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教育概論環境教育概論
講師：陳妤亭講師：陳妤亭



環境教育歷程

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 發表「人類宣言 爾後於「世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發表「人類宣言」爾後於「世
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1987年發布「我們共同的未來 奠定永續環境基礎。1987年發布「我們共同的未來」，奠定永續環境基礎。
1992年地球高峰會提出二十一世紀議程，制定人類對地球環
境永續的方針，大家開始思考環境教育應如何推廣，成為國境永續的方針，大家開始思考環境教育應如何推廣，成為國
際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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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定義環境教育定義

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進
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 促使國民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國民
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
(環境教育法第3條)(環境教育法第3條)

環境教育是一種教育過程，在此過程中，個人與社會群
體了解環境，及組成環境的生物、物理及社會文化因素
間的交互作用 並得到必須的知識 技能及價值觀 進間的交互作用，並得到必須的知識、技能及價值觀，進
而能個別或集體行動，以解決現在及將來的環境問題
（國際環境教育會 1978）（國際環境教育會,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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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認知

ABOUT IN FOR

提供對自然系統
運作的瞭解 、人
類活動對環境所

直接接觸環境，
學習與環境間之
友善互動，進而

培養環境倫理，
並參與環境改
善的動機與技類活動對環境所

造成之衝擊、培
養環境調查與思
索的技能。

友善互動 進而
培養審美觀，以
及對環境的覺知
與關懷。

善的動機與技
能； 提升整體
生活環境。

索的技能。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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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習方向
環境學習環境學習環境學習環境學習

瞭解人與環境互動關係

知識知識 行為行為價值與價值與
態度態度

技能技能
態度態度

強調針對主
題內容有概

提供完整的學習
過程與培養適切

分析和釐清個人
與團體的價值與

對永續的地球社會村有
貢獻的個人和集體行為題內容有概

念性的了解
過程與培養適切
的能力，及更高
層次的思考與溝
通能力，以鼓勵

與團體的價值與
態度，而不是一
味的接受特定的
態度與價值觀

貢獻的個人和集體行為，
並認為今日的行動是為
了明日世界的永續經營，
強調負責任的行為和地通能力，以鼓勵

終身學習
態度與價值觀 強調負責任的行為和地

球村公民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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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主義演進

.

.

環境污染危害

人類環境義務
地球環境永續

道德倫理認知
自然美學保育

生態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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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效益

11 透過教學活動增進民眾認識周遭環境激發愛鄉
愛土的情懷。

22 轉化為環境行動力，成為有效解決環境問題的
實踐者。

33

實踐者

建構環境思維，培育民眾創造環境科技新技術33

44

以達地球環境永續的維持。

重視國際環境議題發展的脈動，了解地球未來44 重視國際環境議題發展的脈動 了解地球未來
的趨勢與困境。

促進全體民眾環境素養的提升 展現環保友善55 促進全體民眾環境素養的提升，展現環保友善
新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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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與執行

生態平衡

人類福祉

生態平衡

人類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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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與執行

環境教育
發展觀念

生態教育 綠色科技生態教育 綠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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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類別

學校學校

政府政府
環境教育法規範

政府政府
企業企業業業

民間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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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策擬定想法

經由教育過程 使每個人認識自然資經由教育過程，使每個人認識自然資
源及環境問題，進而維護生態平衡及源及環境問題 進而維護生態平衡及
環境品質，以達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
及世代享有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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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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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法令規範法令規範法令規範法令規範

行動方案研訂行動方案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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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企業透過企業志工或基金會的努力 由企業透過企業志工或基金會的努力，由
企業主帶領，種下綠色環境種子，不但
能回饋社會 也回饋公司提升企業形象能回饋社會，也回饋公司提升企業形象

結合社區，進行環境教育宣導

企業合縱連橫，致力維護生產環境

定期舉辦環境教育活動，回饋地方

籌措環境教育基金，得以永續環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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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1.推動民間綠色消費，綠色採購
2.鼓勵民間團體及各里、社區推動環保
3 辦理各項環境教育之宣導活動3.辦理各項環境教育之宣導活動
4.社區環境綠美化4.社區環境綠美化
5.募集環保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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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八大領域

氣候變遷 公害防治• 氣候變遷
• 災害防救
• 自然保育

境教育領

• 公害防治
• 文化保存
• 社區參與

Text
自然保育

•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領域
社 參與

• 環境及資源管理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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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認知

