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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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校園概況 

學生概況 

班別 班級數 班別 班級數 

普通班 59 幼兒園 7 

體育班 2 集中式資源班 1 

全校學生合計  1626  人（含幼生 186） 

教師概況 其他 

教師員額編制 104人 創 校 時 間           73年8月 

正式教師 96人 校 地 面 積 3.4公頃 

代理教師 8人 校長到職日期 105年8 月 

幼教老師 14人 家長會會長 楊宗城 

鐘點教師 3人 專業教練 2人 

教保人員 4人 職      工 12人 

全校教職員合計   140  人，教師平均年齡  44   歲  

(二) 現況說明 

  錦和原名「牛埔」即今錦和里、錦昌里一帶，為開闢

初期之古名。清乾隆二十七年（西元 1762 年），漳州

人林天生來此地開墾，當時地多荒草，尚未耕作，適

合牧牛而得名。後因牛埔之名不雅，於民國六十一年

九月一日，改以錦和為名，民國七十五年由錦和里再分出錦昌里。本校成

立之初，即以位置處於錦和里內，遂以「錦和」為本校校名。 

錦和國小位處中和區市邊陲，著名圓通寺及錦和運動公園旁，設校迄

今 35 年，周遭新舊社區雜處，但校內及社區自然環境資源豐富，人文風貌

深厚多元，蘊含漳和濕地、民間信仰、都會風情等多元素材；學校因此發

展出具在地永續特色的校本課程，以「錦和文青世代」為圓心，「健康、活

力、創造」為學校願景，發展出九大核心關鍵素養-品格少年、能量少年、

超能少年、國際力、探索力、領導力、經典人生、智慧人生、美麗人生，



完整描繪課程面貌，並配合年段學習需求設計相關主題活動：食農教育、

多元社團、健康促進、永續校園探索等課程學習，以符應「活力創新、溫

馨關懷、尊重包容、和諧共榮」之辦學願景，並透過下列四大行動方案來

實踐「培養成就自我，具備合作創造力、探究思考力、關懷行動力、自信

表達力的世界公民」的教育目標。行動方案如下: 

1. 深耕藝境美學:持續辦理藝術深耕視覺及表演藝術學習、引入美術館資

源深化藝術課程內涵、透過環境改造提供多元境教、鼓勵參賽提供舞

臺。 

2. 蘊育人文素養:推動深度閱讀、落實品格教養、翻轉教師教學、促進健

康生活。 

3. 啟動創新學習:成立創客社團、融入虛擬實境教學、規劃多元社團展現

創意成果。 

4. 營造永續校園:落實生活節能減碳、推動友善食農教育、發展綠能循環

再生、打造環境教育基地。 

二、學校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教育構想 

(一) 前言： 

    本校申請教育部 109 年度「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經費補助，

申請的主因是回到教育本質問題：「我們是否瞭解學校以及學校所處的

這一塊土地？」這其中隱含兩個重要的脈絡：第一個脈絡為瞭解學校

教育方針；第二個脈絡為瞭解學校的環境（包含物理環境與硬體環

境）。上述兩項脈絡都歸因至永續循環校園背後的核心價值與內涵：

「永續發展教育」。  

    而在學校軟體部分，課程的發展即直接回應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

教學所強調：「 學生的學習需連結生活情境」；更進一步藉此過程審視

教學與解決真實社會重要課題的關聯，即實踐永續發展教育（與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結合）。 

(二) 實踐方式(軟體-課程)： 

(一). 三面向檢視： 

1. 校本課程：檢視永續的概念在校本課程中是一個面向，或是

貫串不同面向? 



