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年度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文 

暨教案設計工作坊活動徵文格式 

編號：（請勿填寫） 
本表僅參考用，作品繳交請至活動網頁 ee.tp.edu.tw 

作品名稱(必填) 用綠裝置降溫臺北室 

作品類別 

(必填/擇一) 

□1.歷史人文 

□2.自然生態 

□3.環教場域(臺北大縱走)     

□4.環境議題 

■5.氣候變遷因應 

教學路線 西湖國小自然教室 

教材教具 

1.走廊水霧噴灑降溫系統 1組。  2.吸排風扇 4組。 

3.電腦 1 部。                  4.單槍 1臺。 

5.電子白板 1座。              6.小白板 5片。 

7.白板筆 5支。                8.溫度計 30 支。 

多元學習成果或 

預期效益 

本課程內容的教學活動是學生們透過小組討論合作

學習，以及個人創造思考的方式，進行動手設計環保節能

教室，以達到降溫目的的科學實驗探究歷程。 

教師引導學生將依據學校教室所在的環境進行降溫

設計實驗以及修正，分享運用生活上容易取得(高度替代

性)的素材，或是資源回收的材料，進行系統性的設計與

改造，創造可讓學生有感的綠裝置來降溫教室，除了提升

學生運用 STEAM 原理解決氣候問題，同時也培養學生對

全球環境保育與關懷的核心素養。基於上述目標，本教學

活動的多元學習預期效益如下： 

一、能覺知人類的行為導致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對生活、

社會及環境造成衝擊。 

二、能從現有教室環境中收集室內溫度相關資訊或數據，

形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他人的結果

比較對照。 

三、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繪圖或是實物

等方式，表達透過科學實驗探究的方法讓教室降溫的

過程、發現或成果。 

參考資料 

王美芬主編(民 110)。自然與生活科技 6 上國民小學第七冊。臺北

市：康軒文教事業。 

台客劇場 Tkstory(2017)。《台客劇場》夏日省錢大作戰；DIY 冷氣
&其它秘訣(5 分 18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3J7eooITg8。 

台客劇場 Tkstory(2017)。《台客劇場》電風扇大改造！讓你省錢
又涼爽的 DIY 銅管冷氣(4分 35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k_enQToiY。 



圖文遊記內文(2000 字以內) 

這是一場利用簡易材料，或資源回收物品設計綠裝置，以達到

降低室內溫度的探究性創意思考歷程。 

在進行校訂課程「節能減碳方程式」之後，學生們紛紛感受到

夏天來臨時冷氣的需求量多、用電量大，平均一臺冷氣每小時需要

耗電 6.3 度，換算成碳足跡約為 4.1 公斤，幾乎是電視的 4.5 倍，

桌上型電腦的 3倍。以臺北市而言，2022 年(去年)夏季平均高溫

為 33℃，有時單日的體感溫度更是飆破 37℃。面對高溫的天氣，

冷氣的高頻率使用讓臺灣的電力量能面臨嚴峻的挑戰。 

學生在六年級上學期自然科學領域第二單元中探討熱對物質的

影響時，課程最後的科學閱讀介紹了臺北市立圖書館的北投分館，

發現一座好的綠建築必須要具備「讓人住得舒服健康」、「保護自然

生態」、「減少資源消耗和廢棄物產生」的條件。回頭思考本校校舍

雖然不具備先天綠建築條件，但是我們能否靠著後天的設計發想，

創造出教室降溫的基因？ 

讓我們關掉冷氣，用更少的碳足跡來降低教室的溫度吧！首先

進行「走廊水霧噴灑降溫系統大體驗」。教師向學生介紹學校安裝

冷氣前，在走廊上已有的「水霧噴灑降溫系統」，搭配安裝在每間

教室氣窗的吸排風扇，將冷卻的水氣吸到教室中以降低教室溫度。

接下來，教師就帶領著學生用溫度計來實際測量使用的效果。 

表 走廊水霧噴灑降溫系統大體驗統計表(參與總人數為 82 人。) 

地點 教室前的走廊 教室內 

開啟後溫度上升 4 人(上升 0.2~0.8℃) 7 人(上升 0.1~0.4℃) 

