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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針對彰化縣建新國小新建校舍進行綠建築指標評估中「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節能」、「水資源」之狀

況，採用問卷調查法，探討教職員及家長對新舊校舍的綠建築環境差異感受，以將其分析結果作為日後學校環境改善之參

考；並設計綠建築課程，瞭解學生之學習成效，教學後，進行綠建築環境戶外教學上的實地體驗，探討學生學習成效及興

趣。本研究經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得到以下結果： 1. 教職員及家長對新校舍的綠建築設施「綠化量」、「基地保水」、「

日常節能」、「水資源」多數感到滿意。有接觸綠建築概念的教師及家長在綠化指標認知上與無接觸過的教師及家長有達

顯著差異。性別變項則不會影響綠建築認知結果。 2. 學生在綠建築環境教育後，確實對綠建築概念提昇及教學成效良好。

有接觸綠建築概念的學生在日常節能指標認知上與無接觸過的有達顯著差異。性別變項則不會影響綠建築認知結果。 3. 進

行戶外教學之實地環境教育體驗後，透過統計結果可發現，確實對學生學習成效及興趣皆有提升。

關鍵詞 : 綠建築、環境教育、問卷調查、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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