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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受委託為 2023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技術顧問，

為 21 間幼兒學校、19 間小學及 19 間中學進行共 59 次評審。評審員分別於 2024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親自到學校進行評審。 

 

每場評審歷時約一小時，於學校校園進行。評審內容根據「2023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學校界別）自我評核問卷（幼兒學校）」及「2023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

自我評核問卷（小學及中學）」中的評審準則制定。 

 

此報告旨在和學界分享 2023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參與學校的整體表現。

同時，藉一些精選案例及建議，一方面鼓勵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參與學校可更進一步，

另一方面亦邀請其他非參與學校在參考此報告中的分享後，展開他們的綠色學校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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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兒學校附屬界別 

 

甲/ 概況 

世界自然基金會派出評審員於 2024 年 5 月 29 日至 7 月 16 日期間透過到校評審檢視

了 21 間幼兒學校的環保表現。 

 

i. 環保領導 

近乎所有參與評審的學校已制定或遵循辦學團體之環保政策及指引，並透過各類媒體

（如：通告、學校通訊、網頁、學校手機應用程式等）讓不同持份者得悉其環保政策

和指引，及最少每年檢視一次並作出修訂。 

 

絕大多數參賽學校已成立環保小組，專責環境管理及教育工作。環保小組主要由教師

和非教學職員組成及由校長督導，並獲得學校管理層的支持。 

 

近乎所有參賽學校已在課程計劃中融入環境教育及 / 或可持續發展議題及活動。同時，

不少學校為教師及非教學職員安排以環境議題為主題的培訓，包括由辦學團體、政府、

外間機構、大專院校及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舉辦的簡介會、工作坊及參觀

活動。然而，參加者局限於一至兩位環保小組的核心成員。 

 

就到校評審所見，只有少數參賽學校有簽署由政府或專業機構發出的可持續發展／環

保相關的最新約章（如：節能約章、惜食約章等），以展示學校對環保的承諾。 

 

多於一半的參賽學校將「可持續發展教育」及 / 或「環境教育」納入學校周年或多年

發展計劃，並列為學校的關注事項。然而，此方面的表現略較中、小學遜色。編制周

年環保 / 可持續發展報告方面，雖然大部分參賽學校於學校周年報告中列出了已舉辦

的環保活動，但較少參賽學校能統整全面的紀錄，以報告學校在環境教育及不同環境

管理範疇的表現和跟進行動。 

 

ii. 環保計劃與表現  

 

資源使用及管理 

所有參賽學校均有制定節能減碳、節約用水及減少廢物的指引，並安裝了節約資源裝

置及廢物管理設施，如具備一級能源標籤的電器、感應燈、各類回收箱等。唯只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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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一參賽學校安裝了可再生能源設施／裝置；部分表示因幼兒學校校舍環境和空間

所限，未能安裝較大型的可再生能源系統。另外，大部分參賽學校亦有制定綠色採購

及 / 或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指引，並採用環保產品。 

 

大部分參賽學校透過記錄及比較用電量及用水量，定期檢視校園的環保表現，當中約

三分一參賽學校完成了碳審計。 

 

在推行建立環保習慣的計劃或獎勵方面，大部分學校積極推行有關減少廢物、節約用

水、珍惜食物的計劃，唯只有約半數的參賽學校有推行以節約能源為主題的計劃或獎

勵。 

 

幼兒學校附屬界別於廢物管理方面表現出色，所有參賽學校均安裝了廢物管理設施，

收集不同種類的可回收物，亦向教職員、學生及家長分享最新的減廢及回收措施。這

些工作與 2022/23 學年期間，政府推廣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宣傳有關。 

 

在可持續膳食方面，近乎所有參賽學校已實行措施鼓勵使用可重用餐具或容器，例如

要求學生及教職員自備水樽，及為學生、教職員提供可重用餐具。而近乎所有會為學

生提供午膳及茶點的參賽學校亦實行了減少廚餘產生的措施，例如根據學生個別需要

準備及分發所需份量的食物。同時，大部分參賽學校亦有實行減少廚餘棄置的措施，

例如設置廚餘機收集廚餘，並轉化為有機肥料用作校園種植。 

 

