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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環境教育是由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一詞而來。自1960年代末期開始至

1970年代，伴隨著人類對於週遭環境的遭受破壞、污染與自然資源的枯竭，生態

系統的遭受壞，人類開始了解除了必須訓練在環境污染的控制、消除、土地規劃

和所有其他用來確保高品質環境所必須的技術性人才之外，我們整個社會，亦非

常必要去發展一種人類對於其所處環境新的瞭解和敏銳的意識。這就須要在正規

(formal)教育和非正規(nonformal)教育的過程中，利用每一可把 握的機會，發展和

教育民眾環境的原理以及相關的概念。基於此理念，聯合國環境計畫(UNEP)和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共同推動了國際環境教育計畫(IEEP)，更與世界各大洲

的不同環境保育團體組織合作積極推展各國的環境教育計畫(UNESCO, 1980, 

1987)。此外於1992年在巴西的里約所召開的地球高峰會議之後，世界各國更清楚

了環境教育是達成地球與環境永續（sustainable)的必要途徑。因此，從過去三十多

年來全球環境變遷與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環境教育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以下特

就環境教育有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逐步做一介紹。 

 
貳、環境教育的原理  

    環境教育有關的定義與基本定位等有關的關切，可以初步闡釋如下（Schmieder, 

1977；周儒，1993）： 

一、環境教育的定義 

    環境教育是以達到改善環境為目標的教育過程。它是一個澄清觀念與形成價

值的教育過程；是為了便於發展人們在瞭解與體認人與其文化及生物、物理環境

間相互關係時所必需的技能與態度。環境教育也教導人們在實際面對有關環境品

                                                
1 周儒（2004）: 〈環境教育的理論與資源運用〉。《第1394期東莞台商子弟學校（中學部）教師研

習班研習資料》，99-113頁。台北：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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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課題時，如何作決定，並且發展自我行為的依據準則。 

 

 
二、環境教育的性質 

1. 環境教育是一個認知的教育過程。 

它和所有其它的學科領域相關，而且實際上建立在所有其它學科及領域

的工作上。因此，它是一個整合性的跨科際教育。它的目的是促進人們

對人與生態環境及自然資源間的整體性認知，並且因而能夠進行清晰而

正確的思考。 

2. 環境教育也是一種情意教育過程。 

它是強調以前述的認知為基礎，藉著教育的過程發展與個人的道德倫理

觀、生活價值觀、以及生命的信念等有關的意念、情意、美感等內蘊情

緒。環境教育也是為了建立個人對環境的 建設性態度。 

3. 環境教育也是一個發展個人作選擇、作決定 ，且擬定自我行為準則的技

能教育過程。 

期望使個人對 環境抱持的(認定的)價值觀及態度可以轉化成具體的行為

及行動。這些行為是經過個人對〝人與環境關係〞的認知以及對有關資

訊的理性判斷(綜合考量政治、經濟、社會、科.....等廣義文化層面中的各

個部份)後，從眾多替代方案中進行抉擇，而作成的決策，並付之實施的。 

 
三、環境教育的目的及目標 

    環境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促使人類認識並關切環境及相關連的問題；使人們具

備與環境相關的適當的知識、技能、態度、動機，並且能獨立地或參加團體與他

人共同合作致力於解決現存的環境問 題和預防新問題的發生。下圖可幫助您去了

解環境教育（周儒，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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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教育的過程，是為了使人類尋求改善存在於人類與自然間，以及人與人之間

的生態關係。 

 
    而在一九七五年於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Belgrade)會議的最後 聲明中，更詳

盡描繪出環境教育的目標，詳述如下： 

 
1. 意識：去協助個人及一些社會團體獲得有關整個環境和其相伴問題的意識
和敏感度。 

2. 知識：去協助個人及一些社會團體獲得與整個環境有關的基本瞭解，它的
相關問題，以及人類在環境裡精確負責任的存在性和角色。  

3. 態度：去協助個人及一些社會團體獲得社會價值、對環境強烈的關切感和

主動參與環境保護及改進的動機。 

4. 技能：去協助個人及一些社會團體獲得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 

環境教育是  

全人類 

關切 意識 

整個環境（自然環境及人為環境） 
及相關問題 

單獨或集體的 

工作努力朝向 

培養並獲致充分的： 

知識 

態度 

動機 

承諾 

技能 

解決現在的環境問題並預防新問題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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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價能力：去協助個人及一些社會團體就相關於生態的、政治的、經濟的、
社會的、審美的和教育的因子等方面，評估環境的範圍和教育計畫。 

