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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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 206 號 

學校年資：50 年 班級數：73 班 

學校網址：https://www.spes.ntpc.edu.tw/ 老師人數：124 人   學生人數：209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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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 

學校簡介 

說明：  

新埔國小於民國 61 年創校，學校地處板橋大漢溪畔，鄰近二座捷運站，位屬工商混

合區，家長社經地位高低相差較多。校地約莫 2.12 公頃，鄰近四維公園，土地方正，原建

築物因抗震系數不足，結合社區停車需求，於民國 99 年起推動校舍整建工程，110 學年

度完工啟用。 

新埔國小近年因校舍整建完成，學生數逐年增加，各年級逐漸額滿，學生人數由 1700

人成長至 2000 人以上。新埔國小願景為「健康、快樂、多藝、愛群」，符應多元智能之潮

流，學校社團蓬勃發展，如：棒球、美術、舞蹈、管樂、籃球、英語歌唱、直笛、合唱、

科學……等。 

新埔國小完成校舍整建工程後，校舍煥然一新，然百廢待舉，除了新穎的校舍，仍有

許多教學所需的設備需要增置、環境與教學課程的配合，得有新的方向與目標，亟需統整

校內豐沛的教師資源、盤點校內教學空間、充實教學課程需求設備，及進行課程之探索及

聯結。此外，如何有效結合社區資源，擴展學生學習場域，如四維公園、四維圖書館、大

漢溪、新月橋、運動中心、板橋藝文中心……等，進行素養導向教學，亦是在新課程、新校

舍引領下須思考的。 

新埔國小在經歷校舍改建的黑暗期後，嶄新的新埔國小，將以學校願景起點，戮力追

求永續校園的目標，並以聯合國 SDGs 連結為發想，探索本校課程(軟體)與設備(硬體)之需

求，期望在親師生共同合作努力之下，學校可以成為一個永續並優質的校園。 

 

 

 



 

 
 

二、學校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教育構想 

新埔國小南側緊鄰四維公園（約 1.94 公頃），無道路分割。從校門口步行至捷運環狀線的 

新埔民生站僅 600 公尺（約步行 8 分鐘），至捷運版南線的新埔站約 950 公尺（步行約 13 分

鐘），國小的南北各包含一個傳統市場、以及裕民街夜市，周圍人口集聚，截至 110 年 12 月

止，國小周邊六個里人口合計為 26,644 人，屬於新北市板橋區居住最密集的區域之一。 

    學校周邊多為 5 層樓以下公寓，僅東側以及西南側商業區有 15 層樓一上的集合住宅。以

板橋區長年東風的氣候條件，四維公園以及新埔國小操場的較大型開放空間，將會是地區微氣

候改善的關鍵點，國小西側圍牆的穿透性、種樹等等都是影響西側住宅群重要的微氣候調節措

施。 

110 年新校舍完工之後，最大的特色就是校園內的開放空間或動線設計、設施構造都是採 

用校園規劃較新的設計方法，但也因為新的校園在建設經費有限、空間的使用尚未規劃討論的

情況之下，許多空間或是設施尚未與永續環境、永續思維的目標結合，例如屋頂草皮、新自強

樓前一樓草皮等校園空間，仍須仰賴後續更多符合永續環境思維的討論以及探索，使學校在完

成硬體框架的基礎之上，在永續校園環境的路上更往前邁一大步。 

    學校永續發展目標將結合願景「健康、快樂、愛群、多藝」，以及閱讀校訂課程為主， 

故將閱讀融入各領域課程中，透過永續發展的推動，希望能落實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讓學

生學會思考與判斷，培養新一代的公民。 

三、學校經營管理永續性構想 

    學校從 110 學年度起，開始進行系統的整合及規劃，預計使學校課程融入 12 年課綱。因

此，透過探索計畫的申請及專家的協助，營造以永續為主軸的學校經營管理方式。探索策略如

下： 

(1)組成永續校園工作坊：增進教職員、家長會及志工隊對永續的認識。 

(2)辦理增能課程：檢視校園、培育教職員社區認同、愛護校園生態環境。 

(3)進行校園盤查：教師帶領學生認識永續概念、建立校園植物生態地圖，並設計永續環境

教育課程。 

(4)舉辦教育宣導與實作：分析各項數據，了解實際執行情形與成效，並進行滾動式修正。 

(5)專家諮詢：邀請專家擔任相關課程講師及取得長期陪伴輔導諮詢。 

(6)外聘課程：永續校園與永續環境、SDGS 與課程設計、植物生態與各領域連結、原生植

物與教學、認識校園植物。 

 

 

 



 

 
 

貳、 永續環境基礎篇 

一、 學校在地基礎物理環境盤查 

(一) 高程圖 

(二) 風向調查圖 



 

 
 

新埔國小周邊多為 5 層樓以下公寓，僅東側以及西南側商業區有 15 層樓一上的集合 

住宅。以板橋區長年東風的氣候條件，四維公園以及新埔國小操場的較大型開放空間，將會

是地區微氣候改善的關鍵點，國小西側圍牆的穿透性、種樹等等都是影響西側住宅群重要的

微氣候調節措施。 

 

