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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綠色校園中的創意規劃 

王士銘、李承澤* 

一、前言 

二十一新世紀由於工業及科技的發展，加速了對於地球資源的使用與破

壞，全球環境的互通性，使地球暖化與環境污染的問題，不得不讓所有人都

意識到，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已刻不容緩。由 1997 年的日本「京都議定書」

中，化消極的「環保」、「省能」，為積極的「永續」與「生態」的作法。可

知環保的議題不僅廣被重視。甚至已成為地球上所有人類必須以具體行動來

面對的一項課題。 

台灣近年來在環境保護工作上，也跟上了世界的腳步，當美國、加拿大

及歐洲各國如火如荼地在執行「綠色學校計畫」；日本及中國大陸也相繼成

立「綠色學校」之際，台灣在 1999 年也發起了「台灣綠色學校計畫」。希望

透過教育的方式，將環保觀念向下扎根。讓一所綠色學校能影響當地的社

區，變成綠色社區，讓許許多多的綠色社區影響台灣成為綠色台灣。本文試

從台中縣的國中、小學中的綠色學校出發找尋出對於校園中環境保護與生態

保育的創意規劃。希望從這些綠色學校的創意規劃中，找到一些優良可行的

具提作法。讓未加入「台灣綠色學校」的各級學校能有所參考與學習。也讓

綠色環保與創意學習能激盪出美麗的火花，創造出永續經營、生生不息的活

力校園！ 

二、綠色學校之意涵 

（一）定義： 

「 綠色學校」（Green School）是代表重視環境保護的學校，也是一

個以環境教育為主題所推行的一種學校本位計畫。綠色學校注重環境

保護，除了在既有的環保活動及設施之外，更添加更多有關環境教育

的資源，配合學科課程和課外活動融入教學之中，並安排學生做交流

分享等活動，藉此培養學生的環保意識，成為愛護環境的地球公民。 

（二）四個面向 

綠色學校至少要同時具有環境政策、學校校園、學校課程教材與計

畫、學校的生活面等四個面向的內涵，但是推動時可以依照需求與學

校的能力選擇部分面向來持續改善。這四個面向分別是：  

1. 環境政策：學校先要鼓勵學校的師生採用行動研究來學習環境知識，用 

  合乎永續發展的環境教育教學法在室內與戶外來教學，接下去的階段是 

  整個學校要有合乎鄉土特色的環境教育課程計畫、課程與教材，並列入 

  學年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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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校園：學校的空間規劃、建築及環境管理等必須符合環境教育的要  

