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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37屆北美環境教育學會年會出國報告 

壹、出國目的： 

本次奉派出國目的在參加美國坎薩斯洲（Kansas）威

奇塔（Wichita）市舉行的「第 37 屆北美環境教育學會年會」

（North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AEE），該學會自 1971 年舉辦至今已 37 屆，每次皆為國際間

環境教育界的盛會，有來自世界各地從事環境教育工作者，大

家就其推動環境教育經驗進行熱烈討論、交流與心得分享。 

本署為負責環境保護教育政策、方案之研訂及推動之

主管機關，為了解各國推動環境教育執行情形，希望藉由派員

參加該年會蒐集國際間環境教育發展趨勢與現況，以做為本署

未來推動環境教育工作之參考。 

貳、會議行程及地點：    

日期 地點 工作內容 

10 月 13－14 日 台北至美國堪薩斯州威奇塔市 起程 

10月 15日－17日 美國堪薩斯州威奇塔市 參加年會 

10 月 18－20 日 美國堪薩斯州威奇塔市至台北 返程 

     



 2

此次會議位於美國坎薩斯洲（Kansas）威奇塔（Wichita）

市，該市是坎薩斯州最大的城市，位於美國正中央，是屬於都會

型的城市，擁有 50 萬人口，也是坎薩斯州的文化、工業及金融

中心。會議地點在座落於景色優美的阿肯色河(Arkansas River)

凱悅酒店旁的會議中心舉行。 

    

   （阿肯色河旁的凱悅酒店）            （會議中心） 

叁、會議內容： 

零、本次會議分 8個主軸進行，其議題及內容略述如下： 

（一）藝術、文化與環境的教育:  

1.學習藝術與文化(涵蓋了考古學、建築學、視覺藝

術與音樂)，如何融入環境的教學與學習。 

2.藝術家的創造力可以幫助解決環境上的問題與激

發社區之間變得更有參與性與原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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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環境保護教育: 

1.探索如何結合人民與土地，提供他們在維護大自然

與文化資源相關行動時所需要的工具。 

2.在發展技能、價值觀、知識時需要去著重於所有層

次的環境議題的保護與解決方案。 

(三)能源教育: 

1.能源的所有層面，從它的生產、消費及清理都對於

境有著深遠的影響。 

2.市民們應該了解這些影響，也應該知道如何去降低

對於他們自己影響的方法。 

3.能源效益與可恢復能源將是一個特別的重點，主要

探討提供能源教育的創新與有效益的方法。 

(四)高階層次環境教育的最佳實施： 

1.許多機構會協助建立下屬單位來建立有關環境上

的文獻資料。 

2.如何在有限的資源情況下，有效的去推廣策略。 

3.相關機構如何落實推動環境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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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的審判(正義)環境的健康與氣候的變化 

1.對於那些容易受環境汙染的社區群體，如何正視他

們的健康問題。 

2.當與生俱來與邊緣化的全球性居民產生疾病、饑餓

與失去土地、生計以及文化習慣改變時，將會付出

嚴重的代價，而氣候的變化就是最近最棘手的環境

審判議題。 

(六)食物、農業與環境教育 

1.有關食物、農業與環境上的議題，如何建立察覺

知識與技能以影響個人與環境上的健康。 

2.學習去幫助孩童與成人建立食物生產、加工過

程、生態足跡以及食物選擇及維護身體健康。 

(七)早期孩童的環境教育 

1.研究結果顯示，年幼的孩童藉由到戶外觀察、探

索與遊戲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環境教育知識。 

2.從早期的孩童階段的重覆性經驗可以建立環境文

獻與服務人員的工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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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環境教育的專業人員而言，年幼孩童的環境教

育可開啟了許多新的機會。 

(八)宗教、心靈層面與環境教育 

1.在我們的社會中，信仰、宗教與心靈層面扮演了

很重要的角色。 

2.如何讓環境教育者去結合身體與心靈來強調複雜

的環境議題。 

一、 本次年會舉行方式分別以研討會、座談會、專題演講、

研究成果報告等多元化會議方式來探討、分享各主題執

行過程及成果，由於負責學校環境教育的推動，所以參

與的研討會議題都與學童的環境教育有關。 

（一）參與研討會會議主題及內容略述如下： 

主題一:日本教師在環境教育訓練課程的發展、執行 

        報告者:Yasuhiko Okamoto (University 日本麻布大 

               學),(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of Japan 日本國家教育

政策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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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日本國家教育政策研究機構與日本麻布大學合

