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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地少人多，人口密集，可發展區域嚴重不足，建築物唯

有向上發展，爭取更多空間。結果高度的密集發展，也成為香港不

少學校的建築及環境特色。香港不少學校都是至少有五層高，而且

校舍之間的距離不足，窒礙了學校的環境流通，也影響了附近景

觀。更何況的是，校舍的設計單一，也欠缺社區的特色。可是，香

港也有部分學校佔地面積較大，校舍建得較低矮，綠化的環境也比

較多。這與香港一般的學校，形成巨大的對比。 

香港中學生在學校課室往往要逗留上六小時，在學校更可能

會逗留更十小時。所以今天課室及學校的環境，更容易影響學生的

健康，但香港課室狹窄的環境，侷促了中學生的發展及活動。而且

空調，電腦及投映屏等課室裝備，隨著這幾年的普及化，對學生上

課及學習生活的影響變得舉足輕重。 

近年來，香港開始興建千禧校舍和學校村，建築設計及環境

共融方面甚有改進，但與這那些佔地面積較大的學校，差距還是比

較大。香港學生身體健康參差，肥胖問題漸趨嚴重，心理健康也每

況愈下。究竟香港中學生的健康問題，是否因為香港的學校環境？

本報告會進行資料搜集，問卷調查，訪問，實地考察，從各方面研

究及比較不同校舍設計及外在環境的學校，及課室設計，對學生身

心健康的不同影響，同時提出改善方法。 

一直以來，香港傳媒及大眾，對香港校舍的環境設計沒有給

予應有的重視。因此我們希望，這此報告得出的結果能對香港未來

學校環境規劃，給予重要的參考及幫助。 

 

 



香港學校環境對中學生的健康影響 

2010年 5月 28日 

2  
 

研習目的  

 探討不同環境的學校學生健康有否分別；  

 分析學生健康與學校環境的關係；及 

 提出可行的解決或改善方案。 

 

研習方法  

 透過互聯網的資料，比較香港不同學校的地理位置、建築設

計、校內及校外環境； 

 實地考察環境相差較大的學校；  

 以問卷形式，調查所選學校的各級學生的健康和心理情況，以

圖表顯示調查結果，然後分析學校環境與學生健康的關係； 

 訪問負責學校環境的老師，對學校環境的意見及改善學校環境

的措施；及 

 參考書籍及其他報告，探討及提出改善香港學校環境的措施及

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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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分類  

第一類校舍 大型校舍  
第一類校舍都有足夠空間學生活動，

而且有不少綠化區，附近的交通不算繁忙，

沒有太大的聲浪。 這類校舍有男拔萃書院、

瑪利諾修院學校、香港鄧鏡波書院、聖保祿

學校、港島民生書院、九龍華仁書院 、喇沙

書院、香港真光中學、及伊利沙伯中學等……  

 

第二類校舍 舊式校舍  
第二類校舍地積比率高，學生活動的空間少，而且校舍密集，上課時噪

音較多，空氣也不流通。 第二類校舍有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何明華會督銀

禧中學、賽馬會官立中學、陳瑞祺(喇沙)書院、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浸信

會呂明才中學、丘佐榮中學、梁式芝書院及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等……  

 
 
 

要求證學校環境與學生健

康的關係，就要先將香港

眾多的學校按環境及設計

分類。在這報告中，我們

將香港的中學分成四類。

以下的圖片都是實地考察

是拍攝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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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分類  

第三類校舍 千禧校舍  
這類千禧校舍面積較舊式學校大，校舍較高，一般都有六至八層，都加

設窗台設計。而且樓齡較新，設備更齊全，也有綠化規劃，校舍距離馬路較

遠。我們訪問的學生來自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保良局顏保齡書院、英華

書院和香港培道中學等……  

 

第四類校舍 半山校舍  
這些校舍雖然位處半山，但被高樓大廈包圍。此外山上道路較窄，交通

流通多，繁忙時段會造成交通擠塞。第四類校舍的例子有瑪利曼中學、香港華

仁書院、英皇書院、聖保羅男女中學、聖若瑟英文書院、高主教書院、張振興

伉儷書院、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及英華女學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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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  