6. 參與：去協助個人及一些社會團體發展與環境問題有關的一種責任感和急

切感；以便確定適切地行動去解決那些困難。 

 
參、環境教育的教學重點  

    由於學習者的不同年齡與其心智發展成熟的不同，環境教育所強調不同重點

依年級層次可以下圖說明(Stapp,1982；周儒，1992)，老師們可參考之，並據以規

劃出適當的的環境教學過程重點。 

 

 

 
肆、在學校進行環境教育的方式  

    在學校裡如何進行環境教育呢？其實簡單的從分析學校裡所可能發生的活動

種類和面向就可以知道可能性了。學校是學生與教師共同「生活」的場域，也是

「學習」發生的場域。因此學校在規劃進行環境教育的時候，可以從這兩個層面

來思考，把握環境教育也許是學校「綠色」生活的推動實踐機制，也是架構「有

意義的學習」的良好界面與開啟點，因此在學校裡要較行環境教育，空間與機會

是很開闊的(Monroe, 1994)。如果我們認知學校要進行環境教育是要在環境中進行

教育 (teaching in the environment)、教導有關環境的事務 (teach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為了環境而教育(teaching for the environment)，那麼我們應該很清楚

學校裡有甚麼機會與必要去進行環境教育了。那就是利用可資利用的教學機會以

              事實的      解決問題     地球生態 

              認  識         的           的 
                           技  能       原  理 
 

  環  境 
敏銳度 

晚期 

 年 
 

 級 
 

 層 
 

 次 

早期 

計   

畫   

重   

點 



5 

及可以利用的學校生活活動機會直接或是間接的提供與引導學生去進行環境的學

習。現將相關關切簡要的列述如下（周儒，1993）： 

 
一、將學校課程環境化的形式與方法 

 形式： 

 單科性科際整合式環境課程 

 多科性融入式環境課程 

方法： 

 融入式(infusion) 

 嵌入式(insertion) 

 
二、決定教學法的因素 

1. 課程領域的特性 

2. 教學目標 

3. 學生的特性 

4. 學習心理 

5. 教學資源 

 
三、環境教學的規劃過程應注意事項(Western Pennsylvania Conservancy) 

1. 必須有讓學習者積極參與的機會。 

2. 必須有強調環境倫理與道德的行為。 

3. 有利用到科際整合的機會。 

4. 必須具有彈性。 

 
四、理想的環境教育計畫特徵 

1. 以學生為中心 

2. 整體性的關切 

3. 以整個宇宙為導向 

4. 以未來為導向 

5. 以議題（問題）為導向 

6. 以行動為導向 

7. 連貫性(continuous) 

8. 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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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實際經驗為導向 

 
伍、環境教育應該有甚麼內容概念關切  
    在發展進行環境教育之前，大家最常問的一個問題便是：學生對於環境應該

有什麼認識？也就是說在各個與環境教育有關的概念非常多，而我們最期望在那

幾方向的環境有關的概念是最基礎而我們的學生必須具備的。這就牽涉到瞭解環

境教育概念的建構(Constructs)。經過研究(Chou, 1997)，可發現有六個最基本的建

構(方向)是我們必須在一個環境教育過程中必須考慮的。以圖例說明如下： 

Interaction  & 
Interdependenc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Ethic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cological principles

Carrying 
Capacity & 

Quality of Life

FIG. 1.  Model of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lated concepts  

