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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好「涼」園-校園降溫行動 

 

 

 

 

 

 

 

  



希望力 Hope 

動機緣起：發燒的地球，發燒的校園 

全球暖化是一個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嚴重挑戰，透過新聞報導，我們觀察到各國夏季單日最高溫不

斷攀升的趨勢，熱傷害事件頻傳；自從班班有冷氣以來，學校在去年六月和八月，發生兩次超過契約

用電度數，遭到罰款，讓我們知道，吹冷氣對於夏季的高溫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因此，大家著手進

行相關的調查與討論。 

    首先，我們查找相關氣溫資料，以便了解學校以及附近社區整體氣溫變化狀況。從交通部中央氣

象署的氣象資料得知，學校這一帶的氣溫變化確實也如氣象報導一樣，夏季高溫連年升高；另外，為

了解我們的校園是否為社區中特殊的區域，也就是說，是不是社區中比較熱或比較涼的區域，將校園

氣溫與彰化市整體均溫做比較，發現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接著，我們訪問總務處人員，了解學校整體用電情形，透過校園能源資訊看板可得知，「學校總

用電量」、「再生能源發電量」、「冷氣耗電量」以及當日氣候狀況（包含氣溫、濕度、風速），並且我

們還瞭解到，許多用電的地方例如教室、機房、不斷電系統等，是無法切斷電源不用電的。 

於是，我們著手整理去年五月到十月，校園開放班級使用冷氣的各項用電資料，如下照片網站，

發現到氣溫和用電量呈現正相關，再生能源發電量遠不及學校總用電量，更加證明了小小的校園也隨

著全球暖化現象，正在發燒著，我們需要更積極的行動來讓校園降溫，讓地球降溫！ 

 

中小學冷氣監控系統網站 



  

學校用電情形與當月氣溫對照圖（六月） 學校用電情形與當月氣溫對照圖（十月） 

  

總務處人員帶我們閱讀校園能源資訊看板 總務處人員解說學校整體用電情形 

 

   超越力 Exceed

確認問題：實地調查，了解問題所在 

（一）校園開放空間調查 

    我們運用熱像儀和黑球溫度計到校園的各個區域進行測量，紅色到藍色的顏色漸層代表，高溫到

低溫的變化，以下為我們的發現： 

熱像儀 實景 地點 描述 

  

操 

場 

1. PU 跑道最高溫 

2.草地為第二 

3.噴水處為最低溫 



  

停 

車 

區 

1.柏油路面最高溫 

2.透水鋪面第二 

3.樹蔭下為最低溫 

  

親 

水 

公 

園 

1.塑膠軟墊最高溫 

2.陰影處第二 

3.樹蔭下為最低溫 

 

（二）教學區建築物調查 

我們針對不同樓層與建築體同樣進行了熱像儀與黑球溫度計的實地測量： 

  

三樓走廊頂部 頂樓 

  

教室外牆 中走廊頂部 

 



綜合整體結果進行分析，獲得以下結論： 

1.學校校舍的屋頂根據下方空拍圖可以得知，有些樓層有進行防水隔熱工程、有些沒有，也有只進行

簡單隔熱漆，沒有隔熱毯及防水漆鋪面。 

 

博學樓 

沒有進行防水隔熱工程 

審問樓 

有進行防水隔熱工程 

慎思樓 

只進行簡單隔熱漆，沒有隔熱毯及防水

漆鋪面，現今部分屋頂已經掉漆。 

 

2.由下方示意圖可得知，即使是進行過簡易隔熱工程教室前的天花板 A 處，比同棟沒有隔熱的頂樓天

花板 C 處還低 4.1°C，而只比上方還有一層頂樓的廁所前 B 處低 0.8°C。 

慎思樓屋頂示意圖 熱像儀溫度 

 

有簡易隔熱 C 

東側頂樓 

25.8°C 

A 

4 樓東側教室前 

21.7°C 

B 

4 樓東側廁所前 

22°C 

 

 

 

 

