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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在校本課程之實踐－以一所偏鄉國小為例 
賴美娟 

桃園市社子國小校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生 

 

一、前言 

在全球各地，永續發展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而聯合國在 2015 年宣

布的「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則是全球共

同努力的指導方針。SDGs 包括 17 個具體目標、169 項細項目標，涵蓋從消除貧

困和饑餓到保護地球環境的多個方面，這些目標旨在於 2030 年前實現，以確保

全球未來的可持續發展。 

在這個背景下，學校作為教育單位，應該承擔起將 SDGs 融入教學，培養學

生全球公民意識，透過課程的實施以及建立可持續校園等重要任務。本文將探討

學校如何實際推動 SDGs，以及如何透過教育，培育出具有國際視野和在地關懷

的世界公民。 

二、文獻探討 

(一) 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意涵及重要性 

「永續發展」一詞最早來自於聯合國於 1987 年發布的《我們共同的未來》

（Our Common Future）報告書，該報告書將「永續發展」定義為「滿足當代需求

的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自身需求」的發展途徑，強調了世代共好的理念。

這一概念的提出開啟了全球對於永續發展的關注，引領了人們對於環境、社會和

經濟可持續性的思考和實踐（施喻琁、施又禹，2024）。 

2015 年聯合國提出了永續發展目標（SDGs），以取代千禧年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成為各國政策推動的重要依據。同時，經濟合作與

發展組織（OECD）提出了 2030 年的關鍵核心能力與素養，旨在培養學生面對未

來多元社會變遷的能力，將 SDGs 作為教育的重要內容，該提議的核心在於開發

一種新的學習框架，明確描述未來一代需要發展哪些能力來應對日益變化的世界

（何昕家，2023）。 

永續發展目標（SDGs）涵蓋了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及環境保護三大類別，並

進一步細分為 17 項核心目標及 169 項指標，每一項指標都是一個學習與探究的

主題。SDGs 指標為人類社會描繪了夢想藍圖，驅動著文明的進步，永續發展不

僅是環境保護，更追求公平正義、環境永續與經濟發展的共好解方（施喻琁、施

又瑀，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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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本位課程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SBCD）是指由學

校自行設計、實施和評估的課程，這些課程的內容和活動是根據學校對學生的需

求和教學目標而設計的。簡而言之，學校本位課程是根據學校的特定需求和目標

而定制的課程（吳清山、林天祐，2003），Skilbeck（1976）提出發展模式有五個

步驟：分析情境、界定目標、設計教學方案、解釋與實施、評估與評鑑。 

面對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將以往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升華為強調「核心素養」

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更加注重學生的學習內容和學習成果，以配合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課程改革（蔡清田，2014）。當前的十二年國教以培養「核心素養」做為

課程發展主軸，期透過素養的養成可以讓學生發展出因應生活情中所不可或缺的

知識、技能和態度，強調做中學的學習過程，能夠知行合一，並將所學應用在生

活中（吳佳芬，2017）。核心素養不僅著力在學科知識技能培養，更關注學生學

習與生活連結實踐，使學生具備知識、技能與態度，足以適應當代生活並面對未

來挑戰，並能實現「終身學習」的人本養成（教育部，2014）。 

周淑卿等（2018）指出「校訂課程」提供學校一個機會，賦予學校課程獨特

特色的時間和空間，讓學校團隊發揮創造力，推動教育的發展。透過校訂課程讓

學校可以根據學生的需求和興趣以及學校的願景，設計課程，從而實現更個人化

的學習經驗，更可以針對在地特有的文化或特色，以跨域整合的方式，從部定課

程延伸至校訂課程，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如批判性思考、溝通能力、創新和解

決問題等素養。 

三、SDGs 在偏鄉校本課程之實踐-以愛文史「客庄」為例 

108 課綱的核心理念為「自發、互動、共好」，並發展出「自主行動」、「溝通

互動」、「社會參與」等三大面向九項核心素養，期待學生能成為具備自發性的學

習者，同時培養他們與社會互動的能力（教育部，2014）。SDGs 的各項指標皆來

自實際世界，呈現出「正在進行中」的樣貌，其議題內容完全貼近現實。引導學

生深入了解永續發展目標，不僅可以擴展他們的知識，更能激發他們對社會的參

與意識，從而培養各種必要的技能，透過參與和體驗，學生們將提升未來參與社

會的態度和動機（李堯涓、鄧鈞文，2023）。 

(一) 課程設計與內容規劃 

該校以部定及校訂跨域整合的方式來進行課程規劃，融合了「SDGs4－優質

教育」及「SDGs11－永續城鄉」指標，以學生自生的生活情境出發，以「愛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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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庄」，規劃一至六年級的縱貫課程（如表 1），從「文化探索」到「文化理