開啟後溫度不變 3 人(不上升也不下降) 4 人(不上升也不下降) 

開啟後溫度下降 75 人(下降 0.3~2.6℃) 71 人(下降 0.2~2.3℃) 

下降人數佔百分比 91.46% 86.59% 

根據上表所示，教室前的走廊測量到溫度下降的人數百分率為

91.46%，下降溫度在 0.3~2.6℃之間，教室內測到溫度下降的人數

百分率為 85.59%，下降溫度在 0.2~2.3℃之間，表示走廊水霧噴灑

降溫系統的裝設使用有明顯效果。然而，少數開啟後溫度保持不變

(7 人，佔 8.54%)，甚至是上升者(11 人，佔 13.41%)，推測可能是

同學在測量時手持溫度計接觸到液囊，或是較靠近身體，體溫影響

測量結果；另外，可能是同學測量時距離降溫系統較遠(靠近走廊

外側)，或是接近電燈下方，造成溫度較高的結果。 

原來水霧噴灑降溫系統可以讓教室變涼！那我們在其他沒有此

裝置的地方，甚至是家裡，是否可以 DIY 降溫裝置，在不需要冷氣

的情況下讓周遭環境變涼呢？教師在網路上搜尋 2段影片引導學生



看完後，透過提問的方式讓同學思考其中的科學原理，在哪些地方

和我們學過的「熱傳導」、「熱對流」、「熱輻射」有關？在各組相互

討論中激發思考智能、推測問題解決的方法，以了解影片中的主角

如何 DIY 設計簡易冷氣與銅管冷氣。接下來，我們進行「我是小小

發明家」，進一步思考如何利用紙箱、寶特瓶…等簡易材料，甚至

是資源回收的物品，創作出讓教室降溫的設備與器材？ 

「綠色生活」已逐漸融入我們生活中，而「綠色能源」更能讓

地球永續發展。我們這次的任務是，利用資源回收的材料製作教室

降溫的設備與器材，既環保又經濟實惠，我們將它稱為「教室降溫

綠裝置」。教師讓每個學生設計自己的綠裝置，畫在學習單上，並

說明哪些地方運用到傳導、對流、輻射的科學原理。老師將設計圖

收齊後發現，大家的創意包羅萬也有運用所學，大致分為 3大類： 

第 1類：「降溫服裝」。設計降溫衣或冰衣穿戴在身上，以達到

直接體感降溫方法。分別利用灑水裝置或加裝冰袋在外衣並穿戴在

身上。教師引導學生更進一步思考，如何減輕重量，以及如何加裝

電源的設計，以達到實用的目的。 

第 2類：「水冷氣」。設計包括外部安裝風扇，中間的夾層放置

冰塊或保冰劑，外部包覆導水銅管或加裝灑水器，把溫度高的空氣

轉換成溫度低的空氣吹出。有些同學更進一步將此綠裝置結合教室

原有風扇與窗戶，透過熱的傳導與對流的原理，達到降溫效果。 

第 3類：「輻射隔絕窗」。將原有教室的窗戶改裝成鋁箔紙窗戶

或百葉窗，以降低陽光的熱輻射，結合美觀與實用。教師引導學生

思考其設計的窗戶結構，可結合降低熱傳導與熱對流的原理，更能

提升降溫效果。 

教師最後將六年級 3個班每班分成 5 組，總共 15 組學生整合

每個人的想法，設計出讓教室降溫的綠裝置，同時思考如何從生活

中蒐集材料並創造出來。各組的設計圖多朝向「水冷氣」來設計，

大致可以分為 2種：第 1種：透過風扇裝置，中間夾層放置冰塊

(有些加鹽降溫)，或放保冰劑，把溫度高的空氣變成溫度低的空氣

吹出。第 2種：利用大型紙箱裝設數個去底的寶特瓶(一端是口徑

較小的瓶口，另一端為口徑較大的開口)，放在窗戶藉由風的流動

造成空氣壓縮而降溫。 

課程進行到尾聲時序由秋轉冬，學生對於自我發明熱情不滅，

更有些同學將設計圖做成實體綠裝置進行「教室降溫大實驗」，讓

大家驚艷不已。然而，不管學生的創意設計為何，教師大多會鼓勵

學生更進一步創造自己的綠裝置進行實驗，落實 STEAM 創客精神。 

省電從關掉冷氣開始，用我的綠裝置降溫你的臺北室！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照片說明 
 

