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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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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巷2號 

學校年資：37 班級數：42班 

學校網址：https://www.chhs.tp.edu.tw/ 老師人數：113          學生人數：1270 

是否為縣市政府指定之防災避難中心 ■是  □否 

學校類型 ■都會 □非山非市 □偏遠 □特偏 □極偏 

執行過探索計畫幾年 □從未執行過  ■第＿1＿年 

  參加過地方政府低碳校園計畫 □是（計畫名稱：                           ）  ■否 

學校目前已有相關監測設施 

□空氣盒子 ■能源管理系統(EMS) 

■智慧電表 ■智慧水表 

□其他（＿＿＿＿＿＿＿＿＿＿＿＿＿＿＿） 

學校是否有以 micro: bit為教學素材 □是  ■否 

學校目前的教師社群 景興國中永續循環校園社群 

學校是否有意願爭取示範學校 ■是  □否 

學校地理位置說明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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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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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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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岩親山步道(東南方700公尺)、景美溪(西南方距離950公尺)沿岸豐富的自然生態，提供

學校自然及人文教學豐富資源。南邊緊鄰景華公園(防災公園)地區地勢平坦，強降雨無積

水狀況。 

學校平面配置圖 

說明：請學校附上具有比例方位之平面配置圖，不是學校教室位置圖，若學校無具有比

例方位之平面配置圖，可以附上透過 google地圖擷取學校空照圖。（需要註記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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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衷：學校辦學理念、申請動機、校長相關經歷（必須由校長親簽） 

（一）學校辦學理念（說明與永續發展教育、氣候變遷教育間的關係） 

1. 願景與學生圖像： 

當十二年國教強調適性揚才，並且提出各校應以三面九項「核心素養」作

為課程發展的主軸時，本校於 106學年透過團隊共創的模式，檢視學生的學習樣

態與問題，與參照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在共創的歷程中凝聚團隊對於十二年國

教教育美好的想像 ---提出以「永續學習的幸福學校」為學校願景，以「風雅力、

群我力、學創力、跨域力」為學生圖像，希望培育學生成為「懷抱溫暖前進，

帶著理想飛翔的幸福創造者」，不僅具備「終身學習」的態度，並且展現關懷

社會人文的心胸以及營造社會及世界幸福的能力。 

從學校願景啟航，到如何完善學校課程架構，到部定課程和校訂課程的價

值確立與實施，每一個步驟都是環環相扣與前呼後應的。為了實現教育願景與

匯聚眾智，學校在辦學理念上有五大重點：第一、學校沒有局外人—營造支持

學習的溫馨正向校園氛圍；第二、行政是教育火車頭—強化行政人才培育，整

合當前重大政策，彰顯學校辦學特色與績效；第三、找到學校發展的主體性—

建構校本特色課程，讓學生感受學習的價值與意義；第四、老師是教育成功的

關鍵—支持教師專業發展；第五、要有開放前瞻的思維—整合家長與社會的資

源，並且營造永續校園的學習環境，讓校園成為學生學習與探索的場域。          

2. 永續發展教育 

「永續學習的幸福學校」是學校願景，關於永續我們有兩個主要概念--

「學習的永續」和「永續的學習」。第一個概念「學習的永續」是我們企圖改

變灌輸知識的教學模式，期待在課堂生進行探究、合作、表達的學習模式，讓

學生的思考變得可見，不僅驅動學習的熱情，更期待學生在有系統的學習方法

導引中，懂得如何學習，成為樂於學習的終身學習者。第二個「永續的學習」

是團隊對於人類永續發展的關切，當全球面臨重大議題時，我們有責任讓學生

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事，以及體認自己是可以為人類永續盡心力的。 

永續發展教育是為了永續發展的各種教育活動，包含各類與永續發展相關

的議題，不限環境領域，也強調在地文化脈絡。其中關鍵議題包括全球化、消

除貧窮、永續消費與生產、性別平等。聯合國在2015年提出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並揭示教育系統應確保提供具包容性和公平正義的優質教育，2017年更

提出全球公民教育(GCED)主張培育學生成為積極的推手，以發展更和平、包容、

融合、安全及永續的社會。 

藉由學校校本課程規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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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學校國際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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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轉化成具體倡議行動。 

