進行生廚餘堆肥 

食農作為 
蚓菜共生系統，立式耕

管種植可食蔬菜。 

水與綠系統 

B-1 水循環 自然滲透與澆灌 盤點可敲除之硬舖面，

以增加綠覆面積，結合

既有雨水系統進行澆灌 B-2 綠基盤 環境友善舖面 

能源與微氣

候 

C-2 溫熱外環境 日照與陰影 盤點學校建物日照及教

室內部通風，提升校園

環境品質進行導風板設

計、窗戶方向及開口之

模擬規劃。 

C-3 校園通風 穿越型通風路徑 

環境與健康 

D-1 室內環境品質 
通風換氣、排熱

排污 

蒐集教室風向及風力數

據，提供未來環境改善

之依據。考量在地氣候

（強風多雨）、並滿足

符合通風（導風）的前

提下，東西曬的教學大

樓如何規劃外遮陽導風

板。 

D-3 建築外殼開口 
對應通風開窗模

式 

三、 學校能資源使用數據分析 

(一) 水： 

1. 近五年用水量統計趨勢分析。 

年度 

月份 111年 110年 109年 108年 107年 

1月 384 323 376 774 667 

2月 359 438 362 379 604 

3月 580 280 152 357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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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84 451 403 361 608 

5月 418 393 392 211 712 

6月 422 358 445 434 655 

7月 312 196 432 410 753 

8月 391 225 403 324 647 

9月 467 302 164 375 443 

10月 542 437 346 384 548 

11月 474 455 404 434 709 

12月 487 381 362 413 1060 

小計 5320 4,239 4,241 4,967 7,970 

2. 本校回收水的回收種類為雨水回收；回收量約為每年 4,000 公噸；學校利用斜屋

頂設置雨水回收儲存槽，回收的雨水作為澆灌及沖廁用、並於二樓陽臺搭設蚓菜

共生小農場回收雨水當循環用水。 

3. 省水設備：所有洗手檯皆有省水水龍頭設置、廁所小便斗、馬桶亦全數改為節能

標章設備，透過省水設備讓師生。 

(二) 電： 

1. 近五年電費統計趨勢分析。 

年度 

月份 111年 110年 109年 108年 107年 

1月 9,160 7,960 8,120 8,400 8,880 

2月 9,080 9,440 7,760 6,080 7,240 

3月 7,720 8,000 6,280 7,880 6,920 

4月 6,880 8,280 8,680 7,920 8,680 

5月 7,040 8,360 7,720 8,240 8,640 

6月 6,920 7,160 9,280 8,480 10,040 

7月 9,280 7,280 1,1800 9,040 9,960 

8月 8,280 6,600 8,480 8,640 11,480 

9月 10,120 7,360 11,640 9,480 9,600 

10月 10,400 12,080 9,200 9,280 9,160 

11月 8,360 9,640 7,840 8,440 8,520 

12月 8,840 8,880 8,080 7,640 8,240 

小計 102,080 101,040 104,880 99,520 10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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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工程整建案汰換省電設備，並逐步修正電力迴路。 

3. 教室汰換 LED 燈管，並改善開關迴路，可依據實際情況局部區域開啟。 

4. 班班有冷氣政策(電力改善、EMS 系統)，可監控各班使用冷氣情況，並時時控管

溫度設定，以達節能目標。 

5. 舊大樓斜屋頂太陽能光電標租案，將所儲電力提供台電，並透過回饋金，逐年將

校內老舊電器汰換，以達省電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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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邁向永續環境問題分類敘述 

透過一、學校在地基礎物理環境盤查、二、學校四大循環面向、三、學校能資源使用數據分析，從中透徹瞭解學校，發現學校的問題、困境，

並透過以下分類進行質性與量化的敘述。 

項目說明 

 

檢視主題 

現有狀況與設施 

(盤點、分析與功能) 

經營管理問題彙整 

(設施在使用、維護管

理方面的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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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已有蚓菜共生設施