作，以關東地區 Sagami 河川與 Loam layer 砂

黏土做為教學教材，利用寒暑假辦理當地 32 所

小學教師們 6 天的訓練課程，上課內容包括發

覺大自然的多樣性、了解 Sagami 河川的自然環

境的特性及到 Loam layer 地區體驗大自然，藉

由實際親身的經驗來學習如何在教學教材的準

備及設計課程，藉以訓練學童增加對於該地區

大自然環境的學習興趣讓他們有責任感地去學

習與愛護自己的生長環境。 

 

 

（與 Yasuhiko Okamoto 講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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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在 Kansas 郊區三至八年級學童的環境教育夏令營 

報告者: Brenda McMurphy 等 (Topeka Public 

Schools) 

內容:  

1.這個環境教育夏令營是當地基金會與學校合

辦，針對居住於 Topeka,Kansas 地區三至八年

級學童所舉辦，主題為「在 Kansas 環境保護與

如何維持水的品質」，目的是要讓參與學生在遊

戲玩樂中學習到環境保護的重要。 

2.該夏令營以一星期為一個梯次，每梯次活動費

用美金 20 元，由 11 位專業的環境教育夏令營

活動指導人員帶領學生在遊戲中獲得環境保

護相關知識，參加學生每天早上 8:00 集合，

由校車送到活動地點，安排不同單元的主題，

讓學生體驗，下午 2:30 活動結束後再由校車

接回來，一共有 300 個學生參加。  

3.夏令營的活動安排包括下列各項: 

 爬山 

 釣魚 

 認識水源與相關資訊 (池塘青蛙溪流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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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調查) 

 獨木舟 (安全防範措施的教導與執行) 

 尋找化石 

 廢水處理 

 參觀廢棄物掩埋場 

        

（夏令營海報）                 （與夏令營講者群合影） 

主題三:探討每日飲食對於環境的衝擊  

報告者: Dylan Hass(Friends of the High School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New York) 

內容: 

1.介紹每日飲食食物的來源 (超級市場、大賣

場、農夫市場、菜市場、自己或親友菜園等)。   

             2.如何製做無添加任何香料、有益於我們的健康

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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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講師教導參與者分組以鮮奶油自製奶油，由

現場參與者輪流將鮮奶油不停地搖晃約 40 分

鐘，直至成固體狀即可沾麵包食用，結果自製奶

油因無任何添加物，食用起來味道更加美味、香

氣四溢)。       

          3.如何選擇正確的食物:為了環保，建議食用當地食

材（美國各賣家對「當地食材」的定義不同；如由

幾英哩至 100 英哩，甚至 200 英哩之內都算，甚至

某些州把同一州生產的食物都定義為當地食物

Local food）。 

4.了解「食物哩程」(food miles)的定義與意義:指

食物由生產地經由加工、製作包裝過程再送到賣場

最後到達消費者的連鎖關係。  

5.如何分辨有機與非有機蔬果 

(講者準備有機與非有機蘋果，供現場參與者試

吃，以比較口感、味道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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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RESH 在高中的環境研究課程：讓學生們可以學習

探討每日飲食的選擇對於環境與個人健康的衝

擊，以及學習美國各種不同的食物生產供應系統。   

7.美國的學生將可樂、漢堡、薯條當作主食，所以此

課程也著重引導學生這部份知識與行為的改變，結

果顯示學生上完相關課程已經可以做到減少每週

少吃這些垃圾食物的次數。 

 

 

 

 

（有益身心健康的食物與水果） 

 

（與 Dylan Hass 講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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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參與 Wichita Rainbows 社區服務 

1.為了讓參加會議人員實際參與當地社區服務活

動，在研討會的其中兩天的上、下午時段各有一次

2 小時的社區服務活動，安排參與者到一幼兒教育

機構（Rainbows United）協助佈置花園的工作，

這是一所接受嬰兒到 5 歲幼兒的教育機構(包括需

要特殊教育的孩童)，由於該園人手不足，所以希

望藉由外力幫忙佈置花園。 

2.參與者座車抵達後，由園長先解釋希望如何佈置花

園、需要的工作步驟，再由參與者分組進行挖土、

翻土、混入堆肥土、最後再種植各式各樣的花苗。 

3.活動時間雖只有 2 小時，但藉由眾人力量，2 個小

時內我們已將 Rainbows 幼兒園佈置成一座花團錦

簇美麗的花園。（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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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忙著佈置花園） 

 

      