(三) 日照調查圖 

 

早 中 晚 早 中 晚 早 中 晚 早 中 晚 早 中 晚

新埔一樓 21 27 27 26 30 27 25 25 28 27 29 25 27 26 25 27.2 27.3

301

26 28 27 26 28 27

新埔五樓 26 27 27 26 29 27 25 26 25 25 22 23 25 24 25 26.4 25

607

勤學二樓 26 27 27 26 27 27

205

勤學五樓 27 28 28 27 28 28

507

新埔五樓 25 26 27 26 29 28 26 26 23 24 22 23 25 25 24.6 26 25.5

509

實驗教室二、四 27 29 28 28 30 29 28 29 27 29 27 27 29 27 27.4 29.2 27.8

中間

國際辦公室 27 29 27 27 29 28 28 29 28 29 28 28 29 27 27.6 29 27.5

走廊

體育班位置 28 30 28 28 29 29 28 30 28 30 28 28 29 27 28 29.6 28

511

自強二樓 ##### #### ####

210 ##### #### ####

自強五樓 ##### #### ####

舞蹈辦公室 ##### #### ####

自強五樓 ##### #### ####

舞蹈教室2 ##### #### ####

校門口陶板牆



 

 
 

根據實測後，我們發現早上陽光雖然會照進新埔樓、勤學樓和自強樓，但新埔樓的溫度 

明顯低於勤學樓和自強樓，我們推測是因為新埔樓緊鄰四維公園，大量的樹木與空曠的場地

進而幫助新埔樓降溫。 

    另外下午的時間，勤學樓、采藝樓及自強樓的區域，因為有「西曬」的狀況，因此溫度

有偏高的情形；新埔樓則因為被勤學樓的陰影遮住，溫度也較自強樓和勤學樓低。 

    針對勤學樓、采藝樓及自強樓溫度偏高的狀況，學校在勤學樓東側窗戶加裝窗簾，阻擋

陽光射進教室內；西側種植九芎，但因九芎是 2021年種植，因此無法為校舍遮陰降溫。采藝

樓西曬區也加裝窗簾。自強樓東側空地預計施作遊樂場，故未種樹；西側則因與圍牆太靠

近，腹地不足無法種樹，圍牆外人行道也無種植樹木，因此學校在自強樓教室東西兩側加裝

窗簾。 

(四) 生態調查圖(針對樹木) 

經過探索與求證後，學校樹木有以下這些種類： 

喬木：樟樹、櫻花、茄苳、臺灣欒樹、楓香、杜英、烏心石、穗花棋盤腳、九芎、森氏紅淡 

    比、大葉山欖、苦楝、流蘇、大王椰子樹等。因皆為校園規畫時所栽種，與去年相同。 

灌木:桂花、金露華、雪茄花、胡椒木、朱槿、野牡丹、袖珍椰子、南天竹、等。 

    新埔樓、勤學樓附近多種植櫻花、樟樹等喬木，灌木有金露華、桂花。自強樓及采藝樓

附近植栽都是新種植的，部分植物都生長在原位，喬木的樹胸圍比較細、但在操場上的植物

上發現有很多蜜蜂和螞蟻，土壤中也看到蚯蚓的蚓糞，共生族群比去年豐富。 

     



 

 
 

(五) 透水鋪面與不透水鋪面(藍色斜線區) 

 

新埔國小改建之後，透水鋪面超過空地面積 50%。 

 



 

 
 

二、學校四大循環面向 

(一) 資源與碳循環 

指標內容 成果照片 文字說明 

A-1 

可回收 

資源 

 1.資源回收室設置各

分類桶。 

2.落實垃圾分類。 

3.使用專用垃圾袋。 

A-2 

可再生 

利用資源 

 1.利用倒塌樟樹做成

裝飾校園的小豬。 

2.廢紙漿做成輔導教

育用的小 Q信箱。 

3.美術班利用廢紙漿

創作畫展作品。 

4.辦理舊書找新家活

動，讓書可再利用。  

5.舊制服及運動服回

收再利用。 

6.工程剩下的透水磚

作為食農用地走道。 

A-3 

有機碳 

循環資源 

 1.刨鬆表層已夯實的

土壤，拌入沃土後種

植番茄、高麗菜。 

2.種植蜜源植物吸引

蝴蝶出現及產卵。 

A-4 

社區創生 

作為 

 1.自然教師擔任永續

循環校園指導及解說

師資。 

2.有專業背景家長帶

領工作坊。 

3.建築師到校分享設

計校舍理念。 

 



 

 
 

(二) 水與綠系統 

指標內容 成果照片 文字說明 

B-1 

水循環 

 
1.水龍頭加裝省水裝

置。 

2.澆灌系統使用雨水

回收。 

3.廁所馬桶及小便桶

用水使用雨水回收。 

B-2 

綠基盤 

 
1.圍牆旁種植桂花形

成綠籬。 

2.利用不用的鋪面，

植栽及空間的轉換，

營造多層次及多樣性

的校園環境。 

3.各樓層規劃可種植

栽的綠地。 

4.日照不足區改種耐

陰的黃金葛。 

5.樹木間距拉大，避

免過度密植而缺乏養

分。 

 

