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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 學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 ： 綠建築、綠校園、節能、綠能、一起來 

主 持 人 ： 陳慶得(設備組長) 電子信箱： G8560019@gmail.com

共同主持人： 黃冠英(理化老師)

執 行 單 位 ： 新北市佳林國民中學

一、 計畫目的 

新北市林口區佳林國中是一所新設學校，是新北市國中第一所通過綠建築九大指

標候選的國中，100 學年度開始招生，學校建築以綠能環保建築理念為設計原則，以

低碳校園、親和性綠籬、無障礙空間為主軸，設有鄉土教學區、開心農場、土窯長廊

等，榮獲綠建築銀級獎(包含太陽能光電板、風力發電、綠屋頂、生態池、地下停車

場、基地保水、複層綠化、雨水回收、省能省資源等)的學校。 

    然而林口區主要是由林口台地為主體所組成。地形有平坦的台地面（佔 42%）、丘

陵谷地（57%），還有部分的濱海灘地。台地東北方緊鄰觀音山，以河谷為界、東南邊

以新莊斷層與台北盆地相鄰、西側與桃園台地相接，中隔南崁溪。由於台地地勢平

坦，缺乏屏障、因此林口經常風力強勁。而由於氣候高溫多雨，台地上的泥土淋溶作

用旺盛，因而形成強酸、不肥沃的紅土層，不利農耕，只利於茶樹栽種與紅磚的生

產。加上日治時期，日人積極開發，設茶業傳習所，廣植茶樹。因此林口的茶園開墾

與紅磚製造業曾盛極一時。 

    林口的氣候為亞熱帶季風氣候，夏季高溫、多颱風與豪雨；冬季則寒冷潮濕。由

於林口瀕臨海岸，加上台地地形缺少屏障，風勢強勁，因此夏季與北部其他地區相

比，顯的涼爽、冬季則比較寒冷。根據中央氣象局在 1996～2000 年的資料顯示，年平

均溫為 22.1 度，最冷月均溫 15.1 度，最熱月均溫 28.7 度，年平均相對濕度為

79.5%，二月至三月間濕度可達 84%，較台北盆地潮濕許多。 

    佳林國中雖然是綠建築學校，但教學中卻沒有很多元素設計教學，透過計畫的申

請，以課本上基礎的生物、理化與地科知識應用在如何把林口地理環境的劣勢轉成優

勢。以節能減廢為設計的主軸，拼湊學校完整的拼圖，融入綠能的概念，指導學生在

風力發電與太陽能發電可以有更多基本的認識與培養學生科學探究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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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姓   名 職  稱 負責工作 

謝妙鐶 
家政老師、教務主任、能源教育社

群召集人 
校內行政事務、溝通協調 

張俊明 
生物老師、資訊組長、環境教育種

子教師、能源教育社群成員 
教學活動與資訊設備 

黃義勝 
理化老師、教學組長、能源教育社

群成員 
教學活動與課程安排 

黃冠英 
理化老師、七年級導師、自然科學

研究社指導老師、能源教育社群成

員

教學活動與社團指導老師 

李佳蕙 
美術老師、九年級導師、能源教育

社群成員 
裝置藝術與美感型塑 

 

三、 研究方法 

由學校自然科學研究社社團進行風力發電與水力發電的綠能教學活動與實作，自

然領域教師於課程中融入教學活動。 

(一)學校綠能調查與教學活動(風力與太陽能發電) 

    利用儀器調查並記錄，帶領學生用學校自然教室現有的風力計與光度計對佳林校

園全面性調查，紀錄校園內選定點的光度與風力(含風向與風速)。 

步驟一：利用儀器紀錄學校周遭地形地貌與建物的關係情況，建立學校周遭地形資料

庫。以利後續各領域進行教學研究。 

步驟二：先介紹綠能相關概念，播放風能與太陽能相關的影片並與學生討論校園適合

風能與太陽能的時間與地點。 

步驟三：實際進入分組調查與記錄，發表調查結果。 

步驟四：帶領學生實作，風能與太陽能的教具，學生進行組裝與改裝風能或太陽能裝

置，學生進裝置發表或競賽。 

步驟五:建議學校適合設置風能，太陽能的地點，學校設計與施作太陽能與風能設施，

並結合後續教學活動。 

(二)綠建築指標相關教學活動-節能 

    利用本校目前的設施與 LOW-E 玻璃節能進行相關研究與實施教學活動:   

    利用自然課本相關知識熱的傳導、對流與輻射、冬天將熱留在室內，夏天避免熱

大量進入。 

步驟一:播放 LOW-E 玻璃的設計原理與自然課本提到相關知識與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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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實際調查校園內教室內外溫差 

步驟三：帶領學生實作 LOW-E 玻璃 

步驟四：建議學校一間教室改裝成 LOW-E 玻璃，以做教學研究與節能宣導示範設施 

四、 執行進度（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一)執行進度檢核表 

主要工作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目前已完成項目 

組成學校能源科

技教育推動組織

或團隊 

組織能源科技推動小組。 

組成學校教師團隊一隊。 

組成能源科技教師專業社群。 

成立與運作佳林國中能

源教育實驗課程研究推

動小組教師研究社群 

 

