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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環境保護一直是人類社會所持續關注的重要議題。教育部預定 108 學年度，

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其總綱中，將環境教育列為四大重要議題之一(張

芬芬、張嘉育，2015)。然而現行的學校教育並未在環境議題的教學上，提供學

生豐富的自然經驗，培養學生對自然環境的親近感(蔡執仲、鄭丞棋、鄭瑞洲，

2018)。環境教育的重要核心價值含括尊重多元、同理關懷、公平正義、永續發

展，這些都是現代國民與世界公民所應具備的重要價值觀。 

環境教育主要以人類發展所引發的環境問題為關切對象。環境教育的緣起係

期待透過教育的方式，激發人們對於人類活動所引發的環境問題產生覺醒，進而

願意做出對地球環境友善的決策與行動，曾鈺琪與王順美(2013)指出自然經驗對

環境興趣、環境態度與行動的養成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學校環境教育是環境保

護重要的一環，其主要實施方式有多科性融入式課程、戶外教育、環境主題活動

等(王懋雯，2000)。學校環境教育的規劃與實施，應著重於如何讓老師的環境教

育理念與學生既有的環保概念，產生有效的連結互動，讓環境保護意識深植成為

生活中的一部分。 

工業快速發展之後，人類生活空間與需求逐漸擴大，所產生的環境汙染問題

導致的生物多樣性快速消失；過度使用石化能源，引發地球資源的耗竭及氣候環

境的變遷，以上都是學校環境教育必須關注的核心議題課程。環境教育的實施是

一種價值的學習與體驗，最終化成對環境友善的實際行動。學校環境教育是對生

活現況的反思、檢討與改變，透過師生共同建構互動的學習過程中，深化環保意

識與體現清淨在源頭的重要價值。 

本文以南投縣一所國小為例，探究該校如何藉由校園硬體設備更新時機，以

學校課內外活動規劃，融入環境教育理念，採取共同參與式的作法來提升學生環

境保護理念，促進師生在環保議題上的共同對話討論，激發環保清淨在源頭的想

法與作為，這與 Palmer、Dixon 與 Archer (2017)所指出當情境興趣提升，學生針

對特定主題與學習活動，會增加注意力的投入與參與的強度，並可彌補制式教育

因為大部分的教學，侷限於課室或校園所造成的諸多限制相契合。其目的為透過

身教參與式的行動學習方案，讓教師教學改變學生學習深化，逐步提升師生環保

理念與動能。此所小學如何實施環境教育？將做深入探析，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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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分析 

地理位置與環境方面，此所小學位於草屯鎮郊，四周稻田環繞，歷經 921 大

地震，所幸校園並未受到嚴重毀損，校園仍保有日治時期的部分建築禮堂，是一

所景色優美的小學。學校重視環境教育工作，每學年度會辦理環境教育相關活

動，並結合社區資源進行環境教育議題相關課程。 

在社區資源方面，鄰近慈濟草屯聯絡處，內部設有環保回收站，進行環保資

源回收以及環境教育相關推廣活動。學校結合草屯聯絡處每學年定期辦理校外校

學參訪及慈濟環境教育相關活動進入校園宣導分享。環境教育主題內容含括，減

少廢棄物如何資源回收、降低空氣汙染拜拜不燒金紙、節能減碳素食推廣、無痕

飲食自備環保餐具…等。此外，學校組織環保志工隊，結合學校環境教育課程學

習活動與校園環保工作，讓環境教育理念與環保實務進行連結，師生也開始逐漸

體認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願意多花一點時間與不便，實踐對環境友善的改變。 

在校園氛圍方面，學校行政團隊重視環保教育的重要性，經由學校教師社群

成員多方思考，取得一個推動本校環境教育行動學習共識，採取「覺、知、行、

思」的課程設計模式，盡量使每個環境教育學習活動單元，皆能讓學生參與活動

規畫、討論、體驗與反思。學校師生對於環境教育的推動，都能積極參與配合各

項活動的設計規劃。過程中逐漸建立正確友善地球環境的環保意識 

三、 環境教育議題推動模式 

(一) 學校核心團隊 

環境教育組織成員以學務處為核心進行主導規劃，結合各處室行政、科任教

師及年段教師社群，共同以環境教育議題為目標，以學校年度排定既有的環境教

育課程為基礎，成員依權責分成小組開會討論，鎖定環境教育議題進行課程議

題，研擬推動策略及解決推動現況遭遇之困境。 

(二) 參訪學習觸動環保意識 

自 100 學年度開始，學校利用校外教學機會，固定安排師生參訪慈濟環保回

收站、草屯鎮公所資源回收站，以及辦理社區之生態健走活動，觸動師生體認環

保的重要性，汲取環境保護相關經驗，作為環境教育推展之共同基礎核心價值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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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 