2. 課程實踐：透過哪些途徑來實踐，融入式？專題式？全校

式？重點在於不是僅有傳遞知識，而是從知識帶出背後的態

度、價值觀、技能與行動。 

3. 整全思考：傳遞過程是否具有全貌？不能僅呈現片段，了解

全貌才能深化。 

(二). 體質檢查：學校整體是孕育學子的搖籃，而永續發展的概念是當

代重要的思維，透過本計畫進行學校整體軟硬體通盤檢討，將永

續概發展念融滲軟硬體中，在既有架構之下，具備永續思維，要

將此思維透過校園軟硬體配合傳遞與深化，並依照各校的成果發

展，呈現全台灣校園環境的多元教學環境與豐富的體驗課程，藉

此培養學子減緩未來資源困境之素養。 

(三). 五大面向：總結來說，本計畫最重要的精神與內涵，可以收斂到

以下五個面向。 

1. 瞭解學校整體：全面盤查學校整體資料並統整成資訊。 

2. 深化地方感：過程中親師生有機會更貼近土地，深化其地方

感。深化其地方感。 

3. 經營校園環境：對於學校經營管理有更全面認知，強化各單位

之溝通與資訊流通。 

4. 連結真實環境：回應十二年國教，教學有關生活情境即連結新

素養，教有關永續發展目標（SDGs）即是走入大環境。 

5. 產生跨域連結：可以產生跨域連結，包含行政、教學、計畫橫

向連結。 



(四). 五大構面：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中環境教育議題五大構面

為基底(如圖 1)，延伸出回應 SDGs 之循環型永續校園課題，透過

下述這些主題連結軟體課程與硬體環

境。包含： 

1. 地域環境資源 

2. 生態、生產與生活 

3. 校園建築空間與環境 

4. 在地文化與智慧 

5. 能源與智慧 

 

 

 

(圖 1：五大構面) 

(三) 具體執行方案如下： 

(一). 盤點師資：校內教師專長教學，籌畫具備跨領域與差異化教學之

能力與素養，作為未來師資進用與教師增能重要參考依據。 

(二). 教師增能：持續規劃永續與環境教育研習並辦理探索計畫工作

坊，邀請校內夥伴輪流當講師，一同分享生物多樣性相關議題與

專業對話，並紀錄備查。 

(三). 專家陪伴：規劃專家學者蒞校指導，針對增能工作坊給予指導與

方向。引進外部諮詢，如如文教基金會、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專業建築師等進行專業諮詢。 

(四). 課程協助：邀請校長擔任領頭羊，可就近指導並給予支持鼓勵與

專業提升。 

(五). 典範參訪：結合環境教育至 NGO 團體或鄰近學校及場館，進行

交流與參訪，分享如何復育物種及推廣環境教育。 

三、學校經營管理永續性構想 

（一）. 整體發展：學校教育願景如（如圖 2）



 

(圖 2 學校願景情境化) 

（二）. 推動策略: 

1. 促進生態保育：結合環保局推動台美生態夥伴學校，進行以「氣候變

遷」為環境路徑，親師生共同檢視提節能減碳，發表生態宣言，並獲

得統質獎認證，同時提供師生多元學習環境，融入教學；提供師生觀

察自然界動植物互動關係，營造具備本土生物多樣性特色的校園生態

環境。 

 
 

 
 



  

  

(圖 3 生態學校簡報) 

(圖 4 生態宣言相關活動) 



2. 紮根在地學習：引入春雷環境學社到校演講，並參訪「金美心田園 

溼地」社區教室，運用「在地學習、學習在地」理念，融入新北市環

境元素，規劃不同年段校本課程學習，建構在地化、生活化學習歷

程，讓課程在地扎根、永續發展。 

3. 豐富生活美學：整合校內資源補助與工程修繕，透過外聘師資、校內

專長教師、邀請社區家長參與等，以親師生共同合作的方式進行藝術

欣賞與創作，並將作品布置於校園空間，營造多元媒材藝術情境，提

升孩子的藝文能力與創作尊榮，豐富生活美學素養。 

4. 永續課程發展：以「SHE」為主軸發展學校特色課程，納入富在地文化

表徵與生命力延續之社區意識，配搭教育戶外教育課程，帶領學生走出

教室走進社區，透過社區踏查探索、自然觀察體驗的互動共榮，豐富孩

子人文素養、生活美育，並透過環境永續行動中陶冶公民品德，造就具

備合作創造力、探究思考力、關懷行動力、自信表達力之未來錦和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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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校經緯度，經度 24.98∘

N，緯度 121.48∘E進行四季的簡易計算及測量，方位-春分為 89∘、

夏至 64∘、秋分 89∘、冬至 116∘。中天--都是 180∘，日末--春分

271∘、夏至 296∘、秋分 270∘、冬至 244∘。 



春分測量 夏至測量 

秋分測量 冬至測量 

表 1 日照測量 



(二) 降雨(蒐集彙整近年每月與雨量分佈) 