進行生廚餘堆肥 

1.部分零件屬耗材設

備，需定期更換 

2.維護管理不易 

偏鄉人力缺乏 
納入校訂課程，定期進行教

學、由學生維管 

了解碳足跡及循環生態概

念 

B-1 水循環 
利用二樓陽臺及天井垂

直牆面建置可食地景 

水資源豐沛，惟回收再

利用比例未完全 

水資源目前由學校人

員每日進行盤查及紀

錄，頗費時 

需先進行水路盤整，後維護管

理需再考量 

安裝智能水表，監控每日用水

量 

結合領域課程及活動宣

導，引入資源循環利用 

B-2 綠基盤 

盤點可敲除之硬舖面，

以增加綠覆面積，結合

既有雨水系統進行澆灌 

1.部分土質因長期踩

踏，已有砂質化現象。

2.綠覆率高，惟生物多

樣性不足 

無法禁止人員進出。 

1.翻土後種植植栽並舖設空

心磚。 

2.引進在地原生植物並規劃

水路，減少人力維護 

自然滲透與澆灌 

C-2 溫熱外環境 
建物與風向平行，無法

有效通風 

建物與風向平行，無法

有效通風 

打掉重建經費成本過

高 

盤點學校建物日照及教室內

部通風，提升校園環境品質 

能源教育課程增能研習。

結合自然領域及小尖兵定

期會議及進行相關實驗。 C-3 校園通風 

D-1 室內環境品質 
1.耗能燈具有效降低電

費 

2.定期電器設備維護 

3.管線電器設備老舊易

損壞 

1.委託專業人員檢查、

維修，減少人力負擔 

2.天候關係電器設備

容易損壞 

1.定期尋檢不易仰賴

外力容易被制約 

2.電器設備及線路老

舊為環境所必然或有

替代方案 

1.日常生活落實節能減碳行

動 

2.蒐集教室風向及風力數據，

提供未來環境改善之依據。 

1.將能源教育納入各年級

教學，並規劃課程地圖。 

2.善用本市能源管理系統

進行大數據分析。 
D-3 建築外殼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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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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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具有比例、方位標準之學校平面配置圖/測量圖上，陳述其四、邁向永續環境問題面

臨的困境與問題，同時思考其改善的優先順序以及可能可以從何處尋求資源。 

 

參、 永續發展教育篇 

一、學校本位課程簡介 

(一) 校訂課程（能以架構圖以及說明呈現） 

 

二、永續發展概念融入之創新構想 

以架構圖以及說明呈現在校訂課程中的脈絡：學校利用當地資源，發展出具在地永續特

色的校本課程—「金美四季」，目前已結合在地特色、配合年段學習需求，發展出活力、生

態、人文及創客四大主題課程，皆符應「活力創新、溫馨關懷、尊重包容、和諧共榮」之辦

飛舞童年、樂學金美

樂活金美-

活力之美

社團

◎陶笛隊

◎乒乓球

◎合唱團

◎樂樂棒

◎舞蹈社

體育

◎田徑隊

◎躲避球
隊

◎籃球隊

永續金美-

生態之美

生態

◎大地好
朋友

◎校園綠
地圖

◎消失的
廚餘

◎校園的
昆蟲

◎生物多
樣性

◎認識外
來種

食農

◎插秧體
驗種稻趣

◎一畝菜
園小農夫

◎家鄉三
寶濕地尋

◎百合復
育現風華

◎魚菜共
生綠手指

◎收割稻
香感恩祭

走讀金美-

人文之美

閱讀

◎大夥來
讀冊

◎利用圖
書館

◎我會寫
心得

◎線上圖
書館

◎名偵探
柯南

◎專題小
論文

海洋

◎拜訪耆
老憶兒時

◎地泉熱
湯泡澡趣

◎金山三
寶好滋味

◎登山入
洞找歷史

◎鬼斧神
工海岸行

◎翻山越
嶺思古情

創藝金美-

創客之美

能源

◎節約能
源一起來

◎綠色標
章聰明選

◎節電高
手大變身

◎電器能
耗大不同

◎風力車
來快快跑

◎來比賽
太陽能車

藝術

◎百合工
坊

◎迷你劇
場

◎摺摺稱
奇

◎手捻指
壓

◎舞動青
春

◎百花齊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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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願景，另為連結 SDGs 目標及十二年國教精神，增加閱讀、社團、能源及食農四大向度之

教學活動，預計二年內完成校園課程地圖，以實踐「培養成就自我，具備合作創造力、探究

思考力、關懷行動力、自信表達力的世界公民」的教育目標 

 

 

三、學校永續發展教育藍圖：整合部定、校訂課程之永續發展教育藍圖，希冀可以提出學校未

來可發展的永續發展教育藍圖。（依學校執行階段，深入探究並且說明在課程上實踐）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聚焦 SDGs 與學校連結 