(三) 能源與微氣候 

指標內容 成果照片 文字說明 

C-1 

電能 

 
1. 體育館採天窗設

計，白天光線充足，勿

需開燈。 

2.設置電力管理系

統，掌握學校用電狀

況。 

3.安裝定時器，減少

能源浪費。 



 

 
 

C-2 

溫熱外 

環境 

 
1.設置遮陽板阻擋陽

光直射教室。 

2.西曬面窗戶貼隔熱

紙降溫。 

3.大量綠地降低溫

度。 

C-3 

校園通風 

 1.校舍方位有助東風

順暢貫流穿越校園。 

2.各樓層設置小川堂

引進氣流。 

三、 學校能資源使用數據分析 

(一) 水： 

1. 近五年水費統計趨勢分析。 

年度 107 108 109 110 

用水量(度) 10884 12251 14270 10419 

平均耗水量(公升/人/日) 13 15 17 12 

    全校師生人數約 2300 人，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之每人每日用水量規定，國民小學為

28(公升/人/日) 

    從上表可得知，學校 107 年到 110 年月水量皆低於政府規定的 28(公升/人/日)。 

108 和 109 年用水量增加可能和 covid-19 爆發有關，covid-19 開始蔓延後，學校要求學生每

節課都要洗手，每天的打掃也要使用漂白水拖地，這些都會增加用水量。 

       2.若有回收水：水的回收種類？回收量為多少？回收的方法？儲水設備？回收後使用

狀況？省水設備(使用者是否有行為改變)？ 

 

 

 

 

 

雨水回收池位置 體積(立方米) 有效係數 有效容量(立方米) 

新埔樓新建筏基 1140.26 0.8 912.21 

屋頂雨水回收池 50.22 0.8 40.17 

采藝樓新筏基 131.73 0.8 105.39 

合計   1057.77 



 

 
 

(二) 電： 

1. 近五年電費統計趨勢分析。 

年度 107 108 109 110 

用電量 615720 713800 714360 631787 

平均耗電量 

(年耗電量/學生人數) 
267.704 310.347 310.591 274.69 

    從上表可以得知，107 年到 109 年期間，學校的用電量不斷提高，至 110 年才下降。用

電量變化跟學校 108 年開始即班班有冷氣，校舍持續改建增加許多工程用電呈正相關；110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學校多次全校停課，部分班級也陸續停課，師生不常在校活動是學

校用電量降低的因素之一，。 

2. 省電設備？室內照明迴路改善(使用者是否有行為改變)？再生能源設備分佈狀

況？ 

  

辦公室加循環扇，減少空調使用 
體育館裝設直升機大風扇，增加室內空氣流動，

減少空調使用量 

  

體育館採天窗設計，使用 LED燈 辦公室使用 T5燈管 



 

 
 

  

設置電力管理系統，掌握學校用電狀況 各項空間之定時裝置 

 
 

飲水機放學後和假期間啟動斷電裝置 透過中央面板掌握各空間用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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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設置落葉堆肥桶。 

樹枝、樹葉與一般垃圾處

理，浪費專用垃圾袋，也

未發揮樹枝樹葉再利用

效能。 

1.規劃落葉堆肥區。 

2.設置專人專責管理落葉堆肥

區。 

3.宣導樹枝樹葉勿再丟進專用

垃圾袋。 

利用會議、導師時間或課

程時間宣導樹枝樹葉堆肥

目的與作用。 

A-3-3 

食農作為 

各樓層及頂樓設置厚

達 30 公分覆土的菜

圃。 

勤學樓四樓及屋頂的

菜圃硬化嚴重。 

菜圃未設置排水孔及灌

溉系統。 

1.采藝樓二樓菜圃已翻動，並種

植少量食農作物，觀察是否會

有積水問題。 

2.編列預算改善菜圃排水問題

及設置灌溉系統。 

規劃班級認養菜圃，觀察

紀錄植物與土壤狀況。 

B-2-6 

生態通廊 

校園內植物皆為新種植，尚未有效銜接旁邊四

維公園綠帶。 
 

各樓層菜圃營造蜜源環境，提

供食源吸引生物。 

三到六年級自然課程已包

含認識植物，請授課教師

將課程延伸至校園植栽。 

B-2-7 

生態演替與環境

調控 

校園樹木樹胸圍偏細，還無法達到微氣候調

控。 

樹木需要好幾年的時間

才能茁壯，也才能有效降

溫。 

用心照顧校園內樹木，使其能

順利成長茁壯。 

規劃班級或專人專責認養

校園植栽，觀察紀錄植物

生長狀況。 

C-1-2 熱回收省電

系統 
頂樓有太陽能板。 

僅有太陽能板設備，卻無

電路設備，導致太陽能板

無法運作。 

編列預算讓太陽能板發揮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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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新埔國小先以探索方式，帶領自然領域教師及閱讀推動教師進行課程活 

