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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之永續校園宣言 

一、 本校之整體永續校園規劃願景及說明 

景興國中整體永續校園規劃願景構想：理解國際議題與政策脈動，透

過全校式推動環境教育理論，連結學校管理者、教師、學生、家長、社區

等，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推動本校永續循環校園計畫，以強化

落實校園師生和社區大眾的氣候變遷知能及氣候友善行動。期待學生能於

現實生活中進行探究學習，在國際交流中包容與分享，能為集體福祉和永

續發展採取行動。具體作法如下 

(一) 學校領導與治理 

1. 學校組織校園永續循環委員會，擬訂永續發展計畫。 

2. 培訓第一線教學人員符合國際趨勢的永續發展教育相關知能。 

3. 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入校協助，將學校改善歷程編制學校歷程記錄。 

(二) 校園環境與資源管理 

1. 學校空間規畫與管理，整合省能、環保、健康、安全、防災之技術。 

2. 學校環境改善需符應課程教學，讓師生了解校園地域、文化、歷史

及生態等特色。 

3.  學校空間管理，建置管理智慧數據，作為改善成效的參考基礎與教

材。 

(三) 課程發展與教學 

1. 學校課程可以充分利用校園環境、環境問題，作為教學的場域和教

學的主題，讓真實生活情境，成為學習實踐場域。 

2. 培訓校內種子教師，鼓勵參加永續發展議題相關課程討論，推動永

續發展教育。 

3. 透過課程探究，針對校園規畫改善，提出倡議行動與建議；連結國

際教育，提升學校學生地球公民意識，並採取行動。 

(四) 與社區共學 

1. 師生校園與家庭生活模式，落實永續循環目標的改善、調整與適應。 

2. 積極連結社區，共同參與社區行動方案，推廣社區永續文化。 

3. 提升師生國際永續發展議題內涵及多元文化價値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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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過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示範計畫成果報告與環境教育結合之策略 

(一) 配合永續環境，建立環境教育課程架構   

學校課程架構藍圖 

 
學校 

⚫ 課程：學校透過課程規劃，讓學生了解氣候變遷與能源教育。 

⚫ 環境：透過數位資料提供學生，在學校探究各項節能技術成效 

⚫ 班級減碳：透過減碳/負碳活動，學生在班會課討論，依班級物理位置

討論共同減碳公約。 

⚫ 國際交流：鏈結其他國家淨零排放策略，理解世界各地所面臨困境與解

決方法。 

⚫ 倡議與行動：於自主學習、社團活動、國際視野，針對有興趣主題進行

探究與實踐。 

智慧化

氣候友善

校園

專題探究

主題探究

議題探究

課程

校園硬體

與

數據累積

倡議與行動
國際交流

議題分享

班級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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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認領域課程、校本環境教育課程、校園環境設施之關係 

本校已陸續建置氣候變遷相關課程，並期待以學校既有建築，透

過相關專案改造與教育方式，達成學校建築物減碳~碳中和的目標，可

作為都市型學校的示範參考。裝設新風系統可產生效益如下： 

1. 配合111~112年普通教室整修，可整體考量教室通風隔熱效能，引

進新風系統可作為在良好空氣品質下，各教室耗能的探討。 

2. 111年冷氣耗能進行比較(113年大成樓冷氣將汰舊換新會有更多變

數)；113~114年全校冷氣會汰舊換新，將會擁有更多數據做為學習

資料。 

3. 現代極端氣候下，臺北夏季溫度只會持續升高、天數也會越來越多，

透過新風系統設立成效，可了解新風系統益處；113年學校可及早

對本校家長會募款，繼續設置其他學習空間新風系統，優化學生學

習環境。 

4. 學校於112年起開始推動減碳競賽，透過教室地理位置差異、不同

設施改善，可蒐集不同排碳數據，進而及早建立學生在既有建築物

下，節能策略的思考與行動。 

5. 建置 AIoT校園環境監測，開始記錄學校不同地理位置竟敢之數據，

作為未來永續校園改造措施的參考依據。 

6. 本校期待2026(115年)前建置全校能源管理系統，透過教育方式，

人員調適進行生活轉型，達到既有建築物碳中和目標。 

7. 有關學校714教室冷氣開放下，空氣品質現況說明 

(1) 觀察時間：2023/6/12~2023/6/30 

(2) 感知工具：台達空氣品質偵測器 UNO6SW 

(3) 感知器放置位置：教室後門旁位置高約離地120cm、教師辦公桌

旁 

(4) 環境條件：學校最新整修普通教室、學生在未開放冷氣會全部

開窗、冷氣開放時會全部關窗(僅有數學課會每窗開5cm) 

(5) 條件設定：CO₂ (ppm)超過1000、TVOC (ppb)超過560、HCHO (ppb )

超過80、教室約31位人員。 

(6) 觀察資料：https://reurl.cc/XEylNe 

(7) 資料解析： 

A. 有關 CO₂(ppm)： 

 若在冷氣開放時，教室 CO₂(ppm)將會超過1000(ppm)，並

持續增加至3000。 

 在數學課窗戶開5cm，對於降 CO₂(ppm)無效果。 

 若持續關閉門窗教室無學生情況下，約2.5小時才能降

至1000(ppm)以下。 

A. TVOC (ppb (1 / 1000 ppm))、HCHO (ppb (1 / 1000 ppm)) 

https://reurl.cc/XEyl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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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為人為，於感知器置放相關物品造成。 

 該汙染源逸散，需靠全室開窗或汙染物移除。 

8. 有關學校冷氣耗能統計表，如下 
甲、 七年級 

乙、 八年級 

丙、 九年級 

 

 

註：V 的班級，是在同一教室物理條件下最節能班級，而有效節能策略班級皆是

由導師與學生共同決議後的行動。 

 

本校是以各班數位電表以插卡機方式啟動冷氣。以鼓勵節能方式，透過9月~10月

了解學生冷氣用電量，推動節能減碳競賽，希望學生在班班有冷氣的政策下，能

調整適當溫度，在不同位置的教室下，有不同的因應策略，學校也能透過問卷調

查，分析不同物理條件(建築物位置、冷氣性能)、節能態度與節能效果(學生1240

人；冷氣總用電量17,753.8；太陽能總發電量3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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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展以永續環境為核心之校定課程 

校園是學生學習與探究場域，本校將透過場域的規劃，透過課程設

計與活動實施，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讓學生在學習場域實

踐與倡議。學生透過探究式的教學，以分組合作、資料蒐集、具體行動、

評估成果等學習程序，習得知識與能力。 
景興國中課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整理表 

