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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環境教育推動問題與解決之道 
葉子超 

澎湖縣政府前教育處長 
 

一、前言 

環境教育是當前教育最重要議題，人類生存於地球，地球僅此一個，環境沒

有保護好我們將無法安全順利生存發展，讓地球永續發展，我們才能永存延續，

可見環境教育之重要，是現今教育最重要一環。台灣、美國與日本等國在 2010
年起訂定環境教育法，用於推廣環境教育，維護環境生態、尊重生命、促進社會

正義，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環境教育法，2017）。
環境教育是多元教育歷程，它是探究人和自然、人造環境多樣關係，是很重要教

育活動。 

環境教育所探討領域，有地球暖化、人口、污染、海洋環境、資源問題、保

育……等等有關環境問題之教育，對個人、群體及社會國家，甚至世界影響極大，

若教育推動好，地球環境必更加改善永續發展；相反的，若不重視環境教育，環

境定髒亂各種污染嚴重，要生存發展是非常困難之事。中小學是教育基礎根本及

延伸，環境教育若能從中小學教育落實起，成效會更好，而且是最直接有效途徑，

因此對環境教育分析探究，並探究出問題、建議及解決之道，讓環境教育成效能

更卓越，為當前教育不可輕忽要務。 

二、環境教育之意涵與目的 

環境教育是以環境為主軸之多元教育，是多樣化且多層面教育內容，為當前

教育很受重視議題。而地球暖化、空氣汙染、節能減碳、能源教育及海洋環境教

育都是當前環境教育的重要主題，也是現今教育重要探究課題。 

環境教育之意義，綜合歸納分析施又瑀（2018）、楊嵐智、高翠霞（2019）
及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領（2014）對環境教育所下之定義，加上筆者在基層教

育中擔任過教師、主任、18 年多校長及近兩年縣教育處長實務教育經驗，認為

環境教育是一種多元教育過程，它探究層面極廣且深，探討人與自然和人造環境

關係，時常使用價值判斷和批判性思考教育，其教育內容與目標含括認知、技能

及情意領域，讓個人與群體能解決複雜的環境問題，讓環境永續發展，以造福社

會國家及全人類。 

環境教育目的，含括有認知、技能及情意領域之目的；協助人們了解複雜環

境問題，知問題癥結所在；使個人與群體有解決環境問題技能，足以勝任各項工

作；幫助人類有正確之態度，為地球上環境問題，能全力以赴地去解決它；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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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有良好情操，為眾人問題犧牲奉獻，造福社會大眾。 

環境教育之海洋環境教育，為環境教育之最重要一環，因為人類所生活的地

球環境，有 70%為海洋所包圍（楊磊，2004）。海洋提供了萬物生長的環境、調

節全球氣候，因此我們應該加以保護，避免海洋環境繼續惡化下去（簡月芬，

2009）。 

綜上所述，環境教育之意涵與目的，是藉由多元教育方法與內容，以環境為

主軸教育，提升眾人環境知能，對於環境有更佳行為和情操，促進環境品質更臻

於至善；其目的以造福個人與全人類，使人類與環境相輔而成永續發展。 

三、環境教育之目標與內容 

環境教育目標及內容是多元性，領域與層面極廣且深。永續發展是環境教育

終極目標，正如聯合國於 2015 年確認永續發展三大核心要素為經濟增長、社會

包容和環境保護（楊嵐智、高翠霞，2019：1）。永續發展是環境教育最高的目標，

是重視過程與方法，希望提升全球環境品質，人類更能安居樂業。 

地球環境永續發展，是環境教育最高目標，也是教育最重要目標。環境教育

是專業教育，亦是一種態度，為課程中不可或缺之教育內容（Kao, Kao, & Tsai, 
2017）。九年一貫課程環境教育議題以五大教育目標為基本理念，包含環境之覺

知與敏感度、概念知識、價值觀與態度、行動技能與行動經驗；但在正式實施後

依現場教學的回饋，而有了一次課綱微調；把抽象不易解讀的能力指標明確化，

後依學生認知發展程度，將原本三個學習階段調整為四個學習階段（教育部， 
2011；楊嵐智、高翠霞，2019）。 

順應課程改革，環境教育得以從九年一貫的國中小學課程，延伸至十二年國

民教育中（楊嵐智、高翠霞，2019：5）。近來有在重視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綱的

解析和議題融入可行性研究（施又瑀，2018；張子超，2017）。然卻沒有對學校

環境教育課程發展的反省（楊嵐智、高翠霞，2019）。 

十二年國教環境教育課程目標，強調對環境問題的覺知、知識、態度、技能

及行動（楊嵐智、高翠霞，2019）。十二年國教環境教育學習目標：有認識與理

解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氣候變遷、資源耗竭、生物多樣性

消失及社會不正義和環境不正義（國教院課程與教學研究中心，2017）。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在環境教育議題上，有環境倫理、永續發展、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及能源資源永續利用等五大學習內容。十二年國教改弦更張，先以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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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串連領域與議題，試圖發展教師更能理解的融合架構（楊嵐智、高翠霞，

2019：5）。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環境教育議題之目標：環境的覺知、知識、態度、