    動，希望部分教師先懂得概念，期盼將永續循環課程與自然領域和閱讀課程相結合，引  

    起孩子的興趣。111學年度除了持續與自然教師和閱讀推動教師共備外，也透過教師週 

    三進修，由具備實務經驗的講師進行實務與課程操作分享，並辦理永續循環工作坊，目 

    前自然領域已將永續課程初略融入領域內，三年級閱讀課程也已融入永續循環的概念與 

    課程。 

二、永續發展概念融入之創新構想 

 

學校永續發展目標將結合願景「健康、快樂、愛群、多藝」，以及閱讀校訂課程為主， 

故將閱讀融入各領域課程中，並透過自然、閱讀、社會及綜合領域課程結合永續發展的推

動，希望能落實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讓學生學會思考與判斷，培養新一代的公民。 

    永續循環工作坊則依序透過「設計理念」、「新埔新願景：教師版」、以及「新埔新願景：

學生版」三個過程聚焦學校教師與學生的需求。 

設計理念 

    邀請新埔國小校舍建築師及景觀設計師到校分享新埔國小設計理念、介紹校園景觀空間

與特質。 



 

 
 

新埔新願景：教師版 

    發給每一位教師「永續發展目標小卡」（SDGs2、SDGs3、SDGs6、SDGs7、SDGs8、

SDGs11、SDGs13、SDGs15），請教師針對目標回答兩個問題：你覺得自己或學校還可以做什麼

呢？要達到此目標的困難處是什麼？ 

 

新埔新願景：學生版 

(一)第一場： 

    先讓學生了解 SDGs概念，接著請學生依照所抽到的情境題，就現場材料製作成品並

發表創作想法。 



 

 
 

  

  

  

  

 



 

 
 

(二)第二場： 

依據第一場回饋結果得知學生對於未來遊樂場有許多憧憬，因此請學生就現場材料 

製作新埔遊樂場並發表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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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成立學習成長班，扶助學習落後學生。 

2.與愛心麵包店結合，每日提供愛心麵包

給學習成長班孩童。 

3.生命教育課程與安德烈食物銀行合作，

募集食物，幫助貧窮家庭。 

4.整建潛能班教室，提供良好學習環境給

特教學生。 

5.結合美術藝才班師資，辦理課後小團

輔，親子活動，扶助家庭功能不佳的學

生。 

6.引進社區資源，成立教育儲蓄戶，讓善

款發揮最大作用。 

7.辦理特教體驗活動，讓一般生可以體驗

特殊生的困境，培養將心比心的能力。 
 

 消除飢餓 

 食農教育，延伸至糧食

浪費 

 環境教育 

1.規劃食農場域，並指導學生照顧、觀察與

紀錄。 

2.結合綜合領域倡議減少碳足跡，不浪費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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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建置良好的運動設施與戶外活動空

間，提供師生體育課程和零時體育使用。 

2.依成長階段結合體育課程，設計各學年

班際競賽活動。提供趣味化的體能活動機

會，提升學生運動風氣與技能。 

3.課間操活動讓學生都有基本體能活動。 

4.改善教室環境採光照明設備營造有利於

健康促進的空間。 

5.結合健康促進活動，於每個年級安排視

力、口腔、衛生、營養相關講座，讓學生

在課堂外加強健康相關認知學習。 

6.每天指導學生整潔消毒、洗手、潔牙、

正確用眼、運動、均衡飲食，以維護身體

健康。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聚焦 SDGs 與學校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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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永續循環議題融入閱讀校訂課

程。 

2.辦理各項音樂、語文、體育、科學、生活

應用的學生社團提供學生多元探索與發展

的機會。 

3.辦理學生場工作坊，學生發表對校園的

期待。 
 

 潔淨水與衛生 

 水資源教育、對於水的

全盤了解 

 環境教育 

1.水龍頭加裝省水裝置。 

2.澆灌系統使用雨水回收。 

3.廁所馬桶及小便桶用水使用雨水回收。 

4.三年級閱讀課程融入潔淨水議題。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能源教育 

1.結合領域課程，延伸或規劃能源教育課

程(省電、省水、省紙)，利用學生兒童朝

會或宣講，透過戲劇表演方式，讓學生進

一步了解能源的重要，並設計互動或操作

課程，提供學生實際操作的學習機會與場

域。 

2.配合整體規劃設計相關標語，並透過學

生參與及發表，營造校園情境。 

3.規劃、說明並執行各項節能措施，落實

於全校教職員工生。 

4.透過各項數據的統計與分析，了解實際

執行情形與成效，並即時回饋給親師生，

進行修正。 

5.持續整合電源管理系統以及汰換老舊耗

能設備，提升節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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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學校家長會、志工團，辦理相關校

