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課綱與疫情後 
反思戶外教育與環境教育 

的現況與困境 

戶外教育與環境教育 



研習規劃 

1:30 _ 2:30    (室內學習先備知識) 

 

2:40 _ 3:30    (遠足、學堂外遊、校外教學) 

                            (戶外教學、戶外教育) 

 



Hiking plan(World Café) 

世界咖啡館是由華妮塔．布朗（Juanita Brown）及大衛．伊薩克 （David Issacs）
1995年所提出的一種對話的形式。其特色為在輕鬆的氛圍中，透過彈性的小團體討
論，真誠對話，而能產生團體智慧。此外，在討論中可以引發對問題的反思、相互
分享知識、進而找到新的行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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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pmtO-Ea7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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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zkBkACzL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zkBkACzL0


environment developing 
• 1950及60年代 全球環境汙染的衝擊 
• 1970 第一次世界地球日活動 
• 1970 美國通過第一個環境教育法 
• 1972聯合國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 人類環境會議」 ( Human 

Environment conference ) ，這是全球第一個環境會議，會中發表了 
《 人類環境宣言 》。 

• 1975 (The Belgrade Charter)  
       塞爾維亞國際環境教育會議提出了貝爾格勒憲章。 
• 1977聯合國在前蘇聯喬治亞共和國 伯利西 
       發表環教宣言(Tbilisi Declaration) 環境教育目標 
• 1990~2000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的理念 
• 2005~2014  聯合國永續教育十年 
• 2015~  SDGs 

 整理至  《教育行政月刊》 123期 



摘錄  自由時報 電子報 



Domestic  environment  education 
 2000年 九年一貫 重大議題 
 中華民國政府於2010年6月5日頒布了 
《環境教育法》定義環境教育是運用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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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續 
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 
 
 2014年 十二年國教 總綱/領綱/議題融入 
 

教育行政月刊 123期 



 利奧波德 
Aldo 
Leopold，
1887年1月11
日－1948年4
月21日） 
美國生態學家、
林務官和環境
保護主義者。 



《寂靜的春天》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 

1972 美國終於禁止DDT使用，其他國家跟進。 



《寂靜的春天》瑞秋·卡森 – 現代環境保護論的起源 

• 西元1962年9月27日，瑞秋·卡森出版了《寂
靜的春天》，揭示了化學污染對人類文化產生
的巨大衝擊，及其對地球生態的影響。此書調
查了35種鳥類因包括有機氯化物 (DDT) 在內
的化學抗生素而遭受滅絕威脅的事例。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vfew
c0zR3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vfewc0zR3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vfewc0zR3o


1947 農藥對環境的功過定位 
讓人類花了將近20年才意識到危機 





環境教育的目標 

培養具有環境素養的公民 

關環境議題的認識和問 

   題解決的能力及行動力。 



營造學習親近環境 

可接受的方式進入校園情境 

「自然」（nature）帶給 

師生的最佳禮物 



• 環境/戶外教育 
     微探索路徑規劃 
        如何融入議題去規劃課程? 

• 疫情之下的危機與轉機 
   遠距教學後的反思(AR/VR/AI/360影片) 

       疫情後勇敢走出戶外 

• 教師社群的經營 
    教師社群由「感動」推動「被動」 

 

focal point  





全人 

• 全人教育，一直是教育追求的理想與目標。 

• 全人教育是以學生為主體，並將學生視為
完整的個體，強調學生的學習內容必須加
以統整，同時顧及思維與操作、觀念與實
踐、分工與合作、欣賞與創作的學習過程。 



 
教學現場 
學科領域 
議題融入 
 



訓練寫作到演講的歷程 
• 由議題指導科展從書寫到表達。 





鉤網 纏身 劫後餘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XDR320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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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杜邦的獵槍與彩筆 





校園環境_植物告示牌建檔 



莖莖計較 





朱熹《周易本義‧八卦取象歌》 

伏羲心中的埤塘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https://www.epochtimes.com/b5/7/6/1/n1729194.htm
https://www.epochtimes.com/b5/7/6/1/n1729194.htm




環境/戶外教育 

 
• 臺灣堡圖 
• 臺灣百年地圖 
• 臺北歷史地圖 
• 臺中歷史地圖 
• 臺南歷史地圖 

 













2-5 祥鷺埤塘 











2-7 長埤 / 2-8 高埤 





能源議題_光電埤塘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 2015年通過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 

 
• 時間表(2015~2030) 
 三個主軸 
 經濟 
 環境 
 社會發展 
 三個重要面向 
• 強化與氣候問題的連結 
• 考量地球環境限度的概念 
• 以及追求公平、正義及包容。 







疫情之下的危機與轉機 

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從中獲得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 
 
COVID-19讓我感到焦慮的事，不是每天確診人數多多少？不是染疫者的
足跡如何精彩？ 

而是COVID-19在這將近三年內，讓我的學生失去大自然的學習與淬煉，
錯過的生命力量要如何弭補回來。                                         

  

摘至 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林茂成 校長  文/議題文章融入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通訊》創刊號 



疫情下的挑戰與因應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改變了許多學校教育的
運作方式。這些變化大大影響了各種戶外
課程設計，疫情持續進行下的戶外課程會
以在地主義以及微冒險課程之方式運作，
並將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進行。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通訊》創刊號 



教師社群與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流程: 
1.組成 課程發展團隊 
2.發展 環境教育理念 
3.執行 需求評估 
4.建立 教育目標 
5.發展 課程綱要 
6.發展 教學策略 
7.發展 評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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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課程的特質 
• 整體性 (holistic) 
• 全球性 (universally oriented) 
• 未來導向性 (future-oriented) 
• 議題性 (issue-oriented) 
• 行動性 (action-oriented) 
• 終身學習性 (continuous-oriented) 
• 跨域性 (interdisciplinary-oriented) 
• 體驗性 (experientially-oriented) 



• 戶外教育如何如入議題去規劃課程? 
• 疫情之下更勇敢走出戶外 
• 教師社群的困境由「感動」推動「被動」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或許真正的地球是? 

 







大卷尾 



黑冠麻鷺 



黑冠麻鷺 



《減字木蘭花》 
蘇軾 詞 

雙龍對起，白甲蒼髯煙雨
里。疏影微香，下有幽人
晝夢長。 
湖風清軟，雙鵲飛來爭噪
晚。翠颭紅輕，時上凌霄
百尺英。 
 

 



紅嘴黑鵯 





野鳥救傷_綠繡眼誤撞玻璃_2016  





• 詩經秦風篇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
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 時序進入十一月以後，台灣各處甜根
子草、白背芒、台灣芒、蘆葦、蘆竹，
花穗悄悄地抽出銀白或褐色的浪花翻
湧著秋天帶點朦朧且蒼茫的詩情畫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