約三分二參賽學校會定期進行監察和評估環境管理表現，並向持份者公布評估結果及

採取跟進行動。 

 

校園環境 

幼兒學校附屬界別在校園綠化方面表現良好。校舍空間較充裕的參賽學校會設置花園

或種植盆，及水耕或魚菜共生系統；而空間較有限的參賽學校則會在課室、洗手間等

角落放置盆栽。大部分參賽學校參與了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綠化校園資助計

劃」，協助綠化校園環境，亦參與了「一人一花」計劃並設計校本延伸活動，讓幼兒

學習照料植物。 

 

評審員未有在任何參賽學校發現顯著的噪音污染或室內空氣質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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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所有參賽學校均在教學計劃中融入環境議題或活動，例如以環境主題繪本進行講故事

活動，及利用環保物料創作藝術作品。參賽學校亦邀請了外間機構到校進行環境教育

活動，如帶領遊戲、表演話劇、示範有機耕作等。因應疫情後社會復常，參賽學校已

大幅度恢復戶外學習活動，包括在學校花圃或鄰近社區公園進行探索，以至到訪自然

環境。 

 

參賽學校普遍於教師會議中根據學生的單元評估結果和教師的觀察結果檢討環境教育

成效。約七成參賽學校有就學生的整體環境素養進行評估，但只有約兩成半參賽學校

有為教師的整體環境素養進行評估。 

 

近乎所有參賽學校會定期透過校園環保角、學校網站、社交平台或手機應用程式向學

校成員及其家人發布環保資訊。 

 

iii. 夥伴協力合作 

所有參賽學校均舉辦了至少一場親子活動，例如繪畫、標語創作及舊衣時裝設計比賽，

將環保推廣至全校或指定級別的學生家長和家庭。就幼兒學校附屬界別而言，六成多

參賽學校的家長教師會（PTA）或家長組織有進行環保活動，當中以協助校內的回收

及種植工作為主。 

 

大多數參賽學校未有與其他學校或外間機構合作籌辦環保活動，亦未有於校內或校外

舉辦社區環保活動讓公眾人士參與。 

 

在服務及產品供應商方面，大部分參賽學校會對供應商或承辦商提出環保要求（如：

要求校車司機停車熄匙、要求午膳供應商使用可重用器皿），但幼兒學校普遍較少會

在採購或招標文件中列明綠色採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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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精選案例 

 

1. 推行校本設計的環境教育繪本及教材套，加深學生對善用天然資源與環保生活的了

解。 

2. 透過節能用電大比拼、減廢龍虎榜、惜食好寶寶等計劃及獎勵推廣節約資源。 

3. 除了由班主任在完成校本環境教育課程後為幼兒進行評估，同時設有學生自評問卷、

家長問卷及教職員問卷，以檢視各持份者的整體環境素養。 

4. 辦學團體的內聯網設有物品捐贈資料庫，供學校認領合用的物資及傢俱，以善用資

源代替購買。  

5. 邀請幼教同工於校園開放日到校交流環保課程及設施，或到訪環保表現卓越的幼稚

園進行交流。 

6. 與同區小學合辦以環保為主題的攤位遊戲，並邀請當區居民一同參與。 

7. 要求午膳供應商採用多菜少肉及可持續餐單，並以可重用的保溫壺及不銹鋼盤分別

盛載餐湯和主食。 

8. 各級學生輪流擔任各類型的環保大使，提醒其他同學帶備手帕、將環保物料放置於

適當的回收箱、離開課室時需關燈、利用環保紙代替全新畫紙作畫等。 

 

丙/ 給幼兒學校的建議 

1. 將「可持續發展教育」及 / 或「環境教育」納入學校周年或多年發展計劃，並列為

學校的關注事項，而非僅僅列出個別環保活動。 

2. 支援教師及非教學職員定期參與外間有關環境教育的培訓，學習環境保育議題的最

新資訊，如海洋垃圾、塑膠污染、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及可持續消費等。學校可

籌辦以可持續發展／碳中和為主題的教師發展日或於當日安排相關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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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裝小型可再生能源裝置作示範及教育用途，如：太陽能燈。 