A B 

C 



3.從下表可以得知，有進行防水隔熱工程的教室天花板，測量的溫度比教室前的天花板 A 處，竟然可

以比上方還有一層頂樓的廁所前 B 處低 4.6°C；相對而言，沒有工程的樓層就沒有隔熱效果。 

防水隔熱 A 熱像儀溫度 B 熱像儀溫度 

有 
審問樓 

4 樓東側教室前 
21.5°C 

審問樓 

4 樓東側廁所前 
26.1°C 

無 
博學樓 

4 樓東側教室前 
21.4°C 

博學樓 

4 樓東側廁所前 
22.3°C 

 

（三）入班調查學生實際感受 

  

  

  

入班調查大家對於校園不同區域溫度的感受 



我們也到不同班級去進行調查，一到六年級每個年級分別抽樣三個班級，每個年級班級數約

14-17 班，全校學生數 2521，總共調查 470 名學生意見，了解大家最常活動的區域，以及大家在 5、

６、９、１０月教室可以吹冷氣時，對於這些活動區域的溫度感受，以下為我們的發現： 

1.最常活動的區域依序為-（1）教室、（2）親水公園遊戲區、（3）操場、（4）籃球場、（5）明辨樓

旁遊戲區、（6）篤行館。 

2.體感覺得熱的區域-親水公園遊戲區、操場、籃球場、明辨樓旁遊戲區、篤行館。 

3.大家最常活動的區域以及感覺最不熱的地方是教室，其原因是因為，調查時是詢問大家在 5、６、

９、１０月教室可以吹冷氣時，因此，超過半數的同學幾乎都待在教室。 

 

調查結果統整如下，分為「最常活動的區域」以及「體感覺得熱的區域」： 

最常活動的區域（單選） 體感覺得熱的區域（可複選） 

排名 地點 人數 百分比 排名 地點 人數 百分比 

1 教室 253 54% 1 操場 447 95% 

2 親水公園遊戲區 70 15% 2 籃球場 428 91% 

3 操場 67 14% 3 親水公園遊戲區 375 80% 

4 明辨樓旁遊戲區 28 6% 4 明辨樓旁遊戲區 302 64% 

5 樹屋 22 5% 5 篤行館 233 50% 

6 籃球場 12 3% 6 綜合球場 78 17% 

7 篤行館 11 2% 7 北門旁植物園 71 15% 

8 北門旁植物園 7 1% 8 樹屋 35 7% 

9 綜合球場 0 0% 9 教室 26 6% 

總結校園熱像儀觀察記錄及班級問卷的對比結果，以及訪問總務處及建築師所獲得資訊，進而列

出這次要解決的校園熱區： 



校園熱區 形成熱區原因 

 

1.操場為完全開放，沒有任何遮蔽設計 

2.雖然周遭有栽種樹木，但是數量明顯不足 

3.根據我們的觀察灑水設施的數量偏少 

 

1.親水公園遊戲區為完全開放空間 

2.遊憩器材區鋪設人工草皮，會吸收熱能 

3.原本的水池已淨空，露出水泥鋪面，無法

提供調節氣溫 

4.部份樹木因病砍除，產生大片空地 

 

1.籃球場上方沒有任何遮蔽設計 

2.雖然周圍有栽種樹木，但是數量明顯不足 

3.生態池距離籃球場超過 100 公尺，無法產

生調節氣溫的作用 

 

1.明辨樓旁遊戲區上方沒有遮蔽設計 

2.遊憩器材下方鋪設人工草皮，會吸收熱能 

3.周圍沒有綠籬 



 

1.篤行館在裡面活動感覺悶熱 

2.因為球隊練習需要而門窗緊閉，且不會開

啟空調 

 

 

1.部份建築物四樓教室，因為屋頂尚未進行

防水隔熱工程，相較於其他樓層熱 

2.走廊上花臺缺乏植栽，使得日照直射，建

築物容易蓄熱 

 

  



 救援力 Rescue 

一、相關法令與政策：了解相關責任與可能的影響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第五條，學校應符合音環境、光環境、熱環境、空氣

