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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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新北市林口區南勢國民小學」位於林口區南端南勢埔地區，與桃園市龜山區、蘆竹

區為鄰。本校座落於林口台地邊陲，近年林口新市鎮新移入居民增加，學校漸由小型學校

過渡為中型學校，周邊社區為中低密度住宅區及住商混合區。 

  因林口新市鎮急速發展，工商業發達，鄰近林口、龜山地區計有工一(1.9公里，開發中)、

工二(5.4公里)、工三(4.1公里)、工四(3.5公里)、工五(待開發)等五個工業區，西側濱海地

區有林口火力發電廠(10公里)及八里垃圾焚化廠(14公里)，學校周邊另有數家小型鋼鐵及

塑膠工廠，迭因廢氣排放造成汙染煙塵，且因林口台地常吹東北(秋冬)或東南風(春夏)，

更將大量工業區汙染空氣擴及林口台地，影響範圍遍及林口南勢里周邊及桃園蘆竹地區，

因本校位於下風處，師生深受空氣汙染之苦，常因空氣汙染需長戴口罩、緊閉門窗或暫停

戶外活動。林口的氣候為亞熱帶季風氣候。由於林口瀕臨海岸，加上台地地形缺少屏障，

風勢較大，因此夏季與北部其他地區相比，顯得涼爽、冬季則比較寒冷且潮濕。但因本校

周邊住宅為住二用地建物較低矮，於本校正門前為重劃區域範圍，整體空間感較空曠，冬

天一到東北季風來臨，整體校園內及操場活動易感覺塵土飛揚、風勢較大，無良好植栽遮

蔽。 

  本校區基地位置雖位於住二用地區域內，但方圓250公尺~1公里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

產業用地、保護區居多。在農業區設立了許多工廠，最近幾年來常發現周圍農地工廠長期

排放廢氣、燃燒不明物體，農業區上竟蓋滿鐵皮廠房！而且時常排放廢氣、燃燒異物，南

勢六街213號至257號後方上百公頃農地和保護區上，興建了數十座鐵皮屋，讓原本一片望

去綠地滿佈的農業區，現在動輒都是佔地百坪的鐵皮工廠。 

  農地上鐵皮工廠、倉庫、民宅林立，周圍住戶也飽受從

工廠進出的貨車、卡車、水泥車和砂石車通行所苦。原本

標示禁行大貨車的南勢六街，因未設紅綠燈，又緊鄰工

廠出入口，許多大貨車不願多繞路、開往紅綠燈較多的

大馬路（文化北路），常走南勢街及習慣從道路較狹窄的

南勢六街及直接開上國道，故造成本校園環境空氣污染

源及噪音污染源之原因。 

 

二、學校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教育構想 

(一)組成教師專業社群，共同設計課程融入領域教學 

以鼓勵方式，組成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強化以校園為主的課程規劃與設計， 如自然領域

教師將蓮葉融入課程中，探討自然界的奈米現象—蓮葉效應；將校園各棲地昆蟲相融入 

昆蟲單元中，實地進行踏查，瞭解校園昆蟲的種類、數量，並建置昆蟲廊道；或結合研 



 

 
 