解」再到「文化珍視」。低年級從老照片的故事開始，認識家鄉環境的改變及飲

食文化；中年級認識家鄉「社子」地名起源地－番婆坟，了解客家人與平埔族居

住地；高年級則更帶著平板拍攝新屋著名的景點，認識「新屋」的地名起源－范

姜古厝，錄製解說影片，製成 QR-code，繪製「新屋數位文史地圖」，致贈區公所

以外，更在海螺體驗園區開幕時，致贈遊客，向遊客推播家鄉的美好。 

表 1 「客庄」校訂課程規劃 

主題 年級 課程名稱 SDGs 指標 融入領域 

文化 

探索 

一年級 穿越老梗圖 4.6、11.4 校本、閱讀、客語 

二年級 尋香來巡鄉 4.6、4.7 校本、生活、客語 

文化 

理解 

三年級 步思番婆坟 11.3、11.4 校本、綜合 

四年級 Pad 出五穀爺 4.a、11.a 社會、綜合、藝文 

文化 

珍視 

五年級 范姜古厝情 11.3、11.4 社會、閱讀、綜合、藝文 

六年級 i 鄉推播客 4.6、4.a、11.a 社會、校本、資訊、藝文 

(二) 實施過程與教學方法 

該校教學理論基礎參考了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即生活論、庫柏（David 

Kolb）的體驗學習論以及加德納（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論。在此背景下，

教師團隊提出了 LIFE 教學模組（如圖 1），包括：Learn（建構學習）、Inquire（探

究求知）、Find（發現統整）和 Express（評量表現），在各個階段中，融入許多教

學策略，如：PBL、DFC、心智地圖、圖文創作等，旨在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首先，根據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論，課程以學生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經驗為出發

點，旨在使學習與生活緊密結合，讓學生感受到學習的意義，促進他們創造新的

意義和理解。其次，庫柏的體驗學習論提出了“聽過會忘記，看過會記得，做過

才真正明白”的理念，強調通過親身體驗和反思來促進學習。因此，課程設計了

豐富的實踐活動，讓學生能夠親自參與並反思，從而促進學習的深度和持久性。

最後，參考加德納的多元智能論，透過課程致力於發現和發掘學生的多元潛能，

強調每位學生都有不同的優勢潛能，課程設計了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為學生提供

了展現自己潛能的機會，並促進他們從中獲得樂趣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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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LIFE 教學模組 

(三) 學生參與與成效評估 

整個課程成效落實了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包括：問題解決、溝通表達、

團隊合作、資訊科技和美感創新等。首先，學生學會了問題解決的方法，包括發

現問題、制定解決方案和實施行動。其次，他們獲得了溝通表達的技巧，能夠向

新屋區長及遊客介紹家鄉之美。在團隊合作方面，透過傾聽和溝通的過程，學生

們共同合作，完成了「新屋數位文史地圖」的繪製（如圖 2）。此外，他們展現了

活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包括利用平板拍照、網路查詢資料以及製作簡報與錄製解

說影片等。最後，學生們在美感創新方面表現出色，以獨特的方式完成了新屋文

史數位地圖和長祥宮綠活圖，展現了豐富的創意和對美的敏感度。 

 

圖 2 學生所繪製的「新屋數位文史地圖」 

 

  

  

 
LIFE 

L 建構學習 I 探究求知 

E 評量表現 F 統整發現 

Learn－建構學習：聚焦在地

（local）學習素材，讓學生從

觀看（look）、傾聽（listen），

進 行 五 官 六 感 的 學 習

（learn）。 

Inquire－探究求知：引發學

生問題意識，從生活情境中

思考問題，重視探究過程，

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精神。 

Express－評量表現：透過課

程 使孩 童 可 以擴 展 擴大

（expand）學習基模與效益，

並可以表達表現（express）與

分享交流（exchange）。 

Inquire－探究求知：引發學

生問題意識，從生活情境中

思考問題，重視探究過程，

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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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踐 SDGs 對偏鄉學校經營分析 

