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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collected correlative papers and theories, then took the field research

on junior and elementary schools which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campus in Changhua, Yunlin, and Chiayi County for 98th-100th

year.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School Project is a construction and

also a curriculum. 2.The school chief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3.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School Project need to change as time goes on. 4.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School Project need to be publicized. 5.Due to

the enormous amount of work loads and activities that are involved, many schools are scared of participating.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researcher offers some advices: 1.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School Project should be carried out and

publicized unceasingly. 2.Sewage purification methods should be estimated variously. 3.The funds of construction and scheduled

maintenance should be estimated before designing. 4.Encourage school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planning the Sustainable School

Project. 5.Hold more research and study to strength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6.Construct the self-learning trail and

ecology-learning passport. 7.The official authorities budget the funds of follow-up maintenance. 8.Simplify the administration

procedure, and provide the related support. 9.Construct the knowledge -sharing platform for the Sustainable School Project.

10.Encourage school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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