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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 探索報告書 

壹、 學校教育與經營管理理念篇 

一、學校基本資訊    

二、學校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教育構想 

 

 

 

 

 

(一) 以「木作」為核心： 

4

8

9 



109 年度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 期末報告書 

本校教師創客社群成立邁入第 2 年(109 年)，成立初始是由具木工

專長的主任發起，號召有興趣的老師共同推動，教師們運用廢棄木製

作木工筆、時鐘、小板凳等生活用品，並延伸發展畢業生的木工飛鳥

課程，在畢業生離開校園時以其作品裝置校園，留下美好回憶；而教

育局創客參訪及成果展示機會，更是本校教師與他校創客教育推動者

互相交流分享的難得機會，夥伴們輪流參與交流後返回校園都能注入

更多的想法與做法。 

109 年度我們成立了學生創客社團，以實作方式鼓勵學生大膽發表

構想，勇敢嘗試錯誤，尋找問題解決策略，同時結合資訊科技探索機

器人課程。希冀透過教師、學生的探索與實驗，提供開放的學習氛

圍，激發學生天馬行空的各項創意，篩煉具體可行的想法予以實踐，

建立學生自信提升學習興趣，落實 108 課綱「自發、互動、共好」理

念。 

(二) 以「蝶舞」為基礎： 

「雙城舞蝶」是雙城的校本課程，實施多年後校園出現的蝶蹤種

類令人驚艷，109 年度教師蝴蝶社群參訪「牛伯伯蝴蝶園」時瞭解了園

主正努力復育翡翠樹蛙，因此特別帶回了翡翠樹蛙的蝌蚪一起復育，

自然老師於自然教室佈置了樹蛙生長的生態環境，讓學生們就近觀

察，樹蛙從蝌蚪長大到成體的過程讓學生驚訝連連，自然老師的引導

讓學生對大自然的生物有了近距離的觀察，而未能參與照顧樹蛙的老

師也在翡翠樹蛙野放的活動中感受到自然的神奇與奧妙，更體會了環

境生態保護的重要性。 

三、學校經營管理永續性構想 

(一) 培育在地人才：當老師體認到所做的事是有意義時會願意投入多一

些，如何讓老師有此體認則是學校不斷努力的方向。永續校園的推動

不能淪為口號，所以校方透過講座辦理、交流參訪、實地踏查、引進

專家等方式希望讓老師們多感官學習，如滴水穿石般慢慢地影響老

師，讓永續校園的種子持續生根發芽茁壯。 

(二) 結合硬體改善：當校舍及設施已老舊或毀損須修繕時，如何藉此機會

融入永續的概念是這幾年學校團隊與建築師溝通的重點，打掉重練機

會難得，所有建設一旦完成可能又是一、二十年的使用，解決眼前的

問題是快速簡單的，但在面對全球暖化快速、氣候變遷嚴峻的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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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思考如何建立永續的環境。 

(三) 從小紮根：透過課程的發展與實施帶領學生體會氣候變遷的嚴重性，

所以我們與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合作，推動「氣候股長」專案，帶領學

生了解影響氣候的因子後從改變生活習慣開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替

代家長接送、下課隨手關燈等就能減碳，讓學生自行許諾為節能減碳

盡一份心力；110 年度學校將推動減塑行動，提倡每人每天少用一個塑

膠袋一年就能減少 365 個塑膠袋對海洋生物的危害，喚起學生對海洋

生態與自我健康的重視。 

貳、 永續環境基礎篇 

一、 學校在地基礎物理環境定時調查資料 

(一) 日照(呈現方位角軌跡、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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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降雨(蒐集彙整近年每月與雨量分佈) 

(三) 風向調查表(季節風以及主要建築物周遭氣流) 

(四) 校舍建築物基本資料調查表(名稱、年代、構造形式、現況) 