究方案進行能源教學；或利用學校設置之廚餘機進行蔬菜種植的探討……等。 

    高年級結合視覺藝術及自然領域課程，以綠建築作為課程主軸，讓學生學習綠建築相

關知識以及永續環境的作為及工法後自己設計屬於自己的綠建築，除此之外，讓學生蒐集

如紙箱、塑膠吸管、塑膠片等…資源回收物品，親手將紙上的設計圖製作成立體的作品，

不僅有效將永續環境的知識融會貫通，同時也落實了資源再利用的美德及觀念。 

(二)搭建親和性綠圍籬拉近學校與社區民眾的距離 

    以城市花園為藍本，打破水泥高牆，以美化校園的理念為出發點，搭置植物圍籬，形成

綠蔭廊道；透過以綠校園為圓心，綠色家庭為半徑，綠色社區為幅度，強化環境倫理的觀念

與行動的實踐力，共同營造安全健康、生態永續的優質生活圈，使師生與家長瞭解全球及台

灣資源的有限性，體認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的急迫和重要性。 

(三)訂定永續校園行動計畫 

    以校園綠化為核心，進行整體規劃，以永續經營與發展的理念，以臺灣原生種植物取代

外來種植物的棲地規劃，考量植物種植之經濟效益，大量種植牛樟、台灣欒樹、果樹，規劃

綠色環境教學區、以達「都會區綠色校園」為目標，建設校園環境。 

(四)建置綠色校園教學區、執行校園環境管理 

    以生物多樣化、綠色校園與永續發展的理念，設置生態水池教學區、廚餘回收教學區、

資源回收教學區、落葉堆肥及雨水回收教學區，建置生物廊道、動物養殖區，結合志工的人

力資源以及成立學生綠手指小尖兵，推展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觀念，落實綠校園的環境經

營與管理，以永續發展與推動。 

(五)辦理環境教學相關活動 

    結合校內各項競賽活動，如語文競賽、兒童節、校慶等活動，將環境議題納入，以廢物再

利用的觀念，辦理裝置藝術活動；鼓勵學生參與社區環保活動， 辦理掃街、跳蚤市場、舊衣回收、義

賣活動等活動；同時結合市公所推展相關回收活動，鼓勵學生做好資源回收及廚餘回收，實

踐廚餘變黃金的理念與行動。 

(六)推展教師環境教育行動研究 

    鼓勵教師以校園環境為起點進行行動研究，如以校內廚餘回收再利用的觀念， 進行廚餘機

製造有機肥的不同土壤的種植成果研究，提出廚餘變黃金的概念， 結合自然與生活課程內容

，推展食農教育；以生物廊道理念為基礎，進行校園昆蟲種類與數量之調查，建置蜜源、

食草環境與棲地，進行昆蟲相調查與教學，並提出成果。 

(七)打造資源再利用的永續環境概念 

    透過環保小局長計畫向環保局申請太陽能路燈，與經發局合作於校舍屋頂架設太陽能

板，教室更換耗電燈具，改以省電LED燈泡，以節省大量電費；並於各棟頂樓斜屋頂隔水防

熱工程中，建置雨水回收澆灌系統，以回收再利用方式，以節省水資源的浪費與費用。 

三、學校經營管理永續性構想 

校務經營以營造兼具活力、人文、創新、永續的學校建築與校園環境為基礎，並透過發展教師專業

、形塑優質文化、深耕學生能力， 以培育具備健康、創新、負責、永續、國際觀的 21 世紀公民。但

也發覺學校創校以來，老師們憑著專業及熱情發展出許多課程，未能系統性的整合及主題式的規

劃，因而，期許透過探索計畫的申請及專家的協助，建構南勢國小以永續為主軸的校本課程及特

色課程，能營造南勢為優質的環境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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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雨量風向調查圖(區域尺度/學校尺度) 

    2021 年林口降水量 
 

月份 降水量(mm) 降水日數 最大日降水量(mm) 

1 50.5 9 19.5 

2 48.5 7 22 

3 107 9 45.5 

4 54 5 24.5 

5 139 8 46 

6 213 12 71 

7 325 10 88.5 

8 213.5 9 135.5 

9 72 2 59.5 

10 186 11 70.5 

11 55.5 10 16 

12 66.5 9 29.5 

 

 

風向調查表 

 



 

 
 

(三) 日照調查圖(整體學校/室內) 

      上午日照光線                                      下午日照光線 

 

 

 

 

 

 

 

 

 

 

    本校於天氣晴朗時，校舍大部分空間皆有充足的光線進入校舍，可減少照明設備的使用；但同時在上

午第 2 節課前及下午黃昏時段常有教室因座向受到東、西曬的困擾，致使教室溫度上升及刺眼的問題。 

(四) 生態調查圖(針對植栽) 

 

 

 

 

 

 

 

 

 

 

 

 



 

 
 