  求。並且在生活中開始養成愛護及作為校園的主人有維護校園的態度 

  與責任感，熱心參與學校班級或校園的公共事務。 

3. 學校課程教材與計畫：學校要充分利用校園環境作為教學的場域，推動 

  戶外教學，讓學生體驗自然，多向自然學習。學校老師可以自己規劃設 

  計、發展且適用於當地特色或問題的環教教材、課程與計畫。從小對學 

  生灌輸珍惜環境、愛護資源的觀念。 

      4.學校生活面：要使環保觀念潛移默化融入學生的校園生活，讓學生有機 

       會參與規劃改善環境的行動。而校園中的每一位成員要養成負責任的環 

       保行為。將校園塑造城舒適、美觀、安寧、健康、無毒的生活空間。讓 

       學生從小能建立與自然、生物與環境和諧共生的生活態度。 

  （三）實施目標 

      1. 制訂完善環境政策：學校要有環境政策及行動綱領，有環境行動的組 

        織及社區行動夥伴關係。學生要有開放與合作學習的態度、批判式思考 

        及參與學校、社區事務行動與環境研究調查的技能。其實施項目包括校 

        園環境調查、學校環境政策、環保小組組織、環境稽核、整合社區資源 

        等。  

      2. 規劃綠色學校：綠色學校校園建築與空間設置是合乎環保的、安全的、 

        人性化設計，如：新房舍是合乎綠色建築概念、通風、合適光照、省能 

        源的、省資源，遊戲器材是安全的。綠色學校校園綠地是自然的、充滿 

        多樣性的本地生物，有很高的綠視率與綠覆率，校園花園菜園與農場是 

        充滿生機的，校園的土地是透水的、可以呼吸的。師生經常利用校園、 

        進行大自然的體驗活動。  

      3.養成綠色生活：綠色學校校園內的生活，是節約資源的、物質循環的、   

       低污染的、低噪音的，如：洗手水、廚餘、廢棄物是可以循環再利用； 

       生活是簡單樸素的，綠色消費、能夠力行資源回收；污水、垃圾量是低 

       的；上下學交通低負荷、低噪音、安全及有趣。其內涵要項包括簡樸生 

       活、綠色思潮、綠色消費、能源、水資源節約、安全、寧靜、和樂、垃 

       圾分類、資源回收、愛好和平、自然和諧、負責任的綠色行為。  

      4.活化環境教學：學校行政及師生推動校園內及校園外的環境宣導的活     

       動，如：教學環境化、圖書館的綠色書籍購買及介紹、節慶的環教展覽 

       及活動、參與社區清潔及綠美化的行動、民間及政府的活動等等。 

       教育部近年來推動綠色學校伙伴及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無非是想要 

       將環保的概念能深植人心，透過台灣各級學校加入綠色學校伙伴，讓校 

       園的綠化與美化工作能更加落實；在經由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的申請 

       與施行，讓生態永續、資源永續的觀念及作法能由學校的「點」，連接 

       成一條條河川或地形環境中帶狀的「線」，最後能擴及各社區、縣市， 

       變成一塊塊的「面」。誠如證嚴法師所言「有心就有福，有願就有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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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大加的用心與努力，要回復台灣「福爾摩沙（美麗之島）」的美夢， 

       終有實現的一天！ 

 