以上諸項建構，正是希望建立學習者對於地球環境、生態的基本了解，並有效結

合掌握存在於生物、環境、人類及社會各階層之間的互動與互賴本質，建立尊重

與平等看待地球上生物與環境的新思維、態度與價值理念；藉由以上知識、態度、

價值的統整，才能有效、合理地對地球上有限的資源做永續地利用，和有效管理

與解決環境相關問題。如此從根本上減低人類對於地球環境負面的影響，維護環

境的品質，才能維持並提升人類的生活品質。 

 
陸、環境教育的教學方法  
    環境教育很強調以真實的環境為教學的內容(Stapp, 1982)，引導學生，更鼓勵

老師與學生互動以促進學生對於環境整體的瞭解(下右圖)，而非衹作為一個知識資

料的整理與傳達者(如下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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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老師可以利用各種可資利用資源來輔助您環境教學活動，以發揮最大的

教學效果。Dale (Grover，1987) 曾提出一個說明從抽象經驗到具體實質經驗，依

據學習者積極參與（涉入）學習活動的方式的模式來說明學習者可能參與的教學

活動方式，從最抽象的學習經驗(如語彙符號)到最具體的經驗(如直接、有目的經

驗)，學習的型態可從最少利用到感官經驗到最常利用到感官經驗；而以學習者參

與的程度來看，愈抽象的，學習者的參與程度愈低；而愈具體的教學活動與經驗，

則學習者愈能夠主動活潑參與。筆者根據Dale的理念，建議教師們在設計環境活動

經驗時，就可參考學生不同年齡以及重點，配合適當的教學活動經驗來引導學生。

以此模式主張來作基礎，可以參考運用以下的教學活動策略來進行教學活動。 

1. 小組討論 

2. 班級討論 

3. 腦力激盪 

4. 辯論 

5. 角色扮演 

6. 模擬遊戲 

7. 電腦遊戲 

8. 演講 

9. 個案研究 

10. 獨立研究 

11. 閱讀 

12. 價值澄清 

13. 利用視聽教材媒體 

14. 戶外探遊(field trip) 

15. 社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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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做個聰明的消費者—選取利用適合的環境教育資源  

在學校進行環境教育的時候，最常面對的課題就是學校的老師常常在參加了

各種各樣的環境教育有關的教師成長研習訓練之後，還是會問：有沒有甚麼教材

我可以拿會去進行環境教學時利用？為了滿足學校教師在環境教育教材方面的需

求，當然可以由政府單位或是專業團體機構設計完成後提供給需要的學校教師使

用，但是使用的效果卻常因設計背景環境條件的差異而有所落差。同時，教師也

可以自行設計開發教材，當然此時教師本身的設計發展教材的能力也是一個必須

關注的重點，許多的環境教育專業訓練在此方面也確實著力不少，但是對於一般

的學校教師而言這猶如「從無到有」，是教師環境教育能力發展中困難度最高的一

部份（UNESCO，1987；賴雅芬，1997；童惠芬，1998）。因此，如何因應教師們

自己在較學上的需要，去尋找最適合自己教學需求的環境教育資源，將其利用，

就變成第一線的教師非常重要的考慮。在過去（其實也包括現在）許多在教學方

面的輔助需求在各種版本的教科書的設計時候，或多或少會放入教科書的設計

中，甚至提供給教師方便使用。但是在環境教育方面，由於是新興的議題，在教

科書的設計與服務提供上，就不一定那麼的充分，因此教師多少必須具備這方面

的〝慧眼〞來尋找能夠配合他（她）進行環境教育教學時候可資利用的資源。那

可以利用的環境教育資源在哪裡？有什麼取捨的參考標準呢？筆者根據多年來的

研究與實務發展經驗，大致將可以運用的環境教育資源區分成以下幾種： 

 人力資源與組織（政府組織與非政府組織）資源 

 網路資源 

 校外環境教育設施資源 

 環境教育教材資源 

不論教師要運用哪種資源，最關鍵的部份仍然是落在教師進行環境教育時的基本

設想與出發點上。筆者根據 Peart & Woods 於1976（Veverka, 1994）修正的環境

解說規劃模式試提出以下的問題供參考釐清教師進行環境教育教學時候的一些關

鍵癥結。 

1. Why？. 
為什麼需要這個環境教育教學？相關的目標、目的、策略及學

校組織的限制為何？ 

2. What？ 
有何現成的教育與解說資源在附近可資利用？ 

3. Who？ 
這個活動方案是為誰設計的？他們的行為及特質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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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ow，When，Where？ 

