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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校舍改建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趙淑梅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博士班研究生 

 當今社會的既有制度體系應是隨著歷史遞嬗演進而成。所以作為負擔乘載教育

活動的建築物而言，學校建築亦因時間推移，隨社會需求而轉型。 

 The existing system of modern society evolv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s a shell 

of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the school building was transformed over time,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ety. 

~ Pozdnyakova et al., 2017 

壹、緒論 

 學校的空間為一多元結構，現代社會的需求改變了現有的學校設計系統，學校教

育正在走出一個僵化的休息、學習及空間的分時作業框架。因此，老舊校舍透過改建，

將可跳脫過去學校教育的傳統思維，為學校未來開啓新契機。基此，本研究針對「國

民小學校舍改建之挑戰與因應策略」，以文獻綜述法暨個案訪談法進行探析並略抒管

見。本節針對研究動機及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一、研究動機 

 課程、教學與學習是教育的主體；空間是教育的基礎與載體；課程、教學、學習

影響教育空間規劃與營運；教育空間規劃可提升課程、教學、學習的成效 （湯志民，

2014）。如何在學校建築環境空間中，融入環保、節能、創意、人文、關懷的精神，

營造有益於學校特色發展的有機體，打造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校園，給學子安全、多元、

創意及感動的優質學習環境，歷來為教育當局所重視。透過改建老舊校舍，改善學校

環境，讓校園呈現新的風貌，提升教學品質，提供舒適教學環境，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亦為教育施政的重要環節。然而，學校脫胎換骨的過程中，由起心動念直至完工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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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時約10餘年，其間涉及空間設計、動線規劃、內部設施和相關法規等專業事項，著

實讓學校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有鑑於此，本研究以文獻綜述法暨個案訪談法，為文

梳理我國推動校舍改建政策沿革、國民小學校舍改建相關法規，並且著眼於國民小學

校舍改建之挑戰與因應策略，希冀能提供實務上的參考。 

二、研究方法 

1. 文獻探討法：參考文獻包含與研究問題有關的研究論文、期刊、專刊報告、

相關法令規定以及網路資料、相關報章等。 

2. 個案訪談法：為深入瞭解國民小學校舍改建之挑戰，研究者採用視訊訪談台

北市大同國小陳顯榮校長。 

 研究方法與流程如下： 

 

 

 

 

 

 

 

 

 

 

 

 

 

 

圖 1 研究流程圖 

蒐集資料 

現況與文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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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分析 

 本節係針對我國推動校舍改建政策沿革、國民小學校舍改建相關法規，進行綜合

性分析，以利明瞭校舍改建政策因應時代變遷的演進，以及相關規範，俾便做為未來

校舍改建之依據。 

一、我國推動校舍改建政策沿革 

 臺灣學校建築與設備的投資，從基礎設施的加強、危險校舍改善等，消極和基本

設施問題的解決，逐漸轉型至購置前瞻性教學設備、安全性的維護、優質化工程、優

質校園營造等，積極和現代化設施品質的提升，並投資大量經費，以創造更優質的校

園環境（湯志民，2010）。 

 教育部自民國1970年起，即訂定多期「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計畫」， 期望改善

國中小各項教學設施，1993-1994 年每年 200 多億元，1995-2000 年每年 100 多億

元；1996 年起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以改善文化不利地區教育條件；1998 年至 

2007 年度推動「降低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數計畫」，補助地方政府降低班級學生

人數所需的硬體建築和人事經費（教育部，2009）。 

 1999年9月21日臺灣發生中部山區的逆斷層型九二一大地震，在全臺造成嚴重傷

亡與災情，也有多達1,546所學校受損，其中293校更須重建（教育部國教署，2019）。

歷經九二一地震對中部地區的校舍重創，各界日漸重視學校建築的安全，政府也建立

了更嚴格的建築物防震標準，行政院2000年核定「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

案」，全面列管建築物耐震能力並逐年改善。在各界支持下，教育部遂於2000年5月

推動「新校園運動」，以新思維改造校園，陸續使各校復原，在「為下一代蓋所好學

校」的理念之下，學校建築被賦予更深一層的思考（教育部國民教育司，2009）。 

 隨著時間的推移，諸多校舍因老舊甚至影響學生安全，教育部繼於2004年進行老

舊校舍調查，需整建之校舍，其經費需求高達246億餘元。為確保校園的安全，教育

部於2006至2008年度投入172億元整建國中小之老舊校舍，2009 至 2012 年提報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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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國中小增列拆除重建經費 100 億元，耐震評估與補強經費為 116 億元，期能加

