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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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 

校名：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 

地址：243085新北市泰山區民生路33號 

網址：http://www.ysjh.ntpc.edu.tw 

學校年資：30年（於目前校地17年） 

班級數：53班 學生人數：1364人 教職員工人數：160人 

二、學校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教育構想 

  本校擬發展 SGDs 目標對應和鏈結12年國教環境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目標2：消除飢餓-終結飢餓，實現糧食安全和改善營養，並促進農業

永續發展。 

構想：設有幸福農場，結合資優班暨自科社課程活動，成為本校食農

教育之實踐場所。 

鏈結：推展食農教育--J6了解世界人口數量增加、糧食供給與營養的永

續議題。 

 

目標6：淨水與衛生-確保水與衛生設施的可用性與永續性。 

構想： 

1.設有雨水回收設施，例如筏基雨水回收系統、雨撲滿十餘個，節約

澆灌植栽及沖洗用水。 

2.每季進行飲水機水質檢查，濾心並定期更換，確保飲水衛生安全。 

鏈結：推展水資源教育--J14了解能量流動及物質循環與生態系統運作

的關係；以及 J15認識產品的生命週期，探討其生態足跡、水足跡及

碳足跡。 

http://www.ysjh.ntpc.edu.tw/


 

目標7：可負擔能源-確保所有人皆能取得、負擔、安全、永續與潔淨

的能源。 

構想： 

1.隨時進行節電、節水、省紙措施宣導。 

2.設置電力控制系統，控管冷氣及燈光用電。 

3.設置「能源雲」通訊閘道器，控管校內用電。 

鏈結：能源教育--J14了解能量流動及物質循環與生態系統運作的關

係；以及 J15認識產品的生命週期，探討其生態足跡、水足跡及碳足

跡。 

 

目標13：氣候行動-採取緊急行動對抗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構想：申請校舍屋頂多元降溫方案經費，設置屋頂灑水降溫系統，因

應氣溫升高。 

鏈結：因應氣溫升高--J7透過「碳循環」，了解化石燃料與溫室氣體、

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關係；以及 J9了解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的涵

義，以及臺灣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的政策。 

調整方向：屋頂降溫方案擬以改善屋頂防水隔熱為主要方案，減少使

用灑水降溫方式，或者改為利用回收之雨水降溫。 

 

目標15：陸地生態-保護、恢復、促進陸地生態系統的永續利用、永續 

管理森林、對抗沙漠化、制止和扭轉土地退化，並防止喪失生物多樣

性。 

構想：校內原本已規劃有大片綠地，綠覆率較一般國中高，惟部分土

壤需改良，使樹木生長正常。校園部分地面亦有使用透水鋪面。 

鏈結：校園綠覆率--J1了解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承載力的重要性。 

 



三、學校經營管理永續性構想 

1.行政大樓走廊及教室間空間照明改善，減少逆光情形，增進空間利

用、人際互動。 

2.雨水回收持續推動，並使更方便使用，提高使用率。 

3.土質改良，促進樹木及植栽生長，提高綠覆率、改善校園日曬及高

溫問題。 

4.校園損壞地坪修繕，改用透水率高的鋪面。 

5.校園用電節電效益評估，改善節電方案。 

6.將本校特色與本位課程與環境教育更進一步結合。 

7.聘請資深且了解學校生態的建築師提供諮詢服務、參與研討、審

查、規劃設計改造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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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一) 日照(呈現大區域日照軌跡、影響範圍) 

說明： 

紅色箭頭：夏季日照方向 

綠色箭頭：春、秋季日照方向 

藍色箭頭：冬季日照方向 



(二) 降雨(積水位置) 

 

說明： 

淺藍色區域為降雨積水位置。 

 



(三) 風向調查表(呈現大區域季節風以及主要建築物周遭氣流) 

 

說明： 

藍色為東北季風。 

紅色為西南季風。 

 



(四) 校舍建築物基本資料調查表(名稱、年代、構造形式、現況) 

 

