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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針對彰化縣北斗國小進行綠建築指標評估中「基地保水」與「日常節能」之狀況。工作分兩部份進行，第一部份

是學生與教職員工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包含三個部分：對校園整體感受、對校舍校園使用滿意度及對綠建築的基本認識；

結果採用SPSS統計分析，以期了解師生對於校園環境現況的感受及綠建築的了解程度，來探討目前校園環境的優劣及提供

校園未來建設的建議。第二部分為學校綠建築評估，藉由綠建築既定之量化準則來檢視北斗國小之建築與設施是否達到綠

建築中「基地保水」與「日常節能」指標之基本要求，並分析目前校園環境在綠建築策略上有哪些缺失，以作為往後學校

在環境建設上的基礎。本研究經統計分析與討論後獲得之主要結論如下： 1. 對節能減碳之教育宣導不足，師生雖知省能設

備之功能，但對於學校內是否有省能設備則不甚瞭解。另外，學生對於教室節能省電環境認知低且滿意度低，需要再加強

宣導。 2. 師生對於學校校舍配置與校園景觀普遍感到滿意，但對停車場大小與防曬效果則滿意度較差；校園整體之「基地

保水」指標可達合格標準，唯校門廣場與停車場水泥地面積過大，透水性不佳。 3. 校園於「日常節能」指標中照明系統節

能成效良好，但外牆開窗並無外遮陽設施，遮陽性能指標AWSG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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