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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國小教師對永續校園的認知，並且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對永續校園的認知情形及對推動永續校

園課程之看法為何。 本研究以彰化縣曾參加永續校園改造計畫案的國小教師為對象，以問卷為研究工具，採隨機抽樣方式

，有效樣本共248份。依據問卷填答結果，分別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 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方法進行資料處理，

研究結論如下： 壹、彰化縣國小教師在永續校園的整體認知程度皆高，尤其是在軟體及硬體層面。 貳、兼任組長之教師

、參加環境教育研習1-9小時之教師以及經常參加環境議題相關活動的教師對永續校園的認知較高。 參、彰化縣國小教師

認為永續校園最適合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實施課程的最佳方式為融入各學習領域；推行永續課程時應優先參加各種

永續校園或環境教育活動及研習；整合與分享資源的第一步是調查並了解校園內的動、植物、生態及校園建築特色；參加

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相關講座研習對教師規劃永續校園之課程與實施教學最有幫助。 肆、在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

補助項目中，各校施作最多的項目是資源流與能源流循環主題。 伍、在校園中「資源回收再利用」、「省水器材」、「雨

水再生利用」及「節約能源設計」是最易結合課程且應優先推動的改造主題。 陸、在校園中「太陽能發電」、「風力利用

」、「地表土壤改良」及「人工濕地」是最不易結合課程、且較難推動的改造主題。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

供教育單位、學校機關及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詞 : 永續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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