照片 1說明：自然教室前後走廊在開啟水霧噴灑降溫系統後情形。 

 

照片 2說明：自然教室每到下午會面臨西曬的狀況造成炎熱室溫。 

※請繳交繳交 6-10 張照片及說明(活動、路線或圖表)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照片說明 
 

照片 3說明：學生測量走廊在開啟水霧噴灑降溫系統之前的溫度。 

 

照片 4說明：學生測量走廊在開啟水霧噴灑降溫系統之後的溫度。 

※請繳交繳交 6-10 張照片及說明(活動、路線或圖表)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照片說明 
 

照片 5說明：透過影片思考如何降溫或散熱並 DIY 製作簡易冷氣。 

 

照片 6說明：學生透過溝通表達、合作學習討論如何設計與發想。 

※請繳交繳交 6-10 張照片及說明(活動、路線或圖表)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照片說明 
 

照片 7說明：在小組討論之後整合出最適合製作成實體的設計圖。 

 

照片 8說明：學生期待利用資源回收物將設計製作成實體綠裝置。 

※請繳交繳交 6-10 張照片及說明(活動、路線或圖表)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照片說明 
 

照片 9說明：透過學習單小組共同討論研發設計降溫教室綠裝置。 

 

照片 10 說明：學生自行研發綠裝置「水冷箱」為炎熱環境降溫。 

※請繳交繳交 6-10 張照片及說明(活動、路線或圖表)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教案設計表 

課程主題 用綠裝置降溫臺北室 設計者 馮鐘立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課程時間 共 5節，200 分鐘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 

□跨領域融入 

（領域/科目：  ） 

課程實施時間 

■領域/科目：自然 

□校訂必修/選修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素養 

自主行動：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溝通互動：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社會參與：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域