速 25 縣市老舊校舍，計 228 校 4,576 間教室重建工作 （教育部，2009）。 

 其後，教育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自 2009 年相繼推動 98 至 100 年度「振

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及「加速

高中職老舊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101 年度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評估、

補強及設施設備改善計畫」、「102 至 105 年度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評估、補強及

設施設備改善計畫」、「106 至 108 年度公立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及設施設備改善

計畫」、「109至111年度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耐震能力改善計畫」（教育部，

2019），持續辦理拆除重建或補強老舊校舍，以提供師生一個更安全、更美好的優質

校園學習環境。 

 以首善之都臺北市為例，於 2005 年起，全力推展優質校園營造，同時推動「校

園優質化工程」， 每校約 1,500~3,000 萬，於2005-2010 年整體改善高中職和國中小

學 69 校校園環境，計投資 30 億 6,000 萬元（康宗虎，2009）。由於試辦成效顯著，

是以逐年賡續推動。近期於2018年「臺北市中長程教育施政綱要」中小學推動策略與

行動方案中持續推動「營造優質校園環境」，內容涵蓋：推動特色營造參與化工程、

學校校舍優質化、校園學習環境升級、EOD 面向的校舍新建與改建計畫、打造低碳

永續的海綿校園等面向。 

二、國民小學校舍改建相關法規 

 校舍改建硬體工程難度高，事涉諸多專業事項，應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以確保

其具教育性、前瞻性及可行性，以下茲盤整「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修

訂前後之差異，以及提供相關作業規範供參。 

 1999年2月3日總統公佈增訂修正的《國民教育法》為我國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法

源的濫觴，其第8條之1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備基準，由教育部定之。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亦得視實際需要，另定適用於該地方之基準，報請教育部備查。」。

教育部遂於民國2002年發布/函頒「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所規範之各項內容，係為



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年刊 

 

115 

 

 

 

建構我國國民中、小學優質教育環境之理想目標。其後教育部於2019年修正發布全文 

13 點，名稱並修正為「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自2019年8月1日起生

效後，新設立之學校或已設立之學校將增建、改建之校舍，其設施及設備應符合本基

準之規定。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以下簡稱設備基準）修訂前後皆係考量

教育性、前瞻性及可行性，擬定各項空間與設備之規範。茲將有關國民小學校園規劃

相關標準修訂前後之差異摘述如下： 

（一）校園空間分類方式 

 設備基準修訂前，校園空間依活動性質區可分為動態區、靜態區、中性區、文化

活動區及生態教育區。依空間功能分為教學空間、服務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公共服

務空間、戶外空間、生態空間、資源回收空間。現行規定則綜整為行政區、教學區、

運動與活動區、休憩區及服務區，依此進行整體規劃。 

（二）環境指標 

 設備基準修訂前後皆應符合音環境、光環境、熱環境、空氣環境、綠化環境、文

化環境之指標。惟現行規定之標準皆較修訂前略為提高，例如：光環境指標中的教學

空間規定應確保桌面照度不低於500 Lux，黑板面照度不低於750 Lux；修訂前的桌面

照度則不低於350Lux，黑板面照度則不低於500Lux。光環境指標中的建築之屋頂部位

之平均熱傳透率Uar之計算值應＜0.8w/(m2‧k)，修訂前的平均熱傳透率Uar之計算值應

＜1.2w/(m2‧k) 。另於文化環境指標部份，特別界定公共藝術意涵，並規範公共藝術

設置之彈性規定可參酌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三）校地面積 

 設備基準修訂前後，學校規模皆以48班為原則，學校規模過大者，應增設學校，

重劃學區。 

 修訂前規定12班以下，都市計畫區外學校每校面積不得少於2公頃，都市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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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學校每校面積不得少於2.5公頃；13班以上每增一班，都市計畫區外學校得增加875