能源科技教育模

組推廣普及之規

劃 

辦理模組教學 2次。 

設計簡易操作教具兩件，推廣能源科

技概念。 

辦理太陽能教學六合一

教學教具研習 1場 

辦理九年級太陽能車競

賽活動 1場 

參與各項增能培

訓活動 

辦理參訪能源運用相關機構與教學場

域各 2次。 

辦理能源科技工作坊 2次。 

台達電教育事業解決方

案專案經理與環境教育

顧問蒞校交流與座談 

辦理各項能源教

育推廣活動 

設置風光發電組兩組進行夜間照明，

並設置說明看板。 

學生撰寫能源科技議題之科展相關作

品 2篇。 

自然科學研究社指導老

師與學生進行研究中 

自然科學研究社學生提

出科展作品-105 校內科

展成果統計(如附件) 

招募並培訓能源

科技教育解說員

與專業志工 

培訓本校學生志工 20 人次，使之可以

清楚解說風光照明設備原理。 

預期培訓社區志工 2名，熟悉本校各

項節能設備。 

自然科學研究社與生活

創意設社團學生持續培

訓。 

目前缺乏，研擬解決方

案。 

教師參與增能活

動及推廣情形 

預期參與能源科技教案競賽 2件。 新北市 105 年度「環境

教育方案」─節能減碳

主題簡案徵選(綠建築 

綠校園 綠能源) 

發展學校能源特

色課程或校本課

程 

設置風光混合照明設備兩組，改善入

夜即黑之校園環境，使師生可直接感

受能源科技。 

開設能源科技課程，使之成為校本課

程。 

研擬中~~~ 

社群教師與自然科學研

究社學生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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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理活動說明表: 

活動 說明 圖片 

太

陽

能

教

具

教

學

活

動 

校內教師進行太陽能六合一教

具研習-進行組裝與測試，工作

坊討論教學實施與交流 

 
 
 

 

班級進行太陽能六合一教具組

裝教學與學生學習活動，學生

進行實際組裝與進行小組競

賽，選擇小組優異的組別進行

班級間競賽方式 

 

班級間進行競賽活動，並給與

表現優異的班級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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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增

能 

邀請新北市環境教育輔導團蒞

校進行交流與教師增能研習-申

請能源類 

105.10.6 台達電與能源社群交

流與分享-分享智慧電能，能源

創客，智慧教室與虛擬實驗室

議題 

 
 

引進外部資源-搭配社群成員，

進行短期科學營隊，讓校內學

生有比較長的時間進行主題式

學習，也沒有課務影響的問

題，學生比較能專注科學實

驗，校長也感謝遠到而來的授

課老師，帶來專業的知能與教

學分享。 

 

 

五、 預期成果 

根據執行進度表與目前的執行進度(含困境解決策略)，本計畫預期成果歸納如下: 

(一) 教師的部分-引進外部資源進行教師增能學習，校內教師由能源教育專

業社群定時討論與分享能源教育相關教學活動，以累積校內能源教育推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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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教學活動，科展教師持續指導學生能源相關議題科展活動，自然科學研究

社指導老師持續帶領學生進行專題研究。 

(二) 學生的部分:分為一般班級與社活動學生(自然科學研究社)，九年級於

彈性節數實驗課程進行太陽能教學相關活動，自然科學研究社學生持續進行

能源相關研究主題，進行新北市科展投稿。 

(三) 課程的部分:由能源教育環境社群老師進行課程研討，除在課堂實施教

學活動外，進行教案或競賽活動投稿。 

(四) 學校環境:由社群老師主導申請永續校園計畫，透過建築能源監測建

置，檢視綠建築設置的節能成效，國內綠建築建構完成後，缺乏監測系統針

對是否節能?未進行檢核，本校希望透過能源監測系統的建構，將數據分析檢

測綠建築節能成效，也希望將綠建築的成效具體化與量化，將數據資料提供

給領域教師或社群工作坊進行教學融入與實施，期盼綠建築的推廣與節能的

措施能推廣到家庭與社區，學生也能具體化吸收綠建築的好處與認同學校為

綠建築的特色。 

 

六、 檢討  

目前遇到的困境與解決策略 

(一) 綠建築指標相關教學活動-節能(利用本校目前的設施與 LOW-E 玻璃節能進行相關

研究與實施教學活動)，主要負責教學實施的老師，接行政工作，而導致中途換手。 

解決策略：調整教學內容，本校目前研擬九年級各班裝設冷氣機，研擬更適當的方法

取代裝冷氣，而達到節能減碳又能達到降溫的目的。 

(二) 預期培訓社區志工 2名，熟悉本校各項節能設備 

解決策略:本校目前投入綠建築永續校園的計畫申請，轉為本校綠建築九大指標設施的

瞭解與解說，造成可能產生節能效果的原理(本校目前研擬設置智慧電能的設立，檢視

綠建築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