4. 進行碳審計，並加強推行以節約能源為主題的計劃或獎勵。 

5. 為學生提供更多種植以外的戶外活動或為家庭提供戶外活動建議（如到訪市區公園

或郊野公園、公眾泳灘等戶外環境），讓他們能親身體驗大自然。 

6. 讓學生輪流擔任大使，協助推行環保計劃，並鼓勵其他同學一同實踐環保習慣，例

如在離開課室時關燈、提醒同學自備手帕及珍惜食物等。甚至可以更進一步，培訓

學生大使向公眾推廣環保理念。 

7. 定期點算老師自製的教材及外界機構的環境教育資源，並整合目錄，以便學校成員

查閱。 

8. 在學校日常運作和教育中優先推廣「減少使用」及「源頭減廢」，代替「循環再

用」。 

9. 整合全個學年的環境教育活動紀錄並列出所有活動詳情及推行成果，以便檢視環境

教育成效及作進一步改善。 

10. 定期（至少每年一次）評估學生及教師整體的環境素養，並涵蓋知識、態度和行為

層面。 

11. 鼓勵家長教師會或相類的家長組織籌辦與環境及／或可持續生活相關主題的活動，

例如教導家長利用回收毛線鉤織飾物、利用廚餘紮染舊衣等。 

12. 與其他學校和外間機構互相分享經驗和合辦聯校及社區環保活動。 

13. 通過採納「全校參與模式」，實踐可持續發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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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學及中學附屬界別 

 

甲/ 概況 

世界自然基金會代表於 2024 年 5 月 27 日至 7 月 19 日期間透過到校評審檢視了 19 間

小學及 19 間中學的表現。 

 

i. 環保領導 

所有參賽學校均成立了環保小組，當中具備良好組織架構的小組由不同教職員組成，

分別負責環境管理、環境教育、學生聯繫和家長聯繫工作。近乎所有參賽學校已制定

環保政策或指引，最少每年公布及檢討一次，並在過程中讓不同學校成員參與。大多

數參賽學校的管理層、校長及 / 或副校長積極參與及推動環保方針和政策，並透過分

配資源及預算提升校內的環保設施和推行相關活動，以支持學校的環保／可持續發展

方向。 

 

與幼兒學校附屬界別的情況類似，較少參賽小學及中學簽署了由政府或專業機構發出

的可持續發展／環保相關的最新約章，以證明學校對環保的承諾。同時，只有少於一

半的參賽學校會編制周年環保 / 可持續發展報告，以紀錄環境管理及環境教育的表現。 

 

課程計劃方面，近乎所有參與評審的學校均已將環境教育納入學校課程計劃之中，主

要由教師制定計劃。參賽學校對教職員培訓的重視程度較往年顯著提升，超過七成的

參賽學校已為教師和非教學職員安排至少一場可持續發展／環境相關議題的培訓。 

 

ii. 環保計劃與表現 

 

資源使用及管理 

幾乎所有參賽學校都制定了節能減碳及減少廢物的指引，並廣泛採用節能裝置及廢物

管理設施，以配合相關措施的實行。由於小學及中學的校園空間普遍較幼兒學校更為

充裕，因此設置太陽能板等大型可再生能源設備相對而言較為可行。為了推動可持續

生活模式，參賽學校大多透過舉辦比賽、活動日及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及教職員實踐節

約資源的習慣（如：班際節能比賽、無廚餘日等）。然而，相對較少參賽學校制定了

節約用水的指引，且較少參賽學校會重用中水或推行以節約用水為題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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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學校午膳供應復常，大部分參賽學校會提供多菜少肉、素食等可持續餐單，並

實行措施鼓勵師生使用可重用餐具或容器。近七成參賽學校亦有實行減少廚餘產生或

棄置的措施，例如要求午膳供應商因應不同年級的需要提供相應份量的飯盒、使用廚

餘機及由飯商進行廚餘回收等。然而，不足一半參賽學校有推行計劃或提供獎勵鼓勵

師生養成珍惜食物的習慣，略較幼兒附屬界別遜色。 

 

