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氣候變遷融入課程與教學   

文/圖：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特聘教授 許民陽  

 一、什麼是氣候變遷 

    氣候是長期天氣(大氣)現象的統計，這種天氣(大氣)現象的統計會隨時間而發生變化，其變化

即是氣候變遷，且可用不同的時間尺度來衡量。以長的時間尺度來看，從 46億年地球誕生以來，

氣候長時間都在改變，例如:距今三億五千萬至三億年左右的古生代石炭紀，大氣中氧及二氧化碳

含量均較各地質時代高出很多，致使蕨類植物十分繁盛，埋覆地下後在全世界形成大量的煤層，石

炭紀也因此而命名。以短的時間尺度為例，距今二百萬年以來的第四紀，有四到六次氣候寒冷的冰

河期，最近一次一萬年前才結束。但目前我們談的氣候變遷，則以百餘年來(工業革命以來)的氣候

變遷為主。大部分的氣候變遷為逐漸改變，但也有急遽變化者，例如地史中白堊紀末期，由於一顆

巨大的隕石撞擊墨西哥的猶加敦半島，導致全球氣候突變，使中生代繁盛的恐龍、菊石及許多生物

滅絕。 

  
1999年紐西蘭 FOX冰河末端 2002年 FOX冰河末端已大量消融及後退 

二、氣候變遷的機制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曾經在氣候變遷對開發中國家的衝擊、弱點與調適研究中繪

製氣候變遷形成、特性與威脅概念圖(圖 1)。充分說明了氣候變遷形成的機制如下 : 

(一)主要因素為二氧化碳的增加，因為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燃燒煤、石油及天然氣等化石燃料，

排放過多的溫室效應氣體(GHG，green house gases)。以及大量砍伐森林及其他天然植被，改

為耕地，城市及工業區，減少了二氧化碳的吸收，也增加了地表傷害，另外人類的各種活動也

增加了許多碳排放。 

(二)二氧化碳的增加，影響了碳循環，增強了溫室效應，產生了氣候變化的現象，包括：各地的雲

層及雨量改變，溫度改變，冰山溶解，洋流活動改變。 

(三)氣候變遷造成各種暴雨(雪)、乾旱、颱風增加、強度增大等天然災害，造成包括經濟損失，農



業損壞，也促使疾病擴散，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樣性損害，改變傳統生活方式等影響。 

圖 1、 氣候變遷形成、特性與威脅概念圖 

 

三、十二年國教課綱自然領域不同學習階段氣候變遷學習重點 

    根據教育部(2019)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

學領域中有許多和氣候變遷相關的學習內容如下。 

國小階段(三至四年級) 

1. 一年四季氣溫會有所變化，天氣也會有所不同。氣象報告可以讓我們知道天氣的可能變化。 

2. 天氣預報常用雨量、溫度、風向、風速等資料來表達天氣狀態，這些資料可以使用適當儀器

測得。 

國小階段(五至六年級) 

1.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重要性，而氣候變遷將對生物生存造成影響。 

2.人類的活動會造成氣候變遷，加劇對生態與環境的影響。 

3.人類行為的改變可以減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國中階段 

1.全球暖化對生物的影響。 

2.氣候變遷產生的衝擊有海平面上升、全球暖化、異常降水等現象。 

3.因應氣候變遷的方法有減緩與調適。 

高中階段 

1.氣候變化有多重時間尺度的特性。 

2.冰期與間冰期氣溫和海平面的升降，對全球生物與自然環境會造成影響。 

3.過去主導地球長期的自然氣候變異的原理並無法用來解釋近幾十年來快速的氣候變遷情形。根

據目前科學證據所得到唯一解釋是人類活動 

4.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有許多面向及方法，包含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海岸、土地利用、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能源及產業、健康等。 

高中階段（選修） 

1.各種不同的氣候變遷模式的研究，說明單純自然因素和加入人為因素之後的推估。 

2.氣候變遷的推估與未來衝擊充滿了不確定性。 

3.全球各地所發生的氣候變遷在程度與類型上是不一樣的。 

4.人類對地球環境變遷的因應與調適有可能避免災害發生。 



  
2016 的梅姬颱風範圍大至直徑一千公里被 稱

為胖梅姬(圖:中央氣象局) 

氣候變遷颱風降下豪雨，導致大山崩，使小林村

滅村 

 

