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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一個永續校園的願景 
總務主任 郭宗仁 

前    言 
羅東高中的創校可以上推到民國三十三年，但真正在這片土地

上扎根、成長、開花、結果，則應回溯民國五十七年，政府實施九

年國民教育，將當時的縣立羅東中學一分為二：初中部留在原址，

就是現在的羅東國中；高中部遷至公正路新建校園校舍，就是現在

的羅東高中。創校至今剛好是六十個年頭，所以羅東國中和羅東高

中在今年三、四月，舉辦慶祝創校六十週年系列活動，並以「攜手

兄弟情、相偕慶甲子」為共同活動主軸。 
遷校之後是一段慘澹的經營，在歷任校長及全體師生、家長、

地區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近年來學校的設備、學生的素質，已

完全具備第一志願學府的規模風貌。 
現    況 
    原有校園土地面積只有三．四公頃，民國七十七年起，訂定學
校長期發展計畫，逐步徵收土地、興建校舍、美化景觀，這些計畫

在幾年前大致已經完成了。由於校園規劃完善、景觀與人文並重，

八十三年榮獲中華民國學校研究建築學會評介為學校建築規劃特優

獎。八十三年及八十八年二度榮獲台灣省校園美化、綠化績優學校

。 

省    思 

羅東高中的硬

體建設與國內其他

高中學校比較，已

經相當完備了。在

欣喜之餘，我們不

禁捫心自問，完善

的設備，是否代表消耗更多的物質、能源，產生更多的廢棄物，破

壞生態的平衡，對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造成嚴重的衝擊。 

因此如何減少學校的物質及能源消耗、產生過多的廢棄物，使

學校成為一個永續發展的生態環境，便成了一個重要的課題。 

目    標 

我們的目標是提供一個有機整體生態環境，藉由硬體空間、自

然環境的參與，學習「人與自然和諧」的互動方式，建構人與萬物

共生共存的機制，使環境生生不息。而非僅

淺層的綠美化、資源回收的工作項目而已。 

方    向 

為達到永續校園

的目標，我們可以朝

兩個方向來努力。其

一為注重與生態共存

的校園環境：確保生

物多樣化、原生植物生態環境的培育、室內外環境的永續循環。其

一為綠色建築規劃：對建築物的物理環境，如音、光、熱、氣、水

等重新檢討、改善，以提高構造與設備性能。 

預定方案 

為建構永續發展的生態校園，我們規劃下列幾個方案： 

一、教學大樓設置雙走廊：現有兩棟教學大樓仰山樓及觀海樓，為

單邊走廊設計。夏日時仰山樓北側、冬日時觀海樓南側都受到直接

日照，陽光從窗外直接射入，窗戶雖設有簡易百葉窗帘，但關上百

葉窗遮陽，則空氣悶熱不流通且室內陰暗，需要開啟電風扇和日光

燈以增加照明和通風，耗電多而效果小。如能於兩棟大樓加蓋雙走

廊，則可解決日曬嚴重、採光通風不良的缺失，達到節約電源的效

果。 

二、改善教資館通

風設備：教資館教

師辦公室現有導風

機制仍有不足，夏

天時鬱悶難耐，需

採用電風扇消耗能

源方式，以達成局

部降溫之目的，造成能源浪費及增加維護成本。改善方式主要是以

立面處理：將固定玻璃帷幕改成窗戶，引進外部氣流、增加通風效

果；二樓露台種植綠色盆栽，減少陽光曝曬面積，降低輻射熱之效

果。 
三、增加校園透水鋪面：本校基地的透水鋪面約佔百分之六十，比

例已經不低，但仍有加強的空間，如停車場、人行步道、廣場等地

坪，可改採透水性鋪面（如植草磚、水泥板塊、卵石），讓水能滲

到地面下的土壤中，發揮自然土層涵養水分的能力

逕流量。 
四、樹枝、樹葉堆

肥再利用：本校校

園廣、植栽多，相

當大量的樹枝、落

葉是難以處理的有

機廢棄物。早期由

垃圾車帶走掩埋處

理，製造垃圾並浪費資源；近來將樹葉集中進行堆

樹幹等則難以處理，仍由清潔隊帶走。未來可採購

樹葉先行粉碎後，再利用微生物分解原理分解成堆

