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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永續發展教育研討會(UNESCO World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及周邊會議於西元（下同）2014年

11月 10日至 12日在日本名古屋巿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全世界超過 100個國

家，約有 1,000人參加，並有 37個國家的閣員級或區域代表出席了高層圓桌

會議，討論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的組成

架構、推廣狀況與問題。2014年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永續發展教育十年

(UN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SD, 2005-2014)的

最後一年，因此擴大舉辦全球性的研討會，也搭配活動辦理展示活動。 

本署分別於 2014年 11月 8 日至 12日在大會安排的名古屋久屋大通公園、

會場白鳥廳以及名古屋巿國際會議中心等共辦理三場設攤展示與解說，在攤

位上將「邁向永續臺灣-臺灣環境教育的成果與展望」摺頁、手冊和參加該

大會的各國政府人員與專家學者、當地民眾與學生交流，並藉由有獎徵答贈

送廢報紙鉛筆活動以及播放臺灣自然特色與環境行動的相關英文發音錄影帶，

介紹臺灣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教育推動成果。有許多國際永續教育人士蒞攤

參觀，參與有獎徵答活動，並索取手冊與摺頁。本署人員也參加了愛知縣舉

辦的歡迎晚會與國際人士交流。 

2014 年 11 月 11 日本署葉前副署長欣誠應邀在地球憲章亞太委員會

(GEA)主辦之周邊會議：「ESD 之地球憲章的角色、成果及課題」研討會中，

以「臺灣永續發展教育的展望：全民的環境教育」(Perspectives of ESD in 

Taiw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 Every Citizen)為題發表演說，與世界各國

分享我國環境教育經驗，獲得在場百餘位國際人士的熱烈迴響。該周邊會議

由名古屋大學竹內恆夫教授主持，會中葉前副署長說明永續發展須兼顧環境、

經濟與社會三個層面，而永續發展教育則為相關政策的設計、溝通或執行提

供基礎。在我國，環境教育即為永續發展教育的一種「更強調以環境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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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並特別說明我國環境教育法的特色，包括公務人員持續參與、違反

環保法令者接受講習，與設立一年達數億臺幣規模的環境教育基金等，也特

別強調本署借鏡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UNDESD)在世界各地設置趨勢專

業中心(RCE)的作法，在臺灣的北、中、南、東設置四個區域中心，作為環

境教育擴大參與、增能與產業化的平台。在國際計畫方面，說明與美國等國

設置的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GEEP)，和其餘十幾個國家共同推動氣候變遷

教育、建立共同環境標準、生態學校等計畫。該會議中參加與談的尚有地球

憲章亞太與日本委員會主席，也是日本前環境廳長官廣中和歌子女士、地球

憲章國際秘書處代表，哥斯大黎加和平大學的 Mirian Vilela、日本的環保人

士 Edo Heinrich Sanchez、來自聯合國大學(UNU)的功刀達朗教授。與會人員

對於我國推動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教育的法律架構與執行策略等設計，表達

高度的肯定與興趣。 

這次參加聯合國會議周邊活動，在緊湊的赴日行程中參加一場研討會、

三場設攤及歡迎晚會，主動讓更多人瞭解臺灣與臺灣在永續發展、環境教育

方面的承諾與積極作為。提升臺灣在環境教育的能見度，展現臺灣對環境教

育之關注與努力，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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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及目的及目的及目的及目的 

 

一一一一、、、、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本次有機會至日本日古屋市參加國際性會議及布展，主要係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於西元（下同）2003 年提出「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

(UNDESD)計畫(2005年-2014年)，推動有利於人類社會邁向永續發展之各類

教育活動；而「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UNDESD)計畫於 2014年底屆滿，

故聯合國在 2014年 11月 10日至 12日在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辦理「世界永

續發展教育研討會」(The 2014 UNESCO World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本「世界永續發展教育研討會」10年舉辦 1 次，由於我國並非聯合國會

員國且未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邀請，要參加該研討會並非易事，

為增加我國國際能見度，建立國際交流管道，以及分享我國推動環境教育成

果，本署特委託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辦理「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