平方公尺，都市計畫區內學校得增加420平方公尺。每班學生以35人計算，都市計畫

區外學校每生享有之校地面積25平方公尺、都市計畫區內學校每生享有之校地面積12

平方公尺為計算。 

 現行規定為12班以下，都市計畫區外學校校地面積不得少於1.8公頃、都市計畫區

內學校校地面積不得少於2公頃；13班以上每增一班，都市計畫區外學校得增加750平

方公尺、都市計畫區內學校得增加400平方公尺。前開13班以上學校每增一班所增面

積係以每班學生29人，都市計畫區外學校每生享有之校地面積25.8平方公尺、都市計

畫區內學校每生享有之校地面積13.8平方公尺為計算。 

 總體而言，現行規定13班以上每增一班得增加的校地面積雖不若修訂前，然因應

少子女化，每班學生由35人調降為29人計算後，不論都市計畫區內外學校，每生所享

有的校地面積皆較修訂前擴增（參表1）。 

表1  

國民小學校地面積 

區域別 

規模 

都市計畫區外學校(ｍ２
) 都市計畫區內學校(ｍ２

) 

現行規定 修訂前規定 現行規定 修訂前規定 

12 班以下 18,000 20,000 20,000 25,000  

13-24 班 18,750-27,000 20,875-30,500  20,400-24,800 25,420-31,000  

25-36 班 27,750-36,000 31,375-41,000  25,200-29,600 31,420-37,000  

37-48 班 36,750-45,000 41,875-51,500  30,000-34,400 37,420-43,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及「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 

（四）教學空間 

 設備基準修訂前，於普通教室部份規定室內每生享有約2平方公尺面積，並得依

實際情況及需要增減；室外宜採雙面走廊設計，走廊寬度宜在2.5公尺以上，並有廊柱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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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規定每班一間普通教室，面積（包括走廊）為117平方公尺。每間教室以容

納29人為原則。班級人數較少之學校，普通教室面積得依實際需要酌減，惟每間室內

面積至少應有48平方公尺，且每生享有室內面積不得少於2.4平方公尺。在此提醒，現

行規定的普通教室面積已含括走廊的面積，於預估規劃教學空間時應審慎為之，避免

估算失準，造成教室面積大而無當。 

 國民小學校舍改建除應遵循設備基準外，尚可參酌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拆除重建

作業規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改善校舍耐震能力作

業要點、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結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作業規範、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

結構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作業規範、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結構耐震能力補強設計作業規

範、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耐震補強工程監造作業規範、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耐震補強

工程施工作業規範等相關法規。 

參、國民小學校舍改建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本研究為釐清國民小學校舍改建所遭遇的問題，首先依據現有蒐集的資料進行分

析，並以立意取樣方式挑選具代表性者為受訪對象。 

 台北市立大同國小建築物超過50年使用年限，潛在威脅師生安全，對教學品質造

成巨大衝擊更影響學校長遠發展，並阻礙市政府推動社區運動休閒目標，加上周邊多

老舊社區，巷道狹小，停車空間不足已成為當地社區亟待解決之重要課題，市府丶學

校及社區無不希望藉由校舍更新規劃徹底改善問題癥結。因此自107年整合校內共識，

108年進行校舍改建先期規劃，其目標為更新老舊校舍、興建地下停車場、改善校園

整體環境，大幅改善周邊社區停車問題，將社區活動需求整合於校園整體規劃案內，

以新穎現代化之精緻校園，提供全校師生及鄰近社區居民共享使用，成為新21世紀健

康、快樂、卓越的學校。該案送出後於110年初獲核定並獲核撥經費進行綜合規劃。 

 校長為學校的靈魂人物，筆者採以視訊訪談用心投入校舍改建規劃的大同國小陳

顯榮校長，並參採「教育部主管之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工程施作校園環境品質維護

注意事項」等相關文獻後，歸納國民小學校舍改建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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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小學校舍改建可能遭遇之挑戰 

