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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ŀǘǳǊŜ tƭŀȅΥ ! tƻǎǘƘǳƳŀƴƛǎǘ ¢ǳǊƴ 

tǊƻŦŜǎǎƻǊ !Ƴȅ /ǳǘǘŜǊπaŀŎƪŜƴȊƛŜ   {ƻǳǘƘŜǊƴ /Ǌƻǎǎ ¦ƴƛǾŜǊǎƛǘȅ 

 

!ōǎǘǊŀŎǘ 
wŜŎŜƴǘ ŀƴŀƭȅǎƛǎ ƛƴ ŎƘƛƭŘƘƻƻŘ ǎǘǳŘƛŜǎ ƛŘŜƴǘƛŦƛŜǎ ǘƘŀǘ ŜŀǊƭȅ ŎƘƛƭŘƘƻƻŘ ŜŘǳŎŀǘƛƻƴ ǊŜǎŜŀǊŎƘŜǊǎ ƘŀǾŜ ǊŜŀŘƛƭȅ 

ŦǊŀƳŜŘ ŎƘƛƭŘƘƻƻŘ ŀǎ ŀ ǎƻŎƛŀƭ ƻǊ ŎǳƭǘǳǊŀƭ ŎƻƴǎǘǊǳŎǘ ŘŜǾƻƛŘ ƻŦ ƴŀǘǳǊŜ ό/ǳǘǘŜǊπaŀŎƪŜƴȊƛŜΣ 9ŘǿŀǊŘǎΣ aƻƻǊŜΣ 

ϧ .ƻȅŘΣ нлмпΤ aŀƭƻƴŜΣ нлмсΤ ¢ŀȅƭƻǊΣ нлмоΣ нлмтύΦ  9ŀǊƭȅ ŎƘƛƭŘƘƻƻŘ ŜŘǳŎŀǘƛƻƴ ǘƘƻǳƎƘ Ƙŀǎ ƛǘ Ǌƻƻǘǎ ƛƴ 

ƴŀǘǳǊŜ ǿƘŜǊŜ ƻǾŜǊ нрл ȅŜŀǊǎ ŀƎƻ wƻǳǎǎŜŀǳ όнллоκмтснύ ǊŜŎƻƎƴƛǎŜŘ ΨbŀǘǳǊŜ ŀǎ ǘƘŜ ŎƘƛƭŘΩǎ ōŜǎǘ ǘŜŀŎƘŜǊΩΤ 

ǿƘŀǘ ǎƻƳŜ ŎƻƴǎƛŘŜǊ ŀ ǊƻƳŀƴǘƛŎ ƴƻǘƛƻƴ ƻŦ ŎƘƛƭŘƘƻƻŘ ŀƴŘ ŜŘǳŎŀǘƛƻƴ ό!ǳǎǘƛƴΣ нллоύΦ  ¢ŀȅƭƻǊ  όнлмоΣ 

нлмтύ ōƻƭŘƭȅ ŀǊƎǳŜǎ ǘƻ ǊŜŎƭŀƛƳ bŀǘǳǊŜ ŦǊƻƳ ǘƘŜ ǊƻƳŀƴǘƛŎǎΣ ǎƛƎƴŀƭƭƛƴƎ ŀ ǘǳǊƴ ǘƻǿŀǊŘǎ ŀ ƘȅōǊƛŘƛǎŜŘ 

ŎƻƭƭŜŎǘƛǾŜ ǳƴŘŜǊǎǘŀƴŘƛƴƎ ƻŦ ƴŀǘǳǊŜπŎǳƭǘǳǊŜ ό[ŀǘƻǳǊΣ нллпΣ нлмоύΦ ¢ŀȅƭƻǊ όнлмоύΣ ǊŜπŎƛǘƛƴƎ tǊƻǳǘΩǎ нллр 

ŎƘŀƭƭŜƴƎŜΣ Ŏŀƭƭǎ ŦƻǊ ŜŀǊƭȅ ŎƘƛƭŘƘƻƻŘ ǎŎƘƻƭŀǊǎ ǘƻ άǇǳǊǎǳŜ ǿŀȅǎ ƻŦ ǎǘǳŘȅƛƴƎ ŎƘƛƭŘƘƻƻŘ ǘƘŀǘ Řƻ ƴƻǘ ǊŜǉǳƛǊŜ 

Ƴǳǘǳŀƭƭȅ ŜȄŎƭǳǎƛǾŜ ŎƘƻƛŎŜǎ ōŜǘǿŜŜƴ ǘƘŜ ŀǎǎǳƳŜŘπǘƻπōŜπǇǳǊŜƭȅπƴŀǘǳǊŀƭ ƻǊ ǘƘŜ ŀǎǎǳƳŜŘπǘƻπōŜπǇǳǊŜƭȅ 

ŎǳƭǘǳǊŀƭέ όǇΦȄƛȄύΦ Lƴ ǘƘƛǎ ǇǊŜǎŜƴǘŀǘƛƻƴΣ L ǘŀƪŜ ǳǇ ǘƘŜ ŎƘŀƭƭŜƴƎŜ ƻŦ ŀ ǇƻǎǘƘǳƳŀƴƛǎǘ ǘǳǊƴ ƛƴκƻŦ ƴŀǘǳǊŜ Ǉƭŀȅ 