說明： 

  本校位於新北市泰山區，設校於民國80年，原借用義學國小校地，民國93

年遷至目前校址，佔地3.18公頃，主體建築為4座教學大樓（A、B、C、D 棟），

有普通教室約80間、專科教室約28間，另有行政大樓、圖書館、演藝廳。以上

各棟校舍結構相連，實為一整棟建物，構造為RC鋼筋混凝土。校園優美、花木

扶疏，校舍造型新穎、氣勢恢宏，成為泰山地區的重要地標，校園環境及歷年

辦學績效深獲校內教職員工、社區民眾的肯定。 

 

 

 



建照： 

 

 

 



使用執照： 

 

 

 



二、校內整體環境資料分析 

(一) 建築體與室內學習環境(教室：溫度、濕度、風向、日照、照度) 

 

 

 

 

 

 

 

 

 

 

 

 

 

 

 



(二) 校內外高程 

 



 

(三) 人車動線 

學生動線：進校園路徑為校門口->行政大樓->教學大樓->校園其他區域。

出校園則順序相反。 

教職員工動線：進校園路徑主要為校門口->向右車道->地下停車場->停車

位->教學大樓 A 棟電梯->辦公室->教室。出校園則順序相反。 

人車動線問題：車輛進出校門口動線與行人動線交叉，上下學時段校門口

內、外側皆須指揮交通，以維護人車安全。 

車輛動線： 

(四) 水溝分佈與排水路徑 

水溝分佈：操場跑道內外側、所有建物外圍、車道兩側、後走廊兩側、校

園外人行道外側。 

排水路徑：由建物排至水溝或透水鋪面下。校園內地坪較校園外高，因此

整體無淹水問題，惟校內部份區域由於相對較低窪，大雨會積水。 

(五) 透水鋪面與不透水鋪面 

透水鋪面：所有綠地、透水磚。 

不透水鋪面：所有建物之地坪、操場 PU 跑道、球場 PU 鋪面。 

(六) 積水區域--詳前「降雨積水位置圖」 

1.校門口警衛室旁（部分地坪凹陷處） 

2.行政大樓、教學大樓、圖書館圍起來的中庭（弧形廣場） 

3.操場跑道起點處 

4.教學大樓2樓後走廊 

5.專科大樓2樓、3樓、4樓露台 

6.演藝廳1樓近專科大樓側 

(七) 生態分佈(動植物) 

動物： 

1.鳥類：黑冠麻鷺、珠頸斑鳩、金背鳩、紅嘴黑鵯、喜鵲、麻雀、白頭

翁、綠繡眼、大捲尾…等。 

2.兩棲類：青蛙、蟾蜍…等。 

3.爬蟲類：壁虎、蜥蜴、青竹絲…等。 

4.節肢動物：鳳蝶、蛾、蜻蜓、馬陸、蜘蛛…等。 



5.軟體動物：蝸牛、蚯蚓…等。 

植物：（本次計畫製作解說牌之百大校園植物） 

1.台灣欒樹 

2.茄苳 

3.小葉欖仁 

4.青楓 

5.鳳凰木 

6.艷紫荊 

7.羊蹄甲 

8.麵包樹 

9.榕樹(正榕) 

10.垂榕 

11.羅漢松 

12.樟樹 

13.鐵刀木 

14.番石榴(土芭樂) 

15.青剛櫟 

16.山櫻 

17.吉野櫻 

18.石榴 

19.仙桃(蛋黃果) 

20.黃槿 

21.龍柏 

22.雞冠刺桐 

23.火焰木 

24.花旗木 

25.黃槐 

26.槭葉牽牛花(番仔藤) 

27.雞蛋花 

28.藍花楹 

29.大葉欖仁(欖仁) 

30.森氏紅淡比 

31.紅花風鈴木 

32.黃椰子 

33.羅比親王海棗 

34.孔雀椰子 

35.烏臼 

36.無患子 

37.陰香 

38.芒果 

39.檸檬桉 

40.蒲葵 

41.金露花 



42.血桐 

43.七里香 

44.變葉木 

45.朱蕉 

46.黃紋萬年麻 

47.睡蓮 

48.朱槿 

49.文殊蘭(文珠蘭) 

50.春不老 

51.鵝掌藤 

52.桂花 

53.繁星花 

54.馬纓丹(灌木) 

