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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聯合國於 2015 年宣布了「2030 永續發展目標」（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其中包含 17 項核心目標與 169 項細項目標（United Nations, 2022a, 

2022b），指引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則將永續發展教育納

入教學和學習，以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就我國而言，誠如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

司（2020）指出，為擴大推動校園永續發展理念，並加速與 SDGs 聯結，乃持續

推廣「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將 SDGs 融入各級學校軟硬體及課程中，

使校園加速接軌國際永續教育發展的新里程。 

本文主要聚焦於 SDGs 在我國國中教育階段課程落實的現況、困境及其展

望。首先分析 SDGs 在我國國中課程落實的現況，其次探討我國國中課程落實

SDGs 的困境，最後則研提 SDGs 落實在我國國中課程的展望，期能有助於提升

SDGs 落實在國中的教學成效。 

二、我國國中課程落實 SDGs 的現況 

教育部（2022a、2022b）對於 SDGs 落實在我國各級教育相當重視，也獲得

學校在推動上的回響。誠如楊善麟（2023）指出，跨年級跨領域的教學提供了更

彈性更有效的教學模式，有助於達成 SDGs 的目標。進一步來說，多以個案學校

的本位課程實施為主（如陳延興、朱秀麗，2018；陳美媛，2022；陳黎娟，2018；

賀雅容，2023）。 

若就 SDGs 在我國國中課程落實的現況，依據筆者多年來實際審查補助國中

發展 SDGs 之課程內容及教學設計之經驗，發現目前國中課程融入 SDGs 的主要

模式包括：單一主題模式、跨學科模式、問題導向模式、實踐導向模式，以及全

球教育模式等，以下分別加以簡要說明： 

(一) 單一主題模式 

單一主題模式係指選擇一個特定的 SDG 作為主題，例如「貧窮」（SDG 1）

或「氣候行動」（SDG 13），並將其作為課程的核心。該主題貫穿整個課程並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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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學科領域相關聯，例如自然、社會等，在各校課程計畫中常見學科領域課程

於週計畫表中標註融入 SDGs 議題。 

(二) 跨學科模式 

跨學科模式係指將 SDGs 融入多個學科領域，透過跨學科教學方法來探討

SDGs 所涉及的多個面向。每個學科可以從自己的角度來解釋和探討 SDGs，並

透過跨學科合作來深入理解和應用 SDGs。少數學校會以彈性課程時間，或者非

正式課程統整來發展跨學科 SDGs 課程。 

(三) 問題導向模式 

問題導向模式係指提出一個與 SDGs 相關的現實世界問題或挑戰，並讓學生

透過課程來探討和解決這個問題。學生將從實踐中學習，透過研究、討論和行動

來理解和應用 SDGs 的原則和目標。多數學校會在單元課程中，透過教學設計進

行議題探討，選擇融入 SDGs 的方式。 

(四) 實踐導向模式 

實踐導向模式強調學生參與實際專案、倡議或行動，以實現 SDGs 所設定的

目標。學生可以與社區組織、企業或政府機構合作，透過行動來影響和改善社會、

環境或經濟問題。極少數學校會以實際專案行動參與社區及政府機構合作，通常

是學校的大型主題活動，或者平日與政府企業已有現成合作案轉變而成。 

(五) 全球教育模式 

全球教育模式與近年來許多學校發展國際教育及雙語課程有關，透過外師進

行跨文化交流、國際合作和發展全球視野，許多學校於國際教育課程中發展

SDGs，讓學生了解 SDGs 是全球性議題，需全球合作來解決。透過國際交流、跨

國合作項目或全球問題研究，擴展學生的視野，培養他們成為具有全球意識的公

民。 

綜上所述，以上五種模式是目前在國中階段常見的 SDGs 執行模式，各校在

推動時大多依據課程特性加以實施。當然各校在採取不同的模式時，也必須兼顧

本土化的議題，亦即在推動的過程中，除了重視全球議題或者推動國際教育的必

要性以外，也需關注當地社區的需求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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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國中課程落實 SDGs 的困境 