（一）利害關係人的關心及疑慮 

 校舍改建係屬穿著衣服改衣服，要於非上課時間施工有其困難，可能會有空氣污

染、噪音及公共安全的問題，師生亦有可能無法使用操場，家長不免擔心是否會影響

孩子的受教權，里長與地方民代們基於關心校務與選民服務，也會請學校說明與思考

更妥善的處理方式。此等挑戰若無規劃配套措施，將無法獲得利害關係人的支持，恐

影響學校招生及聲譽。 

（二）安全防護措施不足 

 施工過程工程可能發生廠商工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著安全鞋，安全防護裝備過

於簡陋，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易造成公安事件；工地圍籬架設便宜行事，學生

易誤闖受傷；挖土機、吊車進入校園，動線規劃不佳，與學生爭道；校方監工及委外

監造廠商督導不力，默許違法施工，未依約開罰，涉嫌圖利廠商；不停趕工，不顧工

程品質等情事，應預為防範。 

（三）工程進度及經費未如期有效執行 

 教育主管機關的態度、都市審議是否通過、經費是否足夠編列細部規劃…等等，

皆影響新建校舍能否順利進行，不可不慎： 

 卡關主要是局與府端對新建校舍態度及標準高又嚴，有諸多因素造成，後來因家

長會、里長及民意代表積極協助與奔波，才往前跨了一步。目前能否順利走下去，還

有諸多變數，如市長與局長態度，之後市府可能改組，都市審議是否通過，經費是否

足夠編列細部規劃…等等。（陳顯榮校長訪談，2021年6月6日） 

（四）停管處共構參建停車場的挑戰 

 當市府停車管理處（以下簡稱停管處）參建校方停車場興建工程時，往往可擴增

學校停車場的車位回饋社區，以臺北市為例，此舉亦符應「停車資源共享」政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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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政府，2018）。然若停車場預定地為國有土地時，倘校方有足夠校地與國有土地

交換，則可在增加車位不增加額外費用下執行；然若校地面積不具前述條件，則將衍

生地方政府需跟國家承購土地興建停車場的預算，導致有關當局在此環節的評估期會

拖長，因而提高校舍施工期程的不確定性，且不符經濟效益。陳顯榮校長對此困境有

如下說明： 

 目前校舍規劃案因牽涉內有近三分之二國有地，以及停管處是否參建停車場等事

宜，仍在市府評估中。（陳顯榮校長訪談，2021年6月6日） 

（五）校園樹木未能妥善保護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校園中的樹木是生態、文化，亦是記憶生活的資產，然而鮮

少工程會在一開始即以樹為尊，避開原來土地上的樹木為設計原則。俗話云：「樹挪

死，人挪活」，當一棵樹習慣了一種土壤，若要適應另一種土壤，並不容易存活。農

委會林業試驗所長黃裕星曾說（活躍星系核，2014）：「老樹無法移植，移植的機率

存活只有20%」。因此校舍改建時，倘能現地保留老樹為佳，若需進行樹木移植，應

及早規劃，以延續校園特色景觀，否則恐將引發爭議。 

（六）未符合校舍改建相關法規 

 鑑於「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甫於2019年8月1日修正為「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

施設備基準」，學校於援引辦法時恐有未求甚解之慮。例如: 現行規定每班一間普通

教室，面積（包括走廊）為117平方公尺。現行規定的普通教室面積已含括走廊的面

積，若於預估規劃教學空間時估算失準，將造成教室面積大而無當。 

 依據上述國民小學進行校舍改建時，可能遭遇之挑戰，茲提出因應策略建議如下： 

二、國民小學校舍改建之因應策略 

（一）確認各方需求與凝聚共識 

 校舍改建規劃初期應進行需求評估，盤點目前建物概況、確認未來目標、分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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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之效益及影響、規劃初步改建構想與實施進度，以爭取家長會對於校舍改建案的支

持，以期全體教師與家長共同投注心力。另新建大樓工程進行期間仍須請全校師生共

體時艱，走過辛苦，迎接美好。台北市大同國小的作法如下： 

  本校於校舍改建規劃之初，即召開說明會，對於相關利害關係人說明方案

 緣由、確認需求共識、報告初步改建規劃構想、規劃實施進度以及後續須進行

 之工作，以獲得全校教師與家長共同投注心力，家長會對於校舍改建案的爭取

 及支持。（陳顯榮校長訪談，2021年6月6日） 

 此外，亦可將工程融入課程工進行教學，以結合教育旳理念並實踐校園美學，讓

學生藉由日常生活的體驗與未來的校園產生情感鏈結。 

 同時，施工期間的社區參與是非常重要的，其建立了當地人對校舍改建計劃的信

任，不僅有助於減少計劃的成本，並且有助於學校的永續發展（Paudyal et al., 2015）。 

（二）掌控施工安衛落實執行 

 為維護和確保設施規格，學校必須建立材料品質檢測和施工品質檢查機制。此外，

尚需強而有力的監督機制。 

 學校應視工程規模大小成立工程督導小組，定期督導施工現場及廠商，以提昇校

園環境品質。並利用各種會議、集會或校園資訊平台，將工程可能造成之影響及相關

配合管制措施公告周知，施工期間亦得視工程進度及現況，適時提醒或宣導應配合之

注意事項，讓師生、家長乃至社區人士共同關切瞭解工程的進行，以消彌疑慮，並全

民督促工程的監造廠商和施工廠商如期如質與安衛維護，確保達至「人安、事安、物

安、心安」全面安全目標。 

（三）控管施工如期進行及工程經費有效執行 

 校舍改建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其需要充足的財政資源、大量的承包商、足

夠的技術人力來管理工程、有效的品質控制機制。 

 尤其進度會影響經費執行率，應要求監造廠商和施工廠商追蹤及控管施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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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積極排除、克服阻礙因素，必要時得洽教育局工程及財產科簽請府級長官主持、召