55.蒜香藤 

56.大花咸豐草 

57.南美蟛蜞菊 

58.翠蘆莉 

59.美人蕉 

60.紅粉撲花 

61.杜鵑花 

62.細葉雪茄花 

63.旅人蕉 

64.野薑花 

65.台灣百合 

66.鐵砲百合 

67.白雪木(雪花木) 

68.黃金葛 

69.茶花(山茶花) 

70.直立山牽牛(藍吊鐘) 

71.翅果鐵刀木 

72.蝶豆花 

73.含羞草 

74.蛺蝶花(番蝴蝶) 

75.孤挺花 

76.九重葛 

77.武竹 

78.圓仔花 

79.萱草(金針花) 

80.紅葉鐵莧 

81.厚葉榕(圓葉榕) 

82.阿勃勒 

83.馬利筋 

84.觀音棕竹 

85.南美朱槿 



86.茉莉 

87.紅穗鐵莧(長穗鐵莧) 

88.木棉 

89.幸福樹 

90.玉蘭花 

91.月桃 

92.土肉桂 

93.黃金扁柏 

94.魚木 

95.龍船花 

96.斑葉百合竹 

97.蔓性馬纓丹(小葉馬纓丹) 

98.輪傘莎草 

99.蝴蝶蘭 

100.構樹 

 

 

 



 

三、 學校能資源使用數據分析 

(一) 水： 

1. 近三年水費分析比較？  

呈小幅降低趨勢。可能與加強利用回收雨水、維修漏水、師生人

數減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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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至筏基或儲水桶的雨水。回收量視雨量而定，泰山地區較少

雨，回收量不大。回收後用於澆灌植栽，由於本校校園植栽甚

多，回收水供應量不足，仍須使用自來水澆灌。 

有部分廁所洗手台安裝省水龍頭，已歷經多年，未發現使用者有

行為改變。 

(二) 電： 

1. 近三年電費比較？從中探究學校最高點與最低點的原因？ 

電費折線圖：（實際使用月份為前一個月） 



用電度數折線圖：（實際使用月份為前一個月） 

最高點原因：正值夏季高溫且非暑假期間，用電量大，尤其冷氣電費為大宗。 

最低點原因：寒假期間。 

總電量與電費比較： 

106-108年呈逐年增加趨勢。 

109年略下降，因上半年完成校園節能燈具換裝計畫案，更換 T5、T8燈管為

LED節能燈管，具節電效果。 

110年再下降，因新冠肺炎疫情，部分月份學生在家線上學習，教師在家上班、

行政人員分流上班，且場地租借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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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電設備為：冷氣電源控制器(設於總務處)、燈具電源控制器(設

於警衛室)、飲水機電源控制器(設於行政大樓1樓電源開關箱)、

ECO-5多功能閘道控制器(設於總務處)、LED 節能燈管。 

室內照明迴路數年前已改善，無從觀察使用者行為改變。 

再生能源設備，僅教學大樓屋頂有淋浴間專用之太陽能發電板。 

     3. 校園電器用電比例： 

 

夏月冷氣為最大宗，其次為照明、電腦設備、飲水機、影音設備。 

非夏月則照明為最大宗，其次為電腦設備、飲水機、影音設備。



 

參、 永續發展教育篇 

對應 SD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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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品德教育  

 

目標2：消除飢餓 

⚫ 食農教育，延伸至

糧食浪費 

⚫ 環境教育 

設有幸福農場，結合資優班暨自科

社課程活動，成為本校食農教育之

實踐場所。 

 

目 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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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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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5：性別平等 

⚫ 連 結 環 境 關 懷 

性別平等教育  

 

目標6：潔淨水與衛

生 

⚫ 水 資 源 教 育 、 

對於水的全盤了解 

⚫ 環境教育 

1.設有雨水回收設施，例如筏基雨

水回收系統、雨撲滿十餘個，節約

澆灌植栽及沖洗用水。 

2.每季進行飲水機水質檢查，濾心

並定期更換，確保飲水衛生安全。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透過探索後與學校連結 

 

目 標7： 可 負 擔 的 

潔淨能源 

⚫ 能源教育 

1.隨時進行節電、節水、省紙措施

宣導。 

2.設置電力控制系統，控管冷氣及

燈光用電。 

3.設置「能源雲」通訊閘道器，控

管校內用電。 

 

