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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報告「國民中小學推動永續校園計畫之現況與檢討」，依據國內外既有相關永續校園發展文獻，現地訪查98至100年彰

化縣、雲林縣、嘉義縣申請永續校園之國民中小學，針對其推動永續校園計畫之現況提出報告，本研究可歸納以下幾點結

論 一、永續校園改造既是工程也是課程 二、學校管理及使用維護待加強 三、永續校園推動須隨時空而改變 四、永續校園

計畫理念需加強宣導 五、永續校園計畫行政作業繁瑣，許多學校望而生畏 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永續校園應繼續實

施並推廣週知 二、自然淨化水循環處理設置時應多方面考慮 三、設計時考慮經費使用效益以及後續維護費用 四、鼓勵教

師參與永續校園規劃 五、舉辦環境教育研習，加強校際交流 六、建立自主學習步道，設置生態學習護照 七、主管機關編

列設施維護經費 八、簡化行政作業程序，提供行政支援 九、建立永續校園知識分享平台 十、鼓勵全體教師參與環境課程

發展與設計

關鍵詞 : 永續校園、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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