1.地球是一個環境的複合體，地球上的生物與
非生物相互依賴 相互影響非生物相互依賴，相互影響

2. 資源過度利用使環境品質日趨惡化
3. 地球上資源有限，人口不能過度成長
4 各類公害污染會造成生物的生存危機4. 各類公害污染會造成生物的生存危機
5. 生態平衡是提供人類及各種生物生存的基礎
6 環境是每 個人共有的 保護環境人人有責6. 環境是每一個人共有的，保護環境人人有責

17



臺灣邁向永續發展

經濟

環境 社會環境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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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

地球因為人類行為，造成環
境變遷，危及萬物生存發展

致力維持充足陽光、乾淨空
氣、潔淨水資源，促進環境
永續發展!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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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教育

滿足現在的需求而不會影響到滿足現在的需求而不會影響到
後代子孫追求其需求的能力！

尋求生態系統的穩定 並維持人類長久的進步

後代子孫追求其需求的能力！

尋求生態系統的穩定，並維持人類長久的進步
永續發展的效益是屬於全體人類，而非只屬於特定族群

是 個正在進行的學習歷程 主動串連利是一個正在進行的學習歷程，主動串連利
益關係人一起開創願景、行動和回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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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環境教育現況我國環境教育現況
講師：陳妤亭講師 陳妤亭



環境教育法規系統

法律法律
環境教育法(99.6.5)

法規命令法規命令
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100.6.3)

國家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99.10.5)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認證審查小組設置要點(100.6.3)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100.6.22)

環境教育機構認證及管理辦法(100.6.2)( )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100.6.2)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輔導獎勵辦法(100 12 27)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輔導獎勵辦法(100.12.27)

環境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99.12.23)

環境教育法環境講習時數及罰緩額度裁量基準(99 12 22)環境教育法環境講習時數及罰緩額度裁量基準(99.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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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法

公布公布

中華民國99年6月5日

實施實施

中華民國100年6月5日

立法目的

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

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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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全體國民、各類團體、事業、政府機關(構)及學校全體國民、各類團體、事業、政府機關(構)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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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法

辦理權責辦理權責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環境教育基金

• 環境保護基金、廢棄物回收、違反環保法律、自治
條例之罰鍰、利息、捐助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理環境教
育機構、環境教育人員，以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育機構 環境教育人員 以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指定環境教
育負責單位或人員辦理環境教育之規劃、宣導、推動、育負責單位或人員辦理環境教育之規劃、宣導、推動、
輔導、獎勵及評鑑相關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環境教育人員、機構及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之認證，應邀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專
家學者審查家學者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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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法

推動及獎勵推動及獎勵

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 應指定人員推廣環境教育。其中學50%之財團法人，應指定人員推廣環境教育。其中學
校指定人員需在五年內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及政府捐助
基金累計超過50%之財團法人，每年需訂定環境教育
計畫 所有員工 教師 學生需參加4小時以上環境教計畫，所有員工、教師、學生需參加4小時以上環境教
育

環境教育4小時，得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演講、討
論、網路學習、體驗、實驗(習) 、戶外學習、參訪、影( )
片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為之

戶外學習必須在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戶外學習必須在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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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法

推動及獎勵推動及獎勵

各級主管機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獎勵民
間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環境教育志工間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環境教育志工

各級主管機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獎勵環境教
育成效優良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國科會、 教育部及中央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國科會 教育部及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加強環境教育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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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法

罰則罰則

1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之環境講習

•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
分機關處停工、停業處分，或新台幣5,000元以上之
罰鍰

新台幣5,000元以上15,000以下罰鍰，並接受1小時以新台幣5,000元以上15,000以下罰鍰 並接受1小時以
上8小時以下之環境講習

• 未定環境教育計畫• 未定環境教育計畫

• 未辦理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

• 未申報環境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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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節能減碳教育國外節能減碳教育
實施案例實施案例
講師：陳妤亭



國外實施案例

英國 法國 德國均強調整體性與整合性之規劃英國、法國、德國均強調整體性與整合性之規劃

和研究和研究

德國與日本均強調法令規範體系之建立與完備性德國與日本均強調法令規範體系之建立與完備性

加拿大強調節能減碳從生活小習慣做起加拿大強調節能減碳從生活小習慣做起

瑞典主張節能減碳教育可與學生日常生活相連結瑞典主張節能減碳教育可與學生日常生活相連結，

使其成為學生生活型態的一部分使其成為學生生活型態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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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北京交通大學

