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計畫 02 輔導團組織能量及運作-花蓮縣 113 年度學校環境教育人員 24 小

時認證課程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作業要點。 

（二） 教育部 112年 8月 31日臺教資(六)字第 1122703451號。 

（三） 花蓮縣環境教育中長程計畫（113-116年）。 

（四） 花蓮縣 113年辦理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 

（五） 教育部「新世代環境教育發展（New-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NEED）」政策中長程計畫，促進國內環境教育典範轉移，落實永續

發展導向的環境教育策略，確保全國師生學習具備永續發展必要的核心能力。 

二、目標 

(一)增進環境教育人員環境教育教學知能，促進規劃和實施環境教育活動方案能力。 

(二)提升環境教育人員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理念與行動策略。 

(三)增進學校環境教育人員專業知能，落實環境教育課程活動之設計與教學。 

(四)鼓勵學校環境教育人員善用在地資源，配合發展具地區特色之 12 年國教校本課

程。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四、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五、承辦單位：花蓮縣壽豐鄉平和國民小學 

六、協辦單位：花蓮縣環境教育輔導團 

七、辦理時間：113.1.1~113.12.31(研習日期：113年 7月 17~19日) 

八、實施地點：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 

九、參與對象： 

(一)花蓮縣內各級學校－國中小、高中職及專科以上學校之教師與職員，並開放全國

各國中小教師與職員報名，參加人數預計 40人。 

(二)花蓮縣國中小校長(含儲備校長)尚未參加此項研習者，請務必報名參加。 

(三)花蓮縣環境教育輔導團團員尚未參加此項研習者，請務必報名參加。 



花蓮縣 113 年度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課程表 

第一天：7月 17日(星期三)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07:50-08:00 報到 

08:00-10:00 環境教育法規（必修） 
長慧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林筱嵐 副理 

10:00-12:00 
環境教育（必修）： 

認識 SDGs理念與行動策略 
花蓮縣環教大使團 

黃木蘭  校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必修)： 

環境教育校本課程跨議題的課程統整原則 臺東縣興隆國小 

林克銘  校長 

 15:00-17:00 環境教育計畫撰寫與執行 

17:00 明天見 

 

第二天：7月 18日(星期四)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07:50-08:00 報到 

08:00-10:00 
環境概論（必修）： 

世界咖啡館～型塑在地環境教育特色 國立東華大學 

梁明煌 副教授   
10:00-12:00 循環經濟與綠色消費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氣候變遷調適與防災作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葉欣誠 教授 
15:00-17:00 淨零排放及自然碳匯 

17:00 明天見 

 

 

 

 

 



第三天：7月 19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07:50-08:00 報到 

08: 00-10:00 永續校園理念與實踐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陳星皓 教授 
10:00-12:00 

氣候變遷調適與防災作為： 
校園與社區防災地圖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必修）：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國立東華大學 

楊懿如教授 

15:00-17:00 
環境倫理（必修）： 

學校推動環境議題公民行動方案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陳星皓 教授 

17:00 賦歸 

 

◎ 課程內容簡介 

1、環境教育法規（必修）：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加上對生物特性與環境之破壞、能源

與糧食嚴重短缺，已經嚴重威脅人類及環境，為解決這些棘手之環境問題，除尋求

科技解決外，治本之道有賴長期深入推動環境教育，讓每一個人從認知、價值觀及

態度上來落實環境保護之行為。使學員瞭解環境教育法的立法精神、瞭解環境教育

法的規範及執行方式、環境教育相關法規Ｑ＆Ａ。 

2、環境教育（必修）/認識 SDGs理念與行動策略：現在的世界看似繁榮，但我們的發

展卻是失衡的。當某部分的人們只顧著滿足當下的需求，卻犧牲了未來世代滿足他

們自身需求的能力。如果我們要追求一個更美好、更永續的環境，該怎麼做呢？SDGs

兼顧了「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等三大面向，在在展現了這份新

方針的規模與企圖心，身為學校環境教育推動人員，我們必須認識 SDGs理念與行動

策略。 

3、環境教育課程設計(必修)/環境教育校本課程跨議題的課程統整原則：解在校園中執

行環境教育完全符合課程統整、校本課程、以及強化生活經驗與能力指標等教育改

革的目標，並探討環境教育議題連結其他各個議題的原則，發展主題式環境教育學

校本位課程。 

4、環境教育指定人員申請說明：針對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申請作業進行說明，瞭解學校