學習

重點 

核心素養 

自-E-A2 能運用好奇心及想像能

力，從觀察、閱讀、思考所得

的資訊或數據中，提出適合科

學探究的問題或解釋資料，並

能依據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

概念及探索科學的方法去想像

可能發生的事情，以及理解科

學事實會有不同的論點、證據

或解釋方式。 

自-E-B2 能了解科技及媒體的運

用方式，並從學習活動、日常

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

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

或獲得有助於探究的資訊。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

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

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力。 

環境

教育

議題 

核心素養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

思考能力，並透過體

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

活問題。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

應用的基本素養，並

理解 

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

與影響。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

受，樂於與人互動，

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

素養。 

學習表現 

pa-III-2 能從(所得的)資訊或

數據，形成解釋、發現新知、

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題。並能將自己的

探究結果和他人的結果(例如：

來自同學)比較對照，檢查相近

探究是否有相近的結果。 

學習主題 氣候變遷 



pc-III-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

語、文字、影像(例如:攝影、

錄影)、繪圖或實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

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學習內容 

INa-III-8 熱由高溫處往低溫處

傳播，傳播的方式有傳導、對

流和輻射，生活中可運用不同

的方法保溫與散熱。 

INd-III-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

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

變，改變前後的差異可以被觀

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

了解。 

實質內涵 

環 E9 覺知氣候變遷會

對生活、社會及環境

造成衝擊。 

環 E10 覺知人類的行

為是導致氣候變遷的

原因。 

教學活動 

設計目標 

本課程內容的教學活動是學生們透過小組討論合作學習，以及個人

創造思考的方式，進行動手設計環保節能教室，以達到降溫目的的科學

實驗探究歷程。 

教師引導學生們將依據學校教室所在的環境進行降溫設計實驗以及

修正，分享運用生活上容易取得(高度替代性)的素材，或是資源回收的

材料，進行系統性的設計與改造，創造出可讓學生有感的綠裝置來降溫

教室，除了提升學生運用 STEAM 原理解決氣候問題，同時也培養學生們

對全球環境保育與關懷的核心素養。基於上述目標，本教學活動的多元

學習預期效益如下： 

一、能覺知人類的行為導致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對生活、社會及環境

造成衝擊。 

二、能從現有教室環境中收集室內溫度的相關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

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題，並且能將

自己的探究結果和他人的結果比較對照。 

三、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繪圖或是實物等方式，表達

透過科學實驗探究的方法讓教室降溫的過程、發現或成果。 



教學路線 

特色與規劃 

本校位於臺北市內湖區，因地處臺北盆地中，夏天氣候非常炎熱。

近年來每當夏天一到，位於頂樓的級科任教室特別炎熱。和平樓頂樓的

級任教室因天花板上方已是水泥屋頂，受到太陽直曬影響比較炎熱；而

位於信義樓的科任教室上層仍有第五樓的體操教室，加上體操教室屋頂

設有太陽能發電板，相對於和平樓的級任教室來說，比較不那麼炎熱，

但是每當同學來到自然教室時，仍是熱到無法提升專注力。因此，學校

安裝走廊水霧噴灑降溫系統，配合吸排風扇將受到水霧降溫的走廊空氣

吸到教室內。 

教師透過本課程設計引導學生透過科學實驗探究歷程，來了解當前

走廊水霧噴灑系統運作效果之外，也希望能集思廣益、想方設法在水霧

噴灑降溫系統之外，利用資源回收材料製作降溫裝置(綠裝置)，讓教室

內降溫的效率提升。本科學實驗探究歷程在初步引導學生思考後，整理

出幾項科學原理如下： 

一、熱傳導：走廊水霧噴灑降溫系統、水簾扇、水冷扇、水冷氣 DIY

等，都是藉由產出水滴或水珠，到達身體附近或附著在身上，藉由

熱傳導將身體上的熱擴散出去。 

二、熱對流：教室打開上方氣窗以及開啟吸排風扇，都是促進教室空氣

對流以達到降溫目的。主要原理是將教室上方的熱空氣帶出教室，

並且讓下方的室外冷空氣進到教室裡，以促進教室空氣對流(熱空氣

上升、冷空氣下降)達到降溫目的。 

三、熱輻射：教室設置百葉板以阻隔日光直曬，並裝設銀光窗簾以反射

日光，都可以阻絕日光因輻射熱造成教室升溫，搭配上述兩項原理

就可以讓教室降溫。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表現) 

一、教學準備與引起動機 

(一)教師準備： 

1.走廊水霧噴灑降溫系統 1 組。    2.吸排風扇 4組。 

3.電腦 1部。                    4.單槍 1臺。 

5.電子白板 1座。                6.小白板 5片。 

7.白板筆 5 支。                  8.溫度計 30 支。 

(二)學生準備： 

1.科學實驗相關材料(以資源回收的材料為主)1 套 

2.小組發表用的海報 5 張 

 

 

 

 

 

 

 

 

 

 

 

 

 

 

 

 

 

 



(三)引起動機 

1.教師帶領學生複習六上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第 54、55 頁的科學

閱讀：自然涼的綠建築，提到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就是一棟

綠建築圖書館(王美芬主編，民 110)。 

2.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綠建築有哪些做法值得參考，可以達到「調節

室內氣溫」的目的？ 

3.學生根據文章內容回答：參考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可以設置

太陽能板(發電可以供應館內使用)、屋頂綠化(隔絕太陽的輻射

熱)、屋頂緩坡(幫助排水)、大片玻璃窗(自然採光且對流良好，可

節約電燈、冷氣的用電)、雨水回收槽(節省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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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閱讀所得的

資訊中，提出適

合科學探究的問

題。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一) 

活動主題：走廊水霧噴灑降溫系統大體驗 

活動內容：我們也有「調節室內氣溫」的設備或器材嗎？利用溫度

計測量走廊水霧噴灑降溫系統的效果。 

活動實施： 

1.發給同學們每人一支溫度計，待在教室前的走廊測量室外溫度，

並記錄下來。然後開啟走廊水霧噴灑降溫系統之後約 5分鐘，再

測量一次，並記錄下來。 

2.回到教室之後，測量已開啟走廊水霧噴灑降溫系統的室內溫度，

並記錄下來。然後關掉之後約 5 分鐘再測量一次，並記錄下來。 

3.在所記錄的學習單上比較教室前的走廊與教室內，在開啟與關閉

走廊水霧噴灑降溫系統前後的溫度差別。 

 

