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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教育高峰論壇是引領教育工作者提升生態保護管理的研討會，特別是針對永續

議題中水資源管理，透過與會者的研究與討論，傳達正確及新穎的水資源觀念。今(103)

年度大會討論的主題包括氣候變遷、生態系統的復原與保護、以及政府官員和決策者

的教育專案等議題，是各國環境教育工作者相互交流的平台。參加本次會議吸收到永

續目標下的水資源挑戰及領先的科普及科學教育工作議題，有助於本司科學教育及公

民科技素養學門業務日後之判斷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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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的水資源只有少於 2.5%是淡水，其餘都是海水，而其中僅有少於 1%的水資

源可供人類直接使用，這些水資源分佈也不平均，因此世界上很多地方都缺乏清潔安

全的食用水供應。人口成長、氣候變遷和經濟發展正影響著全球的水質和數量，本世

紀我們將面臨越來越多有限的且非常寶貴的水資源壓力。從河流污染、濕地減少及水

資源管理不善，我們的地球淡水資源正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威脅。面對這些挑戰，在地

球上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確保我們可持續地運用地球上的水資源，無論是機

構、地主、農民、社區領袖或專業人士，都可以在當地立即採取行動，嘗試改變調整

現況。台灣每人每年可獲得的水量僅為全球平均的八分之一，是世界排名第十八的缺

水國家，身為台灣科學教育工作者之一員，也應負起推廣有效水資源管理的任務。 

2014年水教育高峰論壇（2014 Water Education Summit）在北卡羅萊納州阿什維爾

（Asheville）舉辦，本次重點為水資源的挑戰、在地化的改變之道，是一個與傑出的

教育工作者交流的機會，有利於提高水資源的保護和管理的知識與能力。討論的方向

包括氣候變遷、生態系統的復原和保護、流域規劃、政府官員和決策者的教育專案等

議題，透過演講、討論、研討會和技術參觀將強調運用資訊、技術移轉及動手學習等

創新的經驗與方法，來改變人們的行為，並激勵在地化水資源管理。 

 

貳、目的 

參加 2014年水教育高峰論壇，吸收永續目標下的水資源挑戰及領先的科普及科學

教育工作議題，有助於本司科學教育及公民科技素養學門業務日後之判斷與討論，傳

達正確及新穎之教育觀念。 

 

叁、議程 

議程詳如附件一，與會人員詳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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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過程 

經過漫長的飛行與轉機，終於到了會議舉辦地點阿什維爾，該地位於美國北卡羅

萊納州西部，是大煙山山腳下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小鎮。北卡羅萊納大學生物與農業

工程教授 Karen Hall博士為大會致開幕詞，致詞當中提到參與本次會議的專家學者來

自全球各地，還特別列出台灣，讓與會的專家們也對於這遠道而來的我特別好奇，我

也很高興傳達台灣對水資源科學教育的重視。 

 

Karen Hall博士致開幕詞 

北卡羅萊納大學阿什維爾分校之國家環境模擬與分析中心 James Fox主任，主題演

講為「Water Resources in the Southeastern US ‐ Quantity, Quality, and Demand: How does 

a changing climate reality impact our daily lives」，他以美國東南部之水資源為例，告訴大

家為什麼應該關心氣候變遷對地區的水資源影響等驅動力（如人口成長），面對氣候變

遷的現況，乾旱增加以及強烈驟雨都直接影響水的數量，甚至導致洪水氾濫。身在地

球的每一個區域，面對這些影響，必須採取行動，由區域性的數據評估“什麼是我們

可以做的？”、“什麼是我們需要開始承擔責任和分配資源的主要區域目標？”，進

而形成決策，以區域性的行動計畫來進行改變，關注水資源問題並加強抗災能力。 

 

James Fox主任提出之行動框架形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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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現場有一些展示海報，例如 Storm Water Systems展示捕集河川枯枝落葉的設

計方案、North Carolina Forest Service展示保護和推廣森林資源的最佳管理方法、North 

Carolina Forest Service的飲用水資源海報等，這些都是作為教育、推廣及訓練使用的作

品。 

 

 

展示攤位 

卡羅萊納綜合科學與評估氣候專家 Amanda Brennan在分組討論發表「From Global 

Climate Models toLocal Choices: Lessons Learnedabout Providing and UsingClimate 

Information in theCarolinas」，提到利用現有網絡工具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Rain, Hail 