大部分參賽學校已採用具備森林管理委員會（FSC） 或森林驗證認可計劃（PEFC） 認

證的紙張、補充裝的文具、可生物降解的清潔劑等環保／可持續生物產品。當中不少

參賽學校會進一步參考環境保護署、辦學團體或非政府機構的建議，制定了綠色採購

及／或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指引。 

 

約三分二參賽學校會定期監察和評估學校的環保表現，並向持份者公布評估結果及採

取跟進行動。大部份參賽學校有密切監察用電量及用水量，唯只有少數參賽學校進行

了碳審計。部分參賽學校配備了實時監測系統，協助監察及向學校成員展示校園資源

消耗情況。 

 

校園環境 

中小學附屬界別在校園綠化方面表現良好，校園綠化空間包括有機農田、水耕溫室、

蝴蝶園、魚菜共生系統等。參賽學校亦會善用綠化空間安排學生在課堂或課外活動期

間協助打理植物，並為師生及家長安排種植或教學活動。 

 

評審員未有在任何參賽學校發現明顯的噪音污染或室內空氣質素問題。 

 

環境教育 

近乎所有參賽學校積極透過核心及選修科目的課堂教學或全方位學習活動將環境教育

融入學校課程中。活動例子包括跨學科專題研習、全方位學習周、戶外參觀和海外考

察等，旨在提高學生對最新環境議題的認識。 

 

不少參賽學校將環境教育融入其他學與教活動，例如結合 STEAM 教育推動科學探究；

結合正向教育，在自然或綠化環境中進行靜觀活動；結合生命教育推行園藝治療等。

同時，所有參賽學校均推行不同程度的環保大使計劃，為學生領袖提供學習機會增進

環境知識，及培訓他們宣傳可持續發展的技能。然而，少量參賽學校未有為學生安排

戶外環境教育活動，情況有待改善。 



2023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學校界別） 學校整體表現報告 

 

9 

中、小學於環境教育評估方面表現稍遜。少於一半參賽學校有就個別環境教育活動和

方案進行評估，以檢討其成效；亦不足三成參賽學校會定期評估學生和教師的整體環

境素養，可見質性和量性評估均有待加強。 

 

在資訊傳遞方面，近乎所有參賽學校有定期向學校成員分享環保資訊。除了使用傳統

渠道如學校網站和通告外，參賽學校亦利用雲端儲存平台、社交平台和手機應用程式

向學校成員發布最新環境資訊。 

 

iii. 夥伴協力合作 

大部分參賽學校均有舉辦至少一場環保家長活動，例如升級再造或種植工作坊，將環

保推廣至學生家長和家庭。當中約六成參賽學校的家長教師會（PTA）或家長組織有

進行環保活動，例如收集和分發二手校服或課本以推動減廢。 

 

在學校網絡方面，只有少數參賽學校曾與其他學校合作籌辦環保活動，部分參賽學校

代表會以協導員身份與其他學校就環境管理及教育分享議題。在推行社區活動方面，

約四成多參賽學校於校內舉辦開放日或環保工作坊等活動讓公衆人士參與，唯大部分

參賽學校未有舉辦校外社區環保活動或與外間機構合辦活動。 

 

在服務及產品供應商方面，約六成參賽學校會對供應商或承辦商提出環保要求（如：

要求午膳供應商使用可重用器皿及供應素食選項），並於採購或招標文件中列明綠色

採購要求。 

 

乙/ 精選案例 

 

1. 邀請學生代表和學校管理層及教職員一同參與環保小組會議，促進協作交流，容讓

所有持份者一同參與制定學校環保政策與訂立措施的過程。 

2. 利用物聯網（IoT）實時監察能源使用數據及太陽能發電量，以便檢視能源管理表

現，協助改善節能措施。 

3. 積極舉行各類減廢措施及計劃，包括於學校小賣部停售樽裝水、舉辦「走塑週」推

廣減少塑膠廢物的訊息、成立學生組織探索解決塑膠污染的創新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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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為題推行跨學科專題研習，為各級安排不同考