（即將完工的花圃一角）   （巧遇周儒教授同學 Donny Roush 教授） 

當地報紙報導我們參與 Wichita  Rainbows 社區服

務）的新聞（如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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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訓練老師如何去教導孩童學習大自然世界 

報告者:  

 Courtney Crim (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Texas) 

 Blanche Desjean-Perrotta  (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Texas) 

 Christine Moseley  (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Texas) 

內容: 

1.目前師資準備課程所面臨的挑戰:因應氣後變遷、

溫室效應的改變，美國學校也正視到必須提供老師

更多關於環境教育的課程，因此如何訓練教師設計

多樣式的環境教育課程、培養教師對於環境的認知

與執行為當務之急。 

2.許多老師不但在參與當地自然環境的經驗少，而且

也缺乏有效益的知識與技能去教導學童關於環境

的課程，所以如何培養與加強幼教老師環教的認知

與擁有高程度的環境文獻知識為目前主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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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 AAEE 國家標準為基礎的國際性環境教育課

程：這是一整天的訓練課程，可以有效的增加老

師們對於環境教育的知識與態度的，提供教師以

野外生活為基礎的環境保護與環境教育知識，以

培養出他們對於野外環境與相關的自然資源的有

責任感與行動，進而協助他們去發展對於環境的

知覺、認知、技能與承諾。 

                 4.課程研習會：這是為期 4 天的課程，地點在 San 

Antonio’s Parks and Recreation epartment(德

州聖安東尼的公園與娛樂休閒部門)所管理的五

個自然地區的其中一個地區進行，老師們到戶外

去教學與學習，互相分享環境教育資源，以新穎

活潑、互動式的教學方法，採用有效益的環境教

育策略，訓練他們對自然資源的新認知，發展出

對於周圍自然地區的瞭解與欣賞，結合環境教育

與自然資源地區的瞭解，進而能夠用實際運用於

課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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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師參與後的感想：這個訓練課程包括許多影響自

然環境的多元化因素，多數教師表示很高興能夠到

戶外與其他人一起學習，瞭解大自然，藉由與其他

人互相合作所得到的知識能量，學習的慾望與動機

業就愈增強，可以使用這個自然資源地區當做教導

孩童的大自然教室。 

主題六:大自然的托兒所 

       報告者: Susan Snyder (Ogden Nature Center) 

      內容: 

1.如何設計一個好的托兒所課程，課程設計必須

包括下列幾大項: 

 社交上的/ 情緒上的：可以使用歌唱、手指

遊戲、幼兒瑜珈等等。 

 認知上的:可以教導幼兒認識掠奪者(肉食動

物)與犧牲品(小昆蟲)的關係，如認識蝙蝠、

小鳥，什麼是好的幼昆蟲；認識地球、行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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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上的:可以教導對於字彙的認識，如說故

事、溝通技巧、傾聽的能力等。(可以使用布

偶 玩偶來進行此部份的教學活動) 

 肢體上的：可以教導精細的活動技巧，如做

勞作、塗抹顏色及教導簡單的活動技巧，如

玩遊戲、戶外散步。     

 評價：在課堂上對於老師進行意見調查及在

團體活動中問幼兒他們的感覺與想法。 

2.實例:分組設計如何教導幼兒認識樹木，讓他們從

遊戲中體認到樹和人類的密切關係，引導他

們欣賞、愛護大自然環境，幫助他們養成愛

護樹木的良好行爲和習慣，進而進行可持續

發展的幼兒啓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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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參與設計幼兒認識大樹活動） 

    

（與Susan Snyder講者合影）   （與陪同媽媽參加會議男童母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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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七：海報資料展示區及作者的角落（如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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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幼兒環境教育的重要 

      （一）此次年會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女性環境教育工作

者，帶著她年約 4 歲的兒子一起參加研討會，很巧

有幾場研討會與他們一起，只見在會議進行中小男

孩不吵也不鬧就乖乖坐在位子上，玩著媽媽幫她準

備的玩具、電腦遊戲，他自備一項玩具是「獨角仙

的蛻變過程」，從卵、孵化到成蟲的玩具模型，小男

孩可以很正確跟我們解釋、分辨出來牠的蛻變程

序，讓與會大家對他豐富的自然保育觀念感到佩服。 

（二）幼兒教育與學習環境息息相關，如同小男孩因為跟

著媽媽耳濡目染接觸大自然環境，在這種環境長期薰

陶下自然而然對大自然奧妙感到興趣。幼兒的可塑性

最大，因此應儘早培養幼兒環境保護觀念，塑造正確

良好的生活習慣與公共道德。 

（三）在聽了「幼教老師如何去教導孩童學習大自然世界」

及「大自然的托兒所」課程後，更體認到幼兒的學習

環境上幼教老師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此如何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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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老師在學術和專業上做充分準備，進而教導幼兒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他們關懷自然、珍惜資源的意識，