  1.樓名 2.用途別 
3.地下室

(層) 
4.地上(層) 5.共幾層 

6.樓地板總

面積 
7.年代 8.現況 9.備註 

1 歡喜樓 
教室及辦公

室 
1 4 5 

1860 平方

公尺 
1990 

106年耐

震補強 
  

2 吉祥樓 A 
教室及辦公

室 
0 4 4 

1975.18

平方公尺 
1984     

3 吉祥樓 B 
教室及辦公

室 
1 4 5 

1976.82

平方公尺 
1986 

104年耐

震補強 
  

4 群賢樓 
教室及辦公

室 
1 5 6 

6532.11

平方公尺 
1995 

109年斜

屋頂 
  

二、校內整體環境一次性及特殊資料分析 

(一) 建築體與室內學習環境 

1、校園建築採ㄇ型規劃，中間是操場，後方貼近安坑連接土城地區的連綿

丘陵，與圍牆外的 5 樓公寓民家形成囗字形式，所以後棟教室(群賢樓)

一樓陰暗潮濕，二樓以上教室通風不佳，五樓教室夏日悶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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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靠近校門的建物(吉祥樓)因鄰近車水馬龍的安康路，又有早上太陽東曬

問題，靠近馬路一側的窗戶大多是緊閉的，也因此影響了教室的通風。 

3、歡喜樓是本校西曬情形最嚴重的教學大樓，近幾年在減班情形下將其規

劃為專科教室與辦公空間，106 年結合耐震補強工程一起規劃外窗遮陽

格柵設施，降低西曬導致教室內的高溫與悶熱困擾。 

(二) 校內外高程 

(三) 水溝分佈與排水路徑 

 

 

 

 

 

 

 

 

 

 

 

 

 

(四) 人車動線 

車輛一進校門即為停車場，不進入校園。 

(五) 透水鋪面與不透水鋪面 

(六) 積水區域: 校內無積水區域 

(七) 生態分佈(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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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能源使用數據 

   (一)水: 

 利用斜屋頂回收雨水，將收集的雨水回收至農園的雨水回收桶 

 回收量約為 760 公升目前回收後用於灌溉農園植栽。每一個水龍 

 頭接裝設省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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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電: 

         教室燈具於 108 年度全面換裝 LED 燈具，並更改迴路，讓使用 

         者可根據需求更換點燈模式。 

 

 

 

 

 

 

 

 

 

 

 

 

 

 

 

 

 

 

 

 

 

 

 

 

(三)再生能源: 

校內農園設置太陽能光電轉換裝置，裝置容量 600W，年發電量

141.62 度，目前提供教學與充電電池充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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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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調查資料 以及 二、校內整體環境一次性及特殊資料分析， 

從中挖掘學校面臨的困境與問題，透過以下分類進行質量化的敘述。 

項目說明 

 

 

類別 

現有狀況與設施 經營管理問題彙整 問題根源及延伸分析 
對於所面臨問題的解

決方法與對策略 

如何透過課程、活動

讓師生在校園生活中

瞭解 

盤點、分析與功能 
設施在使用、維護管

理方面的問題…等 
經營管理阻礙盤點 多元方法對策 如何引發師生覺知 

能源(電) 

一、契約容量 120。 

二、校內冷氣機共 22

臺。 

三、校齡超過 55 年，

設備老舊。 

四、並無專人負責相

關節能減碳業務。 

四、群賢樓棟曬嚴重。 

一、雖有能源雲系統，

但僅能看到當日的用

電量。 

二、辦公室大部分都

是 15 年以上之老舊冷

氣機。 

三、校內未有節能減

碳的組織運作。 

四、教室內 T5 燈具老

舊，流明度不足。 

五、東曬教室走廊悶

熱。 

一、高壓電電盤只有

一個，並未針對各棟

或冷氣做獨立配電。 

二、經費不足。 

三、校內各項會議、委

員會種類數量眾多。 

四、T5 燈具老舊，安

定器容易損壞，更換

不變。燈具開關方式

並未符合使用者需

求。 

五、因為東曬的關係，

教室窗簾都拉上，造

一、利用台電高壓電

網站監控用電量，避

免有超約的情況發

生。 

二、汰換老舊的冷氣，

換成變頻有節能標章

的冷氣設備。 

三、組織校內能源委

員會，定期開會，並訂

定冷氣使用規範。 

四、教室內燈具由 T5

改換裝為 LED 燈具，

並更改開關迴路。 

另用自然課探討多元

降溫的重要性，並且

選擇最合適、最有效

果的節能減碳降溫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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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室內陰暗，電風