什麼樣的、在何時、何地的環境教育與解說服務才能符合使用

者的需要？ 

5. So what？ 

運用什麼評鑑方式可以知道所設計利用的環境教育與環境解說

活動的目標是否達成？ 

 
一、 人力資源與組織（政府組織與非政府組織）資源 

目前已經有非常多的個人與組織（包括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關切學校的教育，

尤其是在環境教育方面，如果學校教師已經有自己清楚的教學目標需求，去尋求

這方面的資源與支援其實是不太困難的，唯一的限制可能反而是教師的企圖心與

想像力。譬如學校要進行與學校社區有關的教學，對於學校的歷史、學校附近社

區的發展歷史等資訊，都可以藉由家長會的脈絡去尋找地方上的耆老或是學生家

長進行訪談與資料蒐集。政府單位從教育、保育、自然資源管理、環境保護、文

化等都已經有各式的資源可以提供參考利用，反而是資料太多，或甚至資料並不

是為教學的使用而設計，可能需要一點功夫去消化轉化。民間的組織與團體目前

也有許多非常樂意提供資源去協助學校進行環境教育，譬如荒野保護協會、環境

教育學會、自然步道協會、主婦聯盟、溼地保護聯盟、各地的鳥會等等不一而足。

有些單位可以提供資料、教材，有些單位願意提供專業解說員、教師、訓練師等

等人力資源，協助學校進行相關的教學或是教師環境教育教師專業成長進修活

動。在選取與運用這些學校外部的資源時，重要的考慮是教師在利用這些資源的

時候，是在滿足學校什麼課程與單元教學的目標？與教師協同教學時各自的立場

與角色分工是什麼？不要忘記，教師自己才是真正的教學設計與掌握的核心，沒

有任何其他的人，比教師自己更了解自己在這個時段課程單元的教學目標。 

 
二、網路資源 

網際網路毋庸置疑目前已經成為社會各界仰賴日深的一個資料檢索、獲取、

交換、學習、價值傳播、行動的一個重要平台。就環境教育的考慮而言，它其實

也充滿了潛力與可能性（周儒，1997）。但是如何讓浩瀚的網站資料上找到符合教

師需求的資源，也是要花點功夫的，國外的研究者（Heimlich & Wang, 1999）已經

發展出一些參考評斷的向度，可以作為教師們選擇運用網路資源進行環境教育時

候的重要參考依準，現列出如下： 

 網站的焦點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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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的目標對象 