(表 2 雨量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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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校舍建築物基本資料調查表(名稱、年代、構造形式、現況) 

1.校舍基本資料：（表 3） 

大樓資料  大樓資料 

校舍名稱 一心樓  校舍名稱 二儀樓 

校舍編號 201030102A-0001  校舍編號 201030102A-0002 

建造年月 73 年  建造年月 74 年 

建物構造 鋼筋混凝土(RC)  建物構造 鋼筋混凝土(RC) 

所有權人 新北市政府  所有權人 新北市政府 

建物面積 0  建物面積 0 

容積率 0  容積率 0 



建蔽率 0  建蔽率 0 

土地面積   土地面積  

樓地板面積 3,593.66  樓地板面積 1,998.21 

地下樓層數 1  地下樓層數 1 

地上樓層數 4  地上樓層數 4 

校舍現況 使用中  校舍現況 使用中 

校舍修繕 完成補強  校舍修繕 完成補強 

 

大樓資料  大樓資料 

校舍名稱 三民四維樓  校舍名稱 五倫二儀樓 

校舍編號 201030102A-0003  校舍編號 201030102A-0005 

建造年月 75 年  建造年月 76 年 

建物構造 鋼筋混凝土(RC)  建物構造 鋼筋混凝土(RC) 

所有權人 新北市政府  所有權人 新北市政府 

建物面積 0  建物面積 0 

容積率 0  容積率 0 

建蔽率 0  建蔽率 0 

土地面積   土地面積  

樓地板面積 9,844.18  樓地板面積 5,187.36 

地下樓層數 0  地下樓層數 1 

地上樓層數 4  地上樓層數 4 

校舍現況 使用中  校舍現況 使用中 

校舍修繕 完成補強  校舍修繕 完成補強 

     

     

大樓資料  大樓資料 

校舍名稱 六藝樓  校舍名稱 七賢八德樓 

校舍編號 201030102A-0006  校舍編號 201030102A-0008 

建造年月 78 年  建造年月 79 年 

建物構造 鋼筋混凝土(RC)  建物構造 鋼筋混凝土(RC) 

所有權人 新北市政府  所有權人 新北市政府 

建物面積 0  建物面積 0 

容積率 0  容積率 0 

建蔽率 0  建蔽率 0 

土地面積   土地面積  

樓地板面積 3,458.73  樓地板面積 8,403.10 



地下樓層數 1  地下樓層數 0 

地上樓層數 4  地上樓層數 4 

校舍現況 使用中  校舍現況 使用中 

校舍修繕   校舍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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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溫度：平均溫度約 24.45℃，教室內溫度未測量。 

乙、濕度：平均濕度 77.83%，教室內濕度未測量。 

丙、風向：12 月~2 月，為東北風，六月為東南風，7~9 月為北風，風

速無法平均，於是平均值空白。，教室內風向未測量。 

(表 4 2020 年報表) 

丁、日照：教室內日照未測量。 

2020 年報表 (yearly data)  測站:C0AG90_中和  統計表 

觀測 

時間 

氣溫(℃) 最高

氣溫

(℃) 

最低

氣溫

(℃) 

風

速

(m/s) 

風向

(360degree) 

最大陣

風(m/s) 

降水

量

(mm) 

降水日

數(day) 

相對

溼度

(%) 

ObsTime Temperature T 

Max 

T 

Min 

WS WD WSGust Precp PrecpDay RH 

1 月 17.7 30.9 6.2 1 25 17.6 49 9 78 

2 月 18.5 29.6 9.3 1.1 87 24.8 34 6 77 

3 月 20.6 32.7 13.9 1.1 5 19.3 310.5 14 87 

4 月 20.7 31.4 9.4 1.1 92 14.8 115.5 15 80 

5 月 26.7 34.9 22.4 0.9 13 14.8 426 16 83 

6 月 30.4 37.3 25 1 108 28.1 167.5 9 71 

7 月 31.3 38.6 25 1.1 2 11.5 248 8 70 

8 月 30.9 37.8 26.3 1.1 1 12.6 277.5 14 71 

9 月 28.3 37.8 21.2 0.9 3 9.3 160.5 15 77 

10 月 25.4 34.2 21 1.3 93 22.6 28 13 78 

11 月 23.9 33.2 18.7 1.2 23 25.3 39 14 76 

12 月 19 26.6 8.3 1 83 11 190.5 22 86 

                    