年

級 

課程 
課程摘要 

對應

SDGs 

七 

科學本質 1. 以小組為單位在團體探究中，完成科學社會事件的科學閱讀與探究。 

2. 以小組為單位，並利用科學寫作與各種媒體創作形式，表達對科學社

會事件的科學本質觀點。 
 

 
島嶼探訪‧記

憶社區 

1. 團隊運用課堂所學的田野調查法與民族誌的敘事法，透過資料收集與

閱讀選擇想要探究的主題、問題或範圍。 

2. 團隊可以利用課堂田野調查時間訪查社區軼事、單位或店家。 

3. 團隊將完成一份以影音、簡報或是速寫詩集等多元形式呈現的社區記

憶調查報告，這份報告將典藏儲存於景興記憶庫中，提供以後的學弟

妹或校友們閱讀。 

 

 

 

八 

綠無限愛無邊 

We Are the 

World 

學生能展現主動關懷與解決問題的態度，善用科技資訊提出觀點，擬訂減

塑行動及社區宣導計畫。運用各種方式表達各自觀點，彼此協調相互學

習，凝聚公共議題的共識進而擴展 

至家庭、學校及社區。{無塑園遊會}、{二手品再利用} 

 

 
數位閱讀與表

達 

1. 團隊運用課堂所學數位閱讀工具與策略，收集資料與閱讀後，選擇想

要探究的議題或問題。 

2. 團隊需將探究資料消化吸收後，整理成專題研究報告，並重組改寫成

一段8分鐘的短講稿。 

3. 團隊所有成員將輪流上台以接龍短講方式，搭配多媒體簡報，向全班

同學及班級師長們傳達正向改變世界的想法。 

 

 

科學實作與專

題探究 

從發現問題、提出假說、規劃實驗、蒐集數據、分析數據到形成結論。學

生需要有自己探究生活問題與練習探究方法的空間，給予希望自行探究科

學的孩子更大的幫助。  

七 

八 

社團活動 以專題探究或主題學習的方式，發展自我興趣、嗜好或探索潛能，並能將

所學落實於生活之中，廣泛或深化地學習，擴展個人視野。  

 

九 

自主學習 學生能了解自己的興趣與專長進而訂定自主學習目標 規劃自主學習計。

歷程中選擇適當的學習策略、多元資源 獨立思考並解決問題，滾動式修

正以有效執行計畫，展現自我價值，發揮永續學習的行動力。  

邏輯思維 學生能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學科領域相關概念及邏輯思維，善用資源掌握情

境全貌，獨立思考與分析，擬定計畫並主動學習，以同理心與人和諧溝通

互動合作，進而善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  

全球視野 學生能夠分析當本地、全球和跨文化的問題，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增進

學習理解，欣賞他人的觀點和世界觀，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開放、得

體和有效的互動，並能為集體福祉和永續發展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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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合永續議題與創客教育發展之創意教學模式： 

1. 學生活動的安排： 

(1) 建置各班碳盤查數據，作為各班環境碳排的記錄，並了解碳排的

計算。 

(2) 提供各環境數據紀錄(AIoT智慧化工具)，讓學生作為環境因應調

適策略比較數據。 

(3) 配合班班有冷氣政策，每年5~6月、9~10月進行使用冷氣度數紀錄，

轉化排碳數。(碳排放) 

(4) 班級垃圾減量活動，估算各班排碳數；低於班級垃圾平均數，給

予減碳獎勵數。(碳減量；獎勵) 

(5) 校園學生自主步行15分鐘上學計畫，累積班級減碳量，給予減碳

獎勵。(碳減量) 

(6) 認養綠籬活動，維護綠籬生長並定期維護與紀錄，給予減碳獎勵

數。(碳中和) 

(7) 隨手關燈活動，進行節約能源行動(關燈、關電風扇)，未達成班

級，增加班級排碳數。(碳費) 

2. 統整活動 
(1) 學生可以以班級為單位，依教室不同物理條件下，分組進行減碳

競賽。 
(2) 學生已可透過個人綠籬認領養護與步行上學，進行個人減碳生活

實踐，並增加班級減碳數。 
(3) 透過校園改善與示範計畫，讓學生在學校學習情境下探究減碳的

操作(依外遮陽的設置、降低建築物外牆的溫度、調整教室通
風、降低空調使用機會或增加空調的使用效能)，了解減碳的核
心價值與建築物減碳的優先順序。 

(4) 建置班級碳盤查數據，讓學生了解碳盤查的真實情境；結合上述
負碳手法，做為班級與個人對於世界的減碳努力成果。 

三、校長對本計畫之支持度 

(一) 基於教育本質之承諾： 

1. 學校智慧化友善校園作法構想 
(1) 透過學校校本課程規畫：培養學生在學習基本知識與 SDGs議題

探究過程中，同時建立他們的能力，如閱讀理解、批判思考、媒

體識讀；溝通表達與人合作；關注議題與解決方案等。培養學生

發展核心素養、誘發學習動機與熱情，進而感受學習的成就與價

值。 

(2) 學生探究場域：從學校、家庭、社區環境，學生能透過環境探索，

以分組合作、資料蒐集、具體行動、評估成果等學習程序，落實

觀察生活議題與實踐，發展能夠應變未來世代各項課題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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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能。 

(3) 國際交流：SDGs 是理解世界觀很好的工具和途徑，透過國際教

育推動，與國外學生進行交流，連結國際脈動；深化學生對永續

發展的多樣性（diversity）、包容（inclusion）及包括所有人

（no one left behind），並轉化成具體行動。 

2. 學習環境互動成果 
(1) 行政組織：針對永續發展教育與 SDGs能融入行政運作思維，

訂出執行組織發展與規劃，以符應現實生活之需求。 
(2) 校園環境與盤查：校園環境改善需以課程為本提供學習素材 

(智慧、數據 )，確實落實永續循環校園精神，提供學生探究場
域。 

(3) 課程發展：透過既有課程架構(本校氣候變遷教材)，除了發展
學生探究能力外，盤整校內 SDGs的課程內容與行動，以確認
學校發展優勢與需增強之處；連結生活議題，讓學生在現實生
活裡進行學習。 

(4) 學校行動：學生可關注 SDGs議題，並提出具體行動；聯結淨零
排放議題，落實減碳校園，並擴展至家庭生活；透過國際交
流，連結國際脈動，讓學生了解世界運作，備足全球視野觀點
與世界公民素養。 

(二) 支持的決心： 

1. 行政轉型：針對學校各組所既有推行業務，進行轉型因應，讓學生
能理解減碳行動效益；於全校教師研習邀聘講師進行淨零排碳相關
概念增能；對於直接社群教師，進行專業概念理解。 

2. 學校碳盤查：除配合先導型計畫所需基礎碳盤查外，將針對各班教
室進行碳盤查(數據蒐集)，讓學生了解在學校教室的直接碳排狀
況。 

3. 課程盤點：透過全校課程盤點，針對氣候變遷行動進行課程整合；
整合校本活動，讓學生在學生生活場域內，能進行減碳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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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說明 

計畫名稱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2.學校特色（請說明學校之地理位置、特色、與改造項目的關連性…等）