環境、綠化環境、文化環境之指標。其指標（三）熱環境所示： 

1.校舍應有適當遮陽設計或設施，以避免直接日曬。  

2.校舍屋頂為強化防水及隔熱功能，可依實際需求建置斜屋頂。  

3.建築之屋頂部位之平均熱傳透率 Uar 值應小於零點八 w/(m2‧k)，並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

築相關規定辦理。  

4.電腦機房及其他精密設備機房應設置溫度控制及不斷電設備。  

5.普通教室、辦公室及專科教室，視需要裝置電扇或冷氣設備，並儘量以室外綠化措施及建築物座向，

調節室內溫度。 

   以及指標-（五）綠化環境所示： 

1.學校圍牆宜採視覺穿透性方式，並予以綠化。  

2.綠化應採用當地原生植種為宜，使其不致影響當地生態，惟應避免以有毒植物進行綠化。  

3.校園之樹種宜力求多樣，避免種植單一樹種，並考量配合教學需要，分區種植。所種植之樹木、花

草應標示植種、名稱、原產地、特性、科別，以利教學之實施。  

4.校園綠化工作應講求綠化效果，在建築物結構安全及防水無虞情況下，學校屋頂、走廊、陽台宜進

行綠化，構築立面綠化效果，並注重環境教育之落實。  

5.綠化植栽修剪後之廢棄物得加以利用，例如作為堆肥之用。 

    由上述兩項指標可知，學校宜透過適當遮陽設計或設施、綠化與屋頂隔熱措施來調控室內溫度，

以符合校園整體規劃設計原則，以及環境教育的落實。 



  

查詢相關政策資料 檢視並討論可行性 

 