二、學校四大循環面向 

(一) 資源與碳循環： 

1.校園生態與植栽豐富，妥善運用落葉堆肥，運用在校園農場可供親師生利用，並結合自然領域

課程，讓自然碳資源再循環利用。 

(二) 水與綠系統： 

1.經由校園高程圖檢視，發現校園高低差危險 

區域及積水潛勢區域。 

 

 

 

 

 

 

 

 

 

 

 

2.校舍新建時保留原有滯洪池，暢通排水

系統，每年定期進行透保水設施檢查維護 



 

 
 

3. 雨水回收充分運用於澆灌系統以及進入校舍筏基，結合自動澆灌系統及沖廁使用。 

(三) 能源與微氣候： 

1. 夏季高溫，創新樓及人文樓有東西曬問題，進行綠簾工程，多元降溫。 

 

 

 

 

 

 

 

2. 結合課程增設屋頂農園及太陽能板，推廣生態食農教育並降低頂樓溫度同時提供電力使用。 

 

 

 

 

 

 

 



 

 
 

(四) 環境與健康： 

1.爭取清淨空氣綠牆計畫，於校舍及圍籬上種植適合植物以形成綠簾、綠牆，改善空氣品質、日曬等

問題。 

 

 

 

 

 

 

 

 

 

三、 學校能資源使用數據分析 

水： 

(一)、106-110 年度各月份水費統計表 

 

 

 

 

 

 

 

 

 

 

 

 

 

    年度 

 月份 
106 107 108 109 110 

1 6541 6672 6920 8210 8513 

2 5430 5741 5875 7925 8429 

3 7321 7512 7662 8625 8728 

4 7520 7608 7814 8463 8941 

5 7451 7655 7925 8841 8725 

6 7350 7686 7941 8952 9120 

7 5520 5678 6620 7614 8664 

8 5675 5890 6201 7321 8475 

9 7850 8012 8246 8642 9210 

10 7892 8055 8162 8521 8863 

11 7542 7754 7965 8652 8751 

12 7662 7825 8011 8847 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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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五年水費統計趨勢分析。 

 

 

 

 

 

 

 

 

 

由水費統計圖上可看出，用水的平均值上升，探討可能的因素有幾個： 

1.109~110年因班級數與學生數增加。 

2.因疫情關係，洗手及環境清潔用水需求增加。 
 

 
 
 

       (三)、水資源回收利用情形 

       1.雨水回收：過去雨水回收主要使用於 1 樓廁所沖廁，以及部分引流至生態池，今年 

        爭取經費新增設 3 座雨水撲滿，並配合裝設植栽澆灌管路，提升雨水回收使用率。 

       2.定期巡檢水龍頭及廁所沖水設備是否異常，避免溢流造成浪費。 

 
 
 
 



 

 
 

電： 

(一)、近五年電費統計趨勢分析。 

由電費統計圖上可看出用電的平均值上升，探討可能的因素為： 

1.109~110年因班級數與學生數增加。 

2.因班班有冷氣的政策，每班裝設冷氣致使用電增加。 

3.本校近兩年每班陸續增設大型觸控式螢幕。 

(二)、節電相關措施 

1.校舍建物屋頂太陽能板覆蓋率達 70%。 

2.將舊型燈管陸續汰換為 led 節能燈管。 

3.資訊教室老舊電腦設備更新。 

4.制定冷氣使用規則，溫度達 28 度以上才可開啟冷氣，並依樓層分流錯開開啟時間，避免超

過契約容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06 51135 49852 53258 54369 62573 75418 64119 58741 82308 67850 49952 56741

107 52163 50238 57634 56217 63875 78524 66521 59871 85409 69831 50269 55687

108 54452 51025 57456 57419 60525 88517 67258 60521 95248 70369 51169 57896

109 55762 54411 59317 58419 60255 89521 70215 60931 96273 71365 52364 58742

110 56725 53412 60112 61113 61245 92105 74124 61128 98541 72541 56874 5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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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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水循環 
用水需求逐年增加 