活動(二) 

活動主題：DIY 冷氣大發現 

活動內容：我們可以 DIY 降溫系統嗎？別人有沒有做過？透過影片

欣賞思考降溫或散熱的原理與做法。 

活動實施： 

1.請同學觀看以下兩個影片： 

(1)《台客劇場》夏日省錢大作戰；DIY 冷氣&其它秘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3J7eooITg8)(5 分 18 秒) 

(2)《台客劇場》電風扇大改造！讓你省錢又涼爽的 DIY 銅管冷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k_enQToiY)(4 分 35 秒) 

 

 

 

 

 

 

15 

 

 

 

 

 

 

 

 

 

 

 

 

15 

 

 

 

 

 

 

 

 

 

 

能從所得的資訊

或數據，形成解

釋、發現新知、

獲知因果關係。 

 

 

 

 

 

 

 

 

 

能了解媒體的運

用方式，並從網

路媒體，察覺問

題或獲得有助於

探究的資訊。 



2.請同學思考影片內容與教室降溫的關係，並於下一節課討論。 

(第一節課結束) 

 

活動(三) 

活動主題：我是小小發明家 

活動內容：藉由資源回收的材料製作成教室降溫的設備與器材，既

環保又經濟實惠，我們可以稱為「教室降溫綠裝置」。

讓我們一起來思考如何探究來設計教室降溫綠裝置。 

活動實施： 

1.從前一節課的影片中，教師提出第一個問題給同學思考與討論：

我們可以利用哪些學過的知識概念或科學原理，讓室內達到降溫

或散熱的效果？ 

2.各小組依序發表討論結果。 

3.從前一節課的影片中，教師提出第二個問題給同學思考與討論：

在教室我們可以設計什麼樣的綠裝置，讓教室達到降溫的效果？

所需要的材料為何？此綠裝置如何操作使用？請學生將設計的綠

裝置，畫在學習單上。 

4.學生討論過程中，教師可引導學生思考以下問題： 

(1)影片中作者是運用何種學過的知識概念或科學原理？如何改良

他設計的設備或器材，提升室內降溫的效果？ 

(2)如何運用學過的知識概念或科學原理，來設計與影片作者不同

的綠裝置？ 

(3)如何從生活中資源回收的物品取得綠裝置的製作材料？ 

5.請根據自己學習單中設計的綠裝置，在小組討論之後，整合出最

適合製作成實體的設計圖，畫在小白板上。 

(第二節課結束) 

 

6.各小組依序發表綠裝置設計圖。 

7.教師引導各組學生根據綠裝置設計圖思考並討論以下問題： 

(1)在實驗過程中，其操縱變因、控制變因、應變變因之間的關係

為何？(例如：水霧量、冰塊量、擺放位置、前後溫度…等。) 

(2)在實驗紀錄中，內容必須呈現變因與數據有哪些？要觀察結果

是什麼？如何得知最後的結論？ 

8.小組依據討論內容設計「實驗紀錄表」與「綠裝置製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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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覺知人類的行

為是導致氣候變

遷的原因，以及

氣候變遷會對生

活、社會及環境

造成衝擊。 

 

 

 

能依據已知的科

學知識與概念去

理解科學事實。 

 

能依據已知的科

學知識與概念去

想像可能發生的

事情。 

 

 

 

 

 

 

能利用簡單形式

的口語、文字、

影像、繪圖表達

探究之過程。 

 

能將自己的探究

結果和他人的結

果比較對照。 

 

 

能利用簡單形式



9.教師說明實驗紀錄的準備，並蒐集資源回收的製作材料，於下次

上課時帶來。 

(第三節課結束) 

 

活動(四) 