3. 氣候變遷教育 

科學證實氣候變遷造成的負面影響已經十分緊急， 引起了國際社會、跨國





112年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基礎計畫)專用表格 

5 

 

三、現況：校園環境、校本課程全貌、既有教師社群介紹 

(一)校園環境 

1. 曾經獲獎：能源教育獎(微笑台灣 創意教案甄選+氣候變遷教師手冊 P694) 

年度 教案主題 摘要說明 
相關

指標 

2018 
綠電 fun 城市 

景興來追日 

現行課程大多介紹能源發電方式及原理，但卻欠

缺台灣的發電概況。而大部分的非再生能源會造

成環境的傷害，因此我們設計一套綠色能源課程

希望學生能體驗各式綠色能源並探討此能源在台

灣的限制與可能性，此外我們選定太陽能為主

題，除了探討太陽軌跡，並能藉由探究與實作來

了解太陽能未來的應用及發展。 最後，我們讓學

生了解綠建築指標後，並讓學生能設計出自己理

想中的綠建築，並透過景美的智慧化居住空間

Living3.0參訪活動讓學生能更加了解如何運用科

技及技術創造友善環境。 

SDGs4 

SDGs9 

SDGs11 

SDGs12 

2021 仙跡岩風行者 

因應社會需求與時代潮流而與時俱進所規劃的新

課綱，以「自發」、「互動」、「共好」為理

念、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主軸。我們在 SDGs 導向

的跨科超領域教案設計中，主要關注在 SDGs7、

SDGs13。希冀在社群教師的戮力同心設計下，能

培養學生習得跨科超領域知識，並分析歸納數

據、製作圖表歸因、善用網路搜尋及數學運算技

巧，最後整理內化成自己的素養知識，並連結到

自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期盼學生能

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溫室效應、潔淨能源等國

際重要議題。讓孩子立足景美仙跡岩開始，將視

野擴展到全球多元文化與環境議題觀點，成為一

個能永續學習的全球公民。 

SDGs7 

SDGs13 

2021 
SDGs 氣候變

遷教育課程 

利用各種科技與媒體素養，搭配教師引導學生引

發學生具有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

開始參與極端天氣問題的自主探究與科學表達。

並在人際關係的合作中，共同發展學生間的科學

知識。最後以探究報告的總結性評量佐以多媒體

形式的發表手法，展現出學生這一學期以來的學

習成果，以呼應課綱與學校願景。 

轉載 

氣候變遷教師手冊 (種子教師教案模組) P694 

SDGs3 

SDGs6 

SDGs9 

SDGs11 

SDGs12 

SDGs13 

2022 
瑠公圳水力景

美 

「因應當前的創新學習風潮，我們很早就開始以

SDGs 導向結合 STEAM 教學法，推出跨科超領域

課程。」身為校內數理素養教學團隊一員的陳淑

捐老師分享，這堂課努力結合了景美人的回憶，

希望讓孩子在了解在地文化遺產瑠公圳的同時，

也能探究永續低碳能源中的水力發電，在他們的

心中埋下種子，期待未來能共同為了景美在地的

文化與社區的永續發展而努力。 

SDGs7 

SDGs11 

SDGs17 

 

https://reurl.cc/ykQD1M
https://smiletaiwan.cw.com.tw/teach/article/138
https://smiletaiwan.cw.com.tw/teach/article/138
https://smiletaiwan.cw.com.tw/teach/article/347
https://reurl.cc/MR0len
https://reurl.cc/MR0len
https://smiletaiwan.cw.com.tw/teach/article/399
https://smiletaiwan.cw.com.tw/teach/article/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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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設備： 

本校能源設備設置情形 

(1)太陽能 

A. 案場資訊： 

甲、地址：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乙、建置日期：2022/05/31 

丙、維運公司：尚新 

B. 太陽能系統規格： 

甲、並聯電壓：3項4線220/380V 

乙、架設結構：棚架行支撐架 

丙、模組規格：TSEC TS60-6M3-330 H1(560) 

C. 發電概況：裝置容量184.8KWp 

  