環境教育指定人員之角色功能，並熟悉認證申請作業需具備之相關文件及填表注意

事項與Ｑ＆Ａ。 

5、環境概論（必修）/世界咖啡館～型塑在地環境教育特色：透過真誠對話→仔細聆聽

→共同探索→形成共識→找到新的行動契機，期逐步建構出花蓮在地的環境教育特

色。 

6.循環經濟：節能環保、永續發展勢在必行，如何用循環經濟思維讓廢棄物變黃金？而

校園可以作為推動循環經濟的中心，帶動周遭的社區轉型，可分為人、資源、社區



三個層次。讓孩子親身體驗、建立資源循環的概念，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將校園

內的各種資源「循環使用」，使資源利用最大化，減少廢棄物及污染的排放；讓學生

從校園中習得資源循環利用的方法，將來可以回到家庭、社區中實踐，讓校園本身

成為帶動社會轉型的種籽，影響周圍社區的生活、生產與生態。 

7、氣候變遷下的永續發展教育：氣候變遷正嚴重影響著孩童的現在與未來。根據世界

展望會研究報告指出，近年極端氣候災難下最受衝擊的往往是貧窮與脆弱的兒童。

依據世界展望會更進一步調查，兒童與青少年十分憂心氣候變遷對地球及未來的影

響，但是他們並不希望被視為無助的受害者，而想要實際付諸行動、為更好的地球

創造改變。因此，必須讓屬於「未來世代」的孩子們了解攸關其未來權益的重要議

題，加速兒童參與並了解永續發展目標，提供正確的知識與訊息，提高兒童及青少

年對永續發展的意識、並鼓勵採取行動做出改變。此外，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也協助

收集、提供與兒童相關的永續發展目標數據，以確保所有孩子都有更好的未來。 

8、淨零排放及自然碳匯：為達成 2050淨零排放及配合國家能源轉型、生活轉型，透過

實際的例子，讓參與教師了解淨零排放及自然碳匯觀念，進而師生一同實踐，並持

續推動校園環境設備改善等，以再生能源及碳中和等管道達到減碳，師生將節能減

碳行動落實於校園生活中，讓學校成為淨零排放的示範基地。 

9、永續校園環境改造：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實行，各校對應校園環境改造，創造出各

校教學特色的教學教材，配合鄰近不同教育特色的學校，更能形成緊密的環境教育

聯絡網，課程提出校園整體規劃藍圖建構，依循永續校園發展概念，營造低碳永續

之校園。 

10、氣候變遷調適與防災作為/環境變遷與社區防災地圖：瞭解氣候變遷以及社區防災

與資源地圖，觸發學生對氣候變遷的關心與瞭解，更藉由社區踏查，讓學生更瞭解

社區及生活環境潛勢危害的位置，並透過踏查結果共來繪製社區防災避難地圖。 

11、環境教育教材教法：認識學童在環境學習上的階段發展；瞭解環境教育教學法，並

熟悉教學法之實施原則、步驟及技巧；瞭解戶外環境體驗與教學的教材資源、規劃

設計及教學場域的選擇。期許學員未來能帶領學生落實“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環境行動。  

12、環境倫理（必修）/學校推動環境議題公民行動方案：國小學生們會想要透過學校

的校規或班規，來改進學童的周遭環境嗎？如何引導學生探討環境議題的公民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