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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煇志校長與宜蘭的有
「電」校園

用創意圓夢
▲ 宜蘭縣三星國中地處偏鄉，卻是宜蘭縣能源環境教育
推展的績優學校。

文、圖／王新偉

他是一位校長，宜蘭三星國中的校長

張煇志。

見到他的時候，他正風塵僕僕地從縣

府趕回來，他請一位輔導處的老師先陪我

看看校園，他要趕著回校長室繳交一份報

告。再見到他的時候，已經回到校長室，

他正輔導一群孩子做功課。

「張校長，你也輔導學生的課業？」，

我很驚訝的問。

「我是校長，但我也是一名老師

啊！」，張校長馬上糾正我。

那些學生則抬頭看著我，他們的眼神

裡流露著率真，似乎在回答我：「校長陪

我們做功課，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讓我驚訝的還不只是眼前看到的這一

幕：校長室裡的一張大圓桌，七八個學生

圍坐在一起，校長正是他們的課輔老師。

我再環視整個校長室，牆上沒有社會賢達

贈送的字畫，滿屋子的獎盃、球棒、科普

教具⋯⋯，我打趣道：「校長室好像校史

館。」，張校長笑笑說：學校教室空間有限，

校長室比較大，剛好可以用來存放這些東

西。

 壞掉的球棒經過切割變成棒球的底座。▲



▲ 三星國中將棒球隊打壞的球棒變廢為寶，製作成各種實用的
工藝品。

▲ 你能相信，這些精美的小擺件都是壞掉的球棒做的嗎？

▲ 學校將廢棄的腳踏車輪胎，澆灌上水泥，再將溪邊撿來
的石頭拼貼成卡通圖案，等到水泥硬化，一個腳踏車輪

胎就變成一個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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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腐朽為神奇

我隨手從一個大桶子裡拿出一支球

棒，「咦，怎麼是壞的？」，再一看，整

桶都是打壞的木質球棒，我更加疑惑了。

張校長說：學校的棒球隊是宜蘭縣國中校

隊的強棒，所以同學們訓練比賽常常打壞

球棒，以前打壞的球棒都是進垃圾場，後

來有一次，學校的一位工友嫻熟木作，隨

手把學校丟棄的壞球棒切割打磨，竟然變

成一件精緻的木質擺件。於是乎，學校便

新闢了一間木工教室，從此學校棒球隊打

壞的球棒都有了一個好歸宿，變廢為寶；

不僅如此，連鄰近學校的壞球棒也回收，

學校於是開設生活科技的木作課程，讓學

生自己動手來改造這些壞球棒。「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學校申請經費添

置了幾台專業的木工機具，從此學校壞掉

的課桌椅也能自己動手修繕，不再花大錢

請廠商來修理。如今，修補課桌椅也變成

三星國中的一門課程，同學們邊觀摩邊試

著做，愛物惜物的觀念就這樣潛移默化的

被同學們認同接受，由於多了參與感，自

然在使用上就多了幾分愛惜。

這時，有老師拿來用壞球棒經過「改

造」變身的小擺件，由於球棒上細下粗，

只要稍加切割稍打磨就能變成棒球或其他

球具的底座。老師說，用它來做獎盃也可

以，依據所需的尺寸做切割，絕對獨一無

二。除了可以做球的底座，球棒的握柄則

可以變成印章，我拿起一顆用球棒握柄製

成的印章，很有份量，光滑的握柄也很有

手感，而鮮紅的印面搭配掉漆的木質帶著

古樸的意趣。更精緻的則是用球棒做成原

子筆的筆身，木質的筆桿光亮高雅，乍看

起來一點都不輸世界名筆。還有，筆架、

陀螺等，當學校的壞球棒通過創意變成一

件件精美的工藝品，這本身就是一項很環

保的好點子，說不定這些文創商品還能為

學校帶來其他意想不到的附加價值呢。

除了壞掉的球棒，校長室內還擺放了

很多腳踏車輪胎，一看也是壞掉的，張校

長說：學校有單車練習的體育課，老師也

會帶領學生從學校騎到幾公里外的蘭陽發

電廠做田野調查。但報廢的腳踏車輪胎沒

有人願意回收，有老師就靈機一動，利用

腳踏車輪胎不容易腐蝕分解的特性，在中

間澆灌上水泥，再將溪邊撿來的石頭拼貼

成卡通圖案，等到水泥硬化，一個腳踏車

輪胎就變成了一個踏石，鋪在校園草地上

當作步道，既美觀又耐用，而且還是可搬

動的步道，對於當地多雨的氣候來說，再

實用不過了。剛剛在校園裡看到的幾塊輪

胎踏石，就是學校先行的實驗，這樣不但

比請工匠做水泥步道省錢，而且廢舊輪胎

物盡其用，真正環保又不破壞校園的生態

環境呢。

閱歷豐富的有電校長

所見所聞，眼前的這位張煇志校長果

然與眾不同，難怪有媒體給他和他的學校

團隊的評價是「最有『電』的學校」。而

張校長的自我期許則是「逐步落實宜蘭縣

▲ 腳踏車輪胎踏石，鋪在校園草地上當作步道，既美觀又
耐用，而且是可搬動的步道，對於當地多雨的氣候來

說，再實用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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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行動方案草案，完整規劃了宜蘭縣