平均 24.45  33.75  17.23  1.07  
 

17.64  170.50  12.92  77.83  



 

戊、照度：請廠商在節能燈具改善前進行照度測量，待節能燈具改善

後進行改善後照度測量。 

(表 5  照度統計表【未改善前】) 

(二) 校內外高程：限於校內經費，尚未規畫施作。 

(三) 人車動線： 

位於都市邊陲地區，鄰近高速公路，大型車輛眾多，校地完整，基於

安全理由，不開放不對外開放車輛通行，人車動線分明。 

 

 



(圖 5 人車分流圖) 

 (圖 6 放學路隊圖) 



(四) 水溝分佈與排水路徑 

目前校園內許多工程正在進行中，無法確認水溝分布與排水路徑，將

等工程結束後再一併彙整。 

(五) 透水鋪面與不透水鋪面：可透水鋪面為 42.93%，綠覆率 40.9%，建築

覆蓋面積 33.25%，都是呈現相當優質的數據，表示學生在此校園活動

空間廣闊，水流有處去不至於積水嚴重，校園樹木茂密，建築物面積

不影響學生活動。 

項目 數量 單位 比率 備註 

校地面積 33146.14 m2 100% 

 

透水磚 540 m2 1.62% 

 

植草磚 132 m2 0.39% 

 

校園綠覆 13560 m2 40.9% 

 

可透水面

積 

14232 m2 42.93% 

 

建築覆蓋

面積 

11020.02 m2 33.25% 校園實質

建蔽率 

(表 6 校園面積、綠覆率等調查) 

(六) 積水區域(可/不可積水區域、實際積水區域) 

因綠覆率極高，校園教學區、辦公區等建物為不可積水區，其他綠地

為可積水區域，實際淹水區域也以可積水區大致相同。 



 

 

 

 

 

 

 

 

 

 

 

 

(圖 7 積水區域) 

(七) 生態分佈(動植物) 

 



(圖 8 校園植物分布圖) 

三、 學校能資源使用數據分析 

(一) 水： 

1. 統計近三年水費顯示用水量 108 年用水量減少 1415 度，109 年

則增加 572 度，表示宣導節約用水及改裝省水設備確實能改善用

水度數，但因近期工程施工頻繁，工程樂水度數增加以及滲漏管

線持續發生，亟待經費修正，適用水度數增加的原因。 

2. 本校 107-109 水費度數比較（如附表） 

收費 107年各月

用水度數 

108年各

月用水度

數 

108年與

107年同期

比較 

108年各月

用水度數 

109年各月

用水度數 

109年與

108年同期

比較 月份 

01 月 1243 1054 -189 1054 1221 167 

02月 1923 853 -1070 853 1179 326 

03月 1328 778 -550 778 600 -178 

04月 2015 1290 -725 1290 1436 146 

05月 1667 1123 -544 1123 1308 185 

06月 1723 1211 -512 1211 1447 236 

07月 979 1179 200 1179 1453 274 

08月 492 1530 1038 1530 928 -602 

09月 609 1114 505 1114 751 -363 

10月 1205 1845 640 1845 1579 -266 

11月 1299 1166 -133 1166 1454 288 

12月 1158 1083 -75 1083 1442 359 

小計 15641 14226 -1415 14226 14798 572 

(表 7 用水度數統計) 