扇與電燈得開一整

天，造成電力浪費。 

五、架設外遮陽板，改

善教室內與走廊東曬

的問題。避免拉上窗

簾造成太暗與通風不

良。 

資源 

(水) 

利用斜屋頂收集雨水

並設置雨水回收桶 

雨水回收桶兩桶能收

集雨水共計 380 公升。 

目前並無再利用。 

雨水回收桶位置在二

樓露臺農園，其他地

方使用不便利。 

一、新增雨水回收桶

於一樓樓層方便使

用。 

二、預計 109 年度探索

計畫探討水資源從哪

來?流哪去?並探索那

一區的水適合收集再

利用，哪一區的水是

需要快速導水。將水

資源做最佳的回收再

利用。 

利用生活課與自然課

探索水從哪裡來與流

向何處。 

資源 

(土) 

校地面積 8041 平方公

尺，綠覆率 1000 平方

公尺 

沒有專用的烹飪場所

可以將所種植的作物

做處理，降低班級活

動意願。且土質不佳。 

僅花臺與露臺可種植

植栽或可食作物 

一、分區域專人認養

管理或班級認養種植

區域管理。 

二、利用落葉與咖啡

渣堆肥產生的有機土

壤，幫助花臺與農園

搭配即將完工之烹飪

教室，未來可直接至

花臺摘取蔬菜或配料

進行烹調，達到從種

植到採收烹煮的食農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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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可食作物。 

三、簡易烹飪教室。 

資源 

(生態) 

一、校地綠覆率雖不

高，但植物種類豐富。

臺灣原生植物大約有

75 種。 

二、學校後山有潤濟

宮環山步道，附近是

著名的蝴蝶生態區牛

伯伯。 

三、校內可見蝴蝶種

類超過 26 種。 

一、種植地點較為分

散。 

二、植物需要長期專

人養護。 

許多植栽是蝴蝶幼蟲

的食草以及蜜源植物 

一、蝴蝶是本校校本

課程，目前正在針對

蝴蝶設計規畫校定課

程。 

二、志工協助照顧校

內植栽，並發掘蝴蝶

幼蟲讓孩子飼養，了

解蝴蝶的生態。 

三、藉由蝴蝶生態認

識校內植物。 

四、將蝴蝶變成蛹及

羽化的過程拍攝下來

做成影片，並利用臉

書與 YouTube 頻道供

師生下載收看。 

一、利用闖關活動認

識蝴蝶與植物的關連

性。 

二、親自飼養與照顧

蝴蝶，讓孩童對環境

的重要性更有感受。 

三、社群平台的運用，

讓教學更加資訊化更

加有吸引力，也使蝴

蝶生態永續被記錄使

用。 

衛生 

(室內外學習環境) 
     

安全 

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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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教育、

管理、人力、制

度…等 

一、學校有對木作有

興趣的老師與志工。 

二、學校有一間木工

教室 

三、因為減班的關係，

有許多廢棄損壞的課

桌椅 

四、學校學生有四成

來自弱勢家庭 

目前僅有部分老師在

作木作體驗，並未推

廣到學生。 

對於學生在木作方面

的能力還是未知，且

有些木作的工具使用

上有安全的疑慮。 

一、結合課程，讓學生

能有木作的體驗，未

來有機會發展一技之

長。 

二、義賣木作的產品，

為學生活動或學校建

設籌措些部分經費來

源。 

一、透過畢業生的木

作小板凳活動，讓學

生學得手作的經驗與

技術，更能體會廢棄

的木材可以再製成可

用的物品的感受。 

二、因為木作的探索，

讓學校老師成功申請

新北市創課社群，目

前從培訓校內師資為

第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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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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永續發展教育篇 