& Snow （CoCoRaHS）提供完整雨、冰雹和雪的數據以及自然資源、教育和研究應用

論述，來提高民眾對於當地的降雨、缺水、或暴雨事件影響動植物的認知，也提供地

面氣象的蒐集和氣候的影響等資訊，強化科普實用性，讓民眾更切身了解氣候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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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和衝擊，以減少一般大眾對科學的認知或對此議題的關切差距。 

 

氣候專家 Amanda Brennan演講 
 

福賽斯郡建教合作推廣與教育專家 Wendi Hartup在分組討論場次發表「Snaking 

Your Way Through thePolitical Masses」，介紹後院河流修復解決方案。由於河川上的水

或風在流動的時候，會帶走地表的土壤，使土地變得貧瘠，甚至引起植被破壞與地表

裸露，再加上氣候變遷，侵蝕作用也會造成河流泥沙淤積，導致水流不順暢及混濁，

更嚴重還會導致洪水氾濫或河流改道，而當河岸得不到保護，泥沙淤積物有可能會侵

襲進入人類居住的環境裡，進而威脅到房屋的穩定性。他提出使用原生植被和自然通

道的設計概念與方法，以防止侵蝕。 

 

推廣與教育專家Wendi Hartup演講 

佛羅里達大學波爾克縣自然資源推廣與教育專家 Shannon Carnevale在另一場的分

組討論中發表「Recruiting Political Audiencesfor Extension Programming」，提出在州內

校園推展的水利學校水資源及保護推廣計畫。水利學校推廣計畫的總體目標是透過演

講或活動提供知識並實地考察落實，賦予社區領導者執行政策與實踐水質和節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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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目標。涵蓋的主題包括水文系統的概述、水質和實用性的挑戰、政策和法規、

成功案例以及民眾參與。水利學校推廣計畫所面臨的挑戰包括必須具備有吸引力的招

募策略及發展有效的評估工具，促使此計畫能擴及在整個州執行。 

 

自然資源推廣與教育專家 Shannon Carnevale演講 

伍、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暖化現象反映在天氣的呈現上，已經導致劇烈天氣出現的頻率增加，更是人

類未來的危機。阿什維爾當地因氣候變遷使得其更加容易有驟雨發生，情況與台

灣相似，能出席本次環境教育的重要會議，和其他與會的政府人員及學者分享資

訊，也顯示台灣對水資源永續保護及大眾科學教育工作的重視。本次會議見習到

政策面的管理，從面臨問題到數據資訊的蒐集到可能的風險評估然後策略形成最

終是行動落實，這是決策面很重要的思考鏈與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專家學者們

也提出很多對環境永續的保護措施與復原方法，在很多地區先利用區域性即可很

快實施。此外，努力將生態環境教育推廣至各級學校，讓科學教育從小做起，透

過實務性操作，使教育更加豐富有趣，以利達到高效率的訓練目的。 

 

二、建議 

1. 科學教育在地化與全球化是世界趨勢，多利用網絡平台提供大眾有關科學環

境更多的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的資訊，能夠引導大眾面對水資於問題並參與

解決水資源問題的各項措施，提高行政措施的執行率。另外很多措施也可以

在在地化的區域內先行實施，再逐步擴大實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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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什維爾當地的節能教育有很多是在校園內實踐，由學生自己動手照護農田、

學習設置貯留雨水或溪水系統以作為農田灌溉所需等等方法。科學教育由實

務性的操作做起，並且就在身邊的環境裡，對於教育特別是環境教育的推廣

及生活應用上，會更有學習興趣也會更有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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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攜回資料 

1. Water Education Summit 2014 Agenda 

2. Riparian & Wetland tree planting pocket guide for North Carolina 

3. Be Firewise™ Around Your Home 

4. Forests and Water: Helping to Meet the South’s Water Needs Today and Tomorrow 

5. Keeping Sediment in Check with BMPs, Snapshot: 2011 Report on Logging Activities 

in North Carolina 

6. Forestry Leaflet: Protecting Water Quality at Stream Crossings 

7. Western North Carolina Vitali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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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水教育高峰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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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與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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