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行「可持續發展」教育之學校示例

學校：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負責老師 :    張偉菁校長、莫培渭老師

計劃/課程名稱  運用再生能源進行有機堆肥計劃

對象   進行有機耕種的田園或機構，採用有機堆肥的農場或學校

進行時間   2006年1月30日至2006年12月30日，並會持續性地觀察此研究計劃的成效

參與學科   環境教育、生命教育、科技教育

合作夥伴   香港大學再生能源中心提供技術支援

計劃背景

計劃推行方式

計劃程序

本校自2003年開始，榮獲由香港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頒發的綠色學校獎，在有機耕種
上更榮獲多項獎項。在2005年度的「第二十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本校更
以「校內的有機堆肥種植活動」計劃榮獲全國科技實踐活動十佳。因是次科技創新大賽
不設冠亞季軍，最優秀的實踐活動計劃只設十佳，證明此計劃獲國家及香港社會的認同
和讚賞。

在有機耕種的過程中，有機堆肥佔著不可缺少的部份。本校在有機耕種及有機堆肥方面
已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在有機堆肥方面，已使用由電力推動的有機堆肥機達三年多;在
運用再生能源的層面上，還沒有應用的經驗。為了實踐環保理念，及研究再生能源如何
能有效地與有機堆肥相互結合，將來大量應用在有機耕種的能源發展上，達致持續發展
的目標，因此，本校向中電再生能源基金成功申請2005-2006年度撥款，進行可持續發
展再生能源的研究計劃。

香港社會一般著重天然的有機堆肥計劃，但在日本及西方國家的有機堆肥計劃中，運用
有機堆肥機進行有機耕種，已開展了一段頗長的時間。如本計劃能證明運用再生能源能
減低有機耕種的營運成本，相信定為環保界人士欣賞，並能帶出嶄新的有機堆肥概念。
雖然購置環保有機堆肥機需要資金支持，但此類機械堆肥機不受任何天氣影響，可在全
天候的環境下操作，有機耕種便可安然進行。

在再生能源配套的設施支援下，為有機堆肥計劃邁出更環保的一步;為未來人類的耕種
模式，提供更多的選擇給愛好綠色的人士，有望降低有機耕種的成本，更可作持續性的
發展。

本校徵詢了香港大學再生能源中心的專業意見，開發再生能源應用在有機堆肥的持續發
展計劃上。本計劃由本校的環境建設組負責，由香港大學再生能源中心執行及落實及建
設具體部份。

本校的環境建設組內的能源監察小組，將監察節能方面的成效，比較電力裝置的用電量
及再生能源的差值，從而研究再生能源在有機堆肥中所作持續性的環保貢獻。校內綠色
小團體(環保小組)及小農夫組的同學將負責有機堆肥部份，在本校的農圃內種植有機農
作物，經計算成本效益後，分析此計劃的成效。

‧擬定計劃
‧設計及安裝再生能源裝置　
‧再生能源配套裝置完成
‧運用再生能源生產的有機堆肥進行有機耕種試驗
‧檢討此計劃的成效，在持續發展方面，研究再生能源應用在有機耕種上的可行性。

計劃成果

進行計劃時所遇到的困難

計劃成功之處及
可改善的地方

學生反應

其他資料

‧本校為此計劃的成果作出詳細報告，計算用電量的差異，並檢討有關計劃的成效，如運用有
   機堆肥機及天然有機堆肥的利弊，在常識的課程中，使學生從實踐中明白再生能源為人類的
   未來，提供持續發展的理念。

‧透過再生能源推動的有機堆肥而種植出來的各種農作物，將用作慈善拍賣用途，幫助有需要
   的慈善團體，發揚樂於助人的愛心，使同學從生命教育中認識正確的價值取向。

在籌募建設及研究經費時，幸獲中電創新能源基金撥款港幣九萬多元，才能開展此項研究計劃。在
再生能源的技術層面上，需要香港大學再生能源中心的支援。他們除了提供專業技術外，更在再生
能源的設備上提供寶貴的意見。在校內人力資源的調配方面，有效的團隊(環境建設組)能發揮各自
的職能:如管理、維修、耕種、堆肥等工作，使這項計劃能順利開展。

本校師生及家長對環保的理念非常認同，除了在正規的課程中加入環保教育的課題外，更在非正規
的課程中加入大量的環保原素，如:廢物循環再用、再造紙、綠色午膳等。推行此項計劃後，使學
生更能體會環保理念是可持續發展的，明白再生能源為地球生態帶來良好的效應，有機種植對人類
未來的重要，並鼓勵學生多進食綠色食物，對我們的身體健康也有益處。

學生在此計劃未開展前，對「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流於認知層面。推行這計劃後，在可持續發展
再生能源的研究上，透過參與及觀察，討論及分享，使學生更具體地明白「可持續發展」對人類未
來的重要性。學生以前在書本或媒體學到的知識，現今在校園裏可親身體驗，並從有機耕種和堆肥
的過程中滲入「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目的，帶出環保教育、生命教育及科技教育的實踐環境，達致
預期的教育效果。

在香港學校推行「可持續發展」教育網上教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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