三、創意規劃之意涵 

（一）創意的意義：談到創意規劃，首先，先瞭解創意是一種創造力，也是一

種按照戈爾福（Guilford,1967）的看法，經由擴散思考而表現於外的行為，

就代表個人的創造能力，而此種能力在行為上表現的特徵，最主要是變

通、獨特與流暢三方面的能力。如能將以上三項能力運用於解決問題，

便是具有創造性思考的特質。 

（二）規劃的意義：而此特質正是規劃校園所必須具備的。接著，再營造一個

綠色學校，「規劃」的能力不可少。所謂「規劃乃指選擇及分析相關事實，

提出有關未來的假設，根據上述事實與假設，設計各種為達成預期目標

所必須的各種行動方案」（Terry,1960,p123）。 

（三）創意規劃的內涵 

1. 創意氛圍的規劃： 

創意的的規劃需要人與環境的相互配合與激盪。當學校中的成員，

能以開放的心胸，接納不同的聲音，並且鼓勵創意的產出，再加上

環境中開放空間或建築的營造，如此，創意的氛圍便在人際互動中

產生。 

創意的氛圍營造，誠如：英國心理學家瓦拉斯（Wallas,1926）的創

造思考的四階段，需要歷經準備期、潛伏期、豁朗期、驗證期的逐

漸醞釀，才能有足夠的靈感來激發創意。茲進一步分述如下： 

（1）準備期：無論哪一面的創作工作，都必須對同一類的問題進行瞭解， 

    瞭解前人的處理方式，閱讀相關文章、分析前人的經驗，這都是創 

    作前該有的準備工作。 

（2）潛伏期：進行一段時間的準備之後，若對問題仍然百思不得其解， 

    則可以先將問題擱置，等待一段時間的思考沈澱後，往往可以找到 

    問題的關鍵所在。 

（3）開朗期：在長期的思考潛伏之後，思考者對所想的問題突然豁然開 

    朗，並得到所謂的「靈感」，並且到問題解決的契機。 

（4）驗證期：靈感所得來的超常觀念，還需加以整理與驗證，並採用邏 

    輯推理來求得理論上的周密，最後使創作工作能達到完美的境界。 

2. 創意空間的規劃： 

        創意空間指的是校園內能量豐沛的地方，可能是戶外小廣場、自然景 

        觀、廊道、也可能是校舍間某個角落。可是，支持它產生的無形的社會 

        過程卻是創意空間是否具有創意的關鍵。這個空間歡迎不同領域背景的 

        師生在此相遇，可支援各式各樣校園活動，例如溝通、交流、討論、實 

        驗性展演、或研究教學呈現等，藉由這些活動激發更多跨領域之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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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校園創意空間的充分利用。如果串連起校園中這些空間，就是塑 

       造學校特色的過程，並且是推銷學校的具體作法。 

    林萬義(民 75b)在「國民小學學校建築評鑑之理論與實際」一書中，提出 12

想學校建築規劃的原則，包括：教育性、實用性、安全性、衛生性、妥當性、合

用性、經濟性、優美性、適應性、便達性、效率性、創新性等。其中的「創新性」

正是學校創意規劃不可或缺的要素。校園的創意空間可以視為重新界定校園的公

共空間的機會。它至少有四點特性可以描述：  

（1） 校園是多重功能重疊的空間，甚至是容許預料之外的使用方式與鼓 

     勵非正式活動的發生。  

      （2）校園是師生主動參與，充滿可能性，期待什麼事會發生的地方。  

（3）校園是能支持公開說話，有助相互認識、溝通、消除歧視與成見、 

     營造公共論述的發言的空間。  

      （4）校園是培養學生與社會、與市民之間進行互動的地方。  

 學校的創意規劃在於體現「境教」的功能，並且能秉持著求新、求 

 變、求精、求進、求絕、求妙（湯志民,民 88e）的設計原則，讓學 

 校成員能在此環境中激發出獨創性的靈感，引導出創造性思考的點 

 子。 

四、綠色學校中的創意規劃 

（一）營造優質綠學校創意規劃之策略 

對國民來說，學校是一個塑造優質文化的完美環境，良好校園規劃能使學校

教育充滿生機盎然，並且透過與綠色的結合，使得綠色學校的文化得以營造

有活力、有創造力的校園。作者試以台中縣國民中小學為例，來分析縣內國

民中小學校綠化所呈現方式概括為垂直式及平面式二大類，分述如下： 

 1.垂直式綠化： 

      以學校內大小面積的牆面、圍牆、檔土牆為主要綠化、美化內容。 

    （1）牆面式：通常可用藤蔓植物搭配支架，在水泥牆上行程自然曲線的綠 

                 離或花毯。 

    （2）籬恆式：門窗框架、陽台可利用支架、小型容器，配合觀花、落葉植 

                 物適當點綴。 

     (3)柱形物體：燈柱、棚架、花架，可自基部種植藤蔓植物，美化垂直線條 

                 與水平線條。 

    （4）圍牆：圍牆內外如無空間則直接種植藤蔓植物攀爬圍牆面上，形成綠 

               色長城，達到綠化效果，如：鹹蝦藤、地錦、軟枝黃蟬、牽牛 

               花、蒜香藤、炮杖花、珊瑚藤、紫藤、龍吐珠。 

    （5）駁坎與檔土牆：施做駁坎與檔土牆，應以承載結構為優先考量，並加 

                       以美化，其美化的方式有：以葡萄、藤蔓植物形成地 

                       衣，如地錦、牽牛花……等，或以懸垂性植物形成綠 

                       珠簾，如：炮杖花、雲南黃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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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平面式綠化： 

