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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永續發展教育組 

 

環境教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授課對象：大學部二年級 上課時間︰每週一(09:00~12:00) 

授課教師︰闕雅文、趙芝良、榮芳杰   上課地點︰南大 1407 教室 

聯絡方式：fj.rong@mx.nthu.edu.tw / 03-5213132 # 72827 （榮老師） 

  yawen.chueh@gapp.nthu.edu.tw / 03-5213132 # 72826 （闕老師） 

          clchao@mx.nthu.edu.tw / 03-5213132 # 72824 （趙老師） 

 
 
一、課程說明 

《環境教育法》已於 2010 年 5 月 18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並在 2011 年 6 月 5 日正

式實施，這是台灣成為繼美、日、韓、巴西之後，躋身少數將環境教育立法的國

家。由於《環境教育法》第一條即揭櫫：「為推動環境教育，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

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進全民環境認知、環境倫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

生態平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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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使學生對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各種議題有所關注，並重新審視人類

對於環境的態度，以及試圖發展自我面對環境劇烈變化的方式乃規劃本課程。 
 
由於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之定義，環境教育人員的專業領域共分

為八大類，分別是：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

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以及社區參與。本課程將從不同角度的教育議

題出發，搭配環境教育的五項教育目標為輔，包括：(1)環境覺知與敏感度、(2)環
境概念知識、(3)環境價值觀與態度、(4)環境行動技能，以及(5)環境行動經驗等進

行整學期的課程討論。同時也參酌目前國際間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的（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SD）觀念融入在本課程的相關議題之中。 
 

 
二、課程目標 

1. 瞭解環境教育的歷史發展與相關理論。 
2. 建立同學對文化資產政策分析之基礎知能。 
3. 引導同學熟稔環境教育相關法令規章。 
4. 培養同學對於地方社區的環境觀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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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訓練同學善用環境與文化資源的整合能力。 
6. 加強同學對於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的實踐能力。 
7. 引導同學認識「現地教學」（on-site learning）的關鍵知識 

 
三、課程要求 

(1) 作業 A：閱讀文獻評析 (30%) 
每週課程主要以老師授課為主，以及同學輪流負責報告課程指定閱讀資料（整

學期一人負責 1 篇英文或 2 篇中文），以導讀提綱為主，以 A4 格式橫式書寫，頁

數不限，當週需繳交一份完整資料給老師並簡報（簡報方式不限），全班修課同學

至少須繕印大綱分發，並附相關參考資料書目。 
 
(2) 作業 B：環境教育期末報告(50%) 

請同學以 2 至 3 人為一組，針對國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進行該場域的教學活動

企劃方案或課程設計方案。 
 

(3) 平時成績(20%)：本課程每週會點名，平時成績以出席課堂表現為主。 
 
 
四、教學方式 

1. 理論講述與討論(50%)  
2. 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50%)  

 
 
五、評量方式 

1. 紙筆評量(80%) (說明：作業 A(30%)與作業 B(50%))  
2. 表現評量(10%) (說明：討論題綱之參與)  
3. 上課參與(10%) (說明：出缺席&上課討論)  

 
 
五、主要教材 

1. 自編講義或指定讀本 
 
 
六、課程架構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01 02/19 課程說明 闕, 趙, 榮 

02 02/26 環境教育制度與法令 榮老師 

03 03/04 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 趙老師 

04 03/11 環境教育與公民科學 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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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3/18 環境教育與物種保育 趙老師 

06 03/25 環境教育與碳消費 趙老師 

07 04/01 期末報告各組主題進度討論（一）  

08 04/08 歐盟動物生活教案 闕老師 

09 04/15 美國環境教育 闕老師 

10 04/22 台灣自然保育教案 闕老師 

11 04/29 自然保育相關演講 闕老師 

12 05/06 期末報告各組主題進度討論（二）  

13 05/13 環境教育中與文化保存觀 榮老師 

14 05/20 從環境教育到文化資產教育 榮老師 

15 05/27 文化保存現地教學的技巧與觀念 榮老師 

16 06/03 期末報告總評 闕, 趙,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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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於 AI 使用規則 

        有條件開放，請註明如何使用生成式 AI 於課程作業中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