囿於篇幅，有關 SDGs 在我國國中課程落實的困境，以下舉其犖犖大者並說

明之： 

(一) 不易對 SDGs 相關的學習成果進行評估 

聯合國長期推動融入 SDGs 的教育，基本上 SDGs 是上位架構，應散在各科

目領域中當指導原則，而不是當成一門額外的課，拿來連連看就覺得學會了(葉

欣誠，2023)，如何對 SDGs 相關的學習成果進行評估是一個挑戰，傳統的評估方

式可能無法全面評價學生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表現。尤其 SDGs 涉及多個學科領

域，要將其整合到國中課程中可能會面臨學科界限模糊、教學內容雜亂等問題。 

(二) 欠缺與正式非正式課程的連結 

在筆者審核 SDGs 融入課程最常發現學校沒有透過課程發展的系統，卻直接

在教學活動中加入 SDGs 的名稱與歸類，致使活動設計缺乏相對應的課程。此外，

也經常看到學校或教師認為現有的教學活動有類似的名稱，就加上 SDGs 課程或

教學設計，例如將學校原本就有的戶外活動直接加上 SDGs 戶外教育，導致看似

戶外活動中有永續議題中的陸上或水下的主題，卻忽略了與正式課程的連結，或

者融入校本課程設計。 

(三) 欠缺師資教材與創新的課程資源 

目前由於師資培訓、教材開發、課程設計等方面的資源都可能不足，限制了

SDGs 在國中課程中的實施。SDGs 於 2015 年通過，相對於其他傳統的教育議題，

它仍然被視為相對較新的。108 課綱開始研發時，未完全針對 SDGs 進行足夠的

教育和教材準備。且 17 項議題具跨學科性質，涵蓋了多個領域和範疇，包括經

濟、社會、環境等，這使得將其融入到教育課程中變得更加複雜。教材和教學資

源需要跨越不同的學科領域，這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資源，尤其部分國中教師認為

學校已經面臨教學時間和資源有限的升學壓力，將 SDGs 納入課程會增加教師和

學校的負擔，並影響到學科的教學；換言之，教師需要具備相對應的專業知識和

能力才能有效地教授 SDGs 相關的議題，同時也需要教育主管機關編列足夠經費

來促進 SDGs 相關的師資培訓和教材開發。 

四、我國國中課程落實 SDGs 的展望 

針對上述有關 SDGs 在我國國中課程落實的困境，以下研提相關策略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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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運用多元評量了解 SDGs 素養實踐 

就 SDGs 的評量而言，建議可以參考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以貼近真實的情境評量學生對於 SDGs

相關內容的了解及應用能力，著重於學生面對問題時能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與解

決。具體而言，可以讓學生選擇 SDGs 相關的專題進行研究或寫作，並在歷程評

量中展示他們對 SDGs 的理解和參與；或者執行 SDGs 相關的實踐專案，例如組

織社區服務活動、參與環保行動等，並將其經歷和成果納入成績評量。抑或透過

寫作和口頭表達的方式表達對 SDGs 的理解和看法，例如撰寫申請文書闡述對

SDGs 的關注和承諾。甚至學生可以參與和 SDGs 相關的志願服務活動，例如擔

任志願者參與環保項目或社會公益活動，並在學習評量中展示相關的經歷和貢

獻。 

另外，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並建立合作學習環境也有助於提高學生 SDGs 的素