ŀƴŘ ƛǘǎ ǊŜǎŜŀǊŎƘΣ ŀƴŘ ǘƘŜ ΨǎǘƛŎƪȅΩ ƻǊ ΨƳǳŘŘȅΩ ǘƘŜƻǊȅπǇǊŀŎǘƛŎŜ ƛƳǇŀǎǎŜǎΦ  

 

Professor Amy Cutter-Mackenzie  

Amy is a Professor at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in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She is the Deputy Head of School Research & HDR Training for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ǘƘŜ wŜǎŜŀǊŎƘ [ŜŀŘŜǊ ƻŦ ǘƘŜ Ψ{ǳǎǘŀƛƴŀōƛƭƛǘȅΣ 9ƴǾƛǊƻƴƳŜƴǘ ŀƴŘ 9ŘǳŎŀǘƛƻƴΩ ό{99ύ wŜǎŜŀǊŎƘ /ƭǳǎǘŜǊ. !ƳȅΩǎ ǊŜǎŜŀǊŎƘ 

focuses on the conceptualisation and artic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in childhood, 

schools, teac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and urban/regional communities. Her current research is deeply 

ŎƻƴŎŜǊƴŜŘ ǿƛǘƘ ŎƘƛƭŘǊŜƴΩǎ ƻƴǘƻƭƻƎƛŜǎ ƛƴκŀǎ ƴŀǘǳǊŜ ǘƘǊƻǳƎƘ ǎƻŎƛƻŜŎƻƭƻƎƛŎŀƭ ŀƴŘ ǇƻǎǘƘǳƳŀƴƛǎǘ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She has published over 150 refereed research outputs in the form of books, book chapters, 

ƧƻǳǊƴŀƭ ŀǊǘƛŎƭŜǎ ŀƴŘ ŎǊŜŀǘƛǾŜ ǿƻǊƪǎΦ  ¢ǿƻ ǊŜŎŜƴǘ ōƻƻƪǎ ǿǊƛǘǘŜƴ ōȅ !Ƴȅ ŀǊŜ Ψ¸ƻǳƴƎ /ƘƛƭŘǊŜƴΩǎ tƭŀȅ ŀƴŘ 9ŀǊƭȅ 



  

ф 
 

Childhood Environmental EducatiƻƴΩ (Springer, co-authored with Edwards, Moore & Boyd) and Ψ¢ƘŜ 

{ƻŎƛƻŜŎƻƭƻƎƛŎŀƭ 9ŘǳŎŀǘƻǊΩ (Springer, Co-ŜŘƛǘŜŘ ǿƛǘƘ ²ŀǘǘŎƘƻǿΣ WŜŀƴǎΣ !ƭŦǊŜȅΣ .Ǌƻǿƴ ϧ hΩ/ƻƴƴƻǊύΦ  {ƘŜ ƛǎ ŀƭǎƻ 

currently the lead Editor on a Major Springer Works ς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and Companion on 

ChildhoodNature (with Malone & Barratt Hacking). Amy is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Consulting Editor for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Studies. 

Amy is an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ellow (Life Achievement Award) for he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She has also been awarded a prestigious 

Office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OLT) National Teaching Excellence Award and Citation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Student Learning for άƭŜŀŘƛƴƎ ǎŎƘƻƻƭ-commun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actices and 

partnerships to influence, motivate and inspire pre-service education students and schools to engage in 

environmental ŜŘǳŎŀǘƛƻƴ ŀƴŘ ǎǳǎǘŀƛƴŀōƛƭƛǘȅέΦ wŜŎŜƴǘƭȅ ƘŜǊ ǊŜƎƛƻƴŀƭ ǇǊƻƧŜŎǘ Ψ/ƭƛƳŀǘŜ /ƘŀƴƎŜ Ҍ aŜΩ ǿŀǎ ƴŀƳŜŘ 

as a finalist in the Australian Green Globes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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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14:20) 

環保教具製造工作坊 

黃劭榮 

香港蒙特梭利研究及發展學會會員 

 

    蒙特梭利課室著重尊重自己，尊重別人和尊重環境。這些觀念和當今的環保概 念密不可

分。孩子每天透過日常生活工作，協助照顧自己, 照顧別人和照顧環境。課室盡量減少使用塑

膠物料，並且以自然材質為主，一方面以不同的材質 豐富孩子的感官經驗，一方面減少對單

一材料的依賴。教具也注重自然美感和 物件間的和諧。孩子從生活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和

諧地與周圍環境融合。 在我們的工作坊裡，一班蒙特梭利老師會介紹如何從照顧環境, 物料

多樣性, 自然素材, 美感, 和諧, 秩序, 等不同面向去設計日常生活教具，我們會提供不同

的物料，同參加者即場互動，設計具環保概念的教具。 

 

關鍵詞：環保、教具 

 

********************************************************************  

愛健康愛地球樂活校園生活 

鄧明慧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幼兒學校校長 

黎雪瑩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幼兒學校主任 

 

    「樂活」(LOCAS.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2009) 是以健康人生、社會責任和關注環境為核心價值的新一代生活形態。 

