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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永續管理與營造
學校資源/問題盤點延伸至環境教育

您可曾問過：

學校師生喜歡在校園（室內或戶外）做些什麼？或者，

哪些事是他們希望在校園中進行，卻不能如願的？

您是否探討過，讓畢業學生懷念或記憶的校園是長什麼樣子？



校園的意義和價值：

對大多數人來說，「學校」這個名詞讓我們回憶起自幼成長學

習的經驗，尤其是在教室裡學習的日子。但是，學習一定要在

室內或排排座的空間裡嗎？

不論是大學校或是迷你小校，都會占用一個環境空間，搭建必

需的設施。關愛校園就是關愛師長、同學、公物、動植物，甚

至更大的環境；故，校園的意義即是培養一種“關愛的文化”

（Caring Culture）。

環境空間的設計對學習會造成影響嗎？



越來越多的學者相信，自然環境的消失或者失去與自然接觸的

機會，將使人們健康和兒童身心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甚至缺乏對應

自然環境變動的能力。

環境對下一代的型塑

最難教的一堂課

• 當傳統知識趕不上環境變化，學校教育該如何因應？

• 問題的解決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經過訓練，靠過去的經驗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一種是前所未見，又不太確定問題是什麼，無法靠經驗解

決的複雜問題。

• 面對今日氣候變遷等複雜的環境問題，學校教育的使命已

經在改變，基層老師要扛下責任，勇於探索教育的永續意

義，尋找在地化的創新解決方法。

重新定位學校、教育、老師…所扮演的角色！



永續校園的傳統觀念

• 強調經由學校建築與空間改造，以

及設施的維護管理，促進校園場域

實踐永續發展的理念。

• 永續校園包含三個要素：校園生態

、永續科技、環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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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釋意「永續校園」
� 「永續校園」是名詞、動詞，還是形容詞？

� 校園是教育的基地，而教育的根本意涵就是『傳遞有用的知識』；

故在校園內所有的人事時地物，無一不是教育，皆須傳遞訊息。

� 經營校園的行政主管、教師，乃至於家長，要不斷思考與摸索抉擇

的問題，就是校園環境可傳遞什麼樣的課堂知識？這就是所謂的

「境教」，只是長久以來大家都用『佈置』的方式處理而已。

� 永續校園就是要讓校園充份發揮境教的作用，讓校園的實質空間本

身就是個大教具，讓校園空間的營造過程成為具體的教案內容。



重新釋意「永續校園」_續

� 而校園作為教具，將營造過程轉化為教案，這只是手段，但重點

是這些手段要傳遞哪方面的內容？

� 「永續」不應該是「某一門課程」或「某一種活動」，而是貫注

於所有課程、教學活動及校園生活中。「永續」要用新的角度

去反省教育的內涵，以「永續」的思惟取代過去慣有的看法。

� 倘若執行過永續校園的過程與經驗，就會知道，「永續校園」其

實是一種普世價值觀的實踐，它應該是動名詞。

永續校園思惟的演進歷程

• 對校園硬體設施改造的典範移轉。

• 維護校園生態及資源循環利用的行動實踐。

• 落實校園空間建築與環境管理。

• 從改造「建築環境」轉為「改造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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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試一試：檢核您校園的永續性

項目 / 評分 −2 −1 0 +1 +2

（1）走路/騎單車/搭公車上學

（2）修剪樹木枝條

（3）購買低哩程的物品

（4）柏油鋪面

（5）營養午餐食材來源

（6）可供運動、遊戲或感官探索的草地

（7）遮陽（風）的戶外場所（如涼亭）

（8）水體（系）及水資源循環使用

（9）使用透光性強且節能的玻璃

（10）室內空氣品質

（11）不使用殺蟲/殺草劑

（12）補植樹木、矮灌木等多層次植栽

（13）自己種自己吃的食物

（14）學生（或教師）在戶外空間停留（或教學）

（15）操場的鋪面材質

（16）環境教育本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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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校園實施架構

◆校園安全

◆節約資源

◆綠色消費

◆負責任的環境行為

◆在環境中教學 (in)
◆為環境而教學 (for)
◆有關環境的教學 (about)

◆環境管理措施

◆校園環境規劃

◆資源或問題盤點

◆採取行動計畫
◆綠色建築與設施

◆校園環境生態化

◆師生參與

◆生活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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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中教學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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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環境的教學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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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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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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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生態化