 網站上連結到需要的資訊 

 網站的結構與邏輯 

 網頁的視覺設計與考慮 

 網站的資訊 

利用網際網路去進行環境教育有關資料資訊教材的搜尋獲取或是利用特定設計的

網路資源去進行環境教育有關的學習，已經成為現今教師必備的能力，利用以上

的向度作為選取適當、正確、有用的環境教育教材資料與學習機會，相信會激發

出教師對於環境教育更多的想像力與興趣。 

 
三、校外環境教育設施資源 

    教師除了在自己的學校與校園進行環境教育外，必要的時候，一定會利用學

校以外的教育設施機構譬如博物館、國家公園、植物園、動物園、生態農場等等

機構去引領學生接觸自然、環境，獲得第一手的與環境互動即在環境中的學習與

體驗，這些機會對於學生對於環境的敏感度、正向的態度價值甚至行為都有著不

可忽視的影響力。這種到學校以外的專業環境學習機構場域去進行環境學習，在

世界上注意環境教育的歐美日等國都已經非常的普遍，目前台灣在環境學習中心

與自然中心的發展推動方面也已經逐步開展，環境學習中心或是自然中心等類型

的服務，目前在台灣正在逐步穩健的成長中（周儒，2001a）。對於學校的老師而

言，這種專業方便的環境教育服務機構與設施無疑是協助學校進行環境教育努力

中很重要的外部協助資源，透過這些資源的使用，能夠滿足學校教師與學生在環

境教育上專業服務的需要。但是這類型的服務，產品的品質仍然有優劣之別，如

何成為一個聰明的消費者，找到合意又高品質的產品實在是一項挑戰（周儒，

2003）。筆者提出以下幾項“聰明消費”的準則給有意運用環境學習中心類型服務

產品的學校校長老師們參考。一個好的環境學習中心必須是具備： 

1. 優質的環境教育活動方案 
2. 專業的師資與活動引導人員 
3. 整體環境、資源與設施適合 

4. 經營管理的企圖與經驗適合 
5. 活動安排符合學校的教學需求 
6. 安全與環保的設施與操作 

希望這幾項簡單的原則能夠協助學校的教師能夠找到符合需要，又能夠讓自己的

學生安全、快樂與有意義的在環境中學習的場域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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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境教育教材資源 

培訓教師獲得設計發展環境教育教材的專業能力之外，如何協助教師妥善選

擇可以取得之各單位已經開發好的教材，然後再改編利用在自己的教學情境中，

就成為一個較可行且必要的步驟。這好似培養教師成為一個“聰明的”環境教育

教材的“消費者”。但是由於多數教師在養成的過程中，未曾接觸或是嘗試此方

面的工作，因此筆者曾經針對在環境教育方面有經驗的學校教師與專業工作者為

對象，將他們的專業工作經驗透過研究歸納萃取整理出一套可以提供有心進行環

境教育教學的教師們參考利用的操作指引基準，也就是去尋找的「優質環境教育

教材的選擇利用標準」（周儒，2001b)。在透過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三回的問

卷調查意見徵詢修訂之後，歸納出九項特質以及和特質相關的五十九項敘述（參

考指標）能妥善的呈現優質環境教育材的特色與要素。由於篇幅有限，筆者僅在

此呈現這九項最重要的優質環境教育教材的特質，這些特質是可以提供有興趣參

考利用他人（或是其他機構）已經發展設計出來的環境教育教材時的篩選標準。 

該項研究所形成的九項優質環境教育教材的特質取向分別為： 

特質一：優質的環境教育學習； 

特質二：能促進有效學習的教學理念； 

特質三：以本土化為起點，延伸全球化的思考； 

特質四：多樣的選擇、豐富的內容； 

特質五：實用的教材設計； 

特質六：系統性與結構性； 

特質七：適合學校的教學； 

特質八：完善的教材推廣配套措施； 

特質九：公平正確的內容論述與清楚的教學指引。 

 
捌、我們共同的挑戰與努力方向  
    環境教育的推展，在過去十數年的發展歷程中，也一直和社會對教育的期望
以及教育界發展的脈絡互相的輝映。環境教育在社會各界對教育改革的期望與環

境教育世界發展的趨勢下，有一些議題是我們從事環境教育工作者必須要去面對

的，以及必須要去共同努力的方向，本文整理出來一些供有興趣的同好們參考與

共同勉勵。以下所提出來的是眾多積極推展環境教育組織機構常常思考的問題，

這些問題的充分回答，就是我們環境教育嘗試覺醒與突破的時刻。當我們要提出

一個環境教育的推動構想時，我們考慮到這些層面了嗎？我們真的提供了學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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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師們需要的嗎？我們提供的機會與內涵是環境教育的目標所期望的嗎？以下

由美國俄亥俄州環境教育基金所提出的參考基準要項是該基金提供給所贊助申請

單位與個人的一個環境教育計畫的自我檢核規準(Ohi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und, 1999) ，它規定了申請者應在補助計畫申請書中言明，下列的學習機會如何