技能及行動。 

綜上所述，環境教育目標及內容是多樣性，涉及領域即廣且深；環境教育最

高教育目標是地球環境永續發展，人類順利生存發展；而環境教育內容，有五大

學習內容，這些教育內容涵蓋範圍極大，若能確實推動，人類永續生存發展定指

日可待。 

四、中小學環境教育推動問題 

筆者依平時對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之訪談、文獻探討及多年實施環境教育實

務經驗，綜合分析歸納中小學環境教育推行問題如下： 

1. 環保知能和意識這些年有進步與增長；但還是有些學區的家長較無正確環保

知能與觀念，要支持及幫助各級學校推動環境教育困難度較高。 

2. 中小學有很多教育要推動與宣導，而縣市政府各局處的宣導，常要學校配合

教育與宣導，因此環境教育推動時間就會被擠壓到。 

3. 現行環境教育之實務教學內容及理論基礎較不足，各級學校的環境教育內容

和教材並不多，尚無法完全因地制宜。 

4. 教師在環境教育的專業知能與學養，還不太足夠，而師資是環境教育系所畢

業的教師極少；在進修及研習管道還有努力空間，要教好多樣性的環境教育

並不易的。 

5. 當前中小學有部分學校，因為其它教育活動太忙碌，在環境教育推動上並不

積極。 

6. 環境教育推行的正確共識尚未建立，大多數家長重視升學，因此有些學校環

境教育推動上無法全力以赴。 

7. 現今在研發可行的環境教育之課程、教材及評量並不多；在無較大獎勵措施

下，要把環境教育工作做好，會有其困難與問題。 

五、中小學環境教育實施問題的解決之道 

筆者擔任縣教育處長時，依平時對中小學校長、主任及教師之訪談、文獻探

討與多年實施環境教育實務經驗，綜合分析歸納環境教育問題的解決之道如下： 

1. 校長要有追求卓越的企圖心和抱負，推行環境教育會遭遇諸多問題；但只要

有理想及抱負，一定可以克服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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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透過多元民主方式，廣採眾議擬定多元前瞻且具體可行的環境教育計畫，

並且全力去推動落實計畫內容，隨時權變做滾動式修正計畫，讓執行更順利，

成效更顯著。 

3. 面對環境教育教學及教材的多樣性，教師們常用學校現有的資源來進行教

學，此對落實環境教育是不夠的，應結合各界環境教育學術精英及績優實務

工作者，建立正確且兼顧實務與理論之教學內容和方法。 

4. 上級及校長要鼓勵所有教育人員，不斷進修及研究環境教育之知能和學養，

全力以赴推動環境教育；上級宜多鼓勵和獎賞進修研究，兼重心理與物質上

的獎勵。 

5. 環境教育推行還沒很多年，推動過程會較艱辛，如教育人員不積極，或過於

保守，要有良好成效是很難，所以要有懷抱理想，不斷追求卓越的雄心，方

能有良好環境教育成效產生。 

6. 環境教育課程統整化和彈性化，以利教學進行；相關課程統整，讓教學活化，

使學生學習千遍也不厭倦(盧美貴，1999)；課程統整是科技整合之課程統整，

能訓練學生分析、歸納、綜合及批判，使教學更有成效(Blythe M.,1996)；環

境教育的課程上，強調彈性化。 

7. 環境教育之落實，善用激勵理論鼓舞服務士氣，以道德領導與轉型領導，以

德服人追求卓越教育績效；所以學校行政主管在領導上要重視道德領導

（moral leadership）（Enomoto, E. K., 1997；Sergiowanni, 1992）及轉型領導

（transformational-leadership）（Scltzer, J. & Bass, B. M., 1990），推行環境教育

之領導，要以德服人，鼓舞服務士氣，並追求卓越教育績效。 

8. 優質的學校行政領導，要倡導和諧之校園環境及氣氛，並積極改革校務行政

缺失（葉子超，2019）。校長應理解教師領導者的影響脈絡，積極與教師績效

領導者建立互惠合作關係，發揮相互加乘的效果（張文權、范熾文，2018：
170）。教師擔任領導者有助益於注意教學工作，幫助提升學生學習（Berg, 
Carver, & Mangin, 2014）；以藉著績效責任，營造社群團體一起負責之氣氛

（Green, 2017）。領導者推行環境教育時，廣採多元眾議，分層負責，以追求

優異績效。 

9. 盡力取得家長們支持配合，並努力爭取社會各種人力物力，支持學校環境教

育進行；調查家長專長，協助環境教育進行；取得社會各項資源支持，才能

使教學成效更卓著。 

10. 不斷地評鑑、考核及研發，使環境教育成效更臻於至善；善用 Kiel（1989）
主張之非均衡系統理論和 Gleick（1987）所倡導之渾沌理論，多元解決環境

教育問題，並能防微杜漸，使其績效更臻於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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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當前教育對環境教育極為重視，列為現今的重要教育政策與內容。中小學環

境教育實施雖不是很久，是近幾年之事，實施之初難免有些問題產生，這是很正

常的；但只要上級、校長及教育人員有懷抱理想，追求卓越之雄心 ，努力齊心

去執行，勇敢面對各項推動問題，化阻力為助力；民主且前瞻訂定具體可行計畫，

各處室密切配合；環境教育之課程統整化和彈性化；領導者推行環境教育時，廣

採多元眾議，分層負責；校長努力爭取上級經費與資源，各校策略聯盟推動並相

互支援；盡力取得家長們支持配合，親師合作，並努力爭取社會上各種人力和物

力，支持學校環境教育之進行，以及最後不斷地評鑑考核修正與研發，多方探究

問題，多元落實教育活動，相信環境教育之推動成效會更臻於至善，以造福學子、

人類及社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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