◆師生參與

◆生活機能

從校園資源/問題盤點開啟教學內涵

步驟 1：資源調查
� 校園有什麼？

� 目前如何使用或經

營管理這些既有的

資源？

步驟 2：確認需求及問題點
� 使用者（師生、家長等）的

需求及期待。

� 有什麼需要改變的理由？

步驟 3：提出解決方案
� 經營管理上的解決方案，

如組織、政策的？

� 課程上的解決方案，如

教學、生活的？

� 工程上的解決方案？如

建築、景觀的？

步驟 4：研訂計畫草案
� 可藉由跨域合作（如學術、

教育、建築及企業）。

� 規劃短、中、長程行動方

案。

� 草擬計畫書內容。

� 預估預算。

步驟 5：廣為諮詢
� 透過正式或非正式會議、問

卷或面談方式，評估計畫之

可行性。

� 將他人的建議，納入計畫書

中。

步驟 6：募款或

申請經費
� 確認可運用的預

算。

� 募款或申請補助。

� 徵求捐贈。

步驟 7：提出計畫定案
� 提出未來3~5年以上之目標及工作項目，分為不同年段逐年

完成，並附上學校政策、課程發展、預算書及工作時程表。

� 在學校發展會議中，向全校師生清楚聲明。



從校園資源/問題盤點開啟教學內涵
舉例：校園空間使用現況＿12年國教課綱

從您在進行資源/問題盤點時，您已經開始在問自己一些問題，

同時思考解決對策��。以下是開啟教學的三步驟：

步驟一：問問題

步驟二：提出解決對策

步驟三：行動方案

如何使用校園戶外環境，進行符合12年

國教課綱目標的教學？

例如：哪方面的核心目標/主題只能或最好

在戶外何處進行？

在國教課綱中，至少有25%的主題，

可利用校園戶外環境進行教學？
例如：哪些科目的主題、需要什麼設施、

如何規劃軟硬體的結合？

校園地圖 科目/主題
可能的

課程活動

空間是否

需要改善

生態池

草地

教育部永續校園自我評估要項：
以環境教育為例

項目 內容 是/否 得分 小計 建議

環境

教育

1、學校有無規劃年度環境教育計畫 是: 2 否: 0

2、環境教育獲獎紀錄 是: 2 否: 0

3、綠色學校伙伴網路成果

（葉片數）

1.葉片數達10片以上得1分。

2.葉片數10~20片得2分。

3.葉片數20~30片得3分。

4.獲得樹屋以上，得4分。

4、上年度師生環境教育執行成果

（時數）
時數滿20小時，1分。

5、學校是否有環境教育本位課程 是:1          否:0

項 目 總分 得分

節能設計 10 0

生態評估 10 0

健康性能 10 0

校園防災 10 0

環境教育 10 0



學校本位課程的定義

Eggleston (1980) 針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過程定義：

由課程發展團隊，根據學校內學生的特質及需要，經過合作

討論、計畫課程、實驗追蹤以及評鑑，所設計出適當的課程

活動；而此過程當中需要相關的資源以協助學校課程

的發展。

Eggleston（1980）《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Britain : a 

collection of case studies London 》; Bost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p.7。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特點

教育部 2000《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手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基本理念與實施策略》p.5



以環境教育為學校本位課程之原則

•配合學校特色發展。

•結合綠色學校與永續校園之發展。

•符合十二年國教綱要。

•強調學校社區特性、學生特質，融合當地資源。

•重視課程生活化、可具體落實、可持續發展。

•進行合作學習的行動研究。

•建立夥伴關係，整合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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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校園範圍為據點向外延伸，擴大教學資源範圍。

• 找出你們有，而別人沒有的特色資源。

• 運用各種教學方法或策略，找出適合教學資源與

主題的教學方式。

• 考量學校教學需求與學生學習特性。

• 課程規劃與執行考量教師團隊的專業分工。

• 蒐集各類教學方案，找出適用校園特色資源與教

學主題的課程，加以轉化、執行、修正與評鑑。

學校環境教育之發展

綠色校園 +  環境教育

可實踐12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與內涵

活化課程與教學



學校要教出綠色行動小公民

校園本身要不斷地綠下去，沒有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