第一次實地考察 

第一類校舍 大型校舍  
我們在三月廿一日的實地考察兩所大

型校舍。它們都有校園寬闊、綠化區和休憩

區充足的特點。 喇沙書院有大型運動場連跑

步徑、足球場。瑪利諾修院學校種植不少樹

木，空氣流通；同時校舍距離馬路有一定距

離，即使鄰近交通繁忙的窩打老道，噪音較低。 

 

 

我們一共進行三次實地考

察，考察不同類型的學校

環境和建築設計。第一次

實地考察我們到九龍塘和

南昌，第二次實地考察中

西區兩所中學，第三次實

地考察我校附近的庇理羅

士女子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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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  

第一次實地考察 

第二類校舍 舊式校舍  
同日，我們在九龍塘牛津道實地考察四所舊式校舍。它們的平面面積較

大型校舍為小，但樓宇高度卻相若，地積比率比較高。 學生活動的空間較

少。這些學校只有一至二個籃球場，同學唯有使用附近的休憩設施。此外，第

二類校舍距離馬路較近，他們在上課時在外面傳來的噪音也會較多。 附近交

通和校舍的高度密集，使學校空氣較污濁，課室的採光度較弱。 

 

第三類校舍 千禧校舍  
我們在南昌實地考察的千禧校舍處於海邊，因此海風不會被屏風效應阻

擋，空氣流通而且清新；校舍是四類中最多層數的，然而校舍之間也有充足距

離。 這些校舍附近都有大馬路，但因車流量不多，而且校園與馬路有較闊的

緩衝區，噪音問題不算嚴重。而且校園也有綠化和植樹，學生休憩地方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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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  

第二次實地考察  

第四類校舍 半山校舍  
在三月廿四日，我們到中西區實地考察兩所半山校舍的，附近有動植物

公園，但被大廈包圍，空氣不流通。 考察時正值繁忙時段，交通擠塞，而且

進行路面工程，校舍距離馬路近，噪音問題嚴重。體育、休憩和綠化設施嚴重

不足，部份籃球埸只與繁忙的行車天橋相隔數米，學生在這些地方進行劇烈運

動，空氣污染和噪音問題值得關注。  

 

第三次實地考察 

第四類校舍 半山校舍  
我們在四月廿三日考察庇理羅士女子中學。該校座籃球埸，其中一座偏遠。流

窗較高，容易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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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調查  

 我們在二月至五月間，以街頭訪問及網

上問卷的形式，訪問一百三十九名香港

各區的學生  

 我們的問卷調查包括三個部分，依次為調查受訪者就讀學校的課室環境，

學校環境及理想的校園環境  

 我們以聲浪、空調溫度空氣流動程度來衡量課室環境；學校環境則以綠化

區和休憩區的數量來衡量  

 我校的調查結果與四類校舍的分開，從而推論我校屬於的校舍類別，同時

避免其他數據被影響  

學生健康情況  

在問卷中，我們調查受訪者過往六個月患上呼吸道疾病的次數，發現大型學校

和千禧學校學生健康較佳，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不同學校環境學生的健康差

異？  

 

透過問卷形式比較不同學校

的學生健康和學生對學校及

課室環境的意見，分析學生

健康與學校環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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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調查  

課室環境 
燈光：第一和第三類校舍的受

訪學生較習慣課室的燈光；第

二類和第四校舍的學生較不習

慣課室的燈光。我們認為這是

與第二類和第四校舍的燈光偏

暗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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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調查  

課室環境 

空氣: 在我校皇仁書院，第一

類和第三類學校中，有超過一

半同學認為空氣流通。可是在

第二類和第四類學校中，大部

份同學認為空氣不流通。空氣

不流通是他們健康遜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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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調查  

課室環境 
聲浪：第一和第三類校舍的受訪學生較多認為課室聲浪不會影響上課；第二類

和第四校舍的學生較多認為課室聲浪會影響上課。我們認為這是與第二類和第

四類校舍的聲

浪、噪音防治

較差有關。 

 