園活動(認養頂樓菜園、增能培訓、作物

生長導覽)。 

2.結合鄉土認識課程，繪製新埔國小周邊

社區友善、特色地圖，了解家鄉、認識環

境。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聚焦 SDGs 與學校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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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學校家長會、志工團，辦理相關校

園活動(認養頂樓菜園、增能培訓、作物

生長導覽)。 

2.辦理防災體驗活動與宣導，深植學生防

災概念。 
 

 氣候行動 

 氣候變遷;環境變遷 

 環境教育 

透過自然領域於中年級探討資源循環再運

用議題(資源回收、太陽能、水資源回收)、

高年級永續農業議題(探討氣候變遷、生態

多樣性等)。 

 

 陸域生命 

 生態教育、校園內的生

態環境 

 環境教育 

1.檢視校內綠覆率以及可以綠化的介面。 

2.盤點校內目前植栽分狀況，以及四維公

園可以提供觀察與教學的植栽種類。 

3.校內種植多樣性在地原生植物，教師設

計相關課程進行教學，並完成學校生態廊

道，建置完整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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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社群 

時間 主題 

111/03/23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社群 

111/04/13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社群 

111/04/27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社群 

111/06/15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社群 

111/10/05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社群 

111/10/26 與自然教師討論極端氣候融入課程與教學(邀請陳鳴誼建築師蒞校分享) 

111/11/16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社群 

111/12/14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社群 



 

 
 

  

討論極端氣候融入課程與教學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工作坊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工作坊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工作坊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工作坊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工作坊 



 

 
 

二、增能活動(參訪、工作坊…)  

時間 主題 

111/1/12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工作坊 

111/03/02 SDGs融入課程與教學研習(邀請林建棕校長蒞校分享) 

111/03/09 兒童永續書單融入課程與教學研習(邀請曾品方老師蒞校分享) 

111/10/26 新埔新願景-教師場工作坊(邀請陳鳴誼建築師蒞校分享) 

111/11/09 新埔新願景-學生第一場工作坊(邀請陳鳴誼建築師蒞校分享) 

111/11/16 新埔新願景-學生第二場工作坊(邀請陳鳴誼建築師蒞校分享) 

111/12/14 新埔國小校舍設計理念研習(邀請陳彥伶建築師及吳忠勳景觀設計師蒞校分享) 

 

  

SDGs融入課程與教學研習 SDGs融入課程與教學研習 

  

兒童永續書單融入課程與教學研習 兒童永續繪本與課程結合討論 



 

 
 

  

新埔新願景-教師場工作坊 新埔新願景-教師場工作坊 

  

新埔新願景-教師場工作坊 新埔新願景-學生第一場工作坊 

  

新埔新願景-學生第一場工作坊 新埔新願景-學生第一場工作坊 



 

 
 

 
 

新埔新願景-學生第二場工作坊 新埔新願景-學生第二場工作坊 

  

新埔新願景-學生第二場工作坊 新埔國小校舍設計理念研習 

  

新埔國小校舍設計理念研習 新埔國小校舍設計理念研習 



 

 
 

三、教學活動(配合盤點、課程融入實踐記錄…)  

B-1-3自然滲透與澆灌            

指導老師：李淑幸、劉紹豐 

參與學生：608林家楷、609林阡綸、611陳亮鈞、502梁少齊、506楊雅棠、509張凱豪 

研究主題：課程探討水滲透與材質關聯。 

研究方法：蒐集透水層材質的資料、實驗操作，形成記錄。 

為了回收雨水，減少下豪大雨時的積水危害，同時有效回收雨水利用，本校 

在校園改建時在透水層採用透水磚，使從天而降的雨水能夠很快滲入地表而被回收利用。為了

瞭解透水磚的透水效果，也就是透水係數，我們設計了以下實驗，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可看到我們使用了兩個大小相近的塑膠容器 A和塑膠容器 B，我們先將容器 A底

部以剪刀剪出一個洞，再將一塊透水磚放入容器 A並在容器中卡住，接著把容器 A連同卡在

容器 A中的透水磚一起放入容器 B並卡住，再利用黏土封住透水磚和容器 A之間的縫隙，即

完成測量透水效率的實驗裝置。 

 

 

 

 

  

   

圖 1 實驗裝置照片       圖 2公升燒杯       圖 3校園地面的透水磚 



 

 
 

    實驗時，我們將 1公升的水瞬間倒入並填滿容器 A的上方並開始計時，水會滲入並穿過

透水磚再從容器 A底部的洞口流入容器 B，待透水磚表面沒有積水時即停止計時，看看經過

了多少時間並測量容器 B收集到多少毫公升的水。 

 

 

 

 

 

 

 

 

 

 

 

 

 

 

 

 

 

 

 

 

 

 

圖 4：測量一塊透水磚的長寬高 圖 5：將 1公升的水瞬間倒入並填滿容器 

 

 

 

 

 

 

 

 

 

 

 

 

 

 

 

 

 

 

 

 

圖 6：計時透水磚表面沒有積水時的時間

長度 
圖 7：計算透水係數於黑板上 

 