管理：創新管理手段、建立節能長效機制管理：創新管理手段、建立節能長效機制

由校長領導的節能領導小組，節能工作的最高領導部門

所有用水、用電單位皆安裝水錶、電錶；對各單位採取
水電成本核算獎勵節約、超額收費水電成本核算獎勵節約 超額收費

學生餐廳按實際用量收費

改良：加速技術改良，推展節約型校園建設

雨水攔截工程

電梯安裝變頻調速設備電梯安裝變頻調速設備

節能燈管

聲光控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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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北京交通大學

教育：推動全方位教育 潛移默化節能理念教育：推動全方位教育，潛移默化節能理念

新生入學教育

通識教育

學生宿舍比賽學生宿舍比賽

學生餐廳學 餐廳

學生社團

研究：發揮研究優勢，推廣節約型校園建設

成立「北京北交潤通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致力於節能成立「北京北交潤通節能科技有限公司」，致力於節能
產品與節能技術的研究，如浴室計費、節能工程施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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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美國

肯塔基校園能源效率肯塔基校園能源效率
法令規範具強制性
協助學校了解發展該校能源管理系統之方法協助學校了解發展該校能源管理系統之方法

涼快校園挑戰計畫
自主性發起：提出校園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以一學年為計算基準自主性發起：提出校園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以 學年為計算基準

美國歐柏林學院
成立永續辦公室成立永續辦公室
網頁即時資訊平台分享

剛校網頁有節能減碳妙招剛校網頁有節能減碳妙招

設有校園資源監測系統公告即時使用狀況

提供學生舊物交換場所-二手商店提供學生舊物交換場所 二手商店
擬定執行策略，設法減少學校使用資源
老舊大樓規劃後，融入綠色進行改造老舊大樓規劃後 融入綠色進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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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澳洲

西元2007年提出綠色教育券計畫 協助申請學校購置雨水西元2007年提出綠色教育券計畫，協助申請學校購置雨水

儲水設施與太陽能設備

西元2008年推動全國太陽能學校計畫

改善能源和用水效率，持續降低能源成本

放假時，太陽能發電系統產生的電力賣給電力公司與儲

蓄多餘電力

西元2011年審核範圍包括經費運用價值 環境的效益西元2011年審核範圍包括經費運用價值、環境的效益、

教育等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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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

英國英國

永續發展政策納入各部會進行整體性規劃

節能減碳教育重視知行合一與注重永續生活的實踐

節能減碳課程的發展與設計重視校本精神的落實節能減碳課程的發展與設計重視校本精神的落實

法國

統整發展生態環境、能源、永續發展政策，建立高度
專業與分責治理模式

發展以多元文化與永續發展兩大理念之節能減碳教育
政策與教學策略政策與教學策略

結合地方市鎮與環境保育教育團體組織發展具專業知
能之節能減碳教育能之節能減碳教育

34



國外實施案例

英國英國

永續發展政策納入各部會進行整體性規劃

節能減碳教育重視知行合一與注重永續生活的實踐

節能減碳課程的發展與設計重視校本精神的落實節能減碳課程的發展與設計重視校本精神的落實

法國

統整發展生態環境、能源、永續發展政策，建立高度
專業與分責治理模式

發展以多元文化與永續發展兩大理念之節能減碳教育
政策與教學策略政策與教學策略

結合地方市鎮與環境保育教育團體組織發展具專業知
能之節能減碳教育能之節能減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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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

日本日本

政府部門與機構在節能減碳的分工方式相當詳細

節能減碳立法體系相當完備

各部會皆有跨單位的聯繫與各自的縝密計畫與方案各部會皆有跨單位的聯繫與各自的縝密計畫與方案

加拿大

節能減碳教育從生活小習慣做起

設計具體可行之手冊提供學校參考設計具體可行之手冊提供學校參考

節能減碳教育應依年紀進行區分

36



國外實施案例

澳洲澳洲

政府民間全面動員，分層負責密切合作

政策目標明確，充分討論凝聚共識

學校節能減碳方案持續更新，強化全民認知學校節能減碳方案持續更新 強化全民認知

紐西蘭

後設研究與評鑑的進行

績優有效實踐方案的借鑑績優有效實踐方案的借鑑

強化以行動為導向的節能減碳環境教育

強化校長教師專業發展與提供學習資訊

建構監督機制與諮詢管道建構監督機制與諮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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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

