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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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 

教師社群 擴大第一年教師社群。 界定教師社群範疇。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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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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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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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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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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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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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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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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社群 穩定教師社群運作。 一個教師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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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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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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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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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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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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理位置：新北市泰山區新生路 2 號   

（二）經緯度：東經 25.045349°、北緯：121.42672° 

（三）學校年齡：47 年 

（四）班級數：國小 34 班、幼兒園 7 班 

（五）學生數：國小 854 人、幼兒園 173 人 

（六）校地面積：20329.6 平方公尺 

（七）現有校舍：明德樓、體健樓、新民樓、綜合大樓，共計 4 棟。 

二、學校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教育構想 

聯合國於 2015 年發佈《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規畫出 17 項永續

發展目標（SDGs），此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兼顧「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

等三大面向。 

如何透過學校教育，讓孩子們從學習過程中學習到永續發展目標（SDGs），是我們本

次執行永續校園執行計畫的最大目標。我們希望經由學校環境的佈置、改造，讓學生能在

一個具有永續發展精神的學習環境中學習，另外，我們也著力於現有課程和 SDGs 連結，

藉由學校教師安排教學活動內容，訂定具有 SDGs 意涵的校訂課程，讓學生在平日的學習

活動裡，就能學習到 SDGs 的意義，透過教育的潛移默化，讓 SDGs 在孩子的心裡埋下未

來成長的種子。 

三、學校經營管理永續性構想 

人員的異動往往造成「延續管理」的困難，經由知識管理的手段可以使學校經營的經

驗得到有效的存取、累積、擴大並能讓學校經營管理知識得以垂直轉移，未來本校經營管

理永續性作為如下： 

1、確立永續校園經營願景，並於校本課程落實實踐。 

2、建立永續校園規劃報告書，逐年滾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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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永續校園專業社群，進行永續校園知識轉移及推展。 

貳、 永續環境基礎篇 

（請在具有比例、方位標準之學校平面配置圖/測量圖上繪製以下基礎資料） 

一、 學校在地基礎物理環境盤查 

(一) 高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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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風向調查圖(區域尺度/學校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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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照調查圖(整體學校/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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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態調查圖(針對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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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舍建物基本資料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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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築體與室內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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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車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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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溝分佈與排水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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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透水鋪面與不透水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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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積水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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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四大循環面向 

(一) 資源與碳循環 

已達到的具體成果： 

△落實資源回收 

△利用廢棄水管，師生創作彩繪水管馬等校園裝置藝術 

△設置落葉堆肥區。 

盤查後待改善事項： 

▲表面土壤改善仍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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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與綠系統 

已達到的具體成果： 

△積極維護現有校園植栽。 

△設有「水生池」及「蕨類牆」，供師生教學使用 

△已建置可收納 750-900 噸之雨水回收設備提供校內沖廁、植栽澆灌。 

△每日記錄學校用水量，按月統計追蹤。 

盤查後待改善事項： 

▲目前本校綜合大樓廁所，尚未完成雨水沖廁系統施作。 

▲體健樓日照嚴重，擬建置綠牆進行「綠化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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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源與微氣候 

已達到的具體成果： 

△更換各室內空間節能燈具 

△落實節約能源隨手做 

△設有太陽光電及 EMS 系統 

△每日記錄用電量，按月統計分析。 

盤查後待改善事項： 

▲現有幼兒園遊樂場日照嚴重，已申請教育局補助款建置「彩色遮陽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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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境與健康 

已達到的具體成果： 

△設有太陽光電板於屋頂，達到降溫效果。 

△購置紗門紗窗防止蚊蟲鳥類進入室內。 

△運用低耗能抽排風設備，降低學校電氣室溫度。 

盤查後待改善事項： 

▲體健樓晨間日照問題嚴重，擬建置綠牆進行「綠化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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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能資源使用數據分析 