本校於 2012學年開始環境教育，以生活經驗與學習結合的螺旋式教學方法，環繞「衣」、「食」、

「住」、「行」四個範疇培育幼兒養成良好生活習慣，並實踐關愛大自然行動。當中「衣」與「食」

是幼兒的學習重點，我們與幼兒共同商議、探討、研究與發展專題研習「衣盡其用」及「廚餘

再造」，加強幼兒的環境保育知識、態度與價值觀，並從學校環境、學習體驗、家庭教育以至

外間協作，讓幼兒學習如何善用和管理地球資源，例如與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及香港海洋公園共

同制訂環保教育活動與教材套，又與學前辦學團體一同向市民推廣綠色生活，貫徹綠色學校的

宗旨和特色。 

 

關鍵詞：環境教育、幼兒、活動 



  

мф 
 

葉笛吹奏體驗工作坊 

賴德輝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系講師 

 

    葉笛即是樹木的葉，簡稱「葉笛」。演奏者只用一片葉子便能吹奏出美妙的旋律。葉笛吹

奏是先人遺留給我們的非物質文化技藝，按中國隋唐年代，是十部樂中的一種樂器。隨著時進

步，各種樂器亦在樂器店隨時可以買到，因此人們便遺忘了這天然低碳樂器的存在，人們只認

識它綠化、林蔭、淨化空氣和調節微氣候的功能。加上坊間較難找到老師指導和傳授，久而久

之，這門非物質文化技藝在香港將面臨失傳了！有見及此，講者誠意邀請您來學會樹葉這天然

低碳樂器，為樹木演奏出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凱歌！ 

本工作坊目的是: （一） 學習葉笛吹奏的態度、技能和知識（二） 認識葉笛演奏與生態保育

的關係。內容會包括：（一） 學習葉笛的正確心態 

（二） 講解葉笛發聲原理（三） 練習葉笛吹奏的基本功（四） 探討葉笛演奏和生態保育的 

 

關鍵詞：音樂、葉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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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物料、創意的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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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實務論壇摘要 (14:30 - 16:30)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鳥類監測公民科學計畫 

楊懿如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 

 

    鳥類是重要的環境指標生物，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有豐富的鳥類資源，社區居民從

2014年開始接受培訓成為鳥類監測公民科學家，並從 2014年 11月至 2016年 7 月，由研究

人員及社區公民科學家，在園區進行鳥類監測調查，以了解鳥類群聚組成及變化。結果發現

園區森林食物資源充足，足夠提供鳥類覓食，但園區鳥類群聚組成可能隨著環境及管理方式

的變遷產生變化。為了促進社區居民參與園區的經營管理，應用社會學習理論，在 2016年 1

月至 2017年 2 月，辦理系列的工作坊、鳥類調查活動以及專題講座，以在地社區的需求為優

先考量，整合權益關係人的多元資源，創造政府部門、學術單位及在地社區合作機會。研究

結果發現透過長期、有規劃性、多元活潑的社會學習活動，有助於提升權益關係人的地方

感、系統性思考，也促成不同組織及知識的整合，營造出反思的氛圍，創造出平森園區共同

的價值觀。未來有必要持續結合在地資源，運用社會學習概念培訓公民科學家進行生態監

測，以促進平森園區及鄰近社區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鳥類監測、公民科學計畫 

 

******************************************************* *************  

從研究到教學：埤塘研究與課程設計 

莊孟憲 1、劉芳如 2、陳詩婷 2 
1真理大學環境教育暨生態保育研究推廣中心生態保育組組長 

2真理大學環境教育暨生態保育研究推廣中心生態保育組研究專員 

 

    嘉南平原為台灣最重要的稻米生產區，數百年來埤塘與水圳的發展提供了稻米生產重要的

灌溉用水，然而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許多埤塘也因此被填平或消失。本研究團隊進行嘉南平

原埤塘地景空間分布與生態資源調查之際，有感於埤塘水圳與民眾關係日遠，嘗試透過與在地

小學合作，將相關科學研究成果進行轉化成適合小學之埤塘水圳課程方案。本文以台南市六甲

區林鳳國小埤圳教學經驗為例，並透過引導學生進行虛擬人物「埤塘君」之設計，了解其對埤

圳的認知與願意保護的信念。 

 

關鍵詞: 埤塘、水圳、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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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環境教育輔導團中區五縣市環境教育發展現況 

林素華 1、陳僾瑾 2 
1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副教授 

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計畫助理 

  

    中區環境教育輔導團邀請環境教育、能源教育、防災教育、氣候變遷及永續校園領域專家

學者，透過長期陪伴輔導及參與中區縣市輔導團活動，深入瞭解中區五縣市( 臺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苗栗縣) 運作及執行概況，依縣市需求提供相關資源與訊息，協助縣市計畫

執行與推動。 

辦理中區縣市之到團輔導，並與其他區域輔導團共同辦理交流會議暨增能活動，充實學校教職

員環境教育新知，亦藉此讓區域夥伴分享縣內推展環境教育之經驗，增進縣市間的觀摩與交流。

期許透過區域輔導團與各縣市環境教育輔導團的互動連結，提供多元的專業輔導與諮詢，培育

地方人才，協助環境教育相關事項與政策之推展，進而達成優質的學校環境教育，朝向環境永

續發展前進。 

 