西班牙西班牙

創設專責單位，進行決策機制之整合

中央與自治區政府協調合作，共同推動相關政策

制定環境教育政策白皮書，確保施政之系統性及完整性制定環境教育政策白皮書 確保施政之系統性及完整性

公、私部門皆積極投入節能減碳相關之環境教育

設立跨部會專責單位，以有效協調整合不同政府部門之
政策

藉由環境教育之實施，建構低碳社會

鼓勵教育機構參與國際性之計畫 設立相關資訊流通平鼓勵教育機構參與國際性之計畫，設立相關資訊流通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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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

荷蘭荷蘭
積極開發再生能源
透過法律途徑建立對自然資源的有限使用權透過法律途徑建立對自然資源的有限使用權
推行「綠色稅制改革」
落實節能減碳教育有關概念於日常生活中
建立並發展環境成本會計

愛爾蘭
國際機構所推動的相關政策影響愛爾蘭環境教育的實施國際機構所推動的相關政策影響愛爾蘭環境教育的實施
跨國機構、官方與非官方組織的密切配合
環境教育實施對象遍及各級教育以及所有公民環境教育實施對象遍及各級教育以及所有公民
對行動方案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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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

芬蘭芬蘭

政府全面投入

全民積極參與全民積極參與

企業團體的重視

學校及研究團隊落實紮根

瑞典瑞典

節能減碳教育的教學實施，可善加運用實驗、實踐及體
驗的方法驗的方法

校園在節能減碳方面的設計與教學應用

節能減碳教育的辦理，進行跨國與跨部門的合作

節能減碳與學生日常生活相連結節能減碳與學生日常生活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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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

奧地利奧地利
推動能源有效、經濟、環保的利用及再生能源的使用，
是所有能源機構的共同目標是所有能源機構的共同目標
能源機構重視透過資訊和建立關係網絡活動，來提升公
眾的意識眾的意識
政府或民間的能源機構，都有參與國家或國際合作能源
方案的機會方案的機會
學校改善能源效率的作法即可獲得補助
強調對學生、教師和技術人員的教育和意識提升強調對學生 教師和技術人員的教育和意識提升
政府不僅提供財政誘因，亦著重專業支持的提供，結合
學校成員及外部機構之力共同推動學校成員及外部機構之力共同推動
鼓勵學校將有關政治、經濟和國際上氣候保護的議題融
入課程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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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

丹麥丹麥

政府機構全面投入，且對於節能減碳具明確達成目標的
決心決心

政府訂有願景及目標，並邀請全民共同參與

政府之能源政策朝永續發展，及時修訂法令及相關立法

支持非政府組織的行動 讓觸角遍及家庭 學校及中小支持非政府組織的行動，讓觸角遍及家庭、學校及中小
企業，全面提供完善的能源服務及綠色認證

學校將節能納入課程，大學及技職體系採取創新活動的
重要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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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

中國中國

節能減碳的推動，需要政府強而有力的領導

節能減碳的開展，需要政府各部門協力合作

節能減碳的實踐，須配合統計、監督與考核機制節能減碳的實踐 須配合統計 監督與考核機制

節能減碳的永續發展，有賴全民教育的持續推動

香港

有對抗氣候變遷聯盟，每年均會結合公私部門或機構推有對抗氣候變遷聯盟，每年均會結合公私部門或機構推
展各項環保活動

透過教育宣導活動 讓節能減碳成為社會大眾日常生活透過教育宣導活動，讓節能減碳成為社會大眾日常生活
中的一種良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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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

比利時比利時

善用國家行政力量，結合公私部門的經驗

彈性運用組織、法令，突破所面臨的能源問題

創造後天各項政策配合與宣導之契機創造後天各項政策配合與宣導之契機

新加坡

環境政策與經濟發展取得平衡

整合政府部門、私人企業及民間的力量投入節能減碳整合政府部門 私人企業及民間的力量投入節能減碳

培育學校環保人才，有利推動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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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施案例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結合宗教精神來落實節能減碳

透過立法，落實節能減碳之政策

鼓勵非政府組織在節能教育上推動，讓全民投入永續社鼓勵非政府組織在節能教育上推動 讓全民投入永續社
會的目標

節能教育運動全面性的從中央到地方學校 促成全民參節能教育運動全面性的從中央到地方學校，促成全民參
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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