(2) 游泳池熱泵加溫系統 

A. 案場資訊： 

甲、地址：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乙、建置日期：2015/07/30 

B. 規格(空氣對水熱泵主機) 

甲、游泳池加熱熱泵：製熱能力(BTU/h)155,000以上、輸入電力(KW)10以

下 

乙、沐浴熱水儲存槽加熱熱泵：製熱能力(BTU/h)160,000以上、輸入電力

(KW)12以下 

丙、保溫桶：8,000L、保溫玻璃纖維24K+強化鋁箔+PU 發泡保溫；總保溫

厚度(50mm)以上。 

   

獨立電表、獨立水表 空氣對水加熱 

https://tatungsolarweb.azurewebsites.net/tv/1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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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保溫桶 所有管線進行保溫措施 

3. 監測系統： 

目前無全校性能源管理系統，將逐年募集資源逐步改善，以下僅說明校內

既有能源管理方式。 

(1) 既有數位水電表：本校依台電、台水線上系進行每月數據監控與管理。 

A. 用電度數控管 

  

B. 用水度數控管 

 

(2) 冷氣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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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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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MC 能源管理： 

本校 EMS 系統是在111年8月建置，總共20台冷氣，皆在專科教室。班

級學生若要使用專科教室冷氣，必須以班級冷氣卡啟動冷氣。本校約在113

年~114年級全校普通班即將建置 EMC 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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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境困境： 

 檢視主題 狀況分析 尋求資源 

1 

A-1 

可回收資源 

1. 垃圾減量成效無具體

數據 

2. 學生產生垃圾量無數

據無統計 

3. 教師辦公室產生垃圾

量無統計 

1. 透過志工服務，請學生透過數

位化紀錄各班垃圾重量。 

2. 記錄各項資源回收類別與重量 

2 A-2 

可再生利用

資源 

廢棄課桌椅堆積在倉

庫，無清運費也無再利

用機會 

由生活科技教師討論，是否透過

課程實施，能再利用廢棄課桌椅 

3 
C-1 

電能 

雷射事務機耗電並會產

生碳粉汙染 

1. 在既有經費下，跟廠商殺價，

要求同等複印速度機型。 

2. 提出健康與節能概念 

4 
B-1 

水循環 

無經費進行水撲滿設

置，無法進行水循環利

用 

申請112年綠籬專案，蒐集大成

樓與莊敬樓進行雨水回收，作為

學校綠覆蓋澆灌系統。 

5 
B-2 

綠基盤 

■綠化降溫 

1. 校園綠覆蓋少 

2. 建築物無間接遮蔽 

申請112年綠籬專案，蒐集大成

樓與莊敬樓進行雨水回收，作為

學校綠覆蓋澆灌系統。 

6 
C-2 

溫熱調控 

大成樓與莊敬樓南面，

戶外無遮蔽，將進行綠

覆蓋進行建築物降溫 

申請112年綠籬專案，蒐集大成

樓與莊敬樓進行雨水回收，作為

學校綠覆蓋澆灌系統。 

7 
C-1 

電能 

舊有冷氣室外機解擺在

大成樓莊敬樓建築物南

面 

等待教育部冷氣汰舊換新處理 

8 
C-1 

電能 

自然光導入與室內燈調

節，作更節能做法 

於112年活動中心燈具改善工程

進行評估與改善 

活動中心室內環景與改造評估 

9 
D-1 

室內環境品

質 

活動中心：南面窗戶長

年窗簾遮蔽無法通風、

北面窗戶，無發順利啟

閉 

尋求外部專家進校評估可行性。 

10 D-1 

室內環境品

質 

原始應對方式是採用窗

簾遮光與隔熱；造成室

內空氣品質差 

尋求外部專家進校評估可行性。 

教普通室環景與改造評估 

(二)校本課程全貌（校本課程架構） 

1. 學校本位課程簡介 

本校於 106學年透過團隊共創的模式，檢視學生的學習樣態與問題，與參照

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在共創的歷程中凝聚團隊對於十二年國教教育美好的想像 -

--提出以「永續學習的幸福學校」為學校願景，以「風雅力、群我力、學創力、

跨域力」為學生圖像，希望培育學生成為「懷抱溫暖前進，帶著理想飛翔的幸

福創造者」，不僅具備「終身學習」的態度，並且展現關懷社會人文的心胸以

https://reurl.cc/eX6yjQ
https://reurl.cc/pLWv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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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營造社會及世界幸福的能力。 