關鍵詞：環境教育輔導團、中區五縣市、在地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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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口自然教育中心自然科普出版品於戶外教育之運用經驗 

陳淑芳 1林宸嶢 2許毅璿 3江玉玲 4 

* 1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專員 

* 2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觸口自然教育中心環境教育教師 

* 3真理大學環境教育暨生態保育研究推廣中心教授兼中心主任 

* 4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觸口自然教育中心 環境教育教師兼專案經理 

 

    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觸口自然教育中心運用場域特色，結合體驗式教學活動，2009年 7

月正式成立提供「師法自然‧快樂學習」的戶外環境教育服務。中心推動環境調查監測、自然

教育等科學概念，讓大眾透過在森林中學習、體驗與探索，進而採取行動關懷自然並保護環境；

在研發課程方案中發現，運用林務局及坊間許多自然科普出版品作為教學媒介，可有效引發大

眾與自然接觸，進而瞭解自然及愛護環境。而這樣的教學策略即是秉持科普教育理念，結合科

普傳播方法，試圖在現代社會中倡導戶外教育的價值。本文係分享中心如何藉由科普出版品的

輔助，協助學習者認識自然、自我學習，並發展科學及自然探索的能力，最後以行動實踐環境

永續的目標。 

 

關鍵詞：觸口自然教育中心、自然科普出版品、戶外教育之運用經驗 

 

********************************************************************  

融入科學之環境教育實務分享 

黃琴扉 

高雄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環境中的問題解決，一直是環境教育領域十分重視的課題之一，然而如何將環境教育與中

小學課程結合並落實於生活中，則是一項極大的挑戰。後學於 2015年提出環境問題本位學習

(Environmental Problem Based Learning, EPBL) 概念，並透過此教學策略設計相關課程與活

動。透過課程推廣後發現，要培養學生真實環境中的問題解決能力，則環境教育的理念熱忱及

科學知識背景，缺一不可，本次實務議題便是分享融入科學之環境教育實務課程的設計與操作，

盼能和與會來賓共同交流。 

 

關鍵詞：科學教育、問題解決、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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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環境教育：融入遊戲探索大自然 

 

 

 

 

 

  

    隨著香港最新版《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的推行，大自然的元素加入課程領域，成為課程

改革中的一個方向。這個改變不僅是課程層面，而是因應香港幼兒的發展需求，提供更多的課

程內容讓幼兒了解和接觸大自然。受歷史環境因素限制，香港的幼稚園普遍缺乏活動空間，在

環境教育中面對許多挑戰，例如環境設置，日常展示大自然元素的策略，以及將環境教育內容

融入課程。透過遊戲探索大自然是符合幼兒身心發展的學習策略，本研究旨在香港幼稚園中探

索如何透過遊戲的方式來讓幼兒探索大自然，將以一間香港本地幼稚園探索環境教育為例，透

過例子解讀三類型的遊戲策略，包括 1）開放式遊戲，2）示範式遊戲和 3）有目的性的遊戲。 

  

關鍵詞：大自然、課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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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孩子玩自然~濕地自然學校案例分享 

「我家住在台江國家公園~四草」課程為例 
林文敏 1、黃貞雅 2、關召芳 3、徐煥喆 3、葉睿妤 4、趙翠珍 5、陳巧燕 5、王書貞 6 

 

1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解說課課長 
2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解說課辦事員 

3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環境教育教師 
4臺南市立第六幼兒園園長 

5臺南市立第六幼兒園顯宮分班教師 
6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執行長 

 

    自 2012年開始，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以「台江濕地學校」做為推動環境教育的創新品牌

與服務平台，已發展出 10 套環境教育課程並持續對外提供服務。於 2015年開始與臺南市立第

六幼兒園進行課程發展合作，至 2017年止，幼兒環境教育課程已完成 3 套課程方案，協助顯

宮分班與四草分班進行 5 次教學，合作過程中由雙方人員共同參與並以課程會議作為溝通平

台。本文以「我家住在台江國家公園~四草」課程為例進行探討，從推動的經驗發現幼兒環境

教育確實需要跨領域教師的投入，台江國家公園提供完整的環境教育資源，帶領學員深入各項

戶外體驗，而幼兒園教師認為戶外課程經驗於校內進行延伸教學與應用，能提升幼兒整體學習

成效。建議未來雙方能夠在幼兒園設計教學主題時，就能有所對話，教學主題網設計方面，則

減少教學目標，以單一主題進行多次教學以確保課程的深度。 

 

關鍵詞：幼兒環境教育、台江國家公園、臺南市立第六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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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與社區間協力發展模式之探討 

 

何昕家 1、徐嘉偉 2、林居逸 2、鄭樵 2、陳映彤 2、陳亭寧 2 
1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2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環境教育教師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以下簡稱中心）位於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