(1)學校地理位置

本校位於文山區景興路，鄰近捷運景美站，公車與捷運交通便捷。文

山區位於臺北市南端，人文薈萃，文教機構林立。學校週遭諸多警政、社

教、醫療機構，如臺北市文山劇場、景美圖書分館、臺灣師大分部、世新

大學、萬芳醫院、景美派出所、消防分隊等，有利行政、教學支援與學生

學習。此外，動物園、仙跡岩親山步道、景美溪沿岸豐富的自然生態，提

供學校自然及人文教學豐富資源。 

景興國中硬體環境基本狀況 

107~111 用水量 107~111 用電量 

景興國中風向與建築物位置 景興國中樹木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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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興國中建築物日照情形 
 上午 8點 上午 10點 下午 2點 

自強樓南面 

(東側) 

   

自強樓南面 

(西側) 

   

大成樓南面 

   

莊敬樓南面 

   

活動中心 

   

格致樓西面 

(西曬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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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特色 

校園是學生學習與探究場域，本校將透過場域的規劃，透過課程設

計與活動實施，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讓學生在學習場域實

踐與倡議。學生透過探究式的教學，以分組合作、資料蒐集、具體行動、

評估成果等學習程序，習得知識與能力。 
景興國中課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整理表 

年

級 

課程 
課程摘要 

對應

SDGs 

七 

科學本質 3. 以小組為單位在團體探究中，完成科學社會事件的科學閱讀與探究。 

4. 以小組為單位，並利用科學寫作與各種媒體創作形式，表達對科學社

會事件的科學本質觀點。 
 

 
島嶼探訪‧記

憶社區 

4. 團隊運用課堂所學的田野調查法與民族誌的敘事法，透過資料收集與

閱讀選擇想要探究的主題、問題或範圍。 

5. 團隊可以利用課堂田野調查時間訪查社區軼事、單位或店家。 

6. 團隊將完成一份以影音、簡報或是速寫詩集等多元形式呈現的社區記

憶調查報告，這份報告將典藏儲存於景興記憶庫中，提供以後的學弟

妹或校友們閱讀。 

 

 

 

八 

綠無限愛無邊 

We Are the 

World 

學生能展現主動關懷與解決問題的態度，善用科技資訊提出觀點，擬訂減

塑行動及社區宣導計畫。運用各種方式表達各自觀點，彼此協調相互學

習，凝聚公共議題的共識進而擴展 

至家庭、學校及社區。{無塑園遊會}、{二手品再利用} 

 

 
數位閱讀與表

達 

4. 團隊運用課堂所學數位閱讀工具與策略，收集資料與閱讀後，選擇想

要探究的議題或問題。 

5. 團隊需將探究資料消化吸收後，整理成專題研究報告，並重組改寫成

一段8分鐘的短講稿。 

6. 團隊所有成員將輪流上台以接龍短講方式，搭配多媒體簡報，向全班

同學及班級師長們傳達正向改變世界的想法。 

 

 

科學實作與專

題探究 

從發現問題、提出假說、規劃實驗、蒐集數據、分析數據到形成結論。學

生需要有自己探究生活問題與練習探究方法的空間，給予希望自行探究科

學的孩子更大的幫助。  

七 

八 

社團活動 以專題探究或主題學習的方式，發展自我興趣、嗜好或探索潛能，並能將

所學落實於生活之中，廣泛或深化地學習，擴展個人視野。  

 

九 

自主學習 學生能了解自己的興趣與專長進而訂定自主學習目標 規劃自主學習計。

歷程中選擇適當的學習策略、多元資源 獨立思考並解決問題，滾動式修

正以有效執行計畫，展現自我價值，發揮永續學習的行動力。  

邏輯思維 學生能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學科領域相關概念及邏輯思維，善用資源掌握情

境全貌，獨立思考與分析，擬定計畫並主動學習，以同理心與人和諧溝通

互動合作，進而善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  

全球視野 學生能夠分析當本地、全球和跨文化的問題，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增進

學習理解，欣賞他人的觀點和世界觀，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開放、得

體和有效的互動，並能為集體福祉和永續發展採取行動。 
 

 

 
(3) 學校改造項目關聯 

學校改造項目為在本校 42間普通教室建置新風換氣設備（全熱交換器），相關改造與學

校運作關聯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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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學校轉型為永續循環校園： 

i. 學校是依學生學習與探究場域需求，進行後續環境規劃與校園營造。 

ii. 永續循環定義：跨世代的責任與課題、滿足當代需求而不危害未來世代，使學生

在學校學習場域，養成永續循環與調適的素養。 

iii. 永續校園設計理念:被動式設計(自然物理手法)、主動式設計(人工、環控、教

育、調適)、生態永續綠設計(四大循環) 

iv. 學校環境營造：落實 2050淨零碳排政策，推動低碳校園、校園淨零排放環境教

育、學校雨水貯蓄、校園源頭減廢及廚餘減量回收再利用等相關事項。 

v. 學生素養：既有行政推廣重點業務進行轉型推動，透過校園減碳行動，落實於學

生生活中，學生在日常也可以為 2050年淨零排放而努力。 

vi. 永續發展教育：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讓學生在學習場域實踐與倡

議，並透過國際教育，了解世界各國不同的努力。 

B. 因應氣候變遷作為 

建築的日常耗能中以空調及照明用電佔了最大比例，在夏日建築物的空調用電

比約佔四至五成，因此從空調來談論建築節能最有效果，建築節能設計是國家節約

能源政策最有潛力的一環。「日常節能指標」是將節能評估重點設定在建築外殼節能

設計、空調效率設計及照明效率設計等三大方向。 

隨著氣候變遷，建築物永續設計的需求日益增加，外牆熱性能在建築物隔熱性

能上，也是必須考量的重點。降低構造體、外牆熱傳透率 U值、降低外牆表面相當

溫度均是基本常用之節能對策手法。 

在夏日多數班級皆以開室內窗簾、關閉窗戶方式進行隔熱遮陽，並啟動冷氣機

降低室內溫度，學生長期待在室內空間，室內空氣品質的良窳，就會在關注節能之

餘，所必須重視的課題。室內空氣品質的好壞，直接影響學生學習品質及效率，因

此室內空氣污染物對人體健康影響應當受到重視。 

上午 8點 上午 10點 下午 2點 

   
本校考量既有建築物物理條件，將透過改造降低建築物外牆、屋頂與窗戶的熱

負載，增加室內空間主動調適機會、提高冷氣機冷房效果，節能設計方法如下： 

i. 遮陽板：爭取專案建置外遮陽板，降低窗戶外部日射熱，並增加通風與採光效

果。 

ii. 垂直綠覆蓋：由教育部綠籬專案，逐年建置垂直綠化與綠屋頂，降低建築物直接

日射，建置學校微氣候；匯集學校筏基水源與雨水回收，進行水資源循環再利

用。 

iii. 冷氣機室外機遷移：透過教育部班班有冷氣專案，將室外機改建設於建築物北

面，降低室外機日曬情形。 

iv. 太陽能屋頂：由臺北市政府統一建置學校太陽能屋頂，降低屋頂溫度並產生再生

能源。 

v. 能源管理系統：透過教育部班班有冷氣專案，將學校空間用電設備納入 EMS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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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進行能源管理與資料蒐集；建置智慧水表進行水源評估。 