本校「永續」包含了「學習的永續」和「永續的學習」為主要概念。第一

個概念「學習的永續」是我們企圖改變灌輸知識的教學模式，期待在課堂進行

探究、合作、表達的學習模式，讓學生的思考變得可見，不僅驅動學習的熱情，

更期待學生在有系統的學習方法導引中，懂得如何學習，成為樂於學習的終身

學習者。第二個「永續的學習」是團隊對於人類永續發展的關切，當全球面臨

重大議題時，我們有責任讓學生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事，以及體認自己是可以

為人類永續盡心力的。因此，我們期待改變學習模式，促進學生深度學習，透

過教學設計與世界永續課題真實連結，讓學生成為幸福的創造者。 

另外由課程核心小組產出資料進行歸納及編撰出本校「校本素養指標」，

以利校訂課程之規劃，並且讓學生三年學習是有系統性的。 

學校課程目標與校本素養指標 

課程總目標 
(學生圖像) 

對應108 總綱 
校本素養指標 

課程總目標 
(學生圖像) 

對應108 總綱 
校本素養指標 

1.風雅力(美感涵養)： 
豐富生命經驗與培養感
受力，並且增添藝術涵
養，展現個人自信風采 
與生活品味。 

1-1.生活體驗 2.群我力(關懷利他)： 
能夠發揮自我潛能，並
且展現同理關懷，進而
樂於與他人合作，有計
畫逐步實現自我與團隊
目標。 

2-1.覺察管理 

1-2.藝術串聯 2-2.同理關懷 

1-3.美感實踐 2-3.願景實踐 

3.學創力(永續學習)： 
透過多元學習，產生擴
散思考，進而活用所學
應用於生活情境中，體
現創意思考與解決問
題。 

3-1.多元識讀 4.跨域力(世界公民)： 
能夠具備人文情懷與國
際視野，理解多元文化
與重視溝通工具，關注
國際重大議題，進而樂
於參與公共事務。 

4-1.人文關懷 

3-2.設計思考 4-2.行動參與 

3-3.協同表達 4-3.國際視野 

本校依據 108課綱強調校本課程的自主空間，不僅運用彈性課程規劃跨域統

整的課程，在教學上亦致力專研素養導向的教學，期望提供學生探究實作的學

習機會。圖一為學校校訂課程，其中七年級的「科學本質與議題探究」讓學生

進行能源議題探究，並且進行能源專題報告；八年級的「數位閱讀與表達力」

則是讓學生閱讀有興趣的議題，並訓練學生上台論述短講的能力；九年級「全

球視野」則是從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角度切入，瞭解全球所處的困境，

以及閱讀各國的行動方案，進而反思我們臺灣的課題，然後針對關注的課題提

出倡議方案。 

 
景興國中校訂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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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既有教師社群說明介紹 

景興國中永續循環校園社群 

姓名 職稱 專長與扮演角色 

社群召集人 

蔡來淑 校    長 永續循環校園規劃與探索計畫召集人 

校內成員 

許卓塵 總務主任 永續循環校園規劃與探索計畫執行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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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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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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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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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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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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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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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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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怡伶 全球視野社群召集人 結合全球視野課程，設計校園永續行動方案 

學生 九年級學生 結合全球視野課程、彈性課程。 

專家學者顧問（以 SDGs、課程、碳盤查、校園建築、能資源等專家為優先） 

何昕家 
臺中科技大學 

副教授 
提供永續校園教育作法諮詢與教師增能專家 

邵文政 
臺北科技大學 

副教授 
提供永續校園規劃作法諮詢專家 

何武璋 
國立宜蘭大學 

副教授 
建築與永續規畫指導與諮詢 

社團老師 動物園研究員 校園生態探索課程指導與諮詢 

外部夥伴 

文山社區大學 

鄭秀娟 
校長 提供永續課題外部師資合作 

李孟發 教育局外聘專家 提供滴灌系統雨水回收相關知能 

 

 

 