3. 本校有設置雨水佇留系統，設置在六藝樓及七賢樓靠近圍牆旁下

方箱涵，回收量因能代久遠，未有準確統計數字，主要以澆灌附

近菜園及沖廁使用，有減低用水量，但因都市學校普遍對雨水回

收較不瞭解，也擔心水質影響師生用水安全，長年來未有完整二

元供水設施，主要仍以自來水為主。 

(二) 電： 



1. 統計近三年用電度數，108 年用電度數大幅降低，達到 14,680 度

之多，表示持續宣導節能活動、招募省電小天使推廣隨手關閉電

源及改善節能燈具可明顯改善用電量，109 年度則因持續工程施

工推進，用電量激增及部分電氣設施老舊耗能外，師生在熱島效

應下，夏日用電量驚人，是主要增加用電量的原因。 

2.  本校 107~109 年用電統計及 EUI 統計（如附表） 

收費 
107年各月

用電度數 

108年各月

用電度數 

108年與

107年同期

度比較 

108年各月

用電度數 

109年各月

用電度數 

109年與 108

年同期度比較 
月份 

01 月 42600 41600 -1000 41600 41640 40 

02月 39680 34560 -5120 34560 32440 -2120 

03月 24920 31200 6280 31200 24280 -6920 

04月 46400 41320 -5080 41320 44360 3040 

05月 41400 44320 2920 44320 40380 -3940 

06月 57040 49560 -7480 49560 51480 1920 

07月 51640 48600 -3040 48600 58080 9480 

08月 30160 31320 1160 31320 43720 12400 

09月 37720 35520 -2200 35520 32400 -3120 

10月 53240 49960 -3280 49960 55600 5640 

11月 44480 49400 4920 49400 41800 -7600 

12月 43800 41040 -2760 41040 40280 -760 

小計 513080 498400 -14680 498400 506460 8060 

(表 8 用電量統計) 

3. 分析本校持續改善省電設備，使用 LED 節能燈具，室內照明迴

路改善，幫助使用者改變用電習慣，至於再生能源設備則未能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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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校內整體環境資料分析、三、學校能資源使用數據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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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向 
問題描述 原因分析 對策、可能的課程/活動 目前處理方式 

空

間

管

理

與

安

全

維

護 

原有建物混凝土剝落、鋼

筋裸露及磁磚，天花板白

華現象。 

原有建築皆已完成結構補強工

程，建物安全無虞，但因建築較

為老舊，管線容易滲漏及雨量

充足等原因，學校已派人處理

卻無力負擔龐大維修經費。 

1.配合永續校園整體規劃，拆

除易危險壁面及裝設透明雨

遮，調整為校內活動場域。 

2.整合老舊磁磚大量剝落整

修工程申請，整理原有排水孔

道，並加裝外遮陽，達成防日

曬及防水雙重效益。 

1.納入 110 年度永續校

園改善規劃。 

2.由建築師估價中。 

走廊積水嚴重，人員易滑

倒受傷 

走廊設計寬敞但無雨遮，以致

強降雨時，排水宣洩不及，容易

造成地板積水及濕滑。 

 

用

電 

每人用電量有逐年遞減，

但因部分電器設備老舊，

契約容量會瞬間暴增，遭

致罰款。 

1.節能燈具容易損壞維修所費

不貲 

2.委託專業人員檢查、維修，減

少人力負擔 

1.思考節能燈具對於學校經

營方向 

2.規劃汰換耗能燈具、機具(如

冷氣機)，降低電費。 

3.引導學生觀察天候影響電

器使用壽命方式並思考解決

1.已完成多元降溫工程，

開始配合課程指導學生

進行環境觀測與紀錄。 

2.納入年度校內電力改

善工程。 

3.規劃逐年汰換耗能機

場地頻繁使用，用電量增

加 

場地租借民眾、民間社團，增加

電費支出。 



管線配置 因位於漳和濕地附近，濕氣較

重，線路老舊易毀損。 

方法 

4.場地租借使用納入校園修

繕保養經費。 

具。 

用

水 

班級人數減少，每人用水

量仍然偏高  

硬體：管線老舊滲漏、少用天然

資源(雨水回收)、維修經費不足

等。 

軟體：生活環保未落實、使用習

慣難改變。 

1.增加雨水回收澆灌及沖廁。 

2.定期檢修校內管線，減少滲

漏。 

3.規劃減能減碳具體計畫，並

納入校本課程。 

4.填報節水網站，並定期檢核

執行成效。 

1.納入 110 年永續校園

改善規劃。 

2.由建築師估價中 

生

物

多

樣

性 

多樣性待整合 原校園生態豐富多元物種但雜

草易生長，蚊蟲易滋生。菜園因

校園尋覓可種植區域不易，位

置較為偏僻。 

1.樹木須定期整理維護。 

2.生態是校園不可分割一部

份學習共存。 

3.盤點環境教育政策與特色

課程融入校本課程。 

4.褐根病防治具成效需時間

讓土地恢復生氣 

1.聘請專業師資到校增

能重新定義建築與環

境。 

2.規劃褐根病後荒地再

利用。 

 