 
 良好健康與福祉 

⚫ 校園內生活、學習品質

與健康 

⚫ 健康與體育教育 

利用前年度蒐集及風力及風向數據、並考

量人員身高等實際情形，考量在地氣候（強

風多雨）、並滿足符合通風（導風）的前提

下，進行導風板設計、窗戶方向及開口之

模擬規劃。  
 

 優質教育 

⚫ 學校教育的品質促進，

延伸連結至新課綱實施 

⚫ 創新教育 

將環境教育納入校訂課程，培育親師生環

境永續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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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聚焦 SDGs 與學校連結 

 

 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 

⚫ 零廢棄概念 

⚫ 家庭教育 

利用既有蚓菜共生系統進行生廚餘再利

用、食農教育之教學及可食地景建置 

 

 陸域生命 

⚫ 生態教育、校園內的生

態環境 

⚫ 環境教育 

提升校園綠覆率面積、並進行校園綠地圖

教學 

 

 和平正義與制度 

⚫ 校內環境政策、環境行

動 

⚫ 法治教育 

因應教室全面安裝冷氣之政策，重新規劃

教室通風排風 

 

肆、 計畫執行歷程：需提供活動數量、人次統計、照片及文字說明 

一、大事記 

時間 發現問題 
透過工作坊 

或討論聚焦 

提出解決 

問題的策略 

融入課程 

或活動設計 

111.02 

蚓菜共生設施永續

環境理念未普及至

家長 

結合家長日及親職

講座工作坊 

定期辦理親職講座

工作坊 

配合校內校定課程

進行蚓菜共生綠手

指，採收後於親職

講座工作坊，推廣

宣導並實作。 

111.04 

教室 T5 燈管光衰

幅度大導致照度不

足，影響學生視力。 

行政會議討論更換

LED 燈管及開關迴

路調整。 

爭取經費，更換省

電燈管並改善迴路 

配合校內大型集會

宣導 

111.08 建物與風向平行，

無法有效通風 

參訪外校特色課程

與增能 

能源小尖兵定期會

議與討論 

教師增能研習，配

合領域課程教學 

藉由會議進行實驗

記錄不同導風板及

依據領域課程融入

能源教育議題 

藉由實作紀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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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框是否能導風對

流 

111.09 
永續理念尚未普及

至全體教師 

邀請專家學者蒞校

指導 

納入下學期教師研

習，並結合素養導

向教學設計 

配合學習共同體進

行素養導向教學 

(可自行增補…) 

二、教師社群及增能活動：利用週三下午教師研習及備課日時間進行專業增能，規劃方向為

環境生態、SDGs 永續發展目標及能源教育為主題，透過增能研習的辦理，聚焦永續校

園的執行。 

  

能源教育教材教師研習 能源教育教材教師研習 

  

環境教育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工作坊 環境教育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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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教育科及科技中心教學設計工作坊 自造教育科及科技中心教學設計工作坊 

  

能源教育跨校交流研習(碧華國小) 能源教育跨校交流研習(碧華國小) 

三、教學活動(配合盤點、課程融入實踐記錄…)  

  

納入校訂課程 納入校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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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領域課程結合能源議題 校內增設太陽能板，節能小尖兵接受訪問 

  

親職講座工作坊及宣導活動 能源社團會議 

  

模型屋及導風板設計討論 模型屋及導風板設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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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操作紀錄 實驗操作紀錄 

 

 

實驗操作紀錄 實驗後討論 

  

不同風力測量風速 實驗數據(外推窗) 

  

實驗數據(上推窗) 實驗數據(平移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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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實驗測試討論…) 

(一)風速足夠時可將風導入室內，室內開窗高低落差可增加對流。 

(二)上推窗開口大，效果好，惟考慮人員高度及走廊行走安全與窗框汰換工程浩大，尚需考

量及測試。 

(三)導風板(寬度 70公分) 60度角的導風效果較好，若以曲線方式不同高度不同角度是否會

有不同的導風效果，亦可結合裝置藝術，增添廊道美感。  

伍、 代結語： 

永續校園探索計畫提供專家學者專業經驗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是結合環境教

育、國際教育、能源教育、108 課綱..等，具有系統性、邏輯性，可減輕學校經營壓力與

盤點學校未來永續發展策略與短中長期規劃，值得學校與社區一起参與，過程雖然艱辛

與挫折，但是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經過系統性盤點校園後，可得知學校物理環境與課程

規劃未來方向，值得許多學校仿效與學習，希望未來能持續參與此計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