後永續發展行動策略研擬專案工作計畫」，並爭取於會場周邊布展我國推動

環境教育之經驗。自 5 月開始，即積極地向日方主辦活動之單位申請布展及

參加相關會議，因遲未獲得確認及同意，2014年 7 月 16 日本署前葉政務副

署長欣誠接見日本「地球環境行動會議」（以下簡稱 GEA）代表團，獲團長

廣中和歌子（前環境廳廳長）允諾，協助本署申請參加「世界永續發展教育

研討會」及布展。並於 2014年 7 月 24日函請外交部提供協助，外交部並於

2014年 8 月 4 日函請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協助本次活動。 

GEA 為促成本署至聯合國「世界永續發展教育研討會」參加周邊活動，

提升我國對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 所做貢獻之能見度，特別規劃本次赴日行程，亦獲臺北駐日經濟文化

代表處政務組徐鼎昌副組長（次長）居中協助聯繫。赴日行程在短短的 5 天

共有 5 個活動，本署得以順利至聯合國的活動上曝光及宣傳我國環境教育及

永續發展教育推動成果，實得力於 GEA、外交部、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

處及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的大力協助，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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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會議之「臺灣推動『永續發展教育』(ESD)」攤

位展出相關事宜：於 2014年 11月 8 日至 11月 9 日（共 2 日）在名古

屋榮地區之久屋大通公園展出。 

（二）日本愛知縣及名古屋市共同主辦歡迎會：於 2014年 11 月 10 日 19 時

至 22時在 UNESCO名古屋會議中心舉辦，參加者約 1,000人，邀請當

地知名人士等，本署由楊素娥副處長及謝佰芳環境技術師參加，致詞

者為知事、市長、縣市推薦人士。 

（三）參加「地球憲章亞太委員會」舉辦之國際研討會：我國由本署葉前政

務署長欣誠參加於 2014年 11月 11日由「地球憲章亞太委員會」舉辦

之國際研討會發表演說及與談。 

另 2014 年 8 月下旬「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依本署「聯合國永續發

展教育十年計畫後永續發展行動策略研擬專案工作計畫」，向日方申請在名

古屋城堡飯店及名古屋國際会議場西側停車場布展之活動，經日方主辦活動

之單位同意。 

（四）2014 年 11 月 9 日日本科學文部省於名古屋城堡飯店(The Westin 

Nagoya Castle)展出「臺灣推動永續發展教育(ESD)」。 

（五）2014年 11月 10日至 2014年 11月 12日聯合國愛知、名古屋執行委員

會於 UNESCO名古屋會議中心展出「臺灣推動永續發展教育(ESD)」。 

二二二二、、、、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一）參加聯合國「世界永續發展教育研討會」宣傳暨「地球憲章亞太委員

會(GEA)」國際研討會 

（二）宣傳我國環境教育推動實務與經驗，呈現推動環境教育之努力及成果。 

（三）建立國際交流管道，並分享我國推動環境教育成果。 

（四）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以達雙邊環境教育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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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出國行程及出國人員出國行程及出國人員出國行程及出國人員出國行程及出國人員 
 

本次赴日行程自 2014年 11月 7 日啟程至 2014年 11月 12日返程，共計

6 日，由本署葉欣誠前政務副署長擔任團長、率綜計處楊副處長素娥及綜計

處謝環境技術師佰芳前往參加「世界永續發展教育研討會」周邊活動，詳細

赴日行程及出國人員如表 1。 

表表表表 1  赴日行程赴日行程赴日行程赴日行程及出國人員及出國人員及出國人員及出國人員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概要/地點/展示方式

及名稱 
出國人員 

啟程 2014/11/7 
起程，由臺灣出發至日本愛知

縣名古屋市 
綜計處楊副處長素娥 

綜計處謝環境技術師佰芳 

ESD周邊

布展 

2014/11/8~11/9 
(10:00-18:00) 

名古屋榮區久屋大通公園布展 
名稱：1.亞洲環境教育 

2.臺灣環境教育 
3.日本環境教育 

綜計處楊副處長素娥 
綜計處謝環境技術師佰芳 

2014/11/9 
(18:00-21:00) 