褐根病 土壤感染褐根病大型喬木不容

易存活 



衛

生 

(室

內

外

學

習

環

境) 

樹木粼粼，全年涼爽舒

適，通風良好、雨季室外

活動空間受限，夏季天氣

炎熱師生比多室內活動

尚稱充足 

班級教室有時不開窗，影響通

風對流對上課師生健康不利。

減少戶外活動避免發生危險，

天氣炎熱西曬嚴重 

1.提醒師生開窗讓空氣對流 

2.規劃增加室內活動空間  

3.完成窗簾裝設及風扇更換，

但窗簾不應遮蔽空氣對流 

4.活用室內空間。 

1.工程施作納入永續校

園概念空氣流通對健康

環境重要 

2.爭取經費籌建多元展

能室內空間 

3.鼓勵學生參與盤點記

錄，並提醒節能 

4.規劃工程與課程對話

活化室內空間利用，思

考空間對學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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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規劃本校校本課程架構圖。 

(圖 9- 106 校本課程架構圖) 

(二) 校訂課程：本校環境教育架構圖、109 年校訂課程地圖及總體課程架

構圖如下圖。 



(圖 10 環境教育課程架構圖) 

(圖 11 -109 年校訂課程地圖) 

 

 



(圖 12 課程總體架構圖) 

二、永續發展概念融入之構想 

(一) 融入部定課程構想：在部定課程中，如自然領域、語文領域等利用領

域會議、學年會議、課發會等會議，宣導永續校園概念，將之融入部

定課之中 

(二) 在校訂課程中的脈絡：盤點現有校訂課程，將之架構化，並將永續校

園及 SDGs 理念融入校定課程之中，同時結合國際教育、環境教育、'

雙語教育等之推廣，讓永續發展概念更臻完整。 



(圖 13 現有校訂課程盤點) 

三、學校永續發展教育藍圖：整合部定課程、校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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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品德教育 

語文領域 

透過國際交流及教育目標，達到關注教

育龔姓與均質化。 

 

目標 2：消除飢餓 

⚫ 食農教育，延伸至

糧食浪費 

⚫ 環境教育 

綜合領域 

1.從餐桌到產地，結合中央餐廚菜單，

推廣食農教育。 

2.持續進行「把菜吃光光」活動。 

 

目標 3：良好健康 

與福祉 

⚫ 校園內生活、學習

品質與健康 

生活領域 

1.落實運動 333 原則，將健康生活融入 

2.健康自主管理表 

3.防疫宣導與教學 

綜合領域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透過探索後與學校連結 

⚫ 健康與體育教育 1.持續進行午餐潔牙語每週二使用漱口

水 

2.持續配合每學期身高體重測量，推動

體重減重班。 

3.馬拉松小子 

4.持續推動洗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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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校本課程規劃設計，關注學習，引

入如創客教育、教室連結(CCOC)、國際

教育等創新課程，幫助師生共同學習與

成長。 

 

 

目標 5：性別平等 

⚫ 連結環境關懷 

性別平等教育 

生活領域 

1.認識身體與建立自我保護意識 

2.選拔幹部時，男女各半 

綜合領域 

1.性別平等相關議題影片欣賞 

2.高年級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3.專輔針對高年級入班進行性平教育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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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領域 

借助現有雨水貯留系統與教學展示板，

規劃水資源教育課程，並請班級試教，

了解課程規劃方向與修正，進一步推廣

到全校。(參考) 

 

目標 7：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 能源教育 

本校即具備有能源教育教學環境與資

源，將以社團方式先行推廣能源教育，

指導學生進行觀察與紀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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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都市邊陲，鄰近漳和濕地及禁建

區，在地產業發展不順，但興建雙和醫

院建立醫療體系，繁榮地方發展，再地

就醫、在地就業也隨之逐漸成形。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透過探索後與學校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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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追蹤 