四、基礎規劃：著重於智慧化氣候友善永續循環校園探索之執行方式 

(一)過去參與探索計畫的基礎（111探索計畫期末整體規劃 構想書 文本）： 

1. 行政轉型：透過永續發展議題，進行思考轉型與永續發展應變措施。 

2. 環境改造：將永續循環校園概念融入學校空間規劃與課程規畫思考內容。 

3. 課程盤點：討論校本課程、國際教育、SDGs彼此相關；透過全校教職員工會

議，導入永續議題，進行全校討論。  

4. 學生行動：透過數位電表，讓學生觀察班班有冷氣，各班電源使用狀況(空間物

理條件、冷氣使用習慣、冷氣性能觀察) 

 

 

https://reurl.cc/KMpD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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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面向：  

1. 教師社群（景興國中永續循環校園社群） 

如上既有社群說明 

2. 教師社群運作規劃：以參與本計畫之教師社群運作方式做說明 

(1) 基礎資料調查規劃：  

A. 基礎物理調查：透過全校總務股長針對不同時節的日照狀況進行調查；並

透過景興實踐家課程，介紹量測方式外，全校學生理解學校物理環境狀況。 

B. 能源與氣候盤點表：學校除充實硬體設備外，透過景興實踐家課程，呈現

數位電表數據可讓學生理解不同物理條件下能源消耗狀況；呈現各校是物

理條件狀況，讓學生理解除了開冷氣外，還有其他教室通風等調適方式。 

C. 水與綠系統盤點表：透過教育部綠籬專案，讓學生透過服務學習與社團課

程，針對校園植物與雨水回收進行探究與維護。透過數位水錶與綠覆蓋建

置，進行環境改善與理解減碳成效。 

學校將持續透過方案整合，透過景興實踐家課程讓學生了解學校物理

環境狀況；由社團課程針對學校需要與維護與數據蒐集區域進行探究與討

論；藉由服務學習與班級活動，進行學校綠覆蓋區域進行認領。 

(2) 針對學校 EMS 能源管理系統初步資料提供與提出觀察： 

A. 學校狀況：本校目前各班教室尚未更換成 EMS能源管理系統，但會採用教

室內舊有數位電表蒐集學生冷氣用電狀況(如本計畫第8頁)。 

B. 建置規畫：學校目前用電數據蒐集規畫，將以學生在校用電量進行蒐集

(教室冷氣+專科教室冷氣；原數位電錶)；配合本計畫經費與教育部班班

有冷氣政策陸續建置普通教室 EMS能源管理系統。 

C. 數據應用：透過各班不同物理條件的數據蒐集，可以讓學生理解在不同的

使用習慣、冷氣效能、教室位置，學生可以如何舒適又節能的使用學校設

施設備。 

D. 卸載方案：透過台電卸載方案配合與學校超約預警，讓學生在實際生活情

境下共同體驗供電的壓力與用電能源的需求。 

透過數據的提供，讓學生透過景興實踐家討論，依據各班地理環境擇

定班級節約能源策略，落實生活節約能源行動。學校亦可透過學生正確的

能源使用習慣，評估學校相關能源設備效能，提出汰舊換新依據。 

(3) 針對學校進行碳盤查延伸到校內減碳行為看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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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學校碳盤查：除配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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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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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學生活動的安排：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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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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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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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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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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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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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整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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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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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DGs 自願檢視規劃：針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透過教師社群規劃如何進行 SDGs 自我檢視規劃 

A. 學校 SDGs 教育構想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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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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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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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hind），並轉化成具體行動。 

