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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申請說明 

(示範計畫) 

 

 

一、緣起 

永續循環校園推動乃根基於教育部永續校園推廣計畫延續之精進計畫，自民國91

年起推動永續校園已具有相對應的基礎成效、完善技術與系統、教育推動的實踐

成果等。 

 

二、各階段永續循環校園推動 

自108年起，永續校園計畫轉型為「教育部補助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

其中包含三部分推動階段設定。 

1. 第一階段為「校園自主永續探索計畫」：為學校針對自我校園空間、課

程以及社區連結等進行盤點從而產生出自我校園因地制宜的永續循環發

展策略與執行內容。 

2. 第二階段為「廣義的校園自我實踐」：為校園因為探索而對應各部會局

處之計畫申請，進行初階改造、系統改善與校園整體發展作為，符合永

續校園精神並具有一定成果者，皆認定為實踐永續校園的經驗。對於第

三階段示範學校之申請可符合一定成效者得申請教育部永續循環校園示

範案。 

3. 第三階段為「示範性永續循環校園改造計畫」(以下簡稱示範計畫)：根

基於一定永續校園探索與局部改造之成果，學校對於自身因地制宜的定

位、十二年國教發展校本課程之永續方向主題設定、整體校園空間軟體

體搭配改造等具有穩定發展策略者，得提出示範學校計畫之申請。其依

據分區設定之分類如下：a、人口聚集區優先課題(都會區)。b、氣候變

遷對應與防災調適課題(城鄉區)。c、自我永續循環課題(山地區、離島

區)。 

 

 

三、申請資格 

(一)、必要條件：以下資格符合一項以上者得以提出申請。 

1. 曾執行過教育部永續校園計畫兩年以上者，且不得有放棄或重大延誤

者。 

2. 曾執行過教育部探索計畫並完成結案，同時須執行過符合永續精神之工

程案，獲補助計畫兩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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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執行過教育部探索計畫並完成結案，並經教育部相關符合永續校園業

務輔導計畫推薦者。 

4. 執行教育部國教署相關計畫，具有一定成效檢附具體佐證，並經教育部

國教署委託之計畫執行單位推薦者。 

(二)、特殊條件：因應國家以及教育部重大政策方向者。 

1. 教育部因應重要示範主題與方向，符應國家重要政策之目標，於每年永

續循環校園說明會時將會針對徵選重要示範主題進行公告，此部分申請

項目若具創新創意對應之作為，將酌予加分。 

2. 呼應社區產業與經濟發展對應之永續循環校園示範內容，具有引領與帶

動地方社區參與與產業發展者。 

3. 其他對應國家重大政策，並與教育部永續發展相關政策符合者。 

 

四、申請示範項目說明 

(一)、示範計畫重點意涵 

「永續循環校園」的循環性作為定位如下：申請學校可依據學校校本課

程或特色課程為出發，鎖定校園發展主軸 (如節能作為、創能應用、水資源循

環、生態復育、食物循環、陽光生活、智慧機械人、自造者創新、減塑再生、、、

等)作為切入點來發想，該項目可能的循環性主題為何，再導入到整體循環鏈

的探討與系統性實驗實踐，從而達成永續循環之教育場域，建立地方因地制

宜之示範點為目標。(請參閱下圖1示意，各校可以自行建立串接循環) 

「示範計畫」則鎖定以硬體改造項目出發，包括節能減碳資源循環、環

境生態永續循環、健康效率學習空間、防救災與避難空間或其他符合永續發

展之項目，執行以「建構創新主題技術對應示範性循環校園」及「呼應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指標之永續校園評量」為本計畫之主要審核與執行依

據。 

「執行計畫內容」需具因地制宜環境相關議題為主題，充分發揮地區與

校園特色，並已具有或發展系統化對應之校本課程，制定改造執行技術示範

重點。計畫內容需詳述永續校園既有成果、校園基礎調查內容（包含校園與

周邊社區之綠色地圖、天然災害風險地圖、風向地圖、校舍建築問題點盤點

成果與圖說）、預期操作示範性主題、改造應用技術、學校推動小組名單、

改造預算表以及預期成果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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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永續循環校園循環圈的思考概念 