利用臉書粉絲頁定期追蹤台灣藍鵲在

校園築巢過程，並利用縮時攝影機等設

備，紀錄觀察鳥類在校園的歷程，獲得

極大迴響與關注。 

科技教育 

利用空拍機拍攝記錄校園活動與學生

教學，亦獲得極大迴響。 
 

目標 10：減少不平等 

⚫ 校園霸凌、環境公

平正義 

⚫ 人權教育 

學務處持續宣導校園霸凌防治相關規

定與填答相關問卷，幫助發掘問題，減

少霸凌發生。 

邀請專家到校宣導人權教育，提升教師

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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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為防災避難中心，與社區民眾休戚

與共，民眾關注學校活動，但選擇性參

語，利用家長日、家長座談會等活動，

宣導校園永續環境，與社區產生綿密連

結，一起共榮。 

 

目標 12：負責任的 

生產與消費 

⚫ 零廢棄概念 

⚫ 家庭教育 

綜合領域： 

1.推廣綠色消費活動與減塑 

2.持續進行資源回收活動(每次資源回

收成果可具體化，具體統計各類資源數

量及金額，並公告周知，可以激發資源

回收活動的動力) 

 

目標 13：氣候行動 

⚫ 氣候變遷;環境變遷 

⚫ 環境教育 

自然領域 

結合台美生態夥伴學校，導引就【氣候

變遷】議題，進行教師專業進修與分享，

重視環境教育。 

親師生共同發表生態宣言，力行節能減

碳生活環保，並獲得台美生態學校銅質

獎。 

 

目標 14：水下生命 

⚫ 溪流、河川、海洋教

育 

⚫ 海洋教育 

海洋教育不是海鮮教育，但因社區環境

位於都市，對於海洋教育著墨與參與則

不多。 



SDGs 
SDGs 連結 

臺灣教育脈絡 
透過探索後與學校連結 

 

目標 15：陸域生命 

⚫ 生態教育、校園內

的生態環境 

⚫ 環境教育 

生活領域 

1. 盤點校園動植物，針對生物多樣性

及地區特性，提出討論與思索。 

2. 與地方合作有機蔬菜栽種，並將陸

地生態等專業知能指導師生。 

3. 與土地情感連結，並配合生活課「我

的樹朋友」，帶著學生在校園植物。 

4. 認識種子的旅行，更了解植物構造

及生長。 

 

目標 16：和平正義 

與制度 

⚫ 校內環境政策、環

境行動 

⚫ 法治教育 

校內普遍重視環保與民主，校園內修樹

不修樹也引起老師正反兩極討論，推動

生態教育老師參與率提高。 

 

目標 17：夥伴關係 

⚫ 國際教育 

語文領域(國際教育) 

1.透過國際交流，建構區域夥伴關係。 

2.透過國際議題(如 covid-19)討論各國

防疫成果及教育目標，建立合作交流關

係! 

 

(表 9- SGDs 結合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規劃藍圖) 

  



肆、 計畫執行歷程：需提供照片及文字說明 

一、大事記 

(表 10 大事記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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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8 教師普遍對永

續校園陌生 

實地彙整資料

並參與教師討

論、對話 

1.具體說明永

續校園理念 

2.消除老師疑

慮陪同考論與

聚焦 

實際討論

SDGs 領域課

程 

109.6.15 教師對環境議

題理解但不清

出方向 

討論方向與實

地參訪的可行

性 

規劃實地參訪

還教中心的可

行性 

融入教師備課

活動 

109.7.15  1.實地參訪能

源教育教室

(金美國小) 

2.實地參訪金

山 NGO 環境

教育中心 

融入教師備課

活動 

109.11.25 教師對永續校

園四個面向理

解不易 

繪製校內四面

向心智圖 

1.分段解釋四

面向及可行性 

2.聚焦校園內

可執行面向 

融入總體課程 



二、增能活動(參訪、工作坊…)  

(圖 14 戶外教育參訪) 

三、教學活動(配合盤點…)  