1.建置綠簾、綠屋頂及綠圍

籬澆灌用水增加。 

2.生活環保未落實、使用習慣

難改變。 

1.學生及班級數增加 

1. 增加雨水回收澆灌

及沖廁。 

2. 定期檢修校內管線   

  ，減少滲漏。 

3. 規劃減能減碳具體   

  計畫，並納入校本 

  課程。 

1.利用午餐時間撥放 

  水資源議題影片供 

  學生欣賞。 

2.學生打掃時，老師 

  落實監督，減少學 

  生浪費用水的機會。 

B-2 

綠基盤 

校園仍有許多裸地

無植栽及草地。 

 

1.裸地易揚起風沙，影

響師生健康。 

2.無植披保護，地面溫

度易升高。 

1.校園裸地因學生時常

走動關係，草地植披不

易生成。 

1.將須養護地面分區

塊圍起來，等草皮確

實長出時再換區域。 

2.申請經費補植台灣

原生種植物，增加遮

蔭及基地保水。 

利用兒童朝會時進行

宣導勿踩草皮。 

C-1 

電能 

111學年度起本校

每班皆有觸控式螢

幕及冷氣，造成用

電需求增加。 

1.夏季供電契約容量

不足。 

2.每間教室開啟冷氣的

時間需要分流。 

1.經費不足難以提升契

約容量。 

2.難以限制監控每間教

室使用冷氣情形。 

1.訂定冷氣使用辦法

，明訂可開啟冷氣的

溫度標準以及分樓層

開啟冷氣的時間，避

免同時開啟。 

1.結合自然課程熱對

流的概念，學習利用

風扇加速冷房來節省

冷氣用電。 

2.資訊課程結合程式



 

 
 

設計節電定時程式及

太陽能裝置運作原理

。 

C-2 

溫熱調控 

1.校舍及風雨球場屋

頂太陽能板已架設完

畢。 

2.綠屋頂(空中菜園)

及綠簾已設置。 

 

2.綠簾植物生長需要時

間。 

1.綠屋頂及綠簾需要

人力長期養護，但因 

校務繁忙，無法時常

顧及。 

 

1. 多元降溫方案(頂樓

裝設太陽能板、綠

屋頂、綠簾) 

1. 結合自然課程，學

習攀藤植物種類，並

藉由實際測量了解有

無樹蔭遮蔽的溫度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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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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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陳述問題、改善先後順序以及可能策略 
 

項次 主題 學校問題盤查分析 改善規劃及策略 

1 能源衛生(室內

外學習環境) 

1. 本校創新樓為東北西南向，  

日曬教室易悶熱，降溫需求

迫切。 

2.綠簾已部分設置，但因植物

生長無法預期，目前有部分空

間無遮蔽效果。 

1.規劃遮陽板設計阻隔日 

  曬的問題。   

2.綠簾需長期養護，並觀 

  察植物生長情形並視需    

  要增設。 

2 安全災害 1.自然生態池水循環系統容易

故障，且不容易維護清理。  

2.部分透水鋪面，排水系統不

佳，往往大雨過後積水，改善

中。 

1. 規劃符合生態景觀

教學的生態池及教

學步道。 

2. 規劃符合循環再利

用之設備系統，及生

態工法改善自然生

態池。 

3. 爭取相關的經費改

善排水系統。 

3 水資源 

 
1.新建置3座雨撲滿，整體系統

運作仍須觀察是否有改善空間

。 

2.許多水龍頭無省水裝置。 

1.可積極爭取水利署 

「雨水貯留系統建

設計畫」，增設雨 水

回收再利用系統 2.可

向相關單位爭取經費

改善雨水回收 

系統。 

 3.盤點並安裝水龍頭 

   省水閥。 

4 溫熱調控 1.校園部分裸地無草皮及植栽，

易造成及地溫度升高及揚塵。 

2.不透水鋪面比率過高，容易

造成積水及校園高溫化。 

1. 植栽補植及草皮復

育。 

2. 空地可規劃為綠地

透水鋪面。 

3. 學校停車場周邊亦

可規劃綠色廊道。 
 
 
 



 

 
 

 