vi. AIoT智慧化工具：建立環境偵測系統(溫度、濕度、二氧化碳、PM2.5、水感知

等)，建置學校歷年環境數據(室內、室外、綠、水)，作為後續環境改造的效益評

估比較。 

vii. 建置碳盤查資料：建置全校碳盤查基本資料與各班教室碳盤查資料，作為學校減

碳效益與班級調適做法的評估標準(減少綠足跡、增加碳手印)。 

viii. 新風系統：由本案建置新風換氣設備(全熱交換器)，通過引入新鮮空氣，改善室

內空氣質量的空氣循環系統；透過熱交換節省空調耗能，連結能源管理系統進行

資料累積。 

C. 改造效益 

i. 外遮陽：學生可以探究外遮陽與窗簾遮陽的差異性；並可以理解降低建築物蓄

熱，為節約能效的基本概念。透過外遮陽對於室內空間能耗影響，約節能

13~18%，並可增進採光與通風的效能。 

ii. 垂直綠化：透過垂直綠化與綠屋頂，一方面可以增加綠化面積與美觀一方面可以

促進垂直向度的生物動線連貫，緩和都市熱島效應功效；綠牆可有效降低牆面溫

度 10~14度，室內更可降低 2.0~2.4度，可降低室內空調耗能。 

iii. 冷氣室外機遷移：室外機位置考量避免太陽直射、確保安裝位置空氣流通，讓室

外機有最好的運作效能。 

iv. 太陽能屋頂：透過屋頂太陽能板建置，除了產生再生能源，並減少建築屋頂蓄

熱；太陽能板能減少日光直射屋頂 38%熱能，作為屋頂隔熱又可降低室內溫度 3-5

℃，降低空調耗能。 

v. 新風系統：在冬天與夏天門窗緊閉的狀態，透過空氣感知器作動，降低二氧化碳

提供新鮮空氣，優化學習環境；透過讓交換器，在夏天能減少空調耗能(55%)，在

冬天亦能穩定室內溫度與濕度。 

vi. 能源管理系統：將大成樓透過能源管理系統(將空間用電、太陽能能源、水資源利

用、冷氣耗能、教室空氣品質納入系統)，了解個空間耗能情形，提供碳排數據，

作為使用者行為改變的參考數據以及提供學生探究數據。 

vii. AIoT智慧化工具：建置學校環境資料庫，透過各項環境數據紀錄；陸續進行永續

校園改造手法，得以作為改造效益之基準。 

viii. 建置碳盤查資料：建置每年碳盤查基準資料，作為學校減碳的基準資料；建置各

班碳盤查資料與調適方法，作為各班環境條件下調適生活的文化紀錄。 

永續適應：透過硬體環境改善，學生理解更多永續措施的原理原則，有氣候變遷

具體行動的機會與實踐，改變以往開窗廉關窗開冷氣的耗能行為；透過教育手段

與設施改善，學生理解節能原理原則，透過外遮陽、建築物隔熱、通風、採光與

空氣品質等手段，並透過有更多節能永續的適應方式。 

3.遭遇問題（請說明問題點與改造項目的關連性） 

(1) 現況:依教育部 113年 5月 2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501231號函，「公立國民中小學班

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簡稱本事項) 

 問題現況:依本事項十、班級教室冷氣使用期間應視教室空氣品質，適度開窗換氣 ，

以促進空氣流通 ，避免二氧化碳濃度過高。然而，實務上，開窗後並未能有效降低

空氣二氧化碳濃度。數據 https://reurl.cc/XEylNe 

 耗能:使用新風系統後，是否增加學校耗能，是需要實際探究。 

(2) 關聯性:透過本示範計畫，在夏天冷氣空調啟動下，建置新風系統透過不同物理條件設

定了解新風系統是否能有效提高空氣品質，並比開窗通風的做法更為節能。 

https://reurl.cc/XEyl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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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預期成果(請以條列式說明，內容包含：校園實質環境改造預期成果、教案開發與分享…等) 

4-1主題推動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之主題及互動成果： 

3. 學校智慧化友善校園作法構想 
(4) 透過學校校本課程規畫：培養學生在學習基本知識與 SDGs 議題探究過程中，同時

建立他們的能力，如閱讀理解、批判思考、媒體識讀；溝通表達與人合作；關注議

題與解決方案等。培養學生發展核心素養、誘發學習動機與熱情，進而感受學習的

成就與價值。 

(5) 學生探究場域：從學校、家庭、社區環境，學生能透過環境探索，以分組合作、資

料蒐集、具體行動、評估成果等學習程序，落實觀察生活議題與實踐，發展能夠應

變未來世代各項課題的素養及技能。 

(6) 國際交流：SDGs 是理解世界觀很好的工具和途徑，透過國際教育推動，與國外學

生進行交流，連結國際脈動；深化學生對永續發展的多樣性（diversity）、包容

（inclusion）及包括所有人（no one left behind），並轉化成具體行動。 

4. 學習環境互動成果 

(5) 行政組織：針對永續發展教育與 SDGs 能融入行政運作思維，訂出執行組織發展

與規劃，以符應現實生活之需求。 

(6) 校園環境與盤查：校園環境改善需以課程為本提供學習素材 (智慧、數據 )，確實

落實永續循環校園精神，提供學生探究場域。 

(7) 課程發展：透過既有課程架構(本校氣候變遷教材)，除了發展學生探究能力外，盤

整校內 SDGs 的課程內容與行動，以確認學校發展優勢與需增強之處；連結生活

議題，讓學生在現實生活裡進行學習。 

(8) 學校行動：學生可關注 SDGs 議題，並提出具體行動；聯結淨零排放議題，落實減

碳校園，並擴展至家庭生活；透過國際交流，連結國際脈動，讓學生了解世界運

作，備足全球視野觀點與世界公民素養。 

4-2 校內推動低碳與永續校園預期成果： 

3. 行政轉型：針對學校各組所既有推行業務，進行轉型因應，讓學生能理解減碳行動效

益；於全校教師研習邀聘講師進行淨零排碳相關概念增能；對於直接社群教師，進行

專業概念理解。 

4. 學校碳盤查：除配合先導型計畫所需基礎碳盤查外，將針對各班教室進行碳盤查(數

據蒐集)，讓學生了解在學校教室的直接碳排狀況。 

5. 課程盤點：透過全校課程盤點，針對氣候變遷行動進行課程整合；整合校本活動，讓

學生在學生生活場域內，能進行減碳實際行動。 

6. 學生活動的安排： 

(1) 建置各班碳盤查數據，作為各班環境碳排的記錄，並了解碳排的計算。 

(2) 提供各環境數據紀錄(AIoT智慧化工具)，讓學生作為環境因應調適策略比較數據。 

(3) 配合班班有冷氣政策，每年5~6月、9~10月進行使用冷氣度數紀錄，轉化排碳數。

(碳排放) 