活動主題：教室降溫大實驗 

活動內容：讓我們一起來製作綠裝置，並進行實驗了解綠裝置對於

教室降溫的效果！教師引導學生繪製實驗紀錄表，製作

綠裝置，最後進行實驗。 

活動實施： 

1.教師引導學生將蒐集來的資源回收材料，依據各組的設計圖製作

出讓教室降溫的綠裝置。 

2.利用海報依據各項變因繪製實驗紀錄表。 

(第四節課結束) 

 

3.在各組綠裝置的周邊放置數個溫度計，於當日約下午 1時，測量

「實驗前室內溫度」，並記錄下來。然後，架設綠裝置進行降溫

實驗。實驗 30 分鐘之後(大約下午 1時 30 分)測量「實驗後室內

溫度」並記錄下來。 

4.連續進行三天，每位同學紀錄實驗前與實驗後的溫度數據，並且

記錄在學習單上。 

5.小組統整每個組員的數據算出平均值，整理之後寫在海報上。 

6.各小組依序發表實驗結果。 

7.最後繳交實驗紀錄表海報與學習單，教師檢視學生學習成果。 

(第五節結束) 

5 

 

 

 

 

 

 

 

 

 

4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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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語、文字、

影像、繪圖表達

探究之過程。 

 

 

 

 

 

 

 

透過探索科學合

作學習培養同儕

溝通表達、團隊

合作及和諧相處

的能力。 

能將自己的探究

結果和他人的結

果比較對照，並

檢查相近探究是

否有相近結果。 

 

 

能利用簡單形式

的口語、文字、

影像、繪圖表達

探究之過程。 

三、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一)教師在教學前搜尋 google 網路資料與 youtube 影片時，發現

在網路上已經有許多室內降溫的發明著實讓人驚艷，也藉此由

教師帶領同學，並且透過教學啟發同學的創意，期待學生有朝

一日也能在「綠色建築」相關議題上能有更多的創意出現！ 

(二)課程進行最後時序若非夏季，教師引導學生將創意發想與設計

思考進入實作綠裝置階段，規畫來年夏季進入實驗階段，挑選

一天最熱的時段(例如下午 1時至 1時 30 分)連續進行三天，

  



將結果填入學習單的「教室降溫大實驗」表格，讓綠裝置發揮

最大作用。 

四、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一)同學們參與課程過程，對於校園裝設的走廊水霧噴灑降溫系統

的效果，從好奇、存疑到實驗結果，逐漸對學校降溫設備更加

了解。最後教師引導學生利用資源回收的材料來設計設備或是

器材等綠裝置，以達到教室降溫的效果，整體過程同學參與度

相當熱烈，學習表現也超乎教師的預期。 

(二)教室降溫課程與學校的校訂生態課程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教師

除了能彈性活用於生態課程，也能參考自然科學領域課程內容

作調整。未來更能朝向整合環境教育議題規畫課程，相信可以

帶給同學更多的收穫。 

(三)「用綠裝置降溫臺北室」教學活動能給學生相當程度的啟發，

進而引導學生思考未來新建的校舍必須要具備「融入周圍自然

環境」、「使用環保建材」、「減少日曬衝擊」、「加入採光與通風

設計」、「結合綠能發電與雨水回收系統」、「種植綠色植栽」等

綠建築的特色，面對未來全球暖化衝擊與節能減碳推行，相信

可以讓永續校園夢想實現！ 

  

 

 

 

 

 

 

 

 

 

 

 

 

 

 

 

 



附件 

用綠裝置降溫臺北室學習單 
班級：_____年_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號 

一、走廊水霧噴灑降溫系統大體驗 

氣溫(°C) 教室前走廊 教室內 

關閉 ______°C ______°C 

開啟 ______°C ______°C 

溫差 上升 下降______°C 上升 下降______°C 

我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我是小小發明家 
請將你發明的設備或器材設計圖畫下來： 

 

 

 

 

 

 

 

 

 

 

 

 

設計圖中所運用的科學原理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教室降溫大實驗 
氣溫(°C)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實驗前 13:00 ______°C ______°C ______°C 

實驗後 13:30 ______°C ______°C ______°C 

溫差 上升 下降 
______°C 

上升 下降 
______°C 

上升 下降 
______°C 

實驗大發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