植之肥料使用，不僅善用資源、改良地表土壤、讓

達到廢棄物減量，減少環境負擔。 
五、多層次生態植物：校園內現有植栽很多，當初

景觀為主要考量，與自然生態原則並非完全相符

基礎下，採行多層次植栽，於喬木下種植適合本土

種耐陰性植物及地被植物，以增加植栽數量，提昇

固定量之貢獻，降低溫室效應。 
六、立體綠化美化：校園的植物多位於地表，是一

至於水泥牆面、屋頂的綠化仍然很少，只有合作社

種植而已。未來可擴充立體綠化，在牆面種植薜荔

屋頂上種植耐乾性植物，以降低建築物之熱負荷

景觀。 
以上所列的一些方案，有的已經逐步實施當中

、原生種植物的種植、屋頂植栽、教資館通風的改

一些成果；有些並非一朝一夕可竟其功，如雙走廊

面的增加等，則有待上級經費的補助。 

結    語 
學校的課程有「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

指在學校的安排、老師的指導之下，完成預期目標

課程」是指來自於學習者週遭環境的潛移默化，往

輕易察覺到的。 
環境是「教」與「學」互動的媒介，我們希望

態校園的建構，著重潛在課程的功能，讓師生於此

境互動的歷程中，探索「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

懷，並落實在生活之中。 



貳、94年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

室內環境改善一、獲補助項目

二、施作地點
行政大樓教資館 圖書館

多層次生態綠化



1.行政大樓加裝百葉窗，改善受日光東晒及西晒困苦及
減低室內溫度。



2.圖書館及教資館加裝新穎遮陽板，減少陽光直射室內，
以減低溫度，並具安全美觀之功能。



3.屋頂樓梯房為整棟大樓熱氣聚集溫度最高的地方，於
樓梯房加裝開放鋁百葉窗，使整棟大樓熱氣能直接流
通，以減低溫度，並增加樓梯房明亮度。



4.圖書館及教資館外窗栽種藤花美化，並減低太陽直射
建築物產生之熱效應。



5.改善教資館北側原有封閉性窗型玻璃帷幕，以開放式
鋁門窗，改善整棟大樓氣流順暢減低室內溫度。



三、改造成果

音環境影響略有改善(4分
貝)

直接日照明顯改善(18 Lux)

改善室內平均温度(約1.5度
)

音環境71分貝

室內照度730 
Lux

音環境75分貝

室內照度748 
Lux

室內環境改善

全校的綠覆率增加8.9％綠覆面積45300
㎡

綠覆面積44900
㎡

多層次生態綠
化

改造成效說明改造後改造前申請項目



參、配合教學活動

1.教學主題：校園植物巡禮。
2.設計理念：透過校園植物名稱、特色及人文介紹，凝聚對學校的向心力及啟
發永續發展的理念。

3.學習目標：
-1.認識現有校園植物的名稱和分類。
-2.能從人文和藝術的觀點去欣賞校園的花草樹木。
-3.培養愛護環境的情操。

4.學習領域：團體活動、自然科學、藝術人文、生命教育。
5.可達成的分段能力指標：

-1.能說出常見校園植物的名稱。
-2.能知道校園原有植物與學校發展的關係。
-3.能欣賞並愛護校園的景觀。

6.可達成的環境教育分段能力指標：
-1.能分辨常見校園植物為本土植物或外來植物。
-2.能配合學校推動落葉製作堆肥活動。
-3.能營造班級教室的綠美化環境。

7.單元學習活動：配合週會課實施。



校花—杜鵑



校花—杜鵑



校花—杜鵑



校花—杜鵑



校花—杜鵑



古老的記憶--椰林大道



古老的記憶--椰林大道



美麗的回憶--落羽松



美麗的回憶--落羽松



德風坊與鳳凰木



德風坊與鳳凰木



德風坊與鳳凰木



德風坊與鳳凰木



德風坊與鳳凰木



德風坊與鳳凰木



校園之美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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