實為目前推動台灣幼兒環境教育首要課題。 

（四）本署為鼓勵民間出版優良環境教育叢書，以傳播正

確環境教育理念，並鼓勵學生、家長及老師運用優良

環境教育叢書進行閱讀與教學時，有更充分的資源，

已舉辦 3 屆「小綠芽獎」甄選，每本獲獎書籍都由專

家學者設計成活動教案，內容生動、活潑、有趣，並

分送全國幼稚園、國中、小學暨及民眾索閱。此次聆

聽「大自然得托兒所」課程，在分組設計「如何教導

幼兒認識樹木」遊戲中，與第一屆小綠芽獲獎圖畫書

「誰來敲門」教案「樹之歌」有異曲同工之妙，傳遞

的訊息是讓幼兒了解樹對人類的貢獻，再運用感官體

驗活動去觀察樹的構造，認識樹的面貌，和樹做朋

友，讓幼兒親近樹，建立對樹的情感，進而尊重樹的

生命、愛護樹木，體悟樹木與人類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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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小學冬、夏令營應多設計環境保護相關活動 

（一）「在 Kansas 郊區三至八年級學童的環境教育夏令

營」設計活動內容除了爬山、釣魚、獨木舟一般休

閒活動外也加入認識水源及池塘青蛙溪流的實地調

查、廢水處裡、參觀廢棄物掩埋場等環境保護相關

活動，讓學生在活動中體認到環境保護的重要。而

國內的學童夏令營多由民間單位辦理，活動內容不

外乎美語課程、戶外遊戲（打球、游泳、遊樂場）

等，如果能於寒暑假由學校結合民間機構，辦理冬

季、夏季令營活動，盡量利用學校周邊環境，設計

環境保護相關課程融入活動中，將自然體驗及學習

活動結合在一起，讓學生在活動中充分運用各種感

官，去看、去聽、去聞嗅、去觸覺，進而體驗自然

之美，以培養學生從小關懷自然、珍惜資源的環保

觀念，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學習過程，消化、評估和

運用學到的事物，並培養進行獨立、終生學習及發

展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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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最近已研議完成「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草案，未來將透過「公辦民

營」方式，引進民間創意與資金，使教育更活潑、

多元，此種類似美國的「（charter school）契約學

校」，如送院核定後希望以低收費、高品質經營方

式，讓教師透過更彈性、多樣的教學課程，屆時希

望學校能融入更多創意教學設計，教導學生著重實

際觀察、動手探索，將生活與生態環境相結合。 

三、加強教師環境教育訓練與課程設計： 

（一）現階段孩童逐漸減少到戶外與大自然互動的機

會，反而藉由更多的時間與傳播媒體互動來學習

有關大自然的知識，長期下來孩子普遍缺乏美感

的基本素養，相對的也欠缺意志力磨練的機會。

這些問題反映出我們必須重新檢視應該要如何訓

練教師去加強學校環境教育課程設計，而美國學

校結合當地相關團體，針對當地區的自然生態與

地理環境設計出一套有系統的教學方案，幫助該

地區的學生由認識自己的生長環境中去了解、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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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保護我們的自然資源的教育訓練課程，對於

老師教學非常有幫助，值得參採。 

（二）日本與美國均規劃執行對教師的環境教育訓練課

程，同樣的本署為將環境教育理念融入教學，歷年

來已辦理「國民中小學環境教育課程指導手冊」、

「國民小學高年級永續發展教學模組及教材」、「環

境創意教學執行計畫徵選」及「環境創意教學工作

坊」等，以加強教師的環境教學能力，進而引導學

生對環境與永續發展理念和內涵的正確認知，體認

自身環境可貴，並產生積極的環保行動。 

二、 隨著人類經濟快速發展，排放大量溫室氣體，造成全球

暖化與氣候變遷的效應，日益明顯，已經是當今國際上

最為關注的重大議題，在本署「節能減碳無悔措施全民

行動方案」十大宣言中推動「愛用當地食材；每週一天

或一日一餐蔬食；吃多少點多少，減少碳排量」與所參

加研討會主題「探討每日飲食對於環境的衝擊」所談內

容一致，可見如何力行節能減碳已成為國際間的新的時

尚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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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大會手冊，如後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