5 其他 師生及社區永續校園概念需要

增能及深化，並增加與在地資

源的連結。 

1.依據學生需求和社

區特色、教師的專 

長及學校發展，辦 

理永續校園專業增 

能。 

2.依據學校已發展的

校本課程，結合永 

續教學理念，辦理 

相關研習和活動。 

3.集合學校和社區相

關活動，進行永續 

校園宣導或鼓勵家 

長的參與。 

 

 

 

 

 

參、 永續發展教育篇 

一、學校本位課程簡介 

(一) 部定課程 

 

 



 

 
 

(二) 校訂課程 

課程架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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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高關懷、補救教學、晨間課輔

進行。 

 

 消除飢餓 

 食農教育，延伸至糧食浪

費議題 

 環境教育 

1. 校定課程-食農教育(結合生活與

母語課程) 

2. 每學期固定辦理中年級營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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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校健康促進計畫推動 

2. 落實校內運動相關、午餐、營養

教育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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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定課程結合生活領域、雙語

課程落實自編 

2. 結合素養導向，將各年級彈性結

合校訂課程採取新課綱實施 

 
 性別平等 

 連結環境關懷 

性別平等教育 

1. 配合健康課程兩性、性平相關內

容實施。 

2. 各項學校硬體設施規劃(廁 

所、哺育室)、活動人員規劃打

破性別區分。 
 

 潔淨水與衛生 

 水資源教育、對於水的全

盤了解 

 環境教育 

1.各年段能源教育宣導水資源及

節水內容。 

2.飲水機定期更換濾心。 

3.使用自然酵素清潔劑，減少化學成份

廢水造成環境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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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本校綠建築課程、太陽能、風

力發電、雨水回收再利用的內容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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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結合食農教育，農作產出物有量產   

  時，小農市集販賣營收。 

2.班級探訪在地溫室菜農，了解耕種的  

  辛勞與產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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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資訊課結合程式教育，學習設計定   

  時開關程式及認識太陽能板蓄電 

  裝置運作原理。 

 

 

 減少不平等 

 校園霸凌、環境公平正義 

 人權教育 

1.校內農園、生態環境等，提供不同   

  種類的動植物生長，環境公平正義

，不刻意撲殺。 

2.每學年固定辦理人權法治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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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社區居民成為學校綠美化志工，共  

 同維護校園及周遭環境。 

2.邀集校園周邊補教業者召開防災會 

 議。 

 

 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 

 零廢棄概念 

 家庭教育 

1. 落實回收、免洗餐具不進校園 

2. 結合藝術課程利用回收物品創

作。 

 

 氣候行動 

 氣候變遷;環境變遷 

 環境教育 

1. 教室開窗通風，減少冷氣用電 

2. 低碳飲食，結合校定綠建築

、食農等課程 

3. 結合社會、自然、綜合等部定課程

實施，結合校外教學參訪。 
 

 水下生命 

 溪流、河川、海洋教育 

 海洋教育 

1. 搭配健體、戶外教學進行淨灘 

2. 配合部定課程了解海洋教育。 

3. 校內生態池持續養護，配合自然

課程進行生態觀察。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聚焦 SDGs 與學校連結 

 

 陸域生命 

 生態教育、校園內的生態

環境 

 環境教育 

1. 校內原生種植栽認識 

2. 結合兒童節翻轉課程進行生態

認識參與 

3. .設立學生綠手指團隊，協助校

內植栽及園藝的維護工作。 

 
 和平正義與制度 

 校內環境政策、環境行動 

 法治教育 

1. 透過學生自治會環保組長，推動

校內環境相關議題以及實施政

策。 

2. 中、高年級每月招開一次班會，

學習現代議會規則。 

3. 仿效一般投票模式辦理學生自治

會會長選舉。 
 

 夥伴關係 

 國際教育 

1.國際雙語課程教育：二到六年級實施

健康雙語課程。 

2.引進外師並辦理外語營隊，增加學生

與國際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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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師社群 

1、110 年 8 月 19 日辦理「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研習，邀請柯明村教授擔任講 