內，以楓香、槭樹科植物及落羽松等變色葉植物聞名。園區內森林生態豐富，森林資源、地質、

溪流孕育了豐富的生物相，動物植物資源多樣，並致力提供良好森林育樂品質。中心成立以來

以園區優質場域為基礎，森林資源、地質景觀、水文、鳥類、昆蟲等自然資源豐富，致力大眾

於其對園區多樣森林生態的認識。並提供森林經營管理、森林益康、中海拔森林生態多樣性、

山野遊憩與衝擊、環境變遷、在地文化等面向之環境教育體驗。 

奧萬大為台灣知名景點，周圍部落有機會因奧萬大地標人群聚集的效益，使民眾更認識部

落。自然教育中心的非正規教育角色，也可提供社區成長不同的實質能量，提供在地推廣合適

的培力方案。社區也可將社區豐富的森林資源及部落文化，發展區外場域延伸戶外教育。 

社區與自然教育中心希望藉著共同的合作突顯在地文化與自然特色，對社區在地經濟有所

助益，並能藉公部門力量將部落特色推廣與行銷。因此自然教育中心可為公部門與社區的聯繫

協調窗口，並因與學校管道性質相似，使社區在地發展及環境教育服務皆有所拓展。 

現階段奧萬大鄰近部落需要在地文化素養的建立，而後再進行社區特色經濟發展，但經由

學校及社區組織為媒介，是否有效反映社區實際需求，仍為在地發展困境。但自然教育中心經

由在地協力互動過程中，協助社區釐清資源特色價值。透過與學校的合作，奧萬大自然教育中

心與周邊社區形成穩固的定位，將會是未來續航力的關鍵。 

 

關鍵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社區、協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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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濕地文化內涵, 推進中國自然教育”華僑城濕地自然學校案例分享 

孟祥偉 

深圳市華僑城濕地自然學校負責人 

 

    華僑城濕地，唯一地處現代化大都市腹地的濱海紅樹林濕地，中國第一所自然學校，秉承

“三個一原則”運營自然學校- 一間教室、一套教材、一支環保志願教師隊伍，深入挖掘濕地

文化內涵，多方位推進中國自然教育。 

 

關鍵詞：濕地、自然教育 

 

 

********************************************************************  

 

 

「學，森林」－透過環境教育推動永續森林經營之經驗與歷程：以臺灣林務

局自然教育中心為例 

 
李芝瑩 1、孫婉菁 2、盧居煒 3、翁儷芯 4、朱懿千 5 

１、２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研究員 
３台南社區大學自然與環境學程經理 

４台灣林務局森林育樂組簡任技正 
5台灣林務局森林育樂組服務科科長 

 

森林經營與氣候變遷有實質正向關聯，為全球關注的議題。森林經營乃是許多科學的複合

應用，加上其獨特的文化與歷史，形成永續林業推廣與溝通的複雜性。透過環境教育的理念和

方法，能轉化其中艱澀的概念，並促使權益關係人（Stakeholder ）能參與自然資源管理行動，

進而達成森林永續經營（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FM）的目標。 

臺灣 60%的土地是森林，林務局是最大的林業與自然資源管理機關，其所成立的 8 個自然

教育中心是「森林環境教育資源整合暨推廣平臺」，也是「永續林業政策的溝通窗口」，透過課

程設計融入科學調查的精神與環境監測的方法，並採用課程圖像與課程簡核的精進策略，於中

心內提供優質的林業課程服務，並且於 2017 年正式出版【「學，森林」森林環境教育教案彙

編】，提供 4 大主題、12套完善設計與編審的林業主題課程，予更多正規或非正規教育的教學

者運用，透過更廣泛的山林資源永續經營的溝通，培養對環境永續的負責任公民。 

 

關鍵詞: 永續森林經營、林務局、環境教育、環境公民 

 

 

 



  

нт 
 

大自然學校－温哥華的可持續幼兒教育 

蔡昌博士 

兒童教育國際協會- 香港暨澳門分會國際教育暨研究協調幹事 

 

    讓幼兒接觸大自然，從中學會可持續的生活，在西方社會甚是盛行。温哥華的可持續幼兒教

育利用一所位處郊野的小屋舍，提供學前幼兒一種另類「全然戶外學校教育」，由資深幼兒教育工

作者每天帶領幼兒，前往鄰近郊野、園地、河溪進行學習活動，當中不論春夏秋冬，晴天雨雪，

學校都如常讓幼兒進行一躺又一躺的「野外求生」活動，考驗幼兒和家長們的膽量。論壇將與出

席者透過報表、影片，分享「大自然學校」的特色，探索在亞洲推動可持續幼兒教育的機遇。 

 

關鍵 :  大自然學校、幼兒教育 

 

 

 

********************************************************************  

  

如何在香港推動幼兒環境教育活動 

以「創意成長大自然」宿營活動為例 

 

孫嘉雯 

嗇色園主辦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幼稚園環境教育課程老師 

 

    在香港推行環境教育活動，除了因應幼兒的身心發展，還需配合學校教學理念和課程規劃

來推行。在 2013 -  2016年期間，本中心與一間幼稚園以活動協作形式，每年舉辦一個為期兩

天、充滿環境教育元素的宿營活動，與準備升讀小一的高班幼兒離開父母，獨自與同學、老師、

校長及一班工作人員， 在營內享受在大自然活動的樂趣，並一同慶祝他們踏進人生的另一階。 

 