開跨局處協調會議，即時排除困難與解決問題。此外，校舍改、新建工程屬市府重大

公共建設，可籌辦精實簡約而不失莊嚴隆重的開工動土奠基典禮（活動以1小時內完

成為宜），可發文邀請府級長官撥冗主持（張伯謙，2020），將有助於各界掌握工程

進度。 

（四）停車位非以量取勝 

 停車位非以量取勝，夠用就好 ，並考量周邊是否有其他國小刻正辦理校舍更新及

地方停車場興建工程，可相互支援，以避免衍生停車場興建費用及延宕工期： 

  本案若停管處參建，至少會有200個停車場，然預估工程經費在12億至13億

 間，若僅規劃為法定停車位之地下停車場，費用約7千7佰多萬，加上周邊延平

 國小刻正辦理校舍更新及地方停車場興建工程可提供350個車位，故目前提出停

 管處未參建停車場之方案。（陳顯榮校長訪談，2021年6月6日） 

（五）妥善規劃校園樹木的保護、遷移作業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之綠化環境指標，綠化應採用當地原生植

種為宜，使其不致影響當地生態。在國外的做法是不動老樹，用建築去配合環境，而

不是環境去配合建築（活躍星系核，2014）。 

 若欲進行校園樹木遷移作業，應於取得建照、開工前即應積極辦理校園樹木的保

護、遷移作業，擬送工區內受保護樹木之樹保計畫予文化局核備，另提送其他樹木移

植/除計畫，辦理會勘並做成決議後，函請局端報請府級核可，預先做好防護措施，以

免影響工程進行（張伯謙，2020）。陳顯榮校長對此有如下說明： 

 本校校園內種各式植栽樹種，總數約149棵喬木，其中有一株列管之百年老樹於

進行校舍改建時必須移植，學校特妥善規劃處理，做好防護措施。（陳顯榮校長訪談，

2021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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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確實遵守校舍改建相關法規 

 國民小學校舍改建除應遵循設備基準外，尚可參酌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拆除重建

作業規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改善校舍耐震能力作

業要點、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結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作業規範、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

結構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作業規範、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結構耐震能力補強設計作業規

範、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耐震補強工程監造作業規範、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耐震補強

工程施工作業規範等，應力求符合校舍改建相關規範，以建構優質教育環境。 

 茲綜整國民小學校舍改建之挑戰與因應策略如表1： 

 

表1 

國民小學校舍改建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挑戰 因應策略 

1. 利害關係人的關心及疑慮 1. 確認各方需求與凝聚共識 

2. 安全防護措施不足 2. 掌控施工安衛落實執行 

3. 工程進度及經費未如期有效執行 3. 控管施工如期進行及工程經費有

效執行 

4. 停管處共構參建停車場的挑戰 4. 停車位非以量取勝 

5. 校園樹木未能妥善保護 5. 妥善規劃校園樹木的保護、遷移

作業 

6. 未符合校舍改建相關法規 6. 確實遵守校舍改建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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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校舍改建是項漫長的歷程，當有此需求時往往會形成學區家長的緊張、里長與民

意代表的關心，諸如安全防護措施不足、工程進度及經費未如期有效執行、停管處是

否參建停車場、校園樹木未能妥善保護，以及未符合校舍改建相關法規等問題，學校

可採行本文所提因應策略，以保障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及教師教學品質。 

 老舊校舍進行改建可讓校園煥然一新並確保學校競爭力，且讓每個學子都能在更

優質舒適安全的環境中學習，對提升校園安全、精進教學品質有所助益。然硬體工程

難度高，事涉諸多專業事項，除應符合校舍改建相關法規外，倘理解即將面臨的挑戰

與因應策略，擴大團隊參與，發揮集體智慧，將可共同打造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具前瞻

性之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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