環境教育依照學年度計畫期程，利用週三下午及共同備課時間，召開教師專

業發展社群之聚會，邀請有心致力於環境教育教師分享教學心得，結合社會環保

時事新聞拋出環境教育議題，藉此鼓舞激勵團隊教師共同投入環境教育，也給用

心投注環境教育的教師有展演舞台。 

(四) 邀請環保實務推廣團體分享經驗 

邀請慈濟教聯會針對環境教育議題進行經驗分享，排定學生週會、教師週三

下午進修活動，從校園資源回收垃圾減量、節能減碳珍惜水資源、健康蔬食減少

碳排量及清淨在源頭，環保從個人生活飲食細節做起等，分享如何落實環保的實

務做法，並與教師進行環境教育推展實施問題進行討論。 

四、 環境教育議題實施方式及推動成效 

(一) 環境教育議題實施方式 

該校環境教育模式整合校外教學、校慶活動、跳蚤市場、學校圖書館更新、

每周校園資源回收、社區家長環保志工、慈濟資源回收站等。排定期程分為每學

年固定的主題活動及及非固定的的環境教育相關活動，將環境教育融入學生生活

體驗課程中，讓學生實際參與環保活動課程，詳細內容如表 1。 

表 1 主題活動、教學策略及實施方式 

主題活動 教學策略 參與年級 實施方式 

校外教學 實際參與體驗學習 一年級全體

師生 

於學校校外教學安排至慈濟環保回收站，進

行參訪人員解說及實際進行回收分類工作。 

校慶活動 直接引導學習 全校親師生 結合校慶園遊會或運動會，規劃學校環保

志工隊，宣導資源分類回收並配合活動規

劃實地進行分類回收，讓親師生共同參與。 

跳蚤市場 直接引導學習 全校親師生 於期末考試完或結合母親節慶祝活動，宣

導愛物惜福，珍惜物命資源的好物交換，

鼓勵學生將家中用不到物品帶到學校交換

或義賣。 

每週一次校

內資源回收 

直接引導與身教榜樣

學習 

全校師生 各班級平時將資源回收物，集中於教室一

角，在每週二下午三點再送到回收點，配

合學校家長環保志工進行分類整理，儲放

於環保屋，累積一定量再送至回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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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活動 教學策略 參與年級 實施方式 

書爺爺好書

贈與及好書

交換學習活

動 

專題導向學習法 全校親師生 因圖書館更新工程需騰出施工空間，故將

學校圖書室書籍進行全面性的清點整理與

汰換活動，篩選優良兒童讀物規劃置於校

園圖書角，讓學生攜回閱讀，藉此也鼓勵

學生提供家中好書，進行閱讀交流互換活

動，增加孩子的閱讀素材並發揮優良老書

價值，延續好書物命。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環境教育議題推動成效 

據歷年來有計畫推動環境議題的教育相關活動，學生對於周遭環保議題更為

關心，會主動想探討環境污染所造成影響及因果關係，而願意參與環保活動。例

如校外教學參訪慈濟回環保收站聆聽環保解說之後，學生都能積極參與資源垃圾

分類回收工作。 

校慶活動時能注重校園環保，宣導資源分類的重要性，並進行分類回收工

作，隨時保持校園乾淨清潔。珍惜物命愛物惜福，利用跳蚤市場將家中多餘或用

不到的物資，帶到學校進行義賣或交流分享，讓物品資源能夠充新發揮效益減少

資源浪費。每週二固定全校資源回收工作，結合社區家長環保志工落實資源分類

回收，大大減少學校垃圾量。學校與慈濟草屯聯絡處形成良好策略聯盟，一直以

來慈濟都是扮演支持學校，落實環保教育的重要後勤支援角色。 

圖書館從設立以來尚未進行大規模整理，累積了多年的藏書老舊破損的書

籍，以及一些過時教科書、雜誌、書刊…等，藉此機會全面性整理也規劃書爺爺

活動，讓經典好書再次發揮效益。圖書館的藏書及閱讀空間整理後更為舒適便

利，學生更喜歡上圖書室閱讀。 

五、 問題探討與建議 

(一) 推動執行方面 

推動執行之問題探討: 

1. 知與行之間存有明顯落差﹕在進行環境教育議題推動時，深深體悟到多數親

師生皆能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但仍然無法持續落實師生動手做環保的積

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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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教育融入課程規劃：環境教育議題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四大重要議題