關鍵詞：環境教育、活動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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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國民中小學特色遊學計畫─環境教育學校本位課程的理念與應用 

 

張子超 

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特色遊學計畫的理念、目標、及含括的範疇都超出以往以校園為主的教育思維，可以稱

為學校教育角色與功能的典範轉移，本文對偏鄉學校所扮演的教育功能及與社區發展的連結，

提出一個統整的觀點和執行策略。本計畫呈現 30個偏鄉學校的發展主題及特色課程的規劃，

並提出執行特色遊學計畫的執行項目及時程，然後藉由成效評估指標的研擬及檢核，最後彙

整計畫對於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家長參與及地區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偏鄉學校、特色課程、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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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香港小學課程推行環境教育活動 

 

陳錦江 

嗇色園主辦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小學環境教育課程老師 

 

    香港將環境教育納入正式課程二十多年，但針對小學生環境教育表現的評估卻不多。嗇色

園主辦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下稱可觀中心）於一項問卷調查訪問 465名於 2016/17學

年就讀小學四至六年級的學生，發現隨著學生年紀增長，在環境教育相關的知識、技能及價值

觀均有下跌趨勢。 

有見及此， 為繼續向香港小學師生提供環境教育支援、並配合學界推行「STEM」教育，

可觀中心近年專注發展配合小學常識科課程之環境教育活動。在是次實務交流，可觀中心將以

兩項活動：【水「知」源】及【再生能源多面睇】分享在香港小學推行環境教育活動之經驗。 

 

關鍵詞：小學生環境教育、環境教育支援、教育活動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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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索–經驗」模式下的幼兒環境教育 

楊嘉儀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發展中心校長 

 

陳梓穎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發展中心老師 

 

    透過「問題–探索–經驗」的教學模式，高班(5- 6 歲) 的幼兒從認識地球資源開始，引

發一連串與資源及環保有關的探索活動。 

在課題中，老師透過參觀「環保園」、體驗活動、訪問及實地考察，引發幼兒對垃圾產生和處

理的好奇，藉此讓他們反思自己日常生活習慣與垃圾的關係，以及認識實踐綠色生活的重要

性。幼兒從不同的探索經驗中深切體會到「環保」並不只是口號，亦不是艱深難明的事情，

而是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並且是其能力可及的事。 

    

關鍵詞：問題–探索–經驗、環保、地球資源、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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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16:30) 

 

認知學習理論談環境教育的有效教學 

- 以臺北市翡翠水庫為例 

徐榮崇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教授 

汪靜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本文主要從記憶的結構（組織、儲存和種類）開始，瞭解如何儲存知識和儲存了甚麼知

識。再以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的基模、同化與調適、失衡與平衡等認知學習

理論之論點出發，配合十二年國教環境教育核心素養，融入水環境教育課程設計，並在臺北市

翡翠水庫實踐。 

首先說明學習者在接受新知識、技能或展現新情意時，會如何進入舊經驗的脈絡而產生

新的能力進而培養出新素養，作為解釋在進行自然教育時以「認知、技能、情意」作為教學設

計的目的為何。再則以環境教育核心素養，作為水環境教育課程設計時選擇教學內容與學生表

現的原則。 

最後，說明先前理論與實務結合的作法，以發展有效的教學策略。利用臺北市翡翠水庫

為例，以動手做、做中學為核心，透過環教教育資源盤點，搭配景線、景點與綜合模式的戶外

教學課程組織模式，規劃出水庫環境教育的課程架構包括水庫生態、水庫安全、水庫歷史、水

力發電及水庫操作管理五大主題，並以此針對不同年齡層的認知及理解能力，透過適當的教學

遊戲策略與有效的教學法發展出相應的教案：分別為《打開翡翠藏寶箱》（歷史）、《奇妙的水

旅程》（歷史）、《翡翠記憶》（歷史）、《翡翠生態我在行》（生態）、《與翡翠水庫來電》（水力發

電）、《安全! 安全! 安全!! 》（安全）。亦搭配使用相關教具，如：在國小高年級的生態課程《翡

翠生態我在行》中，搭配體摺摺書《探索翡翠水庫特色》，以增加課程的多元性及趣味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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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融入生物科課程──以新北市汐止區高級中學為例 

劉奇璋 1、陳瑋菱 2 
1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保育學系助理教授 
2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保育碩士班研究生 
2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生物科教師兼任教學組長 

 

  臺灣本身存在著不同災害的熱點區位，在極端天氣事件變異影響下可能激化災害規模以及

提高致災的頻率，使臺灣地區在空間上成為受氣候與環境變遷衝擊的致災高風險區域，對於國

人實施氣候變遷調 適 教育之工作以因應 未 來新的困境為刻不 容 緩。本研究借鏡美國 

PINEMAP(The Pine Integrated Network: Education,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Project) 