 

 
 

我們使用的透水係數計算算式如下: 

 

透水磚厚度 6公分 ╳ 容器 B收集到的滲漏水量 

水從容器 A頂端穿透到透水磚底部的距離 9公分 ╳ 透水磚面積 ╳ 經過時間(秒) 

 

從以上算式中可以看出如果能在越短時間內滲漏出越多水，則透水磚的透水性越好，反之

則越差；同樣的滲漏水量在透水磚越厚的情況下代表水越容易穿透透水磚，透水性越好，反之

則越差。水從容器 A頂端穿透到透水磚底部的距離 9公分乘以透水磚面積會得到一個可以儲存

水分的空間，穿過此空間的滲漏水量越多，透水性越好，反之越差。以水分從淹滿容器 A頂端

到透水磚表面完全沒積水經過時間來看，經過時間越短，代表水分越容易滲漏而不積水，透水

性越好，反之則越差。 

以下是我們所做的實驗紀錄： 

表 1：透水係數實驗紀錄表 

 

 

 

 

 

 

 

我們做透水係數實驗 10 次，把每次實驗得到的透水係數加總除以 10，得到的結果約為

0.059(立方公分/秒)和國家標準(CNS14995)要求的 0.01(立方公分/秒)相比，實屬極佳。 



 

 
 

B-2-6生態通廊 

指導老師：沈士煒、周奕柔 

參與學生：604高清揚、611謝承穎、502李昱璋、506陳泊霖、508黃子騰 

研究主題： 

1.探索目前校園生態現況(動物植物) 

2.根據學校現有的植栽規劃，推測未來可能吸引哪些動物出現 

3.根據未來實際生態狀況，提出改善計畫 

研究方法：根據學校現有的植栽，觀察是否有動物數量或種類的增加。依據增加的動物種

類，推測吸引動物出現的原因，並設計實驗，希望可以在學校的多個地方出現該種動物，或

是讓動物出現的數量增加。 

研究結果： 

(一)校園動物發現 

  

自然教室旁的草地，發現琺蛺蝶及沖繩小灰蝶

出現數量與頻率增加 
自然教室旁的草地，發現無尾鳳蝶出沒。 

(二)針對不同的環境設計實驗組與對照組，找出吸引蝴蝶的關鍵 

  

604教室窗台設計無尾鳳蝶實驗組(面四維公園) 
502教室陽台設計無尾鳳蝶對照組(與采藝樓同

側) 



 

 
 

  

508教室陽台設計無尾鳳蝶實驗組(勤學樓四樓) 506教室陽台設計無尾鳳蝶對照組(勤學樓四樓) 

 

 

 

勤學樓四樓花圃設計沖繩小灰蝶實驗組(很少有

光照) 
勤學樓五樓花圃設計沖繩小灰蝶對照組(有光照) 

總結： 

1.根據學生觀察記錄可知，鄰近四維公園的教室，只要種植蝴蝶食草植物就可以吸引蝴蝶來

產卵。 

2.四樓花圃因日照時間不夠，雖然有幼蟲食草，但仍較難吸引蝴蝶出現。 

3.根據學生的觀察紀錄，教室若是沒有面對公園，要種植蜜源植物，如繁星花、仙丹花，才

能吸引蝴蝶出現及產卵。 

未來延續性研究： 

1.除了蝴蝶可作為教學教材之外，學校在夜間鮮少人類活動與燈光干擾，作為鄰近四維公園

的開放空間，有機會吸引夜間生物來棲息；白天曾在學校看到黑冠麻鷺前來棲息，如果夜晚

能吸引更多夜行性昆蟲的話，有機會吸引夜鷹或黑冠麻鷺等夜行性或夜間繁殖的鳥類出現。 

2.校園中目前較少遮蔽物讓動物有安全安心的棲息空間，由於校園初改建完成，樹的枝葉都

很少，人造的動物棲息窩也許可以先發揮一些作用，如獨居蜂蜂巢或在樹上掛小木窩供鳥類

或松鼠棲息等。 



 

 
 

B-2-5生物濕地節點 

指導老師：陳周齊、龔錫村 

參與學生：501謝岫臻 505王虹諭 508黃紹岑 601劉秭宏、602區蕙晴、609黃麒元 

研究主題：探討校內植物與環境的關係，並融入課程。 

研究目的： 

1.透過師生一起的校園探索，認識與了解校內的植物、現況和環境。並與去年相比。並依照

植物現況修改校內地圖。 

2.融合與植物相關的課程，並實際體驗。 

研究方法： 

1.研究一：探索與了解校內植物現況與周遭棲地環境，並做記錄。 

a.校園植物探查：依照上一學年度畫製的簡易地圖，並依照探究路線，到校園觀察植物、 

使用平板或是手機、紙筆拍照記錄植物現況與環境。 

b.相關資料查詢：使用手機、平板或是電腦查詢校園有的植物名稱、特徵，和觀測到的做 

比對探討。 

c.教師教導學生使用 google相簿的搜尋功能，查詢植物名稱。 

d.修正植物地圖：整理資料後，將環境生態等相關資料記錄在地圖上，並修正植物地圖。 

e.討論與去年的差異，推測環境變化。 

  