(一) 水： 

近五年水費統計趨勢分析。 
 

111 年 110 年 109 年 108 年 107 年 

1 月 3114 5445 4953 4771 3828 

2 月 2797 5206 5619 5286 3566 

3 月 3131 3439 2845 3448 1830 

4 月 6530 5009 4763 5009 3550 

5 月 3479 3915 4588 4224 3384 

6 月 2330 5682 5833 5120 4922 

7 月 1768 1276 6911 5199 4621 

8 月 1157 1131 8203 5516 3083 

9 月 983 1189 3860 6277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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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50 2901 5817 5167 4581 

11 月 2433 3154 8210 6950 4811 

12 月 3479 3273 12656 5793 4922 

小計 33151 41620 74258 62760 45412 

本校設有雨水回收設備，透過管線的引導，收集斜屋頂的雨水及綜合大樓地下的筏基水，將

之儲存於水塔中，大約能儲存 750-900 噸的雨水量，提供本校廁所沖廁及校園內植栽澆灌使

用。 

從近五年水費變化上能看出，近兩年在完成大部分之雨水回收系統布線之後，水費的確有下

降的趨勢，應可歸功於雨水回收系統的成效。 

(二) 電： 

近五年電費統計趨勢分析。 
 

111 年 110 年 109 年 108 年 107 年 

1 月 70,007 75,007 88,042 84,580 88,086 

2 月 59,855 62,123 75,672 76,659 83,889 

3 月 52,662 45,903 67,114 70,096 59,579 

4 月 81,793 71,540 90,274 82,404 89,447 

5 月 104,246 72,600 87,871 65,944 86,856 

6 月 93,490 88,626 102,535 61,089 114,878 

7 月 184,115 76,966 156,959 60,299 122,047 

8 月 98,222 59,260 113,945 55,477 1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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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9,445 80,848 102,214 56,628 101,580 

10 月 189,866 136,846 135,074 63,545 113,166 

11 月 134,598 104,446 89,148 53,587 89,921 

12 月 90,474 68,070 78,562 435,963 88,432 

小計 1,298,773 942,235 1,187410 1,166,271 1,137,989 

本校於各樓層頂樓設有太陽光電系統，除增加學校回饋金的收入外，亦能提供能源教育的示

範。但從近 5 年電費變化來觀察，本校用電量呈現逐年上升的現象，顯示本校未來應在省電

設備及使用者行為改變上再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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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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落葉與廚餘堆肥 
本校已設有落葉堆肥區 

目前功能僅止於堆放校

園落葉枯枝 

因自然腐化速度緩慢，

尚難有效運用在改善土

質目標之上 

運用蚯蚓等生物，加速

落葉腐化速度 

增購器材，將木質枯枝

碾成粉末，加速腐化 

結合既有食農教育，推

衍至天然肥料的製作學

習活動 

B-2-1 

綠化降溫 

本校建築物除綜合大樓

外，皆已設有雨水回收

系統提供沖廁使用 

綜合大樓尚未完備雨水

沖廁設施及管線佈置 

本校雨水沖廁澆灌系統

建置的最後一塊拼圖 

添購 5 噸水塔 2 只，建

置於綜合大樓頂樓，運

用馬達及管線改善工

程，將筏基水抽至頂樓

提供沖廁使用 

透過逐月學校用水記

錄，讓師生明瞭改善前

後的用水變化 

B-1-2 

雨水與表面逕流水

收集 

校園目前植有大量植

栽，對於低樓層空間綠

化降溫確有功效 

體健樓三四樓教室日曬

問題嚴重，造成室內溫

度偏高 

雖已設有百葉窗及冷氣

可降溫，但未臻永續發

展的要求 

設置植栽攀爬繩索，既

可達到綠化降溫效果，

亦對校園美化起一定作

用 

檢討學校經費增置植栽

攀繩設施，師生運用綜

合課程種植忍冬等植栽 

D-3-1 

對應通風開窗模式 

部分一樓辦公室已設有

紗門紗窗隔阻蚊蟲 

大多一二樓教室門窗尚

未設有紗門紗窗 

校園因綠化衍生小黑蚊

等蚊蟲叮咬問題 

加設紗門紗窗設施 

加強青苔除苔作業 

透過現有問題，於健康

課程師生共同探討小黑

蚊議題，並發掘解決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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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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解決先後