四、氣候變遷融入課程與教學要項 

氣候變遷課程融入要注意幾個要項，包括： 

(一)把握融入議題的主要內涵或概念 

    擔任融入課程的教師必須了解融入課程的內涵或概念並加以重視，才能發揮實質的效果，否則

將徒具形式。例如：上述氣候變遷機制圖中的概念如下。 

1、氣候變遷成因(化石燃料使用，溫室效應氣體增加。大量砍伐森林及其他天然植被，人類的各

種活動增加等)。 

2、及其對氣候變化的影響(碳循環破壞，雲層及雨量變化，溫度增加，冰山溶解，洋流活動改變

等)。 

3、以及造成的各種災害(暴雨(雪)、乾旱、颱風增加、強度增大等)和影響(經濟損失，農業損壞，

疾病擴散，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樣性損害，改變傳統生活方式等)。 

(二)需對應各學習階段的學習重點 

    由上述的十二年國教各學習階段氣候變遷學習重點可知： 

1、國小階段中年級為知道天氣會產生變化。高年級要了解氣候變遷的成因，對地球環境的衝擊

以及人類改變行為會降低氣候變遷的影響。 

2、國中階段課程主要說明氣候變遷的各種衝擊，及減緩與調適的重要性。 

3、高中階段則進一步說明氣候變遷的各種特性包括：人類活動造成氣候變遷，多重時間尺度，

冰期與間冰期的影響，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的八大面向。 

4、高中選修階段則強調氣候變遷的研究，推估方法與衝擊，均充滿各種不確定性。 

  
氣候變遷使海平面上升，波浪增強，導致花東海

岸侵蝕後退，農地流失 

2010 梅姬颱風降下豪雨，蘇花公路大坍方，致

兩輛遊覽車落海失蹤 

 



五、氣候變遷融入課程方式 

(一)單科融入：融入與內涵最相關的領域，最容易且適切，例如融入最相關的自然領域各個階段。 

(二)多科融入：氣候變遷形成及影響面向廣大，幾乎可以涉及並融入各個領域。例如可以用數學統 

計推估未來趨勢，社會領域健體課程推估對不同區域及經濟體的影響，健體課程可探討疾病的

擴散及因應， 英語課程也可挑選氣候變遷相關字彚，適時融入各學習階段。當然更可在綜合

 

(三)教師教學融入：融入教師理念，有系統或隨機進行教學活動。 

(四)全校課程融入：可融入校本程(國中小)或校定課程(高中)，訂定必修或選修或團體活動。 

------------------------------------------------------------------------------------- 

六、氣候變遷融入教學時機 

(一)正式課程 

1、配合融入領域進行教學。 

2、配合彈性學習課程/時間進行教學，包括主題/議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戶外教育等。 