教師與學生實地探究植物 植物生態環境拍攝與記錄 

  

草本植物觀測與記錄 校內喬木觀測並記錄 



 

 
 

  

學生使用平板拍照記錄植物狀況 觀測狀況討論 

  

使用 google相簿搜尋植物 校內植物位置紀錄與修正 

 

2.研究二：探討校內植物與環境的關係，並融入課程。 

a.師生討論校園植物對我們生活的影響：藉由前一活動探查校園植物並認識，思考這些植 

物在生活中有何應用，並了解植物的重要性。 

b.師生討論如何保護植物並永續使用：指導老師藉由討論引導學生理解我們生活中使用的 

紙類課本等皆是由植物製成。 

c.閱讀相關文章-愛護地球-簡易再生紙製作(來源：環技教育及訓練(47) ：教師帶領學生 

閱讀文章並從文章了解再生紙製作目的與流程。 

d.蒐集材料並製作：師生一起蒐集廢紙，並依照實驗步驟:撕碎廢紙-廢紙泡軟-用果汁機打 

成紙漿-抄紙-晾乾等步驟完成再生紙。 

e.再生紙成果分享：學生分享自製的再生紙。 

  

教師帶領學生閱讀文章 紙張撕碎 



 

 
 

  

果汁機打紙漿 抄紙 

 

 

晾乾紙 成品 

 

B-2-1綠化降溫 

指導老師：李偉斌 

參與學生：505梁恩愷 507李柏諭 512王羽玟 611吳柏霆 

研究主題： 

1.課程中探討綠建築概念，搜尋國內小學綠建築資料，探究目前小學中綠化、排碳、隔熱、

對降溫的影響。 

2.探討本校不同建築物在不同時間點溫度的差異。 

研究目的： 

    去年的永續校園探索計畫，我們共同探討本校校舍建築中目前屋頂綠化的現況，了解目

前校內綠化降溫與隔熱效果的初步情形，以粗略的數學計算的方式，了解目前屋頂綠化的面

積比率。在研究中我們逐一探討校舍了屋頂綠化比率。 

    研究結論中，我們計算出全校面積約為 20000平方公尺，建築物的屋頂面積大約為 

4427.5平方公尺，目前現有的綠化面積大約是 1010.5平方公尺。加上原本設定的花圃面

積，加上一些盆栽的設計，目前學校內屋頂綠化面積，約為 22.8%，仍不足到校內的四分之

一。 



 

 
 

   今年的永續校園研究案，我們仍然延伸綠化與降溫的主題，延伸課本的課程內容，以高年

級學生的課本探究內容，首先對國內外綠建築設施的理解與認識，初步讓校內高年級學生都

能理解簡單的綠建築概念，以及相關設施的運用，反思校內建築中具有哪些可進一步改善與

探究的設施與內涵。 

   再者，我們進一步的探討，試圖透過測量太陽方位與校舍方位的模擬，理解校內需要隔熱

降溫的主要熱區，並實際測量在各個月份中，校內各區教室內的溫度實際情形，以便逐步探

究可施行的方向。 

研究方法：  

1.研究二:  

    蒐集國內外關於綠建築概念的資料，國內部分歸納整理台灣的國小中屋頂綠化的設計與

綠建築概念的相關探討。 

2.研究三: 

    模擬屋頂綠化隔熱效果的研究，試圖透過測量太陽方位與校舍方位的模擬，理解校內需

要隔熱降溫的主要熱區，並實際測量在各個月份中，校內各區教室內的溫度實際情形，以便

逐步探究可施行的方向。 

   

研究結果: 

(一)國內國小的綠建築概念資料 

1.我們搜尋了第一個北部的綠建築的國小(新林國小)，從中找到一些建築上的概念，提供我

們參考建築中那些概念可以運用在學校內。 



 

 
 

  

從多個角度進行校園的規劃 
綠化的部分，我們看到了屋頂綠化、老樹保留…

等概念 

  

節能的部分，考慮到東西南北方向的問題，這部

分讓我們延伸到建築物的面向與溫度的探討。 

計算目前冷氣空調的使用，以及室內燈光照明的

亮度，此部分也是本校還可以探討的部分。 

 

室內環境指標也是新林國小強調的部分，這部分

採用了綠建材、採光和通風的考慮。 

 

 

 



 

 
 

2.另外，在南部很著名的原住民國小，高雄那瑪夏的民權國小，採用的高腳屋設計，完成了

通風與隔熱的效果。 

 
 

   其他國內的國小仍有許多運用了綠建築概念的設計在校園空間內，我們從中找到許多的

概念，並學習到很多的隔熱、通風的概念在這個主題上。 

 