二、可行政策分析：了解相關優劣因素以利後續規劃 

    進一步依據教育部「校園樹木植栽及養護手冊」以及「永續校園營造指南」進行可行方案的分析，

以下為我們的說明： 

政策 優點 缺點 

操場與球場週邊

適當遮陽設計 

適當遮陽設計或設施，能避免直接日

曬，降低環境溫度 

操場底下有涵洞，為南郭坑溪河道，

相關工程款會暴增 

操場與球場週邊

種植樹木 

植物的美化和防護作用能對校園起

到，淨化空氣、減少噪音、調節氣候

等改善環境的功能 

需特別考慮樹種，避免樹根隆起，對

PU 跑道和球場鋪面造成破壞 

教室外花臺栽種

植物 

利用爬藤類或懸垂類植物在牆壁進

行立體綠化，能達到隔熱的效果和綠

美化的作用 

需特別考慮植物特性，以及後續澆灌

養護的落實，避免打掃人力不足和養

護不當造成的枯萎 

強化屋頂隔熱功

能 

隔熱漆、遮陽設施能有效降低靠近頂

樓教室內的溫度，提昇冷氣使用的效

能 

需有相關工程費用配合 

篤行館通風改良 只要打開窗戶，不用花費即可改善 

該場地同時也是桌球、羽球社團及校

隊練習場地，開窗會影響其練習造成

不便 

熱傷害預警系統 

參考中央氣象局平台資訊，可達到警

示作用，讓師生提早因應，共同預防

熱傷害 

學校需有人員隨時查詢即時熱傷害

資訊，以及設計預警旗幟呈現方式並

宣傳，讓全校師生知道 



    依據「教育部補助永續循環校園計畫作業要點」，永續循環校園改造計畫硬體改造項目主要回應，

智慧化氣候友善、低碳等方向，包括資源與碳循環、水與綠系統、環境與健康、能源與微氣候或其他

符合永續發展之項目；因此，除了參考教育部「永續校園指南手冊」，我們也針對校園內的問題，進

一步參考其他永續循環校園建制相關案例，提出以下幾項政策： 

一、空地補植樹木與建築物外牆立體綠化 

台灣介於亞熱帶與熱帶氣候環境地區，利用走廊及陽台綠化、牆面綠化或開口部綠化，都能降低

太陽輻射熱進入室內，提供愉悅舒適的室內環境。 

立面植栽可以吸收、反射、漫射太陽輻射熱，都市區的校園經常綠化程度不足，因此特別適合用

小型落葉樹栽或爬藤植物，進行立面綠化，遮蔽太陽輻射熱，可以直接降低室內溫度，也間接緩和都

市熱島效應，同時又能淨化空氣。 

選用「校園樹木養護植栽手冊」所建議植栽，適合中部地區氣候，能夠忍耐旱季、較耐空污或葉

片具有截留污染物能力的當地原生樹種，並向彰化縣農業處提出申請，種植其可供出栽苗木。 

 

二、屋頂隔熱措施 

    建築規劃設計應考量適當的使用斷熱材，提高屋頂層、樓板台基、牆壁的斷熱性能，達到加強建

築本體的隔熱效能，抑制高溫或夏季時屋頂層的表面溫度上升，並減低建築物的熱傳效應。為避免屋

頂層表面溫度過高或熱傳導過大，於屋頂搭設棚架或塗裝高反射率的塗料、鋪設隔熱材等達到斷熱效

果。 

目前校園內教學區建築頂樓均設置太陽能板，部份建築物屋頂已完成防水隔熱塗料工程，餘下建

築物可加速此一措施的完善。 

 



三、設立熱傷害警示旗幟 

    由國民健康署、中央氣象局、中央研究院共同研發的「樂活氣象 APP－健康氣象服務」，可以一

覽全臺各縣市（含鄉鎮市區）熱傷害預警地圖，更能即時查詢每日及每週「熱傷害預報」，讓民眾能

避開及提早因應（如不要外出、補充水份等），避免熱傷害發生。 

    校園內可以仿效「空氣品質旗幟」的功能，每日依據健康氣象平台所提供的熱傷害預報資訊，於

學生主要活動區張掛旗幟，以便警示避免熱傷害對我們健康造成的影響與損害。 

 

四、新建建築物依據綠建築原則 

    學校篤行館（活動中心）即將重建，依據前述要點，永續與綠建築技術，需在學校建築物規劃設

計的過程中即同步納入，如此一來，更能符合節省能源、資源與環保的成效，也會提升整體建築與環

境品質，進一步達到節能減碳目標。因此，學校建築規劃與設計應充分與自然環境相配合，仍有使用

需求機能不足時，再輔以環境控制機械設備方式以創造優質舒適健康的室內環境。 

    建案在規劃與設計時應依校園周遭環境與自然環境條件配置綜合考量，建築方位以南北向為主，

可降低夏季太陽直達輻射熱的建築物，受到日照的影響而溫度升高，同時若需遮陽板裝置也更容易達

到遮蔽的效益。 

 

  