(二)、補助項目說明 

a、 能源循環最佳化主題：包括節約能源措施與作為、再生能源應用、智慧

電力系統與調控、因地制宜最佳化調控模式等。 

b、 資源循環主題：包括資源及材料回收再利用、再生材之透水鋪面應用、

雨水再生水利用、洗滌用中水再利用、自然淨化水循環處理、再、省水

器材等。 

c、 基地永續對應主題：包括校園微氣候調適、鋪面降溫處理、校園通風路

徑創造與確保、地表土壤改良、親和性圍籬、多層次生態綠化、環境防

災對應調適（兼防災調節儲存池）等。 

d、 生態循環主題：包括校園植被循環與土壤循環、落葉與廚餘堆肥、食農

教育場域（可結合社區農業為佳）、確保校園與社區之生物鏈。 

e、 健康建築主題：包括採用健康建材與自然素材、室內環境改善（採用可

更換易維修保養者為佳）、教室節能降溫與微氣候控制課題。 

f、 其他，如智慧創新效率、社會責任等：各校可以發揮創意，找出符合循

環型永續校園精神與SDGs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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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項目與條件說明 

1. 學校請勿以單純「硬體工程案」的思考邏輯進行計畫，直接將本案預算與圖

面交付廠商，致使校內師生無法參與計畫之學習，達成本案期許師生「做中

學」的目標。如環境永續生態循環主題中之各項目，可由師生參與部分設計

與施工(採雇工購料，請注意經費用途別之編列)，亦即由永續校園計畫之經

費提供一個平台，讓校內外其他資源（金錢，人力或軟體建設皆可）投注其

中。 

2. 本年度計畫與以往局部改造計畫有所不同，申請示範校之學校需要思考尋找

學校本身的特色與在區域扮演可作為示範交流的場域。各校申請示範校計畫

前，應先行思考學校特色與定位在何處，有效縮短計畫編寫上的時間與認知

差異。 

3. 請各校仔細評估學校可達成的最終目標，避免中途不斷申請變更，同時將各

期程完成項目規劃完善，依照期程規劃進行，避免變更計畫或變更設計公文

往返延宕時間，導致無法如期完成。 

4. 建議縣市政府可共同參與相關招標作業，本年度金額較大且申請計畫改造項

目較具代表性，若有縣市政府相關承辦同仁參與，以第三方觀點協助校方審

視相關執行過程，較不易發生因為規畫設計計算過程中發生誤植問題。 

5. 不補助購買植物費用，請由他校、其他單位或林務局、農業局申請提供。如

所需植物無法從免費來源取得，請附植物名稱、種類及數量清單並附上無法

由其他單位取得之文件，向本部申請，經許可後方可採購。 

6. 不補助購買動物，含：節肢動物(含昆蟲)、環節動物、鳥類及兩棲(生)類費

用，學校應營造自然棲地，讓生物自然遷徙。 

7. 申請示範校之學校機構，必須將歷年獲得補助項目與地點設置相關解說告示

板，同時在校園教學分享動線上進行妥善規劃。 

8. 建議應該將改造前之室內環境因子數值收集，包括溫度、濕度、風速、照度、

用電、用水等數據，能否在改造項目中添購部分監測儀器進行收集相關數據，

協助後續發展示範案說明。 

 

五、計畫執行 

依據「教育部補助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作業要點」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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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重點成果檢驗 

(一)、示範計畫重點硬體產出 

申請學校依據發展主題，形成「主題式循環示範系統」，其獲補助之預算

90%以上應為資本門預算。其執行主要產出如下： 

1. 示範系統與硬體設計圖說。(符合發包圖說含細部設計，其智慧財產權為設計

規畫者、實施學校與教育部共有，並得提供教育部相關計畫參考運用)。 

2. 硬體改造過程之紀錄與重點過程評估檢討饋教育部。 

3. 改造硬體之成果，並須具備系統性循環示範的條件，並符合主題。 

4. 改造前中後之成效評估與數據收集提供。 

 

 

圖2 永續循環校園循環成果產出對應主題 

 

(二)、示範計畫重點軟體產出 

申請學校依據發展主題，形成「主題式循環示範系統」，其獲補助之預算

可在一定額度內作經常門預算。其執行主要產出如下： 

1. 硬體建設之主題，可參考如上圖 2之可行的產出主題環，定義發展出之教學

方案與 SDGs 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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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中環境教育議題五大構面為基底，發展延伸出回

應 SDGs的項目，提出以學校本位課程對應主題式循環系統之聯結教育內容，

帶動各科目的整合。 

3. 針對推動過程與成果，以故事性的說明進行成果報告。並須錄製六分鐘之宣

導教育短片，提供教育部後續推動推廣應用。 

4. 依據推動成果，產出至少四小時之推廣教育課程，並依此製作至少四幅海報

含 X行展示架(寬 78公分，高 176 公分)，並透過縣市政府教育局彙整成地區

性特色環境教育場域認證。 

 

(三)、示範計畫整合推廣 

其他因應教育部永續循環校園計畫推廣事宜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