計畫中的中學教育 SFCC(Southeastern Forests and Climate Change) 課程模組，結合森林

資源與氣候變遷的科學概念，配合高中一年級基礎生物「碳循環」課程，加入以地方為基礎之

環境教育設計，探討不同實驗組別之參與學員於碳循環、氣候變遷之學習成效及其環境素養之

差異。研究以課程前、後問卷調查法進行學習成效之量測。結果顯示融入氣候變遷議題於碳循

環課程中之學員(n=36, n=40) 其對碳循環及氣候變遷知識之學習成效顯著高於未融入氣候變

遷議題之學員(n=35)，而其中以地方為基礎之環境教育課程設計之組別(n=40)，其上述兩項知

識之學習成效亦顯著優於僅使用 SFCC 課程模組所提供之課程內容之組別(n=36)。說明除了

融入氣候變遷議題有助於碳循環知識的學習外，以地方為基礎的課程設計更能顯著提升學員的

學習成效。研究於環境素養各構面的評估中，除了環境概念知識內涵外，其餘向度如：環境覺

知與環境敏感度、環境行動經驗及行為意圖，包含整體環境素養之平均成績，於各組內皆有顯

著進步，但於組間的差異並不明顯；環境倫理與價值觀之構面則於各組內及組間皆無顯著差異，

相關原因探討將以未來之質性研究分析作為補充。 

 

關鍵詞：環境教育、環境素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SFCC課程模組、以地方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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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環境素養與影響環境行動之因子：以旅遊科系大學生為例 

潘淑蘭 

湖北經濟學院旅遊與酒店管理學院副教授 

周儒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旅遊業蓬勃地發展帶來豐盛的經濟效益，也帶來環境的破壞。如何培養具有環境素養的旅

遊人才，是發展可持續旅遊的重要依據。本研究探討台灣旅遊( 觀光) 科系大學生的環境素養現

況，並更進一步探究環境素養二變項群( 情意、知識) 對環境行動的預測能力。 

本研究對象為全台灣旅遊科系大學生。以問卷調查法進行，共回收有效樣本 531份。經描

述性統計與階層迴歸分析發現：1、旅遊科系大學生的環境行動不積極，較常做到生態管理與

消費主義行動，很少做到說服與公民行動。2、環境素養中等，在二變項群( 情意、知識) 以情

意變項群分數較高。3、情意、知識變項群同時存在時，對環境行動的解釋力可達 33.8%。結果

發現行動意圖、環境希望、生態與地球科學知識、環境責任感是環境行動重要預測因子。此研

究結果對高等教育教學策略具有重要啟示。 

關鍵詞：大學生、階層迴歸分析、環境行為、環境行動、環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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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莊的生活為基地的環境教育模式創新- 台灣東岸鄉村為例 

顧瑜君 吳明鴻 

董盈君 石佳儀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助理 

五味屋專任助理、苗栗縣泰安國中專任教師 

 

     本文呈現台灣的鄉村被視為發展落後的區域的環境教育探索案例，研究團隊如何為青少

年與社區建構有價值與歸屬、貼近日常生活的環境教育方式，作為社區網絡參與可持續發展教

育方面的參考經驗。此案例為台灣東岸鄉村的一個非正規環境教育的教與學有關的實踐經驗，

議題涵蓋環境解說、環境公民運動、生態旅遊、環境傳播、生態社區、社區保育、有機農業教

育... 等內容，試圖以台灣偏遠鄉村為環境教育推動場域，在實際的社會脈絡下，進行整合性

環境教育方案，藉此彰顯出對於目前與未來台灣環境教育發展與環境公民培育的具體意義行動，

並提出日後可行方向與建議。 

 

關鍵詞：偏遠鄉村、環境教育、環境公民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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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臺灣大學生之永續關鍵能力 

葉欣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李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于蕙清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自 1987年由聯合國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

書中揭櫫至今，已經有三十年的時間。永續發展成為人類社會追求的願景，然而在目標與策略

方面，透過三次的全球高峰會與時俱進。2005 至 2014 年，聯合國推動永續發展教育十年

(UNDESD)，透過全球協作，推動永續發展教育(ESD)，以求翻轉全球教育的基本設定，而能將

人類文明發展導向永續的方向。2015 年 9 月，聯合國正式公布永續發展目標(SDGs)，作為各

國在 2030年之前擬定策略的依據，也是溝通的共同語言。在臺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正規畫

大學部的永續發展教育課程，並透過研究，建構適用於臺灣大學生的永續關鍵能力，作為建構

課程的基礎。本論文就國際永續發展、永續發展教育、永續核心與關鍵能力等相關文獻進行探

討，並邀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組成焦點團體，初步發展出適用於臺灣大學生的永續關鍵能力，

作為後續發展課程的依據。 

關鍵詞：臺灣、永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永續發展教育、永續關鍵能力、焦點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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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學生的環境素養實測與評估— 

以 2016年北京市科學嘉年華的參與者為例 
 

張瑋尹 1 

 
 

林素華 2 

 
 

*張雅慧 3、林佳青 3 

 

1
福建農林大學林學院，副教授；台灣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博士 

2*  台灣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副教授（通訊作者） 
3 台灣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碩士 

 

