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氣候變遷的課程教與學 

      新北市萬里國小輔導主任 許慶雄老師 

 
    2017年 6月 2日北台灣的一場強降雨，造成基隆

市大武崙和北海岸萬金地區發生嚴重的淹水與河水的

爆堤，水淹高度將近一層樓高，汽、機車幾乎滅頂，

基金一路整條路的店家淹水無法做生意，學校孩子無

法上課，被迫提早放學，但還是無法回到家，因為到

處都水……。根據國科會研究報告中指出，台灣地區

的溫度將在本世紀末帄均上升攝氏 2-3度， 極端高溫

和強降雨會越來越嚴重，並朝兩極化發展，全球氣候

變遷對於台灣是一大考驗。 

 

    根據聯合國組織數據顯示，全球約 20%的耕

地出現減產的情形，人類使用土地的方式是造成

生物多樣性衰減的主要元兇。其他的原因，則包

含水資源的濫用、污染、過度耕種與氣候變遷。

該報告發現，全球約 2/3 的農業產量目前僅由 9

種作物支撐。更進一步指出，只要其中一種作物

發生病變，全球就會陷入食物飢荒的恐懼。                              

 

    「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是這幾年非常熱門

的議題，但最近「全球暖化」的一名詞慢慢被「氣候

變遷」取代，裡面要講的是氣候的改變，並非只有溫

度的變化。根據科學家研究，工業革命之前的氣候變

遷和火山活動及太陽的變化是氣候變遷的主要原因。

工業革命至今，雖然有許多的因素影響到氣候的變化，但根據研究指出，人類的活動才是改變氣候

變遷的主要因素。 

     

行政院為因應氣候變遷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綱領的面向非常廣泛，包含災害、維

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利用、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和健康，這都是

氣候變遷的範疇，也因為範圍相當的大，因此談到氣候變遷的教與學，首先，要思考的問題是:「老

師要教些什麼內容?學生要學些什麼東西?」。以國、中小而言，最容易上手的方式，就是從生活中

的觀察或體驗做起，例如:大家有感的地球暖化、有經歷過的強降雨和最近最夯的空氣汙染及

PM2.5……等問題，這樣的議題才能引起孩子的興趣和共鳴。 

     

環境教育的內涵，包括環境倫理、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災害防救、及能源資源的永續利用；

其中的氣候變遷係強調地球環境的變動關係與衝擊影響，可見其重要性。教學要成功，學校應明確

訂立校本課程進行各項規畫與活動，凸顯學校的重視程度與願景目標，其次，在各領域學習中，課

 

IPCC公布的全球帄均溫度變化資料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0%A3%E5%80%99%E8%AE%8A%E9%81%B7


程設計者也應熟悉氣候變遷的關鍵問題融入領域教學活動，例如:氣候變遷的成因、影響、未來對

策和調適，才能精準設計出適合學生的教案內容與教材教具。最後，學校的行政與教學頇相互配合

支援，行政營造優質的教學空間和提供多元的教學設備，加上教學者多元而豐富的教學內容和課程

設計，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下提供二份相關教案

做說明，並供大家參考: 

<勤儉才有趁>，這是一份議題融合領域教案，設計者

為閩語教師和班級老師，透過社群的討論和分享，發展出

校本課程結合語文領域的教案。從炎熱的夏天開始講起，

因為大家受不了酷暑的煎熬，紛紛躲進室內吹冷氣，造成

用電量大增，各種發電廠滿載發電、排碳量激增、地球暖

化日趨嚴重………等。因為上述的問題產生，讓孩子知道

地球只有一個，必頇要有一些行動才能減緩暖化的快速。

所以從認識節電相關標章、體驗一度電、什麼叫一度電到

分組討論節電的方式開始後，再上閩南語課程，用閩語認

讀家中常用的電器，再討論出各種電器節電的方式後上台

發表、分享，最後，老師彙整各種的節電的方式，發展出

閩語節電順口溜，並配合家庭學習單，讓學生、家長和老

師相互檢核，以達到親、師、生共學的目的及目標，節能

減碳做環保又省錢，何樂而不為呢?教學者也特別的貼心，

透過網路設計谷歌表單，收集家長的意見和建議分析，再

修正教學的課程設計，讓整個課程更加的完善。 

  

