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111 學年度 2 學期 教學大綱 

部別 ■日間部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專校 學制  ■四技 □二技 □二專 

授課教師 葉怡巖 教師學歷 博士 

教師經歷 
逢甲大學，南華大學，靜宜大學，弘光科技

大學，嘉義長庚技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師級職 兼任助理教授 

科目名稱(中)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科目名稱(英)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開課單位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學時數          2/2 

優質課程類別 

□一般課程、□智慧財產權、■內涵式服務學習課程、□性別平等、■綠色課程 

■創新、創意課程、□工作（職場）倫理課程、□工具機技術研發 

創新、創意課程定義：課程目標為「激發學生獨特的想像與創意思考，透過企劃與執

行以創新模式解決實際問題。」 

科目與通識核

心能力關聯 

■知識統整能力 30%   □創意思維能力     % ■溝通表達能力 20%  

□美感鑑賞能力     % ■邏輯推理能力 30 %   □法治思辨能力     % 

■博通宏觀能力 20 %   □倫理關懷能力     %  

(核心能力定義請參見附件一，請選擇 2~3 項相關程度較高之核心能力) 

 

科目屬性 
□核心課程   ■跨域性課程 ■生活性課程 

□學術性課程 ■通論性課程 □經典性課程 

 (屬性定義請參見附件二，可複選) 

教科書 自編課程教材 

參考書目 

一、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瑞秋卡森（Reachel Carson），晨星出版社，2008

年 5 月。 

二、拯救黑鮪魚，艾里斯（Richard Ellis），科學人雜誌，2008 年第 74 期 4 月號。 

三、婆羅洲雨林野瘋狂，黃一峯著，天下文化書版社，2010 年。 

四、智慧型城市（Smarter），拉堤（Carlo Ratti）、湯森（Anthony Townsend）著，王

怡文翻譯，科學人雜誌，2011 年第 116 期 10 月號。 

五、天然氣水合物能替代石油嗎？楊嘉慧著，科學人雜誌，2008 年第 78 期 8 月號。 

六、台灣如何利用太陽能發電？黃秉鈞著，科學人雜誌，2008 年第 72 期 2 月號。 

七、聚風儲電，卡司塔維奇（Davide Castelvecchi）著，甘錫安翻譯，科學人雜誌，

2012 年第 123 期 5 月號。 

八、自然野趣 DIY，黃一峯著，天下文化書版社，2009 年。 

教學目標 

環境的永續利用、環境與生命的抉擇以及經濟與環境倫理的相抗衡，是讓學生經由
各項知識的理解後學習『決策』的好機會。基於此，本課程將以環境教育的主要內
涵，包括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倫理價值觀、環境行為技能與環
境行為經驗，提出學生應具備的環境保育素養與實踐的核心能力與指標： 
一、知識承載度：讓學生瞭解當前世界環境議題，對於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
念知識、環境倫理價值觀、環境行為技能與環境行為經驗等有一定程度的知識具備。 
二、落實環境教育的理念：本課程主要使學生了解環境教育中促進對保存、保育和



復育等自然現象的需求和方法有更進一步瞭解，並且能夠掌握增進環境多樣性、尊
重大自然等原則。 
三、達成環境教育的目標：本課程設計將融入環境教育的五大目標，將介紹環境污
染對於人類的衝擊、生活環保問題、環境倫理、校園與社區環境規劃以及住家與校
園環境的調查與解決等面向讓同學從周遭的環境中了解到環境教育的真諦。 
四、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本課程將讓學生由周遭的環境議題開始觀察、重視、關
心，發現問題。結合具有生活化與動手做的特性，將此一議題結合，幫助學生來解
決真實世界中的問題。 

五、培養社會責任感：藉由資源回收議題，讓學生主動關懷社會的弱勢族群，主動

關懷，發揮愛心，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與自信。 

評量方式 

平時成績（50%） 期中成績（25%） 期末成績（25%）  

出席率（10%） 課程活動（20％） 服務學習（10％） 

課程學習單（40%） 期中考試（5％） 期末報告（15%） 

 

內容綱要 

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宣言，主要是人類從1850年代進入工

業革命後，機器取代了人力使得農業與工業的發展突飛猛進，但也因此地球環境開

始遭受污染。從水的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以致於噪音污染，無不因為人類為

了生活的便利性而捨去環境系統。漸漸地人類開始感受到地球環境遭受污染後的反

撲，糧食缺乏的問題、水中生物滅絕的問題、環境毒性累積造成健康的問題、氣候

變遷的問題等，無不開始侵襲人類的生活與生存。肇因聯合國提出人類環境會議後

獲得各會員國大力的迴響，各國都認為環境的保護應該從國民教育開始做起，於似

乎在1975年的貝爾格勒憲章（Belgrade Charter）各會員國開始制訂環境教育的內

涵、目標與操作策略；1977年在前蘇聯喬治亞共和國舉行Tbilisi宣言，至此環境教

育的角色、目標與特性就此確立。台灣行政院環保署也於1992年制訂環境教育要領，

1995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這天通過環境教育法，台灣的環境教育也在此有了法

源的依據。 

目前台灣的教育系統中，關於環境教育的知識傳遞大抵從小就開始，家庭教育、學

校教育以及社會教育無時無刻的規範著我們的下一代對於環境保育的重要與價值。

節能減碳、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愛護動物、綠色能源等環境友善概念由教育的過

程中將此價值傳遞給下一代，這是環境教育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中成功的極致表現。 