(二)非正式課程 

1、透過行政宣傳，例如週會。 

2、透過學校環境日活動，例如可利用世界地球日、世界環境日、世界海洋日、國際減災日、國

際生物多樣性日等伺機宣導。建議參考行政院環保署出版：綠色紀念日，十個帶你親近地球的紀

念日。 

3、透過全校性專題演講或圖書館活動：與氣候變遷的專書導讀。 

4、透過全校性學藝競賽，例如與氣候變遷相關的閱讀心得寫作或戶外教育後的自然寫作競賽。 
 

七、氣候變遷融入教學方法 

(一)講述(演講)法 

優點：經濟方便，適用於知識結構完備、概念繁多的主題。 

缺點：忽略學生的認知發展及學習動機、缺乏師生間的互動、容易養成學生被動學習注重記憶的

習慣。 

(二)小組討論法：可由教師或學生主持 

優點：藉學生間相互影響，引導學生思考，尤其適合爭論性問題，會場不會為少數人把持，人人

有發言機會，可培養公共場合發言之技術學習，接受他人意見以修正自己觀點。 

缺點：不想參加討論或習慣沉默者失去學習機會。 

(三)腦力激盪法 

    提出問題，讓學生在短時間內提出各種解決方案，鼓勵每人都可提出多項方法，並不批判各方

法好壞，等到收集到充足的資訊後，再做優劣勢判斷以決定最佳方法，可讓學生練習如何集中思考。 

(四)價值澄清法 

    理念主張為並沒有所謂絕對正確或錯誤的價值。價值是經過個人澄清、檢討的過程建立其價值

體系。強調價值必須是由選擇、反省、行動所形成價值教學法的模式，步驟如下： 

1.呈現價值主題：教師呈現價值情境，引導學生思考及討論。 

2.價值的澄清：討論相關價值觀點，角色扮演策略評估並演示解決問題的方式。  

3.價值指導：引導學生兩難困境問題討論，從正反兩面探討每一個解決方式可能造成的結果。  

4.評鑑：學生選擇問題解決的方式，解釋和檢討其所選擇的答案，並付諸行動於生活中。  

(五)角色扮演法 

    指透過故事和主題情境的設計，讓學生在設身處地的情況下，嘗試扮演故事中的人物，然後再



由團體的共同討論，及再扮演技巧的運用，幫助參與者練習各種角色的行為，以增進對問題情境的

認識和洞察。設定某種情況，讓學生扮演各種角色。 

    例如讓學生扮演北極熊。在北極暖化，夏季延長，海冰減少環境下該如何度過夏天。 

(六)道德討論教學法 

    討論假設的或真實生活的道德兩難式困境故事，闡述故事的道德問題，辨明其中的道德觀點，

以刺激學生對道德衝突情境的興趣，促成道德認知結構的發展。 

步驟：引起動機－呈現故事－提出兩難困境問題並分組－分組討論－團體討論－結束討論。 

注意：教師不做公開報告，以免被揭露標準答案。 

  
戶外教育為最好的課程融入教學方式--四川九

塞溝 
角色扮演--黑熊受傷了 

 

 

八、氣候變遷融入教學案例 

    筆者 104年曾協助教育部執行「104年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精進計畫」，指導新北市鳳鳴國小

及臺北市福安國中發展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融入式教材，兩校發展出來的教材成果如下，以供參

考。 

•鳳鳴國小發展成果： 

鳳鳴國小發展之「防減災與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教材」是 由曾俊凱校長帶領謝惠珠主任等四位

教師組成編撰小組，發 展出以「颱洪災害」結合「氣候變遷」之內容共六個單元， 並以國小高年

級為授課對象。透過融入式教學，融入「社 會」、「自然」與「英語」等科目之中，且依循序漸進

的課 程架構，讓學生從認識颱洪災害開始，進而了解氣候變遷的 原因與影響，並了解氣候變遷的

調適方法與資源永續利用的 重要性。 

教材課程中規劃出許多實驗課程及活動，藉此帶領學生 從實做中學習、從日常生活中身體力

行。此外，除了臺灣地 區颱洪災害的學習之外，亦增加部分的全球議題以豐富學生 視野。教材內

容能符合該學習階段的學生程度，涵蓋知識、 態度與技能三面向，各單元教材亦可彈性使用，符

合教師的 需要與便利性。 

 

 

 

 

 

 

 



 

圖 2、鳳鳴國小所發展之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材課程架構圖 

 

 

•福安國中發展成果： 

    福安國中所發展之「防減災與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教材」是由施旭校長和許尤美主任主導，結合

校內相關領域七位教師協助配合，採融入式教學將防災與氣候變遷的概念或具體目標整合至「地球

科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地理」、「童軍」、「家政」與「健康與體育」等科目之中。其中共編寫

八份教案，以在地化「社子島」區域為概念，建立具在地化災害特性且與生活密切結合，亦能擴大

延伸至全球議題中。 

    福安國中發展之教材架構由「氣候變遷與災害」探討至「防災應用與生活連結」，並加入「人

為災害與時事」之議題。「氣候變遷與災害」含蓋四份教案，其目的是讓學生藉由對在地社子島的

了解，再認識颱風、颱風的影響再認識防颱與防洪措施，進而經由臺灣風災與國際風災的案例，認

識全球氣候變遷對社子島、臺灣與世界可能造成的影響，並能夠體認對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與資

源永續利用的重要性。 

    「防災應用與生活連結」包含三份教案，其目的是從生活中著手，讓學生學習如何在氣候變遷

的影響下生存、災後生活中的應變方式，以及認識校園生活中意外發生的原因、預防方法和急救措

施等。「人為災害與時事」則是以前年（2015 年）重大的社會議題－八仙塵燃事件為案例，讓學生

認識塵燃發生的原因、燒燙傷治療復健的歷程，並學習對病患給予同理與支持的方式。教材目錄和

融入的科目如下。 

1.颱風與防颱（地球科學） 

2.正負 2度 C下的社子島（生物） 

3.氣候變遷下的颱風變化與防範（地理） 

4.看見社子島（地理） 

5.水淹家園怎麼辦（童軍） 

6.防災生活智慧王（家政） 

7.塵燃防災比一比（健體） 

8.校園安全打卡趣（健體） 



圖 3、福安國中所發展材之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材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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