一、學校本位課程簡介 

(一)部定課程 

(二)校定課程（能以架構圖以及說明呈現） 

 

 

 

 

 

 

 

 

 

 

 

二、永續發展概念融入之構想 

(一)課程構想:訂定 

(二)在校訂課程中的脈絡（能以架構圖以及說明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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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永續發展教育藍圖：整合部定課程、校定課程之永續發展教育藍圖，

透過上述彙整，希冀可以提出學校未來可能可以發展的永續發展教育藍

圖。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透過探索後與學校連結 

 

目標 1：消除貧窮 

弱勢學生整體關照 

學校將近四成學生來自弱勢

家庭。結合食農議題學習自給

自足、結合木作議題學會木工

技術。兩個議題的結合提升弱

勢學生的能力，提高未來的保

障。 

申請接收他校拋棄的電烤箱，

開設烘焙課程，給予弱勢學童

職業試探。 

 

目標 2：消除飢餓 

食農教育，延伸至糧食浪

費 

學校在 109年初完成簡易烹飪

家政教室的建置。搭配校內花

臺與農園所種的可食植物，完

成執行從種植、照顧、採收到

烹調食用的食農教育。未來可

搭配自立廚房的午餐所剩的

食材做烹煮，讓放學課後班晚

回家的孩子也可以吃到營養

與熱食。 

廚餘製作有機酵素。用來灌溉

學校所種植的植栽。 

 

 

目標 3：健康與福祉 

校園內生活、學習品質與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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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透過探索後與學校連結 

 

目標 4：教育品質 

學校教育的品質促進，延

伸連結至新課綱實施 

將永續循環校園相關內入校

定課程。 

 

目標 5：性別平等 

連結環境關懷性別平等

教育 
 

 

目標 6：淨水與衛生 

水資源教育、對於水的全

盤了解 

校內目前設有雨水回收桶，但

僅收集並未再利用。 

109 年度探索水資源，發現有

可利用水源，但要能實際使用

尚需經費建構設備。 

 

目標 7：可負擔能源 

能源教育 

透過農園的太陽能板，認識再

生能源。多元降溫課程與教室

更換 LED 節能燈具，讓孩子

了解節能的重要。 

 

目標 8：就業與經濟成長 

循環經濟新概念與在地

產業 

希望透過木作，將校內廢棄木

材製作成可再利用之物品。利

用義賣的方式籌措學生活動

經費。 

 

目標 9：工業、創新基礎

設施 

校內創新設施以及對於

基礎設施了解 

外遮陽板沖孔，可透光，且與

山景融合。 

太陽能板供給農園與學校部

分電力。 
 

目標 10：減少不平等 

校園霸凌、環境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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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透過探索後與學校連結 

 

目標 11：永續城市 

學校與社區的連結與關

係 

結合家長會與社區志工共同

推動永續循環概念。 

 

目標 12：責任消費與生產 

零廢棄概念 
落葉堆肥、廚餘製作酵素用來

灌溉土壤。 

落實資源回收，減少垃圾量。 

 

目標 13：氣候行動 

氣候變遷、環境變遷 

因應台北屢創高溫紀錄的情

形，我們將以探討「校園的風」

(風源、風向、風力…)為主題，

找出校園降溫、散熱的避暑方

法，運用蒐集到的資料尋找引

「風」入室的物理降溫方式。 

 

目標 14：海洋生態 

海洋教育 

 

 

目標 15：陸地生態 

生態教育、校園內的生態

環境 

積極營造原生植物種類達 75

種，蝴蝶種類 26 種以上。 

 

目標 16：和平與正義制度 

校內環境政策、環境行動 

 

 

目標 17：全球夥伴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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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執行歷程：需提供照片及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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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 校內毛毛蟲出

沒，校內食草

植栽是否充

裕?  