     本校學區本是純樸敬天的市區小郊區，靠著先民的胼手胝足走出美麗的錦

和里，透過完整的校本課程，將課程價值、課程目標、課程內涵逐一刻畫，希

望透過學校課程發展帶動地方特色發展，形塑學校特色課程光譜。在快樂、活

力、創造的學校願景下，以目前既有的課題主題:書香錦和、關懷鄉土、充實自

我等三大內涵進行再結構化，以大樹為印象主題，結合校內現有蓊鬱植物為發

展圖象，逐步與全校師生共同規劃、研討具地方溯源、學生為主體的領域教學

與多元社團學習活動。 



     本依據生態學校及永續校園規劃許多課程及研習，幫助老師增能及提升學

生生態的理解與認識，同時也展開跨域整合，藉由領域會議專業議題討論對

話，結合自然領域及數學領域及社會領域，如自然領域專責氣候變遷環境議

題，數學領域教導學生如何利用數學邏輯思考，理解並能計算出碳足跡，藉由

量化數字呈現，更能清楚看到人類消耗了多少資源?社會領域則討論氣候變遷對

人類的實質影響，以及社會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有多少?整合之後將區分為三大架

構說明如下： 

一、校本課程架構：本校規畫出校本課程架構及環境教育課程架構以

及永續校園架構，結合社區資源、學校特色及教師專業發展出系統性

課程內涵。 

 

圖 15：永續課程架構圖 



圖 16：生態錦和協作平台 

 

(圖 17 教師研習活動) 

二、領域會議講師主講(9/23(三)、10/21(三)—講師黃國峰老師) 

 

 

 

 

 



  

  

圖 18：領域會議研習 

三、各年級配合【氣候變遷】：如六年級、一年級配合課程地圖，可以

讓學生在只有一個地球的課程內，了解相關氣候變遷的原因及如何以

具體行動改變，讓地球變得更好!! 

  

圖 19：學生報告說明 



 

一年級學習成果如下：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國小 108 年度環境教育實施成果報告 

活動單元名稱：美麗的春天  實施對象：一年級學生。 

計畫目標：藉由覺察春天之蟲魚花草的變化，體驗大自然之美與環境教育 

活動期程：108 年 3 月 23-27 日 

實施方法：1.利用網站地圖，讓學生了解圓通寺所在位置與學校、新北市的

位置關係。 

2.利用圓通寺相關介紹，讓學生知道圓通寺古蹟的歷史意義與鄰

近的休閒景點，例如：圓通寺步道、百年雀榕、國旗嶺、慈雲

寺步道…等。 

3.展示圓通寺相關照片，介紹圓通寺的建築特色與自然景色。 

4.配合生活領域課程—「美麗的春天」，進行校外教學，探訪圓通

寺步道，欣賞圓通寺景觀，並享受不一樣的戶外半日遊。 

內容概要：1.藉由學生親自體驗，認識圓通寺的地理環境及建築特色。 



2.親近大自然，認識相關動植物。 

3.欣賞步道美景，引發學生愛護環境，培養環保意識，進而熱愛

自己的鄉土。 

預期效益：1.學生會利用假日與家人到圓通寺步道走走，進行有意義的休閒

活動。 

2.學生會主動愛護周遭環境 

3.學生會主動愛護家鄉、愛護大自然 

授課老師：一學年全體老師 

 
圓通寺大門口前合照 

 
開心的合影 

(表 11 環境教育成果) 
 

 

 

 

 

 

 



四、其他(課程討論、盤點討論…) 

   

圖 19：自治市長宣導節能減碳及生態宣言 

 

 

 

 

 

 

 

 

 

 

 

 

 

 

 

 

 

(圖 20  生態課後班) 

 

 

 

 

 



 

 

 

(圖 21 科丁基礎班) 

(圖 22 家長座談會宣導簡報 

 

伍、 結語： 

永續校園探索計畫提供專家學者專業經驗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是結合

環境教育、國際教育、能源教育、108 課綱..等，具有系統性、邏輯性、有清楚



脈絡可減輕學校經營壓力，同時可盤點學校未來永續發展策略與短中長期規

劃，值得學校與社區一起参與，過程雖然艱辛與充滿挫折，但是凡走過必留下

痕跡，經過系統性盤點校園後，可得知學校物理環境與課程規劃未來方向，值

得許多學校仿效與學習，希望未來能持續參與此計畫。 

(圖 23- 錦和代表-希望之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