(4) 班級垃圾減量活動，估算各班排碳數；低於班級垃圾平均數，給予減碳獎勵數。(碳

減量；獎勵) 

(5) 校園學生自主步行15分鐘上學計畫，累積班級減碳量，給予減碳獎勵。(碳減量) 

(6) 認養綠籬活動，維護綠籬生長並定期維護與紀錄，給予減碳獎勵數。(碳中和) 

(7) 隨手關燈活動，進行節約能源行動(關燈、關電風扇)，未達成班級，增加班級排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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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碳費) 

統整活動 

(1) 學生可以以班級為單位，依教室不同物理條件下，分組進行減碳競賽。 

(2) 學生已可透過個人綠籬認領養護與步行上學，進行個人減碳生活實踐，並增加班

級減碳數。 

(3) 透過校園改善與示範計畫，讓學生在學校學習情境下探究減碳的操作(依外遮陽

的設置、降低建築物外牆的溫度、調整教室通風、降低空調使用機會或增加空調

的使用效能)，了解減碳的核心價值與建築物減碳的優先順序。 

(4) 建建置班級碳盤查數據，讓學生了解碳盤查的真實情境；結合上述負碳手法，做

為班級與個人對於世界的減碳努力成果。 
4-3 與教育部推動新世代環境教育(NEED)推動之關聯做法說明。 

景興國中經營管理永續構想：理解國際議題與政策脈動，透過全校式推動環境教育理

論，連結學校管理者、教師、學生、家長、社區等，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推動本校永續循環校園計畫，以強化落實校園師生和社區大眾的氣候變遷知能

及氣候友善行動。期待學生能於現實生活中進行探究學習，在國際交流中包容與分

享，能為集體福祉和永續發展採取行動。具體作法如下 

1. 學校領導與治理 

(1) 學校組織校園永續循環委員會，擬訂永續發展計畫。 

(2) 培訓第一線教學人員符合國際趨勢的永續發展教育相關知能。 

(3) 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入校協助，將學校改善歷程編制學校歷程記錄。 

2. 校園環境與資源管理 

(1) 學校空間規畫與管理，整合省能、環保、健康、安全、防災之技術。 

(2) 學校環境改善需符應課程教學，讓師生了解校園地域、文化、歷史及生態等特色。 

(3) 學校空間管理，建置管理智慧數據，作為改善成效的參考基礎與教材。 

3. 課程發展與教學 

(1) 學校課程可以充分利用校園環境、環境問題，作為教學的場域和教學的主題，讓

真實生活情境，成為學習實踐場域。 

(2) 培訓校內種子教師，鼓勵參加永續發展議題相關課程討論，推動永續發展教育。 

(3) 透過課程探究，針對校園規畫改善，提出倡議行動與建議；連結國際教育，提升

學校學生地球公民意識，並採取行動。 

4. 與社區共學 

(1) 師生校園與家庭生活模式，落實永續循環目標的改善、調整與適應。 

(2) 積極連結社區，共同參與社區行動方案，推廣社區永續文化。 

(3) 提升師生國際永續發展議題內涵及多元文化價値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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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團隊人事資料 

校內推動委員會組織架構與成員(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服務單位 姓  名 職  稱 負  責  工  作 

召集人 景興國中 蔡來淑 校    長 永續循環校園規劃與探索計畫召集人 

執行秘書 景興國中 許卓塵 總務主任 永續循環校園規劃與探索計畫執行祕書 

顧   問 臺中科技大學 何昕家 副教授 
提供永續校園教育作法諮詢與教師增能

專家 

顧   問 臺北科技大學 邵文政 副教授 提供永續校園規劃作法諮詢專家 

顧   問 
國立宜蘭大學 

副教授 
何武璋 副教授 建築與永續規畫指導與諮詢 

顧   問 
臺北市立 

動物園 
陳博惠 研究員 校園生態探索課程指導與諮詢 

工作小組 景興國中 蘇祐萩 教務主任 
規劃永續循環校園議題融入校本課程委

員 

工作小組 景興國中 蔡佩穎 學務主任 
規劃永續循環校園議題落實校本活動委

員 

工作小組 景興國中 洪智萍 輔導主任 
規劃永續循環校園議題結合國際教育方

案委員 

工作小組 景興國中 高瑋瓏 教學組長 
執行永續循環校園議題融入校本課程委

員 

工作小組 景興國中 陳麗淑 衛生組長 
執行永續循環校園議題落實校本活動委

員 

工作小組 景興國中 葉心慈 輔導組長 
執行永續循環校園議題結合國際教育方

案委員 

工作小組 景興國中 林秀環 事務組長 
執行永續循環校園空間修建工程方案委

員 

工作小組 景興國中 簡炳輝 
自然領域

召集人 

研發永續循環校園議題主題課程與探究

實作 

工作小組 景興國中 周怡伶 
社群召集

人 

結合全球視野課程，設計校園永續行動

方案 

工作小組 景興國中 學生 
七、九年

級學生 
結合全球視野課程、彈性課程。 

社區委員 文山社區大學 鄭秀娟 校長 提供永續課題外部師資合作 

社區委員 社區人士 李孟發 
教育局外

聘專家 
提供滴灌系統雨水回收相關知能 

社區委員 家長會 蔣正威 家長 提供永續校園家長志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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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負責人任期說明(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職稱 姓名 
任期 

(年/月-年/月) 

計劃期間內 

會調動者打勾(v) 
(112年 2月-112年 12月) 

校    長 蔡來淑 112年 2月-113年 7月  

總務主任 許卓塵 112年 2月-113年 7月  

教務主任 蘇祐萩 112年 2月-113年 7月  

學務主任 蔡佩穎 112年 2月-113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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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規劃師個人基本資料(欄位不足時請由系統增列) 

姓名  性別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服務單位  職稱  

服務單位

地址 

 

過往曾經

協助教育

部永續校

園局部改

造計畫 

 

 

其他相關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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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基本資料 

校名：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 42 巷 6 號 

學校網址：https://www.chhs.tp.edu.tw/nss/p/index 師生人數：1360 班級數：42 班  

(以下填報資料以非建築體面積計算為主) 

1.校地總面積：15,609 (m2) 

2.校園綠地覆蓋總面積：約 2246.56 (m2) 

3.校園非綠地透水面積：約 380 (m2) 

4.透水面積比率：16(%) 

(以下填報資料以非建築體面積計算為主) 

1.校園喬木覆蓋面積：1354.76 (m2) 

2.校園灌木覆蓋面積：278.29(m2) 

3.校園草地覆蓋面積：9.12 (m2) 

建築物覆蓋面積：5178 (m2) 海拔高度：11.7 M 

實質環境資料   以校園氣象站資料為主 

【請查詢「中央氣象局」網站：http://www.cwb.gov.tw/V7/climate/monthlyMean/Taiwan_tx.htm 】 

路徑：首頁→氣候統計→月平均/每月氣象→選定學校所在位置之鄰近氣象站 

地區平均溫度 

最高：8(月) 30.1 ℃ 

最低：1(月)16.6℃ 

月平均：23.5℃ 

月雨量 

(降水量) 