(二)校內建築物的溫度預估 

    延續去年的研究，學校在 110學年度完成改建工程，前後共計花費約 3-5年，本年度校

內的所有建築物都完成，包含建築物屋頂都陸續完工且部分有屋頂綠化的隔熱效果。 

   今年度的研究，我們考慮到方位的問題，試圖測量在本校校內中，不同地方與建築物的溫

度差異，期能提供一些裝設窗簾、遮陽板、…等一些校內設施考量。 

   本校為大致上可區分為「新埔樓」、「勤學樓」、「采藝樓」、「自強樓」四個主要建築物。我

們先從校方網站上找到本校今年度的教室配置圖，有了初步在建築物上的方向與概念，接著

我們搭配一下 google map內的方位圖，大致上可以先判斷一下哪些建築物是會被太陽直接照

射而產生較熱的溫度。 

 
 

     



 

 
 

    我們將學校平面圖再加上網路上的 google map先找到東西方向，並且繪製簡單的圖形，

再用西卡紙進行模型的建立，用立體的方式來呈現校園的建築物。 

    我們初步推測比較容易被太陽東邊和西邊曝曬的區域設定為紅色，因為仍需要考慮到校

外的建築物高度，所以只能初步的標示出來可能的「熱區」地點，再進一步用實際測量的方

式來研究測量不同地區的溫度。 

 

我們設計製作出來的模型圖 

  

製作好了簡單的模型圖，我們標示出各建築物

名稱與位置，方便我們進行溫度探究。 

我們依照學校平面圖與高度的資料，用西卡紙

進行製作建築物模型 



 

 
 

  

我們進行了一周的實際每一個建築物不同樓層

與不同時間點的溫度測量，將結果帶來進行模

型討論。 

我們使用藍色與紅色的貼紙，進行各個建築物

的溫度熱區與較為低溫的建築，搭配方位的概

念進行比較。 
 

 

    接下來，我們進行了一周的測量(11/21-11/25)周一到周五的時間，進行各三次的測

量，分別為 7:50、12:30、3:10這三個時間點進行溫度的測量。 

 

(三)實際測量校內建築物的溫度數值 

    我們分組進行，不同天不同時間點的溫度測量，將所得到的資料帶來進行比對，雖然每

天的溫度差異不大，但是在多天的測量與結果平均之下，我們約略可以得到一些簡單的實驗

結果。 

    采藝樓與自強樓部分，在早晨時間，有面向東邊的部分，因此實際測量的結果也有顯示

這兩區域有溫度高 1-2度的情況。 

    另外下午的時間，勤學樓與自強樓的區域，有所謂「西曬」的狀況，這兩個小區域也有

一些溫度偏高的情形。因此在這些區域我們都貼上貼紙視為是校內建築物較為熱的區域。 

    至於新埔的低樓層部分，數據上顯示溫度稍微平緩與稍低，我們貼上藍色的貼紙將其視

為較為溫度舒適的區域。 

 



 

 
 

 

    我們將結果重新標示較為熱區的建築物，此目的可以提供遮陽板或是窗簾的裝設。 

 

總結： 

    我們了解了一般國內著名的國小在綠色建築降溫與綠化的成果中，做了哪些設施來降低

溫度。 

    我們採用了網路中的實際地圖，對照方位實際了解推估目前校內    建築物的可能熱

區，根據校外建築物的高低也稍微判斷高低樓層上的一些差異。 

    最後我們實際的測量校內建築物的溫度狀況，將建築物標示出一些熱區與較為舒適的區

域。 

 

未來延續性研究： 

    經過我們前面的屋頂走查與測量綠化比率，除了可增加移動式的盆栽增加綠化面積外，

我們還探討了陽光的照射方式，採用方位與時間的評估，配合附近大樓的高度，來了解每天

的各個建築物教室的樓層接受了多少太陽光線直射的程度，以及測量在不同時間點各建築物

中室內溫度的現況。未來可依照此結果長期側測量後，增設一些設備來達到綠化與降溫的效

果。 

 

早 中 晚 早 中 晚 早 中 晚 早 中 晚 早 中 晚

新埔一樓 21 27 27 26 30 27 25 25 28 27 29 25 27 26 25 27.2 27.3

301

26 28 27 26 28 27

新埔五樓 26 27 27 26 29 27 25 26 25 25 22 23 25 24 25 26.4 25

607

勤學二樓 26 27 27 26 27 27

205

勤學五樓 27 28 28 27 28 28

507

新埔五樓 25 26 27 26 29 28 26 26 23 24 22 23 25 25 24.6 26 25.5

509

實驗教室二、四 27 29 28 28 30 29 28 29 27 29 27 27 29 27 27.4 29.2 27.8

中間

國際辦公室 27 29 27 27 29 28 28 29 28 29 28 28 29 27 27.6 29 27.5

走廊

體育班位置 28 30 28 28 29 29 28 30 28 30 28 28 29 27 28 29.6 28

511

自強二樓 ##### #### ####

210 ##### #### ####

自強五樓 ##### #### ####

舞蹈辦公室 ##### #### ####

自強五樓 ##### #### ####

舞蹈教室2 ##### #### ####

校門口陶板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