  

 (1) 教學活動與討論 (2)分組討論與體驗教學 (3)節能順口溜 (4)親子學習單檢核 

 
<勤儉才有趁>教學架構圖 



 

(5)QR 碼表單回饋統計，分析數據並調整教學方法與策略，使教學更為精進。 

     

另一教案< LOGO好好玩>，是環境教育融入資訊課

程的教案，設計者以遊戲的方式和日常生活中，引

起孩子的動機，透過課程的設計，引導孩子了解氣

候變遷的過程中，居住在地球的我們做了哪些事?

當大家都在減緩地球暖化的同時，孩子又能做什麼

事?在學校環境教育裡，除了隨手關燈、做節能減碳、

落實回收之外，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因此，在

做課程設計的時候，老師試著從幾個面向著手，第

一、活動是能引起學生興趣的且生活中看得見、遇

得到了。第二、教學成效是必頇被擴散和渲染的。

最後，孩子學習過後，必頇能將知識轉化成實際的

作為並影響到周遭的人。因此，課程的設計，一開

始藉由生活中的飲料標誌和高鐵車票後的腳丫子標

誌，讓孩子去探索為何會有這個標章，再導入環境

保護的八種標章，說明元素組成的由來，並透過遊戲(標章貼貼樂/3D標章拼圖)檢核學生的學習成

效，養成買電器看標章有保障又環保的概念。其次，透過網路收集資料逐步學會程式語言的撰寫步

驟，再經過不斷的試玩和修正，加深印象，並讓遊戲更為流暢。部分的孩子更是請教老師可否加入

分數計算和背景音樂，挑戰更高階的程式語言，拓展孩子的潛能優勢。 

 

 
< LOGO好好玩>教學架構圖 

 



  
透過遊戲檢核成效，不但可以知道孩子的學習狀況，也可以訓練孩子團隊運作的模式。 

 

  
資訊課現場指導很重要，孩子正在進行線上測驗和老師互動良好。 

 

    教學固然重要，但是素養的形成更是重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 「核心素養」為

課程連貫與統整發展的主軸，透過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的實踐，培養對環境關懷及國際視野的現代

國民。而學習的知識必頇要透過轉化成實際作為，才是教育的最終目的。核心素養頇經過學習的歷

程而獲得，內涵包括:認知、情意、技能等面向，而素養學習不以學科知識與技能學習為目標，頇

將習得知識內化成為發展的養分元素與動能基礎，結合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並能加以實踐，這才

是關鍵的所在。 

 

   有人曾說:「集體的習慣，其力量更大於個人的習慣。因此，如果有一個有良好道德風氣的社會

環境，是最有利於培訓好的社會公民的。」環境保護是大家的責任，在談到「氣候變遷」的同時，

一定要講過去的數據累積和變化結果，並強調社會變遷和經濟發展造成氣候變的的關聯性，加深孩

子的危機意識，並一同正視這樣的問題。地球暖化南太帄洋好幾個國家，即將要消失不見；北美極

地氣旋南下，氣候驟降急凍，許多人冷死街頭；夏天歐洲熱浪侵襲，導致許多人熱死事件……等，

這不是危言聳聽，是真實發生事件。氣候變遷課程教學的實施，除了加強生活中的關聯性外，校本

課程的制定(延續性)、教師社群的運作(專業性)、教學者的課程設計(生活性)、家長互動的溝通(全

面性)和實施後的回饋評鑑(成效性)都是重要的，唯有面面俱到相互配合，教與學才是成功的。 

 



  
教與學不但要落實，能轉化成實際的作為，教學才算成功。 

左圖為孩子到社區進行節能減碳愛地球的宣導，右圖為本校老師到台北市社區進行環境教育守護地球的宣導。 

 

ps 新北市萬里國小柯秀村/張藝騰/曾佳慧老師提供相關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