最高：6(月) 354.6mm 

最低：11(月) 89.3mm 

月平均：197.37mm/月 

長年風速 月平均：2.6m/s 長年風向 
夏季6月：  (角度)   

冬季12月：  (角度)   

地區平均 

日照時數 

夏季6月：114.8小時 

冬季12月：78.6小時 環境特質  

固碳量            度/人 排碳量       度/人 

校園能源使用現況資料   以校園實質資料填報為主 

校園用電總度數
（以電力公司電表

為準） 

夏季03-06月：平均63560度/月 

冬季09-12月：平均 66490度/月 

校園用水總度數 

（以自來水公司水

表為準） 

夏季03-06月：平均 1077度/月 

冬季09-12月：平均 1210度/月 

校園交通能源量 

(含教師交通計入) 
步行上學：512人  

單車上學： 92人 

大眾交通工具：463人 

機車上學： 147人 

汽車上學： 144人 

 

其他有助於說明學校現況之補充說明(請條列式) 

(一)已完成改善之環境問題如下： 

1. 104年游泳池熱泵加溫系統改善:天然氣加熱改成熱泵，節約能源提高效率。 

2. 104年自強樓廁所雨水回收供水系統建立。 

3. 107年活動中心屋頂外排改善，預留雨水回收及水管。 

4. 111年自強樓與大成樓太陽能屋頂工程，屋頂光電板綠能與屋頂隔熱。(並聯電壓：

3項 4線 220/380V、架設結構：棚架行支撐架模組、規格：TSEC TS60-6M3-33、發

電概況：裝置容量 184.8KWp、) 

5. 111年自強樓普通教室 24間改善工程，改善教室空間(更新教室門窗)，減少冷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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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 

6. 111年 EMS能源管理管系統建置工程，學校能源管控整合。 

7. 112年活動中心燈具改善工程 增加燈具照度，降低能源負載。 

8. 112年活動中心通風改善 

(1) 3樓購置 46吋風扇，增加 3樓活動區空氣流動。 

(2) 4樓購置負壓扇，減少空間蓄熱，增加對流 3、4樓。 

9. 學校圍牆與大成樓綠籬建置專案 ，增加學校綠覆蓋面積，建立環境微氣候 

10. 112 年大成樓普通教室 10 間改善工程，改善教室空間(更新教室門窗)，減少冷氣

外洩。 

11. 112年視聽教室、電腦教室冷氣改善專案，改善冷氣耗能，增設數位電表，掌握能

源使用效能。 

(二)計畫進行中之環境問題： 

1. 113 年莊敬樓普通教室 9 間改善工程，改善教室空間(更新教室門窗)，減少冷氣外

洩 

2. 113 年自強樓屋頂防漏與外牆整修工程，規劃屋頂排水外排，建置雨水回收系統，

介接沖廁與澆灌水源。 

3. 113年學習空間 125 台冷氣建置，汰換一級效能變頻冷氣，提高冷氣效能。 

4. 113年大成樓冷氣室外機遷移，避免室外機直接曝曬，提高冷房效能。 

5. 113年大成樓外牆綠化，增加綠覆蓋面積，改善辦公空間直接曝曬情形。 

6. 113年建置 Micro Bit 感知器，蒐集各教室環境資料，並提供環境訊息，讓學生能

主動調適。 

7. 113年建置地下室學習空間與音樂性學習空間馨風系統，提升學習空間空氣品質。 

(三) 未來發展機會： 

1. 學校綠覆蓋不足： 

(1) 爭取教育部 114 年綠籬專案，增設筏基水源設置，增加學校綠覆蓋面積(垂直綠

化)。 

(2) 結合本市綠屋頂、綠牆專案，增加綠覆蓋面積(垂直綠化)。 

2. 建置太陽能板：爭取莊敬樓、活動中心光電屋頂建置，隔熱與發電。 

3. 建置光電球場：改善學生運動環境，改變校園微氣候(風)，隔熱與發電。 

4. 建置水與綠循環中庭：改善中庭休憩環境，介接自強樓、格致樓、大成樓雨水水

源，增加雨水循環設施。 

 

學校自評指標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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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年度申請項目與經費說明 

類別 改造項目 
申請 

金額 

項目施作 

規劃 

(本年度申

請項目請

打ˇ/已實

施項目請

打 o) 

備註 

(已實施年度-計畫名稱/ 

本年度申請項目與已實施項目若

有關連性，請附註說明) 

資本門 新風系統 2,500,000 ˇ 

112 年建置新風系統，配合 113 年

學習空間冷氣改善，並建立 EMS

管理系統，進行學習空間空氣品

質優化與節能探討。 

資本門 普通教室整修 3,500,000 ˇ 
112 年建置普通教室整修工程，教

室環境整修，增加教室氣密性。 

其他 名稱：    

經常門 

設計規劃費(上限 10

萬) 
100,000 ˇ  

業務費(第一階段教案

所需費用) 
   

業務費(第二階段教案

所需費用) 
   

申請補助

總金額 
新台幣 陸 佰 壹 拾 零 萬 零 仟 零 佰 零 拾 零元整 

所在縣市是否有永續校園

或環境教育相關輔導組織 

■有   

□無 
若有，請填組織名稱 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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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近年遭天然災害情形描述  

校名  

是否知其災害潛勢 

□未調查，尚不清楚    

■已調查，無災害潛勢   

□已調查，具災害潛勢 

本校為防災收容中心 

災害潛勢：□地震   □水災    □火災   □其他：  

請附上災害描述、災害潛勢地圖、或其餘可輔助說明之文字或照片： 

 

 

災害潛勢：□地震   □水災    □土石流   □其他： 

請附上災害描述、災害潛勢地圖、或其餘可輔助說明之文字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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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園植栽種類、數量與現況配置圖 https://reurl.cc/vv6Vma 