環境議題的討論最容易讓環境教育深化並實踐，因為在環境教育的養成過程中，環

境教育的實踐是最好的成效表現。在歷經這幾年台灣的重大環境議題，如核能電廠

的存廢，核廢料的處置問題，在用電量與核災發生之間拉距考量；蘇花高速公路的

議題，環境影響評估、東部地區的觀光資源以及花東人一條安全回家的路中一次一

次討論著；彰化大城鄉國光石化興建，此舉動與彰化外海的白海豚存亡關係，經濟

發展與環境倫理的相抗衡，在在都讓台灣處在對環境是否友善的反思之中。 

教學方式 

本課程之課程設計在於由人類所面臨的環境議題開始，讓同學們由自身的環境問題

開始瞭解並尋求解決之方法（議題一：環境問題，人類面臨）；進而開始對於周遭

的環境問題尋求問題與解答（議題二：綠色能源，節能減碳）。另外本課程也設計

了環境並非只屬於人類，地球圈還包含另外的生物體，我們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保育

與倫理態度來與其他生物體相處，是一個環境教育的嚴肅議題（議題三：生態保育，



環境倫理）。 

由小而大的環境議題是本課程教授給學生的重點，教導學生理解如何從日常生活食

衣住行中去節約能源（議題四：節約能源，環境保護）並重視目前全球暖化的議題

（議題五：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讓學生可以藉由本課程對於環境議題有一般的

瞭解。 

創新教學 

活動設計 

【課程學習單】利用單元課程設計方式利用學習單請同學在課堂上經由課堂討論後

進行筆記整理。每個單元都會有一個課程延伸小單元，如延伸閱讀，相關時事查詢，

影片欣賞等方式的 homework，讓學生可以學習更完整。 

【課程活動】透過課程活動的實踐，讓同學從親手動手做的過程中學習環境科學，

如勤益環境電影院，建構生態瓶系統，自然野趣 DIY，你種的植物是什麼以及金頭腦

益智搶答遊戲等。評分採用多元評量，如老師與同學一同互評，作品或搶答成績等

方式。 

科目進度與內容 

(勿只填寫單元名稱，請簡述內容) 

週次  教 學 內 容  備註 (課程活動與作業) 