 

 

學校環境 

第一和第三類校舍的受訪學生給校園環境的評分都較第二類和第四類校舍的學

生高。平均超過 4分。第四類校舍的受訪學生給校園環境的評分僅僅貼近 4

分，第二類校

舍更只得 3.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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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調查  

學校環境 
綠化區: 在所有學校中都有多數

同學認為學校有足夠的綠化

區。可是，在我校皇仁書院，

第二類和第四類的學校，同學

選” 非常同意” 的比率較低。 

 

 

 

 

休憩區:在所有學校中都有約

四成同學表示學校有足夠的休

憩區。可是，”不同意”和”同

意” 在第二類學校非常接近。

因此我們建議在第二類學校加

設休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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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調查  

學生理想的健康環境 
過半數的中學生認為一個理想的健康

校園環境應具備足夠的綠化區，餘受

訪者均認為較少污染和面積大是理想

校園其中一個特質。 

 

 

 

 

 

 

大多受訪者將改善校園設施作為學校

最迫切處理的措施,其次是保持環境衛

生和增加綠化區及休憩區，善課室設

備則是校齡較長的學生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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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調查  

學生理想的健康環境 

 
接近半數的中學生認為一個理想的健康課室環境應是空氣清新 ,其

餘各佔百分之二十一受訪者均認為保持衛生和燈光足夠是理想課

室其中一個特質。沒有噪音則不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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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結論  

在這份問卷調查中，我們發現：  

 舊式和半山校舍的學生健康較大型和千禧校舍的學生參差。  

 舊式和半山學舍的學生對課室的空調、燈光和音量比較不滿

意，大型和千禧校舍在這些方面較優勝。  

 舊式和半山校舍的學生對課室空氣的流通程度不滿意，而且認

為學校需要增加綠化區和休憩區。  

綜合以上所得，學校環境與學生健康有直接關係。  

此外我校和環境與第一類校舍近似，但在課室設施上則與第二類校

舍接近。估計是我校校園面積大但校舍較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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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學環境  
北京一零一中學位於北京市海淀區圓

明園南側，佔地二萬六千平方米，建築面積

卻只有四萬六千平方米，環境優美。歷史悠

久，是北京市高中示範性學校，更是 2008年

北京奥林匹克運動會青年营的所在地。  

從校園的最高點天文台，學校附近的環境一目了然，這要多得學校附近

是圓明園遺址，整個地區的建築都不多。空氣流通和沒有噪音問題，學校附近

環境自然比香港的學校都要好。校內體育設備完善：天然草田徑場、足球場、

網球場、籃球場，還有排球館、體操館、乒乓球館等室內場地。 學生有充足

的高質素體育設施可以使用，運動空間比香港學生大很多。  

   

 

一零一中的課室容納六十人課室卻僅長香港學校一般課室的三分之一。

換句話說北京課室較香港的相對小，而且課室呈長方形，後排學生聽課較難，

黑板的字也不容易看清楚。 由於天氣寒冷，課室窗戶緊閉，課室空氣憋焗。

然而窗戶透光度高，課室光線比香港的充足。  

 

 

 

 

北京一零一中學與我校皇仁

書院為姊姊學校，四月初我

校 舉行北京一零一中學交

流團，我組的兩位同學也 

有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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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訪問  
問：你覺得香港學校的環境有甚麼不足之處? 