      平面式綠化都是以庭園為主，常採用花壇、花臺、花箱、盆花方式，分述 

      如下： 

    （1）花壇：花壇類型可以分為平面花壇、斜坡花壇、高台花壇、多層式花 

               壇。以花壇和環境所需要做適當的搭配與調整。 

    （2）花台：最常使用於校園的欄杆、陽台或是走廊邊，同一花台應種植相 

               同的植物，不宜種植過多類型的花壇，生長過高的花種不利視 

               覺。 

    （3）花箱或是盆花：花箱具備機動的功能，在含苞待放群集於重要場所， 

                       有花團錦簇的效果，讓校園更清新亮麗，富函朝氣。 

                       若是原有花台發生排水不良，則可以使用花箱或盆花 

                       置入。 

（二）營造優質綠色學校創意規劃之方法 

      1.營造優質的美麗校園-校園公園化 

       可以結合綠化美化及校園藝術規劃小組，推動環境綠化美化工作，並且 

       可以善加利用社會資源，彌補學校裡人力、物力、經費之不足。此外， 

       也可以成立家長綠化志工團，協助學校園藝工作。 

      2.與校園藝術密切結合-校園藝術化 

       可以以知名的畫作彩繪上下樓梯及廁所的鐵捲門，並可彩繪地磚、彩繪 

       垃圾場、資源回收場，規劃藝術走道及主題展示區，將藝術帶入學校帶 

       入教室。 

      3.與環保、自然生態充分配合-環境教育化 

       利用學校的地形高低落差，創造學校校園的特色，卽美觀又深具環保生 

       態教育意義。此外，可以善加利用教室大樓的角落，可以養植水芙蓉、 

       布袋蓮、睡蓮、菱角等水生植物，提供各年級上自然課教學時觀察之用， 

       兼顧美感及教育性。 

      4.資源與社區民眾共享-學校社區化 

       校園每天 24 小時開放，讓學校綠美化的成果與社區民眾共享，建立學校 

       與社區良性而且密切的互動關係，此外，更可以常常舉辦家長和民眾到 

       校賞花活動，鼓勵學生家長與社區民眾走進校園，瞭解並支持學校的綠 

       美化運動。 

（三）台中縣國中小學營造優質綠學校創意規劃之實例 

   而台中縣多所國民中小學歷經 921 大地震的摧殘、重建之後，充滿了創 

   意規劃的理念與構思，本段試舉重建學校具有創意規劃構思之處，在其 

   規劃設計其間，花了許多時間與學校師生、社區人士、以及專業人士如： 

   建築師等人一同對話，藉由透過教育專業與建築專業以及當地特色與風 

   景的結合，揉合傳統與現代，所展現的創意規劃方面呈現人性化、藝術 

   氣息、符應師生教學需求的現代化風貌。由不同向度探討台中縣內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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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創意規劃環境營造： 

1.人文藝術化的校舍建築，包含了校內休憩空間的規劃、交誼廳與活

動場所的規劃、巍峨典雅充滿藝術氣息的校舍建築； 

 

 

 

 

 

 

 

 

 

 

2.將包含任何使用對象的創意規劃構思安全無障礙的校園設施，含校

內警衛室以及消防逃生設備或是校園監視系統、無障礙設施等等； 

 

 

 

 

 

 

 

 

 

3.創造現代自然科技化的學習殿堂，表現空間的層次感、空間的多樣 

 性、以及校內教室的視聽媒體現代化、學校的資訊設備完整化等； 

 

 

 

 

 

 

 

 

 

 

4.學校舊校舍空間補強，並利用就有基礎改進再利用取代重新設計新建 

 工程、文化藝術精神領域空間質量提升； 

圖 1 台中縣大里市健民國小 

挑高中庭 

圖 2 台中縣大里市瑞城國小 

具有藝術氣息的校舍建築 

圖 5 台中縣霧峰鄉桐林國小教室與

自然公園化的結合 

圖 6 台中縣太平市坪林國小將 

公園與校舍建築融為一體 

圖 3 台中縣太平市車籠埔國小開 

放式空間中的無障礙設計 

圖 4 台中縣太平市車籠埔國小有現代 

化及功能性圓弧造型的警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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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各種科技化、現代化以及校內建築機動化設計完整創造成一體，並