1 
課程簡介 

課程內容、評分標準、本學期各項報告說明 

出席率（10％） 

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瑞秋卡森（Reachel Carson） 

晨星出版社，2008年5月 

2 

單元一：台灣的環境議題 

水污染篇： 

1994年RCA地下水污染事件 

那些汙染物對我們有危害？ 

課程學習單（10%） 

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 

導演：史蒂芬索德柏執導 

主演：茱莉亞羅勃茲 

2000 年 3 月 17 日上映 

3 

單元一：台灣的環境議題 

空氣污染篇： 

何謂霾害、沙塵暴以及PM2.5？ 

我們如何面對日益嚴重的空污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問題？ 

穹顶之下--PM2.5 調査 

柴静（Chai Jing）雾霾调查 

4 
【課程活動1-1】環境紀錄片 

勤益電影院：呼吸的風險（公視：我們的島） 
影片心得（5%） 

5 

【課程活動1-2】空氣盒子（需申請）V.S. 透明足跡 

參與中央研究院資訊管理研究所建立監測大數據（需申請） 

參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提案之透明足跡計畫流程 

計畫參與紀錄報告（10%） 

6 

單元二：生態保育，環境倫理 

生態保育篇： 

台灣雲豹已經滅絕？三義石虎需要保護嗎？別再吃鮪魚

了，他們真的快被吃光囉 

三義保育類的石虎V.S.消失的台灣雲豹（我們的島） 

課程學習單（10%） 

魚線的盡頭（The End of the 

Line） 

以海洋資源枯竭、過度漁撈

為主題 

英 國 環 境 記 者 克 勞 福

（Charles Clover）原著，

2006 年出版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 



7 

單元二：生態保育，環境倫理 

環境倫理篇： 

台灣的生態廊道 

帶動物過馬路，高速公路的生態廊道 

蝴蝶密碼--紫斑蝶遷徙紀錄片（國家地理雜誌） 

延伸閱讀—紫色蝶道 

科學人雜誌 123 期 

2012 年 5 月 

8 
【課程活動二】生態瓶（Eco Bottle）--建構你的生態系統 

比比看，誰的生態系統建構最好？ 

科學觀察實驗報告 

設計圖（5%） 

觀察紀錄（5%） 

9 

期中考週 

【專題演講】菲律賓的海洋生態之旅（暫定） 

講師：黃一峯（國家圖書金鼎獎得主） 

演講心得（5%） 

校外參訪行前說明 

10 

【校外參訪】 

認識柴山獼猴，中山大學林美吟講師（暫定） 

日本有奈良鹿，中國有貓熊，澳洲無尾熊，我們都敢親近它

們，為什麼柴山的獼猴常常慘遭殺害？最主要的原因是對獼

猴的不了解。藉由這次的課程活動讓同學們了解獼猴習性，

達到物種保育的最佳概念。 

台江國家公園：黑面琵鷺的現況，黃一峯講師（暫定） 

藉由參訪台江國家公園，了解目前台灣南部濕地狀況，經由

導覽解說對此地區的生態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暫定 

石頭彩繪野生動物（10%） 

11 

單元三：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他山之石： 

日本在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的成果在全世界有目共睹。老師的

阿姨旅居日本，藉由參訪，老師將以第一手資料與同學分享

日本長野縣是如何進行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 

廢紙回收再利用： 

在2007年台灣被評比為全世界第二名，回收再利用率接近七

成，讓我們分享大家努力的成果 

課程學習單（10%） 

12 

單元三：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保特瓶是不是環保？ 

媒體廣告告訴我們，他們製造出來的保特瓶是環保的，真的

嗎？我們來討論 

核廢料處置： 

核能發電有一項最大的問題是核廢料的問題，我們來討論國

外與台灣處理核廢料的方法？ 

重返危機現場，驚爆車諾比 

國家地理頻道，2011年 

13 
【課程活動三】自然野趣DIY作品 

利用校園中的廢棄物來做一個獨一無二的美勞作品 

廢棄物描述（5％） 

作品大家評分（5％） 

14 

單元四：綠色能源，節能減碳 

綠色能源種類介紹： 

從2015年1月行政院能源會議說起 

課程學習單（10%） 

台灣如何利用太陽能發

電？ 

黃秉鈞著 

科學人雜誌 



2008年第72期2月號 

15 

單元四：綠色能源，節能減碳 

台灣綠色能源發展： 

太陽能發電 

風力發電 

生質能源 

天然氣水合物能替代石油

嗎？ 

楊嘉慧著 

科學人雜誌 

2008年第78期8月號 

16 

單元四：綠色能源，節能減碳 

世界各國綠能發展之介紹： 

德國弗來安特（Freiamt）綠能發展 

丹麥綠能政策 

瑞典生質酒精工廠 

智慧型城市（Smarter） 

拉堤（Carlo Ratti）、湯森

（Anthony Townsend）著 

王怡文翻譯 

科學人雜誌 

2011年第116期10月號 

17 
【期末分享會】 

將本學期課程參與內容與全校師生一同分享 
 

18 期末考週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 



附件一 核心能力定義 

核心能力 定義與說明 

A. 知識統整能力 
學生能在各種知識與文化脈絡中，尋得恆久不變的價值觀，並將此價值

觀融入其生活，進而認識、欣賞、尊重與珍惜生命的意義。 

B. 創意思維能力 
學生能認知各知識領域與多元文化間的差異處與鏈結點，進而具備跨領

域思維與評判能力，使其能在固有的架構中，呈現嶄新的創造力。 

C. 溝通表達能力 
學生能釐清自我思想，並藉由正確且清楚的語文表達理念，以建立與他

人良好的溝通。 

D. 美感鑑賞能力 
學生能認知、接收並傳達多元藝術美感，具備敏銳的鑑賞能力，並運用

在不同領域的統整中。 

E. 邏輯推理能力 
學生能依據自身認知和客觀事實，運用邏輯分析與量化推理，進行反思

與論證，進而做出合理判斷。 

F. 法治思辨能力 
學生能正確認知人權、民主、與法治之互動關聯，進行獨立思辨與論辯

且基於人本關懷精神，以確立其自身與社會群體之關係。 

G. 博通宏觀能力 
學生能以基礎知識為本，培養前瞻性的觀點並開拓宏博的視野，以建立

整全之人生觀。 

H. 倫理關懷能力 
學生能認知自身與所處環境的關係，並進而願意以己身之力與專業知識

參與社會與環境的改造，提升正向能量。 

 

附件二 課程屬性定義 

核心課程：全校性共同必修之通識課程。 

跨域性課程：以本校三大領域為參考指標，課程內容有相當部份（佔四分之一以上）牽涉到主領域以

外之其他領域。 

生活性課程：課程重點強調知識應用與人類生活相關之課程。 

學術性課程：課程重點偏重理論發展之脈絡、思想之沿革、與歷史文化背景之因素。 

通論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的知識與思想做綜觀性的介紹，與廣博性的探討。 

經典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典籍做較為深入之探討、剖析、或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