B. 課程盤點 

甲、外部專家入校分享，讓全校教師理解 SDGs 意涵，並透過工作坊了解學

校課程與 SDGs的連結。 

乙、透過課程盤點，解析學校課程、學生生活、SDGs 的連結，找出學生在

學校中所習課程與行動情形。 

丙、關注現有重要事件(教育政策、國際議題、國際教育、氣候變遷等)，

教師統整課程，規劃學生學習鷹架，營造學生學習與行動的機會。 

C. 學校目前規畫 

 聚焦 SDGs與學校連結 

1 
實施「剩食共享」活動，警衛室備有冰箱保存食物，與社區民眾、本

校學生分享。 

2 
廚餘除「剩食共享」外，由團膳公司回收再利用。本校合作社販賣食

品均為校園健康食品，且均有熱量標示。 

3 本校確實執行教育部體育署「SH150」方案，常年游泳池開放。 

4 
本校目前校訂課程榮獲台北市課程審閱績優。另外，針對班級差異化

問題，進行適性分組方案，榮獲全國學習扶助績優學校。 

5 
本校設有哺(集)乳室供有需求教職員使用，學校性別平等教育由學務

處、輔導室統籌辦理各項宣導暨課程。校內設有性別友善廁所。 

6 

校區全面裝設省水水龍頭，馬桶採用節水裝置，設置「水撲滿」，提

供操場澆灌用水。本校設有34台飲水機，足敷1,400名教職員工生使

用。本校100%裝設自來水。 

7 
本校燈具及風扇已全面汰換為節能燈具及循風扇。能源管理系統建置

中。 

8 教職員有人事室、教師會等申訴管道;工作環境安全由具有甲種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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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 SDGs與學校連結 

安全業務主管協助工作環境安全。職工各具專長各司其職。 

9 
本校已整修校門、視聽教室、生科教室、各項專科教室，提升學習環

境品質。 

10 
本校具備無障礙坡道、無障礙電梯、無障礙廁所。校內親師生溝通管

道順暢(輔導室、導師、專任輔導教師等) 

11 

將守護校園27年的舊校門，重新彩繪後，裝飾於牆面記錄學校的歷

史。 

本校為防災型任務學校(水災、地震優先收容學校)。 

12 本校禁用一次性餐具，積極推展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13 
本校規定室溫達28以上始能開啟冷氣並搭配循風扇使用，以達降溫效

果。減少冷氣使用時間，減少碳排放。 

14 利用班會、週會、朝會宣導減少使用清潔劑、塑膠袋等用品。 

15 本校執行「小田園」方案，中庭經過修繕成為魚菜共生池。 

16 
輔導室辦理性別平等宣導、性騷性侵海報展。今年將辦理心理健康年

相關活動。 

17 

目前學校與以色列學校進行國際筆友交流活動。針對水資源、氣候變

遷、防疫作為作為交流主題。另外本校管樂團出國演出，進行互訪交

流活動。 

(5) 其餘創意規劃：以 MICROBIT 為主，透過探索智慧化氣候友善永續循環校園

自行提出低碳、節能創意規劃。 

 A. 學校生活科技課程與高雄師範大學教授專案合

作，採用5016B智能控制板進行 IoT 學習。 

B. 板件可應用偵測場域光度、溫濕度、二氧化碳濃

度等學習。 

C. 將配合專案討論板件能否融入學生教室進行智慧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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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執行計畫與經費規劃與預期成果（含經費表） 

(一) 計畫執行工作項目規劃甘特圖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籌備與規劃             

校園環境空間問題盤查             

校園環境基礎資料調查 

   (一次性資料) 

            

校園環境基礎資料調查 

   (週期性資料) 

            

探討學校本位課程連結 

SDGs及重大議題 

            

學生教室減碳行動5~6月             

學生教室減碳行動9~10月             

結案報告             

(二) 補助經費運用計畫 

依學校增能規劃與年度工作執行計畫，核實詳列經常門運用計畫。 

（如增能課程、工作坊 、校園盤查費、 長期陪伴輔導諮詢 、參訪…等費用） 

運用項目 時間 地點 對象 預期效益 

智慧電錶 

建置 
112年4月 

七年級 

各班教室 
 

教室110V 電源納入 EMS

系統 

教師社群 
每月份每週一下午 

  (14:00~16:00) 
校史室 社群教師 

探索學校本位課程回應

SDGs 之目標及可能作法

及校園環境空間問題。 

課程實施 
4~5月份 

(校訂課程時間) 
校    園 學生 

定期紀錄校園環境基礎

資料。 

校園盤查 
每週五 

(社團活動時間) 
實驗室 學生 建置學校基礎資料。 

減碳行動 5~6月、9~10月 各班教室 學生 學生於生活中減碳排 

(三) 預期成果與效益（質量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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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發展：透過既有課程架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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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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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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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OKWM_zh-TWTW850TW850&sxsrf=ALeKk00mJ00JEwT_E4ZARCzPCCE5WXW0Nw:1606708761726&q=甘特圖&spell=1&sa=X&ved=2ahUKEwiT7v_HsKntAhXFwosBHS4IBOkQkeECKAB6BAgIE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