目 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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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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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10：減少不平等 

⚫ 校園霸凌、環境公

平正義 

⚫ 人權教育 

 

 

目標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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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12：負責任的 

生產與消費 

⚫ 零廢棄概念 

⚫ 家庭教育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透過探索後與學校連結 

 

目標13：氣候行動 

⚫ 氣候變遷;環境變遷 

⚫ 環境教育 

申請校舍屋頂多元降溫方案經費，

設置屋頂灑水降溫系統，因應氣溫

升高。 

 

目標14：水下生命 

⚫ 溪流、河川、海洋

教育 

⚫ 海洋教育 

 

 

目標15：陸域生命 

⚫ 生態教育、校園內

的生態環境 

⚫ 環境教育 

校內原本已規劃有大片綠地，綠覆

率較一般國中高，惟部分土壤需改

良，使樹木生長正常。校園部分地

面亦有使用透水鋪面。 

 

目標16：和平正義 

與制度 

⚫ 校內環境政策、環

境行動 

⚫ 法治教育 

 

 

目標17：夥伴關係 

⚫ 國際教育 
 

 



 

肆、 計畫執行歷程：  

探索規劃調查內容 

(1)一次性調查： 

運用專業人力資源，進行校園環境基礎資料整體全面盤查，繪製較精確的校內

外高程圖、平面圖、排水路徑圖、生態分佈(動植物)圖…等校園圖說。 

(2)定時調查： 

由校內師生及行政團隊，進行日照(軌跡、影響範圍)、建築體與室內學習環境

(教室及走廊溫度、濕度、風向、日照、照度)、降雨、風向(季節風、主要建築

物周遭氣流)…等調查。 

 

資料調查與盤點的執行方式 

(1)對應 SDGs： 

目標2：消除飢餓 

調查本校食農教育之幸福農場經營管理狀況、作物種類、待解決問題…等。 

目標6：淨水與衛生 

盤點本校雨水回收設施、檢查功能是否正常、了解利用狀況與相關問題。 

目標7：可負擔能源 

調查全校用電狀況、盤點耗電習慣、監控用電防止超約、檢核汰換燈具需求。 

目標13：氣候行動 

調查校園、各校舍之日曬及風向，研擬降溫方案。節約使用冷氣，落實減碳。 

目標15：陸地生態 

調查校園植栽生長狀況、盤點生長不良及有病蟲害的樹木、改善植栽分布與生

長狀況。 

(2)對應與鏈結本校現有之部定課程、校本課程、彈性課程計畫，找出可於課程

實施的內容、機會點，並加以落實。 

 



伍、 代結語： 

針對永續校園整體規劃構想書，學校邁向永續發展的願景與看法。 

 

本校執行本計畫已達成預期成果與效益： 

1.改善行政大樓走廊及教室間空間照明，更換為 LED節能燈管並調整配置，減

少逆光情形，增進空間利用、人際互動。 

2.提高雨水回收使用率，降低自來水之消耗，盡量以雨水澆灌植栽並能節省水

費支出。 

3.使本校綠地樹木及植栽生長良好，提高綠覆率、改善校園日曬及高溫問題，

並提高戶外活動之舒適度、師生參與率，亦提升社區民眾到校運動之意願及人

數。以有機肥改良生長停滯樹木（尤其是鳳凰木）之土壤，加強生長狀態，使

校園恢復生機蓬勃之景象，並使鳥類有更多棲息空間、食物來源。 

4.調整冷氣開放時段，兼顧教職員工生需求及節電效果。使節電方案更具可行

性。 

5.使本校特色與本位課程融入環境教育，增進親師生對永續循環校園的參與度

與知能。 

6.增進師生、家長、社區民眾對本校校園的認同感，共同維護、美化，並使校

園空間獲得充分利用，賦予源源不絕的生命力。 

 



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執行 109 年度教育部永續循環校園推動計畫 

探索計畫 期末海報 

  

校園內以及周邊 20 公尺範圍高程圖 校舍日照圖 

  

校園降雨積水位置圖 校舍風向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