   師。 

2、110 年 9 月 27 日召開第一次「永續校園探索教師專業社群會議」。 

3、110年 10 月 12 日召開第二次「永續校園探索教師專業社群會議」。 

4、110年 10 月 23 日邀請施惠珍校長蒞校指導「永續校園探索計畫」， 和校長及 

   教務主任討論推動方向。 

5、110年 11月 17 日召開第三次「永續校園探索教師專業社群會議」 



 

 
 

6、111年03月01日辦理第一場「永續校園探索教師專業社群增能研習」，透過種植 

   多肉植物綠化校園環境，並了解植物養護相關技巧。 

7、111年05月11日辦理第二場「永續校園探索教師專業社群增能研習」，資源回收 

   再利用，學習以蝶谷巴特的裝飾技巧將廢棄的鐵鋁罐容器進行改造，讓廢棄物擁 

   有第二次生命，也讓美感充滿生活。 

三、增能活動(參訪、工作坊…)  

目標： 

    1.學習瑞平國小如何活用在地資源並結合出四大創意特色課程 

2.有機農業推動的理念及實際走訪體驗有機農場生態(劉錦駿溫室有機農場) 

 

進行方式： 

1.校長行前說明參訪的重點。 

    2.校長講解:瑞平國小的地理環境與在地文化。 

    3.校長講解:瑞平國小推動有機食農的理念與成效。 

    4.校長帶領:親自走訪溫室菜園，了解農場的經營與規劃。 

5.聆聽簡報:如何從食農教育開始著手學校四大特色課程發展。 

    6.互相交流與分享。 

 

成果描述： 

1.了解瑞平國小有機肥料的製作方式 

     (1)有落葉堆肥(2)液態有機肥(果肉、廚餘、魚肉)(3)咖啡渣 

    2.了解有機堆肥對於環境土壤及植物的益處，同時也能讓種植的蔬菜更加鮮 

      美，並持續提供學生的營養午餐。 

    3.經過一天的參訪行程，四處室主任和組長，著手擬定校園有機農場，希望新 

      學期學生能擁有自己的開心農場。 

 
 

 

 

 
瑞平國小室內生態園區 參觀劉錦駿溫室有機農場 

 

 

 

 



 

 
 

校園農場~採絲瓜體驗 瑞平國小介紹特色課程 

 

 

四、教學活動(配合盤點、課程融入實踐記錄…)  
 

 
 

 

 

解說魚菜共生系統的原理 一起建置魚菜共生系統 

 

 

 

 
解說天然清潔劑的做法和功效 動手製作天然又環保的清潔劑 

 

 

 

 
研習活動~多肉植物的異想世界 跟著達人動一動~綠手指玩植物 



 

 
 

 

 

 

 

研習~校園植物辨識與特殊生態觀察 留心觀察校園環境處處是驚喜 
 

 

 

 

天然空氣清淨機:室內淨化空氣植栽 手作可愛的草頭娃娃 

  
認識校園摘種植物並自製酸鹼試紙 自製酸鹼試紙與書法課結合 

  
水資源教育校外參訪-淡水河 綠手指小團協助校園植栽養護 

 



 

 
 

六、其他(課程討論、盤點討論…) 

   

 

 

 
 

 

  

經濟部能源局節能輔導會議 校園環境盤點與討論 

 

 

 

 

 

 

 

 

伍、 代結語：  

    「永續」在本校討論的定義中，不單純是環境的永續、而是涵蓋文化、健康的

永續，未來將朝共生生態校園、智慧健康校園、低碳循環校園、韌性減災校園的目

標繼續前進。 

    因此面對新課綱實施，我們提早開始讓老師建立跨領域的設計核心概念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持續的接受任務與挑戰，並開始將這樣的能力帶給予孩子。 

    面對現在的環境變遷與如何調適，未來永續發展將會是現在這一代，即將面臨

的重大挑戰；如何能以培養孩子能力素養的方式，協助他們發展出「未來生存的能

力」，至關重要的，只有持續不斷的滾動調整，並切身力行，才會是最重要、有效

的永續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