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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環境教育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資料節錄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環境教育具備從環境覺知、環境知識、價值態度、行動技能與環境行

動的五項教育目標。從環境議題的覺知到環境行動的產生，讓環境教育成

為教育創新的實踐者：除了知識學習，還重視社會參與及行動實踐。為達

成上述五項目標，環境教育的知識內涵必須包括五個學習主題：環境倫理、

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災害防救及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環境倫理強調自然體驗與生命關懷，永續發展是環境現況的省思與未

來發展的規劃，氣候變遷在回應人類面臨的環境挑戰，災害防救用於減緩

與降低環境問題的衝擊，而能源資源的永續利用則是人類與環境互動發展

的基礎理論─物質循環、能量流動與生態系。 

環境倫理 

環境倫理的內涵包括對人的關懷（社會正義、世代正義…）、對

生命的關懷（動物福利…）及對環境的關懷（環境體驗、生態

保育…）。從體驗周遭的自然環境和生命關懷開始，擴展到生態

保育及環境守護。國小教育階段以覺知生態平衡、生命關懷、

與人與環境相互關係為主。 

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的內涵是人類對工業、經濟及科技發展的反思與未來

發展的規劃；其核心的概念是世代正義與社會正義，而主要內

涵是生態環境、社會文化及經濟發展的平衡考量。國小教育階

段以覺知人類的經濟發展、生活型態及物質消耗對環境的影響

為主。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的內涵包括全球溫暖化及其誘發的氣候型態轉變，以

及對人類的衝擊與影響。從日常生活中氣候變遷的覺知，瞭解

氣候變遷的成因及影響，進而在生活中實踐氣候變遷的減緩與

調適。國小教育階段以覺知氣候變遷的生活影響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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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 

災害防救的內涵是災害成因、趨勢、相關的衝擊、影響及如何

減災與避災，相對之下是比較新興的議題，尤其是經歷幾次重

大地震、南亞海嘯、美國卡翠納颶風、日本福島核災及我國的

921地震、莫拉克風災等，災害防救已是國際重要關切的議題。

國小教育階段以覺知災害的影響及培養災害警覺心為主。 

能源資源

永續利用 

能源資源永續利用的內涵主要是資源的循環與能源的流動，包

括的主題有水資源、資源循環、再生能源、廢棄物的再利用等，

可以參考環境學的基本理論，而且可應用有機、簡樸、碳足跡、

循環型社會等概念。國小教育階段以覺知能源、資源及資源回

收的重要性，並養成相關的良好生活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