順序 

問題點大要 擬解決問題的策略 解決問題的資源 

第一順位 體健樓日晒問

題。 

於向陽處設置植栽攀爬繩

索，達到綠化降溫目的。 

檢討校內既有財源，先設

好硬體設備，結合綜合課

程讓師生共同完成。 

第二順位 綜合大樓雨水沖

廁設備待完備。 

於綜合大樓加設白鐵水

塔，添置馬達抽取綜合大

樓筏基水，改管線完成沖

申請教育局或環境保護局

相關計畫經費補助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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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目的。 

第三順位 低樓層教室蚊蟲

問題。 

擬增置紗門紗窗等阻隔設

施 

加強青苔除苔作業 

向本校家長會申請經費補

助改善。 

定期進行除苔作業。 

第四順位 落葉堆肥僅止於

堆放，未能確實

轉化成可用的肥

料。 

運用微生物加速腐化速

度。 

使用器材碾木成粉。 

列為學校長期發展重點項

目，申請相關計畫，並結

合食農教育發展加深教學

內容。 

 

參、 永續發展教育篇 

一、學校本位課程簡介 

(一) 部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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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訂課程（能以架構圖以及說明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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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續發展概念融入之創新構想 

(一) 融入部定課程構想 

 

(二) 以架構圖以及說明呈現在校訂課程中的脈絡 

 

明志維新
卓越超群

鄉土情

閱讀力 關懷鄉土

品格力 陶養品格

卓越力

環境力 環境生活

國際力 國際視野

科技能

創客力 創客體驗

資訊力 行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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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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貧窮 

⚫ 弱勢學生整體關照 

⚫ 品德教育 

三下：品德之美 

四上：理財小達人 

四下：理財我最行 

五上：品德涵養 

六下：職人報導 
 

 消除飢餓 

⚫ 食農教育，延伸至糧食

浪費 

⚫ 環境教育 

二下：「食」在有文化 

三下：綠色小廚師 

五上：環境保護 

六上：飲食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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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情緒小主人 

三上：民俗傳承、綠手指 

三下：旋轉乾坤 

四上：環保綠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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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書院文創 

四上：廢紙利用 

四下：廢塑小玩家 

六下：季節抒情 

五六年級：生活與數感、幾何與藝術、遊戲

與邏輯 
 

 性別平等 

⚫ 連結環境關懷 

性別平等教育 

一下：友善待人 

二上：關懷與尊重 

四下：我愛美寧娃娃 

六上：兩性議題 
 

 潔淨水與衛生 

⚫ 水資源教育、對於水的

全盤了解 

⚫ 環境教育 

一上：小小整理王 

一下：綠色生活 

四上：應化大排生態園區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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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聚焦 SDGs 與學校連結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 能源教育 一上：減碳生活 

五上：環境保護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 循環經濟新概念 

與在地產業 

⚫ 生涯規劃教育 

二上：垃圾變黃金 

三下：書院文創 

四下：我愛美寧娃娃 

六下：職人報導 
 

 產業創新與基礎設施 

⚫ 校內創新設施以及對於

基礎設施了解 

⚫ 科技教育;資訊教育 

一上：認識校園 

四下：DIY 動手趣 

六下：職人報導 

 

 減少不平等 

⚫ 校園霸凌、環境公平正

義 

⚫ 人權教育 

一下：友善待人 

二上：關懷與尊重 

三下：品德之美 

五上：品德涵養 

 

 永續城市與社區 

⚫ 學校與社區的連結與關

係 

⚫ 防災教育;安全教育 

一下：校園安全 

五上：環境保護 

六下：科幻小說 

 

 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 

⚫ 零廢棄概念 

⚫ 家庭教育 

一上：減碳生活 

二上：減塑減廢、垃圾變黃金 

二下：孝順從愛家做起 

四上：廢紙利用 

四下：廢塑小玩家 
 

 氣候行動 

⚫ 氣候變遷;環境變遷 

⚫ 環境教育 

一下：綠色生活 

二下：環保就在生活 

五上：環境保護 

六下：季節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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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聚焦 SDGs 與學校連結 

 

 水下生命 

⚫ 溪流、河川、海洋教育 

⚫ 海洋教育 

四上：應化大排生態園區踏查 

五上：環境保護 

五下：暢遊古文明 

 