且以節約能源為出發點之建築物；  

 

 

 

 

 

 

 

 

 

 

 

6.學校社區化-講求開放式空間、將學校與社區共存共榮，強化兩者之

間的互動性； 

 

 

 

 

 

 

 

 

 

 

 

創意校園規劃對許多師生來說可能是有些許的陌生。不過，慢慢的推廣將蔚

為風潮，想像著充滿創意與巧思的規劃，學子徜徉在這樣子的學習園地中，

是多麼令人感動的一幅畫面。學生得自於教師的言教、身教固然重要，而來

圖 7 台中縣太平市中平國中舊校門 圖 8 台中縣太平市中平國中以 

舊有基礎新建藝術化校門 

圖 9 台中縣新社鄉大林國小連結建 

築物的方便機動化設計 

圖 10 台中縣太平市中華國小結合現代 

化與機動化設計的迴旋梯 

圖 11 台中縣東勢鎮中科國小與 

社區結合的綠色校園 

圖 12 台中縣和平鄉中坑國小開放式 

學校與社區的整體社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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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學校硬體設備的境教也是不可以忽視，為了讓學校中的校園環境能夠發

揮潛移默化的作用，就必須要重視學校建築的和諧，並顧及到每一位師生的

需求以及身心發展，多用點巧思、多用點創意，可以使學校中的每一位使用

者視野開拓，並與整體的建築相配合，而呈現多采多姿以及富含特色的教育

風氣，創意校園規劃的理念正是如此這樣的開放教育一個教育方向。 

 

五、結論 

校園的綠化和美化是一種全面性的工作，非僅止於植草皮、栽花木，它應由

校長領導，讓全校師生共同參與，一同創造具有教育意義的活動，同時並可

以充實美好的學習環境。學校是實施教育的場所，我們相信從文化的角度，

可以找到良好學校經營的方法。並且從學校文化特色的塑造，可以發揮專業

的功能，從綠學校的營造可以擴展我們的國際觀的視野、本土化的培養與合

作的學習態度。綠學校的創意規劃建立基本上順應著這一股社會學習及永續

發展的潮流。此外，綠學校創意規劃文化更是帶動且提升了整個校園的學習

氣氛，「富人性」的學校規劃的動線與設施上，講求以人為主體作為考量；「親

自然」是基於人與自然存在不可分割性，將學校作為親近自然、學習自然的

場所。今後在「創意規劃」的理念引導下，應當努力的方向有： 

（一）持續現有的努力，繼續就已有的基礎，積極辦理有關創意規劃學校相關

措施，建立特色與創意規劃的連結線。 

（二）持續儲備創意規劃學校相關人員的專業能力，並鼓勵成員能夠轉化為學

校本位課程，融入課程的教與學。 

（三）採取規劃與經營相關措施，促使學校師生能夠實踐創意校園規劃的行

動，使創意規劃學校理念能夠落實於日常生活當中，而不是只喊「口號」。 

（四）結合學校和社區，將學校創意規劃的努力和成果，可以影響社區的每一

位人員，共同經營創意規劃的學校與社區文化。 

隨著創意規劃理念與趨勢的推展，國內外各級學校建築的創意規劃設計

逐漸在未來學校發展與特色建立中扮演了的重要角色，「校園創意規劃」理

念也隨之產生。國內目前對於創意規劃學校之推動仍然相當有限，未來欲達

此目標，應首重學校建築創意規劃環境的建立，並使學校每一位成員以及教

職員生產生對於創意規劃建築的需求以及自覺，其次為學校每一位成員更應

該要有強烈企圖心，進行學校建築物的實際改造，確立以「創意規劃學校」

為未來目標，進而能夠影響學校周遭社區及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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