延伸原生植物

種諾亞計畫工

作坊 

探討生物鏈、

生態圈 

整理出校內植

栽種類與名稱 

將校內所發現

的蝴蝶生長過

程拍攝記錄下

來 

 

利用闖關活動

認識校內植物

與蝴蝶種類的

關係。 

透過學生飼養

蝴蝶幼蟲了解

蝴蝶生態。 

109.5 學校常見昆蟲

及甲蟲活動，

除養育觀察

外，如何保存

實體？ 

邀請廖智安老

師指導 

昆蟲標本製作

研習 

教師親自動手

做獲得寶貴經

驗。 

 

109.7 發現能源環境

教育的深化認

識不足 

參訪翡翠水庫 全校老師利用

備課共同聽取

簡報，理解平

日使用潔淨水

源的來龍去脈 

發展水資源的

融入課程 

109.8 

 

108 年爭取多

元降溫隔柵的

詩作，效果良

好，孩子的體

驗與懂了多少 

了解孩子對於

多元降溫的看

法 

多元降溫體驗

活動 

成功爭取群賢

樓二、三樓多

元降溫隔柵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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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 學校後山的甲

蟲會在校內停

留，如何營造

一個適合甲蟲

的生活環境 

 

參訪新北市小

格頭苗圃 

 

移植光臘樹吸

引甲蟲 

光臘樹栽種成

功，成長茁壯

顯著。 

109.9 探索生物與水

的相依性 

參訪牛伯伯生

態園區 觀察水中生物

與昆蟲習性 

帶回翡翠樹蛙

蝌蚪，成功養

育後於 12 月

至烏來信賢野

放 

109.9 校內水資源盤

查 

邀請荊樹人教

授、蔡毓玲建

築師蒞校指導 

檢查建物陰井

及地下可能水

源 

發現閥基內含

大量水源約

800 立方公尺 

109.12 如何在自然環

境中獲取水源

並能永續使用

並與其他生物

共存 

探索桶後溪越

嶺古道 

透過講師沿途

說明深化體驗

經驗 

教師增能活動 

(可自行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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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能活動(參訪、工作坊…)  

(一)參訪牛伯伯生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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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昆蟲標本製作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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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烏來翡翠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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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桶後溪步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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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訪小格頭苗圃，移植光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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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木作探索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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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配合盤點…) 

(一) 野放翡翠樹蛙，探索生物與水源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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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光臘樹及落葉堆肥，利用堆肥灌溉植栽，探索甲蟲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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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木作體驗，畢業生『展翅高飛』廢棄課桌椅木材再利用 

 

 

 

 

 

 

 

 

 

 

 

 

 

 

 

 

(四)多元降溫課程，探索校園微氣候 

未來教室全面加裝冷氣的情形下，長時間處於空氣閉鎖循環空間，二

氧化碳濃度高，探索校園內微氣候，盡量減低開冷氣的需求，成為

110 年度亟欲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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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課程討論、盤點討論…) 

    經查群賢樓藍曬圖，發現整棟基地為貫通之筏基，經估算容積約有 800立

方公尺，保守估計可用額度亦有 300公噸的清水，加裝馬達抽至頂樓的獨立水

塔，可沖廁所；加裝雨水回收系統增加筏基水量可運用，當筏基水量稀少時則

改為自來水供應。 

    校內原有之水撲滿亦可與之相接，成為另一處可再利用水資源。 

 

伍、 代結語： 

一個人走起來很累、一群人沒有共同的方向也走不遠。108 學年度是雙城

國小永續循環校園的第一年，雖然只啟動了雙城少部分的動能，但藉由探索瞭

解並盤整學校特色，過程中讓更多同仁與學生參與，增加未來探索的動能並找

到共同的方向。期待未來雙城的孩子，都是永續循環的種子，散播到各地，讓

永續循環深耕發芽。達到真正落實到生活中的環境永續循環保護。 

經過 109 年疫情洗禮，更珍惜現有的一切，下半年的缺水，使我們警覺到

校內盤查後的閥基水資源是不可多得的回收再循環珍寶；放眼 110 年，將進一

步探索無形的風雨我們的日常，希望永續的根除了在雙城萌芽，更要茁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