位置 說明 植物類別 校園樹木類別 面積 

校門口 校門口花台 牡丹 灌木 6.48 

校門口 校門口造景 ?? 灌木 10 

校門口 警衛室外牆 ?? 灌木 1.86 

校門口前庭 警衛室外牆 榕樹 闊葉大喬木 12 

校門口前庭 警衛室旁 ?? 灌木 20 

校門口前庭 前庭東側花圃 牡丹 灌木 6.76 

校門口前庭 前庭西側花圃 牡丹 灌木 5.92 

校門口前庭 6 盆圓柏 圓柏 針葉喬木 2.3079 

校門口前庭 前庭左側羅漢松 羅漢松 灌木 1.424775 

車棚前 南洋杉 南洋杉 闊葉大喬木 27 

大成樓花圃 多樣化 灌木類 灌木 18.981 

格致樓花圃 多樣化 灌木類 灌木 21.016 

格致樓後側 大王椰子 大王椰子 棕櫚類 10 

操場西側 榕樹、黑板樹(老樹) 榕樹、黑板樹(老樹) 闊葉大喬木 496.8 

操場北側 玉蘭、橡膠樹(老樹) 玉蘭、橡膠樹(老樹) 闊葉大喬木 206.35 

操場南側 榕樹(老樹) 榕樹(老樹) 闊葉大喬木 342.72 

莊敬樓前庭 無障礙扶梯 牡丹 灌木 7.2 

莊敬樓前庭 正方形  灌木 3.24 

莊敬樓前庭 弧形 羅漢松 灌木 7.15 

活動中心 1 樓 花圃 羅漢松 灌木 15.86 

活動中心 2 樓 花圃 複合式灌木 灌木 14.4 

中庭大水池 複合性 ?? 灌木 14.63 

中庭小水池 複合性 草本 水生植物 16.8 

中正樓花圃 複合性 灌木 灌木 45.36 

中庭(大成樓圓弧) 雀榕  闊葉小喬木 52.36 

中庭半弧 複合性 灌木 灌木 22.4 

中庭(大成樓前) 複合性 ?? 棕櫚類 3.8 

中庭(正方形) 雀榕  闊葉大喬木 29.44 

中庭(格致樓前) 複合性 竹、榕 闊葉小喬木 133.055 

中庭(自強樓東) 複合性  闊葉小喬木 25.44 

中庭(自強樓西) 複合性  闊葉小喬木 29.6 

中庭(自強樓西) 小田園  草花花園 9.12 

中庭(八邊型) 複合性  灌木 65.61 

https://reurl.cc/vv6V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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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園基本配置圖與標示本年度預計施作範圍、項目說明(需標示校區方位，如：指北針、南北向方位) 

預計施作範圍： 

1. 112 年普通教室整修 

位置為大成樓 

905~909 

805~809 

2. 全校 42 間普通教室新風系統 

(1) 莊敬樓 

901~904、801~804 

(2) 大成樓 

905~909、805~809 

(3) 自強樓 

701~814 

 

 



 

25 

 

本階段申請尚不需附建築圖說，可檢附其他相關輔助圖示(如:師生手繪稿、預期完成示意圖...等)。 

分區 施作範圍 施作說明 預期效益 簡圖 

整修

工程 

位置為大成樓 

905~909 

805~809 

1. 全室粉刷 

2. 地磚鋪設 

3. 前後門更新 

4. 窗簾更新 

5. 儲物櫃更新 

教室氣密度高 

學生學習環境優化  

 

 

新風

系統 

2.全校 42 間普通教

室新風系統 

(1) 莊敬樓 

901~904、801~804 

(2) 大成樓 

905~909、805~809 

(3) 自強樓 

701~814 

建置新風主機 

建置風管 

配置 UNO 環境感知器 

建置雲端控制系統 

降低學習空間二氧化碳濃度 

提高寒流時室內溫度 

 

 

 



 

26 

 

八、申請項目執行策略說明  

類別 
■能源與微氣候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項目

名稱 42 間普通教室空間新風換氣設備(全熱交換氣)設置 

問題

說明 

因極端氣候，台北開冷氣的時間約從 5 月至 11 月。然而因門窗關閉，學生在教室二

氧化碳往往因為教室無換氣，造成二氧化碳超標，影響學生健康。 

解決

策略 

1. 考量班級教室地理環境，透過室內窗戶開窗、戶外環境調整，增加教室空氣流動

的機會。 

2. 透過安裝新風系統，可引入外部新鮮空氣，提高室內空間品質。 

3. 透過全熱交換器，依據空間大小、人員數量多寡，計算可啟動的條件，可減少空

氣交換的耗能。 

現況

照片 

 

  
 

教室

環境 

6. 大成樓4樓普通教室環景：https://reurl.cc/MjyqDL 

7. 大成樓5樓普通教室環景：https://reurl.cc/93R2yY 

相對

應的

教學

計畫 

學習探究要點 

1. 學生透過課程理解空氣品質的重要性。 

2. 學生了解新風系統作動機制，並透過數位資料，了解不同物理條件下，二氧化碳的累積情
形，與新風系通校能。 

3. 探究在啟動冷氣情況下，啟動新風系統與開對窗策略，的耗能差異。 

 

https://reurl.cc/MjyqDL
https://reurl.cc/93R2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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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歷年成果說明 

歷年獲得教育部永續校園改造補助之使用現況說明。 
（請附註圖片，並描述現況運作情形） 

年度 項目名稱 
教學使用描述 

(是否持續配合教學) 

現況運作情形  

(請以圖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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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配合申請項目填寫永續相關議題實施成果  

 

類別 
■能源與微氣候  □水與綠系統  ■環境與健康  

□資源與碳循環      □其他：                

 

類別 
■節能減碳資源循環  ■環境永續生態循環  □健康效率學習空間  

□防救災與避難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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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能源與微氣候  □水與綠系統  ■環境與健康  

□資源與碳循環      □其他：                

 

類別 
■節能減碳資源循環  □環境永續生態循環  □健康效率學習空間  

□防救災與避難      □其他：學生撰寫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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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能源與微氣候  □水與綠系統  □環境與健康  

■資源與碳循環      □其他：                

 

類別 
□節能減碳資源循環  □環境永續生態循環  ■健康效率學習空間  

□防救災與避難      □其他：學生撰寫程式 

面板示意：https://reurl.cc/VM4K6Y、 

 

https://reurl.cc/VM4K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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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能源與微氣候  □水與綠系統  ■環境與健康  

□資源與碳循環      □其他：https://reurl.cc/1bGD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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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節能減碳資源循環  ■環境永續生態循環  □健康效率學習空間  

□防救災與避難      □其他：https://reurl.cc/8XNQ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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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節能減碳資源循環  □環境永續生態循環  □健康效率學習空間  

□防救災與避難      □其他：https://reurl.cc/Yq0L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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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新風系統實測說明 

(一) 施工情形 

 

活動名稱： 新風系統施工前 照片提供者： 景興國中 

 

活動名稱： 新風系統施工後 照片提供者： 景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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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新風系統施工後 照片提供者： 景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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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新風系統監控系統 照片提供者： 景興國中 

 

(二) 使用說明 

教室新風機使用說明 

1. 新風機、冷氣機、循環扇使用狀況說明 

(1) 新風機啟動是因為室內空氣品質 PM2.5過高: CO2濃度過高，就會

啟動換氣。 

(2) 冷氣機啟動，是因為環境溫度超過 28 度:窗戶勢必關閉，才能有

效冷房。 

1. 狀況 1:室外空氣品質差，室溫未達 28 度 

門窗關閉，可開循環扇與新風，增加室內空氣循環與換氣。 

2. 狀況 2:室外空氣品質差，室溫達 28 度以上 

門窗關閉，可開循環扇與新風，啟動冷氣，增加室內空氣循環與

換氣，進行環境降溫、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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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說明 