學校在推動 SDGs 時常面臨一些困境與挑戰，包括：SDGs 與課程連結問題、

教師自身的認知不夠、跨學科教學的挑戰、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困難以及學生參

與理解度的挑戰等，其解決策略如下： 

(一) 課程設計面向：依據學校在地人文特色選擇對應 SDGs 

SDGs 的議題源自真實社會的需求，因此，學校在規劃相關課程時，應了解

該地區的生態環境或人文景觀，聚焦在地深刻瞭解與調查，屬於哪一項 SDGs 指

標，讓課程、指標和學生實際情境結合，規劃學習活動，讓學生透過所學知識和

技能實際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以培養十二年國教所說的素養，就能避免教學內容

只是為了融入而融入，而能夠真正地反映社區的需求和挑戰。 

(二) 教師專業面向：形塑學習性組織，豐厚教師 SDGs 專業知能 

教師的教學關係到學生的學習成效，若教師對於 SDGs 指標認知不夠深入廣

泛，難以熟練且適切地將相關議題融入教學中，再加上受限於領域教學時數的限

制，教師缺乏強烈的實施意願（施喻琁、施右瑀，2024）。對此，學校行政方面

的具體作為，除了舉辦 SDGs 教師增能研習以外，亦可透過「教師專業社群」的

成立，針對 SDGs 融入部定或校訂課程，作深入的探討，購買 SDGs 相關書籍，

成立教師讀書會，更可結合備觀議課，作教學的分享與交流，形成永續發展的學

習型組織。 

(三) 跨域整合面向：以主題式課程為出發，讓學習更深化 

跨域整合在將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技能有機地結合起來，以主題式課程為出發

點，讓學習更加深化和有意義。這種方法能夠幫助學生將學習內容與現實生活中

的情境相連結，提高他們的理解和應用能力。學校可以透過課發會或教學研討論，

共同規劃課程結構，各學科的教師應該共同參與，共同討論課程結構和內容，確

保各個部分之間的連貫性和相互補充性，以培養學生的跨學科思維能力，即跨越

學科界限，整合和應用不同學科的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 學習成效面向：明確設定透過 SDGs 培養學生哪些素養 

在當今日益複雜和全球化的社會中，學生的教育不僅僅應該關注知識的傳

授，更應重視他們在面對現實世界挑戰時所需的關鍵素養，這也是十二年國教所

欲培養的三面九項的素養。SDGs 是學校與現實世界之間關係密切的橋樑，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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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所學應用到實際問題解決中，為學生打開了面對真實社會挑戰的大門。因

此，在課程規劃，設定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所欲培養的相關素養，如：系統

思考與問題解決、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等。透過這樣的實

踐，他們不僅能夠獲得相關知識，還能夠培養解決問題所需的實際技能和能力（李

堯娟、鄧鈞文，2023）。 

(五) 有感連結面向：在生活情境中實踐，永續行動進行式 

有感的學習意義及重要性在於激發學生內在的情感共鳴和情緒認同，促使其

更深刻地理解和投入學習過程。SDGs 的教學設計應該著重於親近周遭環境與生

活，讓學生能夠產生「有感」的連結，例如家鄉的產業、文史、生態等。透過檢

視自己的生活經驗，他們能夠深刻理解什麼是值得珍惜的，哪些方面需要改變，

這樣的教學能夠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激發積極的態度，並認識到每個人

都有能力做出改變，無論是大或小的行動，讓永續行動進行中。 

五、結語－Learning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為永續未來而教，是身為教育現場教師們的責任，更是全球共同努力達成的

目標。108 課綱中，旨在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和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

以促進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美好，這與 SDGs 指標的設定目標追求更美

好、更永續的環境不謀而合。SDGs 在校園，我們教學生的是「態度」，面對問題

的態度，以及看待這片土地的態度；是「價值」，一種對生態、生命與生活關懷

的價值。態度引領行為，價值影響選擇，當學生透過體驗，產生認同，進而將「承

諾」轉為「行動」，我們的世界才得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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