 陸域生命 

⚫ 生態教育、校園內的生

態環境 

⚫ 環境教育 

二上：校園香草植物 

二下：校園植物之美 

四上：應化大排生態園區踏查 

 

 和平正義與制度 

⚫ 校內環境政策、環境行

動 

⚫ 法治教育 

一上：小小整理王 

一下：家事小幫手 

六上：兩性議題 

 

 夥伴關係 

⚫ 國際教育 
五下：電影文學、國際文化、暢遊古文明 

六上：運動家傳記 

六下：科幻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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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學年人員異動，對

學校永續教育發展

欠缺了解。 

教師研習 辦理教師「綠色新生

活」研習活動。 

於新學期教學活動

中融入。 

9 月 學校的永續教育，

應讓學生家長有一

定的認知。 

理念宣導。 於學生家長代表大會

時，以簡報方式報告

宣導。 

請家長於家庭教育

親子溝通時，適時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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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永續發展理念，應

可推廣至社區一般

民眾。 

專家講座 於 9 月 17 日邀請李鴻

源部長，於本校辦理

水資源講座，廣邀一

般民眾參與。 

略 

10 月 他山之石可以攻

錯，應學習其他學

校理念及作法。 

參訪活動 於 10 月 17 日至青潭

國小進行永續教育參

訪，獲益良多。 

考察學校現行策略

的優缺，並進行調

整。 

11-12

月 

確立具體策略並切

實執行。 

各項教學活

動。 

食農教育、社群活

動…等。 

融入學校課程，於

各項教學活動中推

廣永續教育。 

二、教師社群 

時間 名稱 
人

數 

說

明 
照片 照片 

1110928 

STEAM

瘋創藝

社群 

23 

社

群

內

容

概

說   

1111026 

STEAM

瘋創藝

社群 

20 

卡

林

巴

琴

/

拇

指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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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30 

STEAM

瘋創藝

社群 

17 

雷

雕

木

盒

設

計

與

製

作 

  

1120104 

STEAM

瘋創藝

社群 

26 

校

外

研

習

分

享

會 
  

三、增能活動(參訪、工作坊…)  

時間 
名

稱 

人

數 
說明 照片 照片 

111082

5 

教

師

研

習 

5

8 

研習

主

題：

綠色

新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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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1

2 

工

作

坊 

1

2 

學校

未來

展望 

  

111091

7 

環

教

講

座 

6

8 

友善

水環

境專

業講

座 

  

111093

0 

校

務

發

展

說

明 

8

4 

整體

校務

發展

概說 

  

111101

7 

參

訪

活

動 

6 

青潭

國小

永續

教育

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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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2

8 

工

作

坊 

11 

低碳

校園

標章 

  

1111108 

工

作

坊 

9 

SDG

s 與

閱讀

教育

的結

合   

1111123 

教

師

研

習 

5

6 

認識

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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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25 

教

師

研

習 

2

8 

雷射

雕塑 

  

四、教學活動(配合盤點、課程融入實踐記錄…)  

名稱 
人

數 

說

明 
照片 照片 

SDG

s 閱

讀主

題書

展 

80

0 

主

題

書

展 

  

果皮

變變

變 

16

4 

學

年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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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中

夢幻

花園 

24 

食

農

教

育 

  

認識

香草

園 

24 

食

農

教

育 

  

碳足

跡 
23 

環

境

教

育 

  

動手

做乳

液 

24 

永

續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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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茶

王 
22 

職

業

試

探 

 

 

 

 

 

飲料

VS茶 
23 

永

續

教

育 

  

設計

雷雕

包裝 

24 

創

造

力

教

育 

  

防災

教育 

80

0 

防

災

演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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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社團 
40 

環

境

美

學 

  

廢紙

利用 
48 

減

塑

減

廢 

  

環教

活動 
23 

環

境

教

育 

  

環教

活動 
10 

環

境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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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代結語： 

我們的願景是要透過永續校園的探索及課程教學活動，建立學校本位課程，進而能培養

師生永續發展的覺知和素養，將永續發展精神落實在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