 我覺得香港學校有很多不足之處。我

曾於不同學校任教，包括一些學校被稱為火

柴盒式的校舍，它們雖然有被擴建，但只是

向高空發展，平面面積沒有改變。加高校舍

只是層數上的增長、課室數目上升，但真正能夠為學生增加空間是增加校舍的

平面面積。有時加高校舍雖能增加課室的數目，反而減少走動空間。 

問：我校現時是否推行屋頂綠化？  

 我校正推行屋頂綠化，我也有參與此計劃。此計劃的主要目的並非綠化

校園，而是在於降溫。透過天台綠化使天台下的課室降溫具有科學根據，而且

能減省能源，因為溫度的下降使空調的使用減少。同時我希望在高空遠望我校

的天台能夠看見我校的植物，綠化校園。理想地，我可以開放天台，但這是一

個安全的問題，因為天台上並不會有專人監管，天台上又有很多喉管，擔心眾

多同學上了天台後容易發生意外。  

問：你覺得怎樣的校舍設計才能改善中學生的體能健康？  

 我認為行政者要嘗試考慮如何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針對向高空發展的

學校，低年級的學生體能或會較差，學校應安排他們的課室在低層；中三、中

四學生的課室應被安排在更高的樓層。至於平面面積較大的學校，學校應檢視

校舍每一處地方，而各地方應有各自的功能，為學生提供福利，並在各自的校

舍安排一批人負責照顧校舍，提供讓學生進入、使用、行走、觀賞的地方，更

有效率地配合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 

  

我們於五月三日訪問陳耀明

老師有關香港中學環境。陳

耀明老師教學多年，是我校

現時園藝組及健康教育組的

負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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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方案  

加設對流窗 

我們建議在全港課室加設對流窗。一般課室

在沒有對流窗下，空氣不能流通，課室會較

悶熱。 加設對流窗後，空氣能在課室流通，通風和降低氣溫之餘又有採光的

作用。 最重要的是對流窗要在適當是保持開啟，否則只有裝飾之用。  

以下圖片自 BUILDING HONG KONG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一書  

 

加設或加高隔音牆 
加設或加高隔音牆，有效阻隔附近交通所造成的噪音。 我們建議在隔音牆上

鋪植植物，綠化之餘也可降低噪音改善空氣質素。 此外也可以讓學生進行繪

畫，增加藝術創意。  

以下圖片自 BUILDING HONG KONG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一書 

 

 

我們參考各書籍及報告，同

時加入我們的意見，為中學

環境提出我們的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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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方案  

有效課室設計  
有效的課室設計，改善環境和學生健康，與附近環境作出融合之餘，更能減輕

所需的能源，環保節能一舉兩得。  

以下圖片自香港中文大學 21 世紀香港創新設計指引 網頁  

 

得獎學校  
香港建築師學會 2002年全年建築大獎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為提高日照

和對流通風，採用院落式佈局，課室皆面向南方；階級式的花園既可隔音，又

可綠化校園。 雖然是一所小學，但在有限斜坡下設計出與自然融洽的健康校

舍環境，值得參考 。 

以下圖片自 香港建築師學會 2002 年獎 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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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這次報告中，我們從資料分析、實地考察和問卷調查三方

面，調查學校環境與中學生的健康關係。而事實發現，良好的學校

環境有助中學生的健康，所謂的良好課室環境，包括沒有噪音、適

當的空調、流通的空氣、充足的光線。學生長時間在課室上課，基

本的課室環境實為重要。而所謂的良好學校環境，則包括要有充足

的綠化區和休憩區，而且要方便學生使用，才能發揮其最大的攻

效。  

學生在健康的學校環境學習、生活，能減少學生之間的疾病

傳播，學習效率自然相對提高。香港地少人多，無疑窒礙建築發

展，但是這不是一個理由不去改進香港的學校環境。最後，這份報

告尚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可是我們希望能藉這次比賽機會發表

對香港未來學校環境規劃的意見，讓我們可以在更良好的學習環境

下，愉快、健康地學習和成長。  

 

感想  

在這次專題研習中，我們曾嘗過街頭訪問學生對學校環境的看法。

可是，因我們的經驗尚淺，所以街頭訪問並不算太成功。故此，我

們決定於網上及自己學校裏進行訪問。這次街頭訪問讓我深深體會

到街頭訪問的難處，平常我看到有人在街頭做訪問時都經常不予理

會，但這次我真正體會到被人拒絕訪問的感受。我也認為街頭訪問

是鍛煉膽量的一次好機會，讓我體會到怎樣與陌生人交談和進行訪

問。若果下次再有機會做街頭訪問，我必定會更積極地邀請人進行

訪問，到校舍實地考察更使我們大開眼界，充實整個研習的內容。

這次研習，我們獲益良多，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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