檢視分析各項方案 分組說明與報告 



克服力 Overcome 

一、向校方報告我們的訴求 

在我們確立訴求後，我們決定向總務主任報告我們的調查及行動訴求，希望學校能支持我們的提

案，並惠允我們一起協助改善，以下是我們提出的建議： 

  總務主任也蒞臨我們的課堂，傾聽我們的需求並給予回覆： 

1.學校在操場部份裸露區域新植草皮後，已調整灑水時段，於晚上九點，以及清晨六點增加自動灑水

時間。 

2.親水公園水環境建置需考量整體管線設置，會列入之後該區域維護工程中討論。 

3.空地將會補種喬木，以及移植校園其他區域因工程而需移動的樹木。 

4.教室花臺綠化目前由總務處職工協助，會加快速度，但是，尚需要各班協助後續澆灌維護，也希望

我們協助宣導與推廣。 

5.屋頂防水隔熱漆工程已經爭取經費，最遲可望於今年暑假完成餘下建築物的作業。 

6.熱傷害指數警示旗幟這個構想非常好，希望我們可以協助構思，學校將全力支持推行。 

1. 可以在操場增加撒水的時段，以利降溫 

2. 部份土壤裸露的地方，可以再種植草皮 

3. 親水公園啟動水環境，並搭配省水循環裝置，減少水資源浪費；至於安全考量可透過宣

導教育，讓大家可以親近水環境，又遵守安全原則。 

4. 將親水公園附近由於樹木生病死亡的空地補種喬木，並且依據教育部校園植栽及養護手

冊選擇原生種。 

5. 教室外花台鼓勵進行綠化，種植懸垂植物，減少建築物因太陽直射所產生的熱輻射。 

6. 由於實驗發現隔熱漆效果良好，而校園內還有一些建築的屋頂尚未上漆，若能加速校園

建築物屋頂的防水隔熱上漆工程，將對於降低教室的溫度有很大的幫助。 

7. 在操場設立「熱傷害指數」旗幟，也就是在當日氣溫接近 35 度，達到綜合溫度容易造成

熱傷害的危險指標，就以旗幟示警學生避免在戶外活動，以降低熱傷害帶來的健康危害

問題。 

8. 在不影響活動空間的原則上，校園盡可能多種樹或使用灌木綠籬，樹種盡量多元。 



  

向總務主任提案 主任回覆各項提案可行性與學校辦理情形 

二、與得標廠商建築師事務所交流 

學校有告訴我們，篤行館(活動中心)即將進行重建，經查詢政府電子採購網知道得標廠商的資訊，

請學校聯繫建築師事務所，讓我們有機會與廠商交流想法。最後我們訪問呂建築師，並參考一些網站

的資訊，提了一些降低溫度的方案，例如，塗隔熱漆、加設太陽能板、窗戶加隔熱窗簾、運用排氣窗、

排風扇讓空氣流通，選用可散熱的鋪面材質，燈泡用低瓦數冷光燈來減少室內產熱，呂建築師說明這

些剛好都在他的設計裡面，並且給予我們支持和肯定。 

  

向建築師提出對新建活動中心的構想 我們逐一說明各項設計概念 

  

建築師解釋鋪面應用類型 建築師說明建築物座向與自然環境法則應用 



 

 

活動中心拆除重建工程已發包 

三、防水隔熱工程 

根據總務主任的回覆，其實校方也很想要趕快完成全校校舍的防水隔熱工程，只是在政府的補助

款有限情況，只能等待。不過，經過學校積極爭取經費下，在 112 學期末終於獲得補助並發包工程，

期待讓校舍屋頂得以大變身，不僅達隔熱防水節能效果，更可營造涼爽、舒適及優質學習環境的校園。 

 

學校目前未有隔熱塗料的校舍防水隔熱工程已發包 

 



四、親水公園重新種植樹木 

在學校親水公園原本種有大量的樹木，後來因為樹木群接連感染褐根病而砍除，經過跟學校反映

後，目前補種一部分，只是尚未依相關比例將全部的空地種植完成，根據總務主任說明，是預作未來

移植之用，我們將會持續關心補植和移植進度。 

  

生病遭砍除的樹木 空地重新種上樹苗 

  

空地補植樹木-整地 空地補植樹木-栽種 

  

補植樹木隔週持續澆水 空地補植樹木-原生種山櫻花 

 



五、教室外花臺栽種植物 

由於高樓層班級教室外設有花臺，我們將和總務處執行植栽養護工作的人員，一同選用種植的植

物，並進行宣導活動，讓各班認養照護工作，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部份花臺已栽種懸垂植物，仍有部份樓層需種植 

 

 

 

 



六、設立「熱傷害指數」旗幟 

    我們將著手進行「熱傷害指數」旗幟的設計與製作，並與學校進行討論設置地點，待設置完成亦

搭配學生晨會與教師晨會執行宣導活動，讓大家能避免熱傷害，擁有更健康安全的校園生活。 

 

樂活氣象 APP 截圖。圖片來源：https://buzzorange.com/citiorange/2022/08/25/heat-stroke/ 

  

  

設計警示牌並實地測試裝設位置 

 

https://buzzorange.com/citiorange/2022/08/25/heat-stro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