養。透過引入生動有趣的案例、真實世界的故事、多媒體資源等，激發學生對 SDGs

議題的興趣和好奇心，讓他們感受到 SDGs 對現實世界的重要性，讓學生們自發

地開展相關的學習和探索。就此而言，可以給予學生自主選擇學習材料、主題或

項目的機會，鼓勵他們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來設定學習目標，開展獨立研究或

專案工作，有助於激發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力。同時必須建立合作學習環境，設

計合作學習活動，讓學生通過團隊合作來探討和解決 SDGs 相關問題，以組織小

組討論、合作專案或角色扮演活動，讓學生在團隊中相互學習、共同成長。而為

了鼓勵學生知識分享和交流，可以設置學生間的知識分享平台，例如討論論壇、

線上社群、分享會等，讓學生有機會分享他們的學習成果、想法和經驗，從彼此

中學習、互相啟發，並持續給予指導和支持，協助他們設定學習目標、制定計畫、

解決問題，即時給予反饋和建議。 

(二) 有系統地融入正式與非正式課程 

在融入正式課程方面，可在領域學習課程以及彈性學習課程中規劃實施。在

國中的學科課程中，教師可以根據自己所教授的領域或科目，依據課程內容和教

科書，適當地將 SDGs 永續議題的概念融入教學中。例如，可以在綜合活動及健

體領域中引入性別平等教育的相關內容。學校也可以根據社區特性和學生需求，

在國中階段將 SDGs 議題融入彈性學習課程中，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特色課

程」。 

根據課綱規定，國中階段的彈性學習課程可以設置「議題探究課程」，SDGs

議題可以成為其中的一個主題。此外，在「彈性學習時間」，也可以安排相對應

的活動或課程來實踐 SDGs 相關議題的學習。課程綱要對議題融入的實施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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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實施時間，故學校的融入課程型態也可更多元，議題融入式課程可將 SDGs

議題的概念或主題融入到現有的課程內容中。例如，在原有課程架構和內容的基

礎上，以現有課程為主要內容，並在該教學領域科目的內容與議題之間進行適時

的連結或延伸。例如，在自然科學課程中可以討論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SDG 13

和 SDG 14），在社會科學課程中可以討論貧困和不平等（SDG 1 和 SDG 10）。 

另外，在融入非正式課程方面，可在「團體活動時間」中實施。這種方式非

常多元，可以透過各種活動如專題演講、校慶活動、校際活動、競賽活動、班週

會活動、社團活動、戶外教育活動等，將課程與議題融合進教學中。例如，舉辦

SDGs 體驗營或研習營，讓學生有機會更深入了解 SDGs 議題的精神與內涵；舉

辦各種形式的 SDGs 競賽如海報設計、書籤設計、作文、辯論、有獎徵答、漫畫、

影音等；也可以將議題轉化為班會討論 SDGs 主題，並結合 SDGs 議題週的方式，

在學校環境中設置相應的場景；或利用週會或其他適當時間，安排專家講座，以

擴展學生對議題的認識。 

此外，在潛在課程方面，可以利用校園和教室的環境布置，將與議題相關的

教材放置在環境中，從而產生環境教育的效果。同時，教師和職員可以透過自己

的行為示範，以身教的方式影響學生，發揮潛移默化的效果。再者，讓學生參與

校內外的實踐活動，例如參與社區服務、參訪社會服務機構、環境清潔、垃圾分

類、植樹活動等，這都有助於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實踐能力。 

(三) 建立師培及資源發展中心，創新永續議題課程 

為能在我國國中課程有效落實 SDGs，建議在師培機構必須強化有關 SDGs

的課程，培訓教師實踐 SDGs 的素養與能力並建立證照制度。再者，應開發 SDGs

的專門教材和資源、提供課程規劃指導，並提高對 SDGs 的宣傳和意識等。此外，

政府、非政府組織和教育機構可以透過合作來共同解決這些問題，推動 SDGs 在

教育領域的實踐和推廣，尤其政府每年必須編列經費及提供相關的資源，以利建

置數位資源中心，結合產官學研各界的力量，共同致力於落實 SDGs 並提高其成

效。 

五、結語 

聯合國於 2015 年所宣布的「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議題擴及環境、

社會與經濟等等層面，也需要結合教育、政策、社會各界的共同合作，獲得各國

的認同，並指引全球共同努力，期能促進永續發展，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如何在

各級校園中擴大推動校園永續發展理念，加速與 SDGs）的緊密連結，進而使校

園接軌國際永續教育發展更是中央與地方以及各級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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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針對目前我國在國中階段推動 SDGs 的現況、困境與展望進行探討，期

待所提出的建言能作為中央與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以及校長、教師與關心

SDGs 者的參考，進而有助於提升 SDGs 落實在國中的教學成效。筆者也要懇切

呼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能依據各領域課程綱要，分析七至九年級領域綱要指標及

學習內容，並提出各領域課程符應 SDGs 實踐的具體作為；此外，除了運用多元

評量外，也可嘗試開發評估工具來評估課程在不同 SDGs 方面的表現，未來可作

為學校和教師實施 SDGs 的重要參考工具，有助於提高課程符合 SDGs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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