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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本研究係以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中「健康建築主題」進行環境改造之成效探討，參考相關之永續校

園文獻，與推動政策，配合本研究探究計畫執行、管理現況及後續效益之目的，擬定調查研究之方法，經由六十五所案例

執行管理者問卷調查的方式，以及六所實際案例現場調查訪談，探討現行國內健康建築主題改造案的概況，了解實際的執

行、管理及效益評估，研究中並針對改造設施之「規劃」、「管理現況」、「教學推廣現況」等三方面進行滿意度評估。

最後並對健康建築主題改造工程之執行、管理及效益進行檢討，提出日後相關案例之參考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現行「健

康建築主題」執行的概況中，佔有57.14%已具備永續的概念，顯見在教育部永續校園輔導團的嚴謹審核下，永續概念具有

相當程度的落實。改造案中以國小案例比例最高，且以雲嘉南地區最多。依分類而言，健康建材與自然素材分類，以「木

材」材質比例最高；室內環境改善分類，以「遮陽」形式比例最高。另改造案執行時則有規劃及執行時間不足等問題，在

管理上則有管理機制欠佳問題，而設施使用上則以「發展學校特色與推展永續觀念」為主要效益。最後在滿意度評估方面

，在設施之規劃，以「設施營造成為學校特色」滿意度最高，而設施管理現況，以「設施在使用安全方面」滿意程度最高

，於教學推廣現況，以「設施設置地點方便教學」滿意程度最高。 關鍵字：國小校園，永續校園，健康建築

關鍵詞 : 國小校園;永續校園;健康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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