在所提供的環境教育活動努力中呈現。而這些檢核要項適巧提供我們大家來共同

參考，嘗試從過去的一些窠臼中突破出來，任何致力於環境教育的努力工作（不

論對象是學生或是教師）必須充分的思考與回答下列的學習機會如何在所提供的

環境教育活動努力中呈現？ 

 學習者有機會成為調查和解決環境議題的主動參與者。 

 盡可能提供學習者參與從決策、計劃、執行至評估等各層面的學習經驗。 

 學習的方式要以個人或小組學習的型態進行，而多過於大團體的學習經
驗。 

 學習經驗的過程中鼓勵學員親手操作與思考。 

 學習經驗強調探索的過程多於知道“正確”的解答。 

 學習經驗能照顧到學習者多元智慧的發展。 

 學習經驗運用到教室以外的資源及場域。 

 如有外部的人力資源可運用，學習經驗應在教師與外部人員的共同合作
發展中來實踐。 

 教育方案是科際整合和（或）主題式的。 

 教育方案應包括實質評量及多樣化的評量方式，以檢測預期的學習結果。 

 教育方案及（或）活動可以被重複運用到其他場域。 

 在師資培訓過程中教師的學習經驗，必須能夠同樣一致地在教育學生的

過程中被提供。 

 任何的職前與在職教師的培訓活動中，教師才是必須主動負責與承諾參
與規劃與執行的重要角色。 

 在教師的職前與在職培訓過程的活動中，教師必須學習運用有用的教育
方法以促使學習者獲致終生的技能與能力。 

 職前或在職的培訓活動方案，必需是以一段長時期來執行，且應包括有

一或多個後續性之研習活動。 

 
    目前社會各界對於教育改革與課程改革相當關切，這其實也是提供我們環境

教育工作者的一個新契機。其實在很早以前杜威不也曾說過：「教育即生活」嗎？

只是長時間來我們在教育實務的做法上，卻與這理念漸行漸遠。而有趣的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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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發覺環境教育長期以來的主張與作法，正與這種教育改革注重「生活」的趨勢

不謀而合。環境教育一直強調的「在環境中教學，教導有關環境，為了環境而教

育」，正是結合生活與學習的好方法。因而在此種方向之指引下，環境教育工作者

也一直在努力的嘗試用資源整合、社區參與、合作學習、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等的

方法，從事推動環境教育的努力，而這些努力所必須運用到的教與學兩方面的再

思考與調適再出發，更與目前教育改革、課程改革所強調的學習者基本能力的培

養與提升方向是一致的。 

 
    但在抱持樂觀態度的同時，我們也不應逃避一個基本的問題——在學校的教

學過程中，『環境教育』該在何時、何地、何種方法來呈現、實施？在學校教育過

程中，該如何有效的進行“環境教育”在世界上許多努力於環境教育的國家，這

項基本關切也不斷的在基層教育現場被提出。目前發展的狀況顯示環境教育與教

育改革的步調發展是頗多相關連之處，而所嘗試採用的改進教學方法也有一些相

似，可以提出來作為環境教育界與關心教育改革及課程改進的各界有心人士一同

來參考。而其中利用環境作為一個整合學習的情境 (EIC, Environment as an 

Integrating Context for Learning) 就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Lieberman, and Hoody, 

1998)，也就是在教學上嘗試打破學科之間的藩籬，對於環境教學不再拘泥於單獨

一學科獨立的教學努力，而是採用了課程統整的概念，利用與學生日常生活與學

習最直接相關的校園環境及週遭社區環境作為聯結生活與學習的起點，去嘗試進

行教學的改進與發展。從以上成功的案例上，可以找出一些同時可供環境教育推

動者與學校教育工作者參考與整理腳步再出發的重要基礎，這些成功的案例顯示

出教學要逐步的進步改善必須要能夠－－ 

 有一群教師共同努力， 
 教學必須能夠跨越學科的壁壘， 
 運用問題解決的策略，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 
 合作式的學習方法， 
 將學習重心放在真實的世界。 

以上這些特徵，有相當的比例是已經在環境教育領域內常常被強調重視的，同時

也是許多從事教育改革與關切教學正常化的熱心者所常常關注的重點，由此可以

看見在未來的課程中，環境教育在校園內被實施與實踐的機會與可能性絕對是比

現在要更高的。機會是在那裡的，就看我們環境教育工作者是不是有能力把握這

個契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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