(1) 新風機可偵測 溫度、濕度、甲醛、PM2.5、PM10、CO2。 

(2) 新風換氣系統（全熱交換器）設置濾網後之出風口風量應大於

700CMH (m3/ hr)以上(依據 AMCA 210-07 測試標準)；最大風

量下耗電≦280 瓦。 

(3) 全熱交換器之冷房總熱回收率（焓）60%以上。 

(4) 新風換氣系統（全熱交換器）噪音值：上述設備最大風量下，噪

音應小於 55dB-A（實驗室測試證明）。 

(5) 本新風系統達 HEPA-H11 等級，能有效過濾直徑大於 0.3 微米的

微小粒子，期過濾效率達到 95%以上。 

(6) 為達到節能、省電效能，連動控制系統應有自動感測裝置，當室

內 PM2.5 超過 35μg/m3 或 CO2 濃度超過 800ppm 濃度數值時

即自動啟動設備運作（連動所有設備），當數值達到健康安全範

圍時則停止設備運作，「PM2.5 和 CO2」的啟動濃度可各別設

定。 

3.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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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器：自動啟動狀態 感應器：關閉狀態 

  

感應器：手動啟動狀態 感應器在前門 

 

左邊出風口 右邊進風口 



 

39 

 

  

長邊為出風管 短邊為進風口 

(三) 新風系統測試一(無學生) 

1. 研究問題 

(1) 冷氣啟動時，門窗全關，新風系統啟動，耗能共計多少? 

(2) 冷氣啟動時，開對窗通風，新風系統啟動，耗能共計多少? 

(3) 冷氣不啟動，門窗全關，環境數據變化為何? 

2. 研究設計 

(1) 環境設計： 

 教室全開，取得環境通風數據條件均等 

 紀錄該教室實驗前數位電表數據 

 因新風機電源，尚未介接數位電表，故耗電量以廠商提供數據

估算 0.11度/H計算 

 採計時間:113 年 8月 21 日 12 點 15 分起至 113 年 8 月 22 日

6點 45分。 

(2) 條件規劃 

 805教室：蒐集教室原始環境數據，開窗、無新風、無冷氣。 

 806教室：蒐集教室新風機與冷氣啟動環境數據與耗能，關窗、

新風啟動、冷氣啟動(實驗前已啟動)。 
 807教室：蒐集教室開對窗與冷氣啟動環境數據與耗能，開

對窗、新風啟動、冷氣啟動(實驗前已啟動)。 

 808教室：蒐集教室新風機啟動環境數據與耗能，關窗、新

風啟動、無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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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數據(https://reurl.cc/g6aL3z) 

https://reurl.cc/g6aL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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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討論 

(1) 耗電量 

805 耗電量 21.035 度、806 耗電量為 25 度，開新風系統較為節

能。 

(2) 溫度變化 

805為室內門窗通風的溫度變化，808僅有新風系統作動無開窗，

亦能維持穩定溫度。 

(3) 濕度變化 

807與 808的濕度變化較貼近 805 

806濕度較高、808濕度變化最少。 

5. 研究結論 

(1) 在冷氣房開新風系統，比開冷氣開對窗循環較節能。 

(2) 全密閉空間，開新風系統能穩定溫度與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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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風系統測試二(有學生) 

1. 研究問題 

(1) 開啟冷氣情況下，新風系統作動(風速 2)，二氧化碳累積情形? 

(2) 開啟冷氣情況下，新風系統作動(風速 3)，二氧化碳累積情形? 

(3) 開啟冷氣情況下，新風系統不作動(開對窗)，二氧化碳累積情形? 

2. 研究設計 

(1) 環境設計： 

 七年級學生新生訓練，每班約 30人，(第一二節在教室) 

 學生 0730進教室、0915第一節下課、1006第二節下課 

 採計時間:113 年 8 月 22 日 8 點 00 分起至 113 年 8 月 22 日

12點 15分。 

(2) 條件規劃(三間教室皆啟動冷氣) 

 905 教室：新風系統啟動、風速 2，蒐集二氧化碳濃度變化。 

 906 教室：新風系統啟動、風速 3，蒐集二氧化碳濃度變化。 
 907教室：新風系統無作動、開對窗，蒐集二氧化碳濃度變

化。 

3. 研究數據(https://reurl.cc/g64v2X) 

https://reurl.cc/g64v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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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討論 

二氧化碳濃度變化：開新風機能降低二氧化碳濃度，開對窗無法

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濃度、下課活動能降低二氧化碳濃度。 

5. 研究結論 

(1) 依據「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第十點，

班級教室冷氣使用期間應視教室空氣品質，適度開窗換氣 ，以促

進空氣流通 ，避免二氧化碳濃度過高。如無即時監控系統，難以

掌握開對窗降低二氧化碳濃度的效果。 

(2) 新風機風速 2 與風速 3 排二氧化碳差異為 10%、風速 2 耗電量為

110W/H、風速 3耗電量為 280W/H。 
(五) 小結 

1. 在夏日啟動冷氣與新風系統，能提供更優質空氣品質，並且能更節能。 

2. 在無新風系統的情況下，必須安裝適切的偵測器，作為使用者主動式

開窗通風的依據。 

3. 冬季時，新風系統能為室內空間提供較高的環境溫度與較低的濕度環

境。 

4. 減碳量估算： 

(1) 以臺北地區學生冷氣使用天數為 80 日、每日 8 小時，總時數為

640小時。 

(2) 在無人員測試情況下，開冷氣/開新風系統較開冷氣房開對窗較節

能 0.22度(臺電排碳係數 0.494公斤 CO2/度) 

故年度減碳數估算：42(間)*640(小時)*0.22(度)*0.494(公斤

CO2/度)=2921.31(公斤 CO2) 
(六) 未來作法：透過本校普通教室 EMS設定，普通教室規劃 3顆無熔絲開

關，透過年度數據蒐集，能更精準判斷新風系統在維持空氣品質下的節

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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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合作之民間團體及社區伙伴(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團體/社區 文山社區大學 負責人 鄭秀娟 

供與支援活動內容說明： 

1. 提供水與綠社團師資水與綠社團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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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計畫名稱：112年度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示範案) 

計畫期程： 自核定日至 113 年 6月 30日 

計畫經費總額元，6100000 

申請金額： 元(經常門：元，資本門：元) 

自籌款：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0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 並
註明經資
門) 

金額(元) 說明 

業
務 

費 

       

       

設 
備 
及 
投 
資 

       

      

小計      

合  計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1、依行政院 91 年 5月 29日院授主忠字第 091003820號函頒
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
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
範時，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
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
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以不補助人事
費為原則；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
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
務費、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6%】編列。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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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請列出相關預算書內容 (細項) 

1.普通教室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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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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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請列出完整設計圖內容 (包含施工圖)：普通教室整修、新風系統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GdrhOyzpny4EEISXYW2XdlQHi7o7Bn8?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pqI0ZAjDEcF9zXg4Osd1h-nkFKbSL7B&usp=drive_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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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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