    本研究為瞭解參加 2016第六屆北京科學嘉年華的初中學生對於生活環境的態度、認知與

看法，問卷引用並修改至林素華（2016）、張雅慧（2016）設計之臺灣初中學生的環境素養之

立克特五點尺度問卷量表（其中環境知識題為單選題），於活動期間回收有效問卷數為 321份，

進行初中學生的環境素養實測與評估。分析結果得知，學生的背景資料除“性別”及“是否會

特別注意生態或環境的相關議題”外，其餘均呈現差異顯著性；學生最主要獲取環境訊息的來

源部分以電腦網絡與老師等占多數比例，而學生最喜歡的環境教育方式係以戶外體驗學習為主

要學習方式；在學生環境素養的平均分數，以態度＞覺知＞行動＞技能。本結果可供自然教育、

環境教育或相關環保單位，未來在實施環境教育課程的效益評估之參考資料。 

關鍵詞：北京市科學嘉年華、初中學生、環境教育、環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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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師增能培力研習營之教案研發主題特質與學習成效 

段沛晶 

鼎澤科技有限公司協理 

薛怡珍 

國立臺南大學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生態旅遊碩士班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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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a Learner/ Visitor Oriented Firefly Exhibition in Kin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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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garden: connecting childrenôs lifelong learning 

 

Dr. Chung, Lai Ping Elli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es find that school gardening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to connect with 

natural environments, such as plants, animals and insects. This kind of experiences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shaping childrenôs life-long attitudes, values, and patterns of behavior toward natural environments, 

including appreciation of the natural world; opportunities to experience the closeness to nature; as well 

as respect for other creatures and their living habits. This can also develop their interest in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world around them, in order to develop their positive attitude and behavior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cycling, reusing and living habits; as well as support childrenôs 

emotional and physical health and well-being. This study was a single case study of a Hong Kong 

school garden. A pre-school was selected purposively, which enabled the collection of qualitative data 

from children to understand their experienc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ardening environment. Multiple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included unstructured, participant and 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as well as 

semi-structured individual and group interviews. Thema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se the findings. 

The findings highlight a number of areas that children got the senses of loving and protec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Keywords: Hong Ko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chool gardening, na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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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環境教育新課綱之環境概念分析 
 

高翠霞 

 

 
2014年，臺灣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明定環境教育為未來國家教育

新課綱的重要議題之一。2015年教育部進一步規劃新課綱中環境教育的內涵，計有環境倫理、

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與能源資源永續利用等五大主題。本文主要目的，在梳理新環

境教育課綱中五大主題，分析其內容在各學習階段主要概念，以為未來教師自編教材或教科書

編者能更容易掌握環境教育的課程與教學。 

 

關鍵詞：新課綱、環境教育五大主題、環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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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幼兒與大自然建立良好關係的活動 

 

 

 

     誰是未來的「大自然守護者」？成人推動環境保護工作與愛護關心我們居住的地球是分不

開的，沒有關心愛護大自然的環保運動，只是虛有其表。如何協助孩子從戶外活動體驗，培養

他們關心愛護地球情誼。成人可預備適合於大自然環境的孩子活動，先讓孩子以安全又不失驚

喜接觸探索大自然。良好的環境預備和活動設計，能培養孩子對大自然的內在感情。 

適合孩子探索的地點，包括效野公園的山徑叢林，田園生活，溪澗沙灘等。 合適活動

包括 (1) 觀察小動物，昆蟲及植物，體驗愛護尊重生命；(2) 田園的有機農耕工作體驗耕作過

程，培養珍惜食物及感恩的心﹔(3) 行山爬樹爬石澗浸溪水親身運用感官動作接觸大自然，與

大自然互動；(4) 野外低炭煮食體驗簡樸生活 的各種活動做法。當孩子能持續體驗，孩子必定

愛上大自然，而自動產生照顧地球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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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 幼兒教師、視覺藝術、視覺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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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 curricula raises 

studentsô sustainability consciousness 

Dr. Tamara Savelyeva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ESD ïrelated curricula on secondary school graduates ,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studentsô self-perceived sustainability consciousness is crucially important (a) to supporting 

a strategic goal of  growing sustainability-minded citizens and (b) advancing  implementation of  

ESD curricula at all levels of Hong Kong educational system. In light of the recent international 

demand for implementing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et by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paper 

shares the results of the  two- year mixed-method study of sustainability consciousness of 5000 Hong 

Kong students. The study revealed the uniqueness of Hong Kong educational approach to ESD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distinct aspects of  studentsô sustainability consciousness: 

future oriented (eschatological) views and values; high social imaginary ( ñfeasible utopiaò ); and 

engagement  with complex sustainability issues. 

 

Keywords: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ô self-perceived sustainability consciousness; educational 

approach to ESD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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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om HK International Airport to EdUHK 

Take a taxi to HKIEd direct (about HK$350-HK$400), or 

Take Airbus E41 to Tai Po Centre then change to bus 74K or taxi (about HK$40) 

 

$350-$400  

E41 74K $40  

 

2. From Shenzhen to EdUHK 

Take MTR train from Lo Wu to Tai Po Market Station 

then change to bus 74K or taxi (about HK$40)  



  

ро 
 

 

74K $40  

3. From Hung Hom MTR Station to HKIEd 

Take MTR train to Tai Po Market Station  

then change to bus 74K or taxi (about HK$40) 

 

74K $40  

4. , ,  

 

5. , 8:15  B , 

, ̪  

(20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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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學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