察及研習活動。 

5. 聯同家長義工或家長教師會籌辦低碳煮食班等親子活動，設計低碳菜式，鼓勵學生

及其家庭實踐低碳飲食。  

6. 聯乘區內幼稚園協辦環保計劃，由小學生自發推廣蠟筆回收並進行升級再造，推廣

善用資源。 

7. 透過「學與教博覽」、社區嘉年華等活動及協導員計劃與外界及其他學校分享環境

教育經驗。 

8. 申請環保及自然保育基金，推行社區廚餘回收再用計劃。 

9. 與社福機構合辦環保藝術桌遊設計活動，讓學生和復康人士一同利用回收物設計桌

遊，並分享成果。 

10. 推動午膳供應商提供多菜少肉及每日一素等可持續餐單。 

11. 與校巴公司合作轉用生物柴油或混能車，以減少碳排放。 

 

丙/ 給小學及中學的建議  

 

1. 編制周年環保 / 可持續發展報告，以記錄及審視環境管理及教育表現，並上載於校

網予校內及校外人士查閱，對外展示學校在環保方面的付出與貢獻。 

2. 邀請最少三位至五位來自不同職級及工作組別的同工參與環境管理團隊，成員宜包

括校長或副校長、課程發展主任、負責午膳、採購及校園設施管理的同工。 

3. 邀請不同學校成員（包括學生在內）就環境政策的制定、推行及檢討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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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援教師及非教學職員定期參與外間有關環境教育的培訓，學習各類最新的環境保

育議題，如海洋垃圾、塑膠污染、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及可持續消費等。學校亦

可將「可持續發展」或「碳中和」作為教師發展日的主題或安排相關的全校教職員

培訓。 

5. 保留所有水費單、電費單及固體廢物的資料記錄，以提供保育行動成效的數據實證。 

6. 除能源和廢物管理外，可關注及實施更多水資源管理措施，包括制定節約用水的指

引、重用中水或雨水，以及推行以節約用水為題的計劃或獎勵（例如班際比賽）。 

7. 要求午膳供應商使用「可重用」而非只是「可回收」的餐盒，達至真正減廢。 

8. 提升執行綠色採購指引的準確性，並定期提醒教職員維持校園內的環保氛圍。 

9. 每三至六個月就環保表現進行評估，審視各範疇之環保表現，並採取跟進措施。 

10. 訂立一個長遠（三年或以上）的環境教育計劃，確保環境教育活動及教學的連貫和

持續性。學校可考慮將環境教育融入視覺藝術、STEAM 教育、價值觀教育（如：

生命及正向教育）等跨學科範疇。 

11. 申請政府或外間機構的資助，例如「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及「優質教育基金」，設置環保設施、綠化校園環境及推行環境教育項目。  

12. 安排足夠的戶外學習活動讓學生接觸大自然，而非只到校外室內地點參觀。建議可

考慮的地點包括地質公園、米埔自然保護區、市區公園、郊野公園及公共泳灘等，

並於戶外活動中傳達環境保護及自然保育的重要性。 

13. 整合全個學年的環境教育活動紀錄並列出所有活動詳情及推行成果，以便檢視環境

教育成效及作進一步改善。 

14. 進行有系統、全面的評估，以評估學生及教師的環保意識、態度和行為，並進一步

了解學校環境教育 / 計劃的成效及學生和教師對環保概念的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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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透過活動前後問卷、活動後評估表等針對性評估環境教育活動的成效，並透過年度

總評評估師生的整體環境素養。除了透過問卷進行定期的量性評估外，學校也可以

將質性評估納入學生的學習活動中，例如在學生活動工作紙加入開放題及繪畫創作

等元素，並進行分析，以評估學生環境知識的增長和對可持續發展抽象概念的理解，

了解他們對環境保育態度的轉變，進一步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 

16. 鼓勵家長教師會或相類的家長組織籌辦以「可持續生活」為主題的活動，例如製作

咖啡渣手工梘、舉辦低碳煮食班等。 

17. 與其他學校和外間機構互相分享經驗和合辦環保活動。  

18. 舉辦環保活動邀請公眾參與，例如遊戲攤位、自製環保產品工作坊、有機種植課程

等，以推廣綠色生活，並進一步擴大學校於社區內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力。 

19. 通過採納「全校參與模式」，實踐可持續發展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