的環境教育如何承上啟下，並主導完成宜

蘭縣噶瑪蘭環境教育系統觀－宜蘭縣環境

教育行動方案草案。進而推動成立了宜蘭

縣政府第一座環境教育中心－武荖坑環境

教育中心，並通過教育部環境教育場所認

證，之後更成為宜蘭縣各環境教育場所之

課程及認證輔導中心。除此之外，張校長

勇於任事，陸續規劃成立了宜蘭縣防災教

育輔導團、規劃完成宜蘭縣低碳護照（完

整記錄縣民及學生的綠色學習及消費行

為，後來延伸為宜蘭綠卡）、舉辦了宜蘭

縣第一屆環保知識擂台賽、規劃了宜蘭縣

低碳城市的教育方案與具體內容。

正式擔任校長後，張校長更發揮所長，

在初任蘇澳國中校長期間，就積極將蘇澳

國中建置成為宜蘭縣第一個環境教育示範

校園，以一個學校的規模，規劃了環境教

育的各大面向具體永續作法，包括 1、打

造全台最有「電」的學校：在校園內規畫

太陽能追日系統、微型水力發電、風力發

電、全面太陽能屋頂及再生能源實作教室

之建置，將實際發出的電提供給一整棟行

政大樓完整照明用電，自行開發的電力堪

稱全國之冠；2、用再生觀念循環各項資源：

在校園內規劃全校雨水回收系統，將老舊

大樓改成樂齡中心造福全鎮長者；3、全民

防災軟硬一起來：在校園內推動永續校園、

規劃全校防災水路、到蘇澳鎮每個社區推

動防災及成為宜蘭縣防災教育維生系統示

範學校。

難怪我在學校網頁上看到對張校長的

環境教育系統觀，用創意幫別人圓夢。」。

張校長說他是土生土長的宜蘭子弟，所以

他從任教到擔任校長，都沒有離開過宜蘭

這片土地，從前任的蘇澳國中校長，到現

在的三星國中校長，因專長與成長經歷，

環境教育成了他的使命和興趣，能為家鄉

打造最有生命力的環境教育藍圖，將校務

規畫做到永續再生，並逐步將它完成且分

享，是他嚮往的人生志業。

跟張校長一聊，才知道他對環境教育

的投入著墨甚深，民國 94年他在宜蘭縣頭

城國中擔任學務主任、教務主任期間，就

相當積極參與並推動環境教育工作，更因

此獲得全國環保有功學校考評全國第二的

成績。期間以專業協助學生參與各項發明

展、科展、能源科技實作競賽及專題探究

活動，並因此獲得各項佳績。

民國 100 年，張校長借調宜蘭縣府教

育處，擔任全縣環境教育承辦人，在環境

教育領域可謂如魚得水。任職期間除規劃

全縣中小學環境教育相關計畫外，更欣逢

環境教育法通過，因此授命撰寫宜蘭縣環

▲ 三星國中的同學們正在製作水力能源動力車。

▲ 張校長帶領的學校團隊，結合蘭陽水力發電廠共同研發安農溪微型水力發電研究教學機組，發電併入台電電網供全臺用
電，成為全國第一。

▲ 張校長結合業者在蘇澳國中校園操場設置的太陽能追
日系統，可隨日照時間調整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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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有很多頭銜，如環保署臺美生態學

校東區總輔導校長、宜蘭縣環境教育輔導

團永續發展組組長、宜蘭縣防災教育輔導

團輔導訪視組校長及能源科技教育全縣推

動主持人等。由於張校長和學校團隊的積

極努力，他在擔任蘇澳國中校長 6年間，

學校分別獲得國家永續發展獎、國家環境

教育獎、經濟部能源教育績優學校、教育

部能源標竿學校、農委會水土保持酷學校

等環境教育相關榮譽獎項。

從蘇澳國中到三星品牌

民國 107年，張校長轉任宜蘭縣三星

國中校長，他接續蘇澳國中的辦學理念，

開始思考如何讓自己的經驗和活力，協助

這所學校有吸引更多學生就讀的魅力。由

於三星鄉的位置已靠近宜蘭的山地部落，

很多原鄉學生會選擇來三星國中就讀，所

以三星國中的原住民學生比例是全縣最高

的，站在偏鄉幫助偏鄉，就成了張校長新

的使命。於是他開始從學校、教師、學生

及社區連結四個面向，開發具有讓人眼睛

一亮的教育巧思。如開創「三星製造」品

牌，協助所有人思考資源再生，學校成立

自造教育中心，運用各項廢材加上創意，

讓所有親師生進行創造實作，累積一份又

一份讓人喜歡的成就感，打壞的球棒變身

精美的工藝品便是成功的案例。另外，利

用學校地緣優勢，組成青少年國際志工團，

給予成長教學課程，讓學生不但自己圓夢，

也幫助別人圓夢，張校長親自帶領全縣青

少年志工進行一校又一校的偏鄉服務，將

創客 (Maker)再生交給喜歡的每一個孩子。

由於三星鄉有全臺知名的蘭陽水力發電

廠，於是張校長帶領學校的能源教育團隊，

做出別人還在想像的東西，結合蘭陽水力

發電廠共同研發三星鄉安農溪微型水力發

電研究教學機組，並將這台機組發的電併

入臺電電網，供全臺用電，成為全國第一。

張校長說，他的出發點就是以生命教

育及環境教育為教學宗旨，運用創意，讓

環境加值。他利用擔任全縣中心學校（生

命教育、能源教育、生態學校、永續校園、

108 新課綱）召集人的身分，積極推動在

全縣其他學校也能因地制宜建置環境探索

及再生自造兩大示範學習園區，讓全縣的

親師生都能因此受益，張校長也因此獲得

天下雜誌「未來教育臺灣 100」的殊榮。

張校長說他從事環境教育已逾 10年，

他的骨子裡應該就是一個環保鬥士，只是

借用一個身分教導學生。而他會身體力行，

用心去感染校園中及身邊的每一個人，用

心陪伴每一個孩子圓夢，為他們搭設舞台，

綻放年輕的生命力。

▲ 張煇志校長獲得的個人榮譽。

▲ 三星國中校園環境十分清幽。

▲ 校園水力發電機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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