之一，可見其重性。在學校總體課程規劃上，如何融入環境教育議題，而不

會過度造成行政與教學的負擔。 

推動執行之建議: 

1. 訂定環保行動準則從小處著手﹕環境教育也是生命與生活教育的一環，將環

境教育融入平常的生活規範中，建立學生校園日常生活準則，從小處著手讓

習慣自然養成，並配合親師採取身教式的教學模式，讓教與學產生良好的有

效互動，更能落實環保行動力。 

2. 配合活動與慶典融入環教主題：學校每學年需規劃校外教學與校慶活動，此

時將環保教育以主題方式融入課程規劃，不但能達成推動環境教育議題的宣

導效果，也能讓親師生一起動手共同做環保，以身教榜樣更能發揮持久的影

響力，讓環保意識深植學生心中，而願意對環境做出持久友善的行為改變。 

(二) 教師團隊方面 

教師團隊之問題探討﹕ 

1. 欠缺核心推動靈魂人物：環境教育的推展必須有老師或團隊願意付出心力，

主導整體環境教育的規劃實施，單靠口頭宣導報告是是無法扎根教育，而在

目前教師工作性質上，多數仍以班級教學與事務優先，較少願意承擔全校性

的課程推展。 

2. 環教推動經驗不足與資源有限：環境教育在臺灣推動多年，許多教師對於如

何落實資源回收分類，仍然無法清楚了解，加上政府經費資源有限，對於環

境保護與教育也多是辦理研習說明，老師參加過之後所留存的環保知識概念

有限。   

教師團隊之建議﹕ 

1. 組織環境教育推動團隊，提供經費與資源：環境教育推動的持續與落實，學

校必須堅守環保的核心價值理念，透過願意承擔的核心教師或團隊，持續支

持並給予發揮的舞台。 

2. 經驗傳承與建立外部關係﹕學校在環境教育推動上，要能持續累積推展經驗

與建立資源，透過重視環境教育推動團隊的穩定與需求，必須給予團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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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提供充足的研習經費或相關設備費用、辦理環境教育參訪、環境教育

納入行政工作…等，強化環境教育的推展動力。此外，適時導入外部資源建

立關係，協助學校進行環境教育推展。 

(三) 學生學習方面 

學生學習之問題探討： 

1. 學生學習參與動機不足﹕資訊電腦時代，學生沉迷於網際網路更甚於其他學

習活動，學校如何擴展學生多元學習活動，結合生活知識與態度是一項重要

挑戰。 

2. 家長關注學生課業為主，忽略其他潛在課程學習﹕外部資源的引入，可以拓

展學生環保視野，讓環境教育結合社會的脈動，了解環保現況，體認自身也

是環保落實的一環，願意為環保多付出一分心力，清淨在源頭由自身做起。  

學生學習之建議： 

1. 結合學生有興趣之活動：學生為學校環境教育的主體，學生學習動機與課程

規劃，是教學成功與否的必要條件。戶外教育的實施結合社區資源更能發揮

教育功效，也能提升學生對居住環境的關心，身教式與參與式的教學模式，

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關注力，進而讓環保意識深植學生心靈，轉化為落實環

保的重要動力。 

2. 善用親職教育加強環保理念宣導﹕鼓勵家長為了生活的家園一起做環保，並

結合學校從教師身教做起，教師團隊彼此分享環境教育做法與心得，提供孩

子討論與參與的機會，更能喚起孩子一起動手落實環保工作。 

六、 結語 

近年來氣候變遷情況持續加劇，地球暖化的結果造成世界各地水災、旱災及

火災…等災情事件頻傳，目前各國的環保協商因經濟發展的因素以及各個國家內

政的因素條件，遲遲未能達成環保共識。身為地球環境成員的一份子，自當從己

身做起力行環保作為，追求地球永續發展而努力。 

學校環境教育肩負重要的責任與任務，必須讓環境保護理念深植師生心中，

當未來面臨價值的抉擇時，能以友善地球環保為優先的選擇。平時則能落實自我

的環境保護要求，清淨在源頭，盡量達成最少的浪費，以減少環境汙染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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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三大核心素養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並

能在生活情境中實踐。環境教育議題，實乃核心素養的關鍵之一，其目標乃結合

認知的和經驗的學習，藉此提升學生對環境的敏感度與豐富其學習感知，引發在

學習上的情境興趣，並發展出穩定的個人興趣(Dohn, 2011; Hidi & Renninger, 

2006)。期待在未來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踐中，能培育出未來世界優質的公民，

並具備環境保護之知識、技能、態度的終身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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