名古屋城堡飯店背板展示 
名稱：ESD活動在臺灣(台湾に

おける ESD活動) 

綜計處楊副處長素娥 
綜計處謝環境技術師佰芳 

2014/11/10~11/12
(10:00-18:00) 

名古屋國際會議中心西側停車

場布展 
名稱： ESD活動在臺灣  

綜計處楊副處長素娥 
綜計處謝環境技術師佰芳 

歡迎會 2014/11/10 
(19:00-22:00) 

名古屋國際會議中心 
名稱：日本愛知縣及名古屋市

共同主辦歡迎會 

綜計處楊副處長素娥 
綜計處謝環境技術師佰芳 

啟程 2014/11/10 
起程，由臺灣出發至日本愛知

縣名古屋市 
葉欣誠前政務副署長 

論壇 2014/11/11 
(14:30-16:00) 

名古屋國際會議中心 3 樓國際

會議室 
地球憲章在 ESD扮演的角色、

成果與課題座談 

葉欣誠前政務副署長 
綜計處楊副處長素娥 

綜計處謝環境技術師佰芳 

返程 2014/11/12 返程，由日本返程回到臺灣 
葉欣誠前政務副署長 
綜計處楊副處長素娥 

綜計處謝環境技術師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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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行程內容行程內容行程內容行程內容 
 

一一一一、、、、    布展布展布展布展 

（一）製作宣傳手冊及摺頁 

特 為 赴 日 宣 傳 活 動 所 設 計 之 彩 色 手 冊 及 摺 頁 「KEEP THE EARTH 

ALIVE- 邁向永續臺灣：臺灣環境教育的亮點」，內容為「臺灣，地形及生態

極富多樣性的海島」、「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教育」、「環境教育的亮點」以及

「展望未來」4 個部分，敘述臺灣環境教育成果，並選擇了永續面向豐富且

獨具臺灣特色的 7 大「環境教育的亮點」，以「讓人想帶回家」為設計目標，

挑選畫家林家蔚先生水彩畫作：石虎、藍腹鷳、綬草，當作封面，代表臺灣

特色；並製作中文、英文、日文 3 種版本（如附件一）各 500 份，供參展人

員及民眾取用。 

表表表表 2  手冊手冊手冊手冊、、、、摺頁設計的架構摺頁設計的架構摺頁設計的架構摺頁設計的架構、、、、風格及亮點風格及亮點風格及亮點風格及亮點 

架構 

介紹臺灣 

介紹整體臺灣的環境教育 

臺灣環境教育的亮點 

風格 

分享而非報告，輕鬆閱讀，讀後留有印象 

故事性：主軸、情境脈絡、意義 

政府機關多年推動的成果（含量化） 

民間環境教育的蓬勃，以及環境教育法或環保署

的促進鼓勵。 

亮點 

環境教育法 
資源回收與社區改造 
永續實踐進入小學至大學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網絡 
民間環保團體與公民運動 
綠色生產與企業社會責任 
農業產銷與飲食自主 

 

（二）製作在攤位展出之背板（如附件二） 

（三）布展情形：本次於「世界永續發展教育研討會」前及大會期間，共布

展 3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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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年 11月 8 日至 9 日(10:00-18:00)於名古屋榮地區之久屋大通公園展示

「臺灣政府環境保護署 ESD之介紹」（簡介如附件三）。 

2. 2014年 11月 9 日(18:00-21:00)於名古屋城堡飯店展示「ESD活動在臺灣」。 

3. 2014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日(10:00-18:00)於名古屋國際會議中心展示

「ESD活動在臺灣」。 

經事前積極籌備、縝密規劃及會議研商，並與日方主辦單位多次協調及

聯繫，如布展攤位大小、展示資料、展示海報大小、設備及桌椅的需求以及

注意事項等，使得布展得以順利完成。 

於名古屋榮地區之久屋大通公園及名古屋國際會議中心西側停車場攤位

申請架設電視螢幕，播放由臺灣帶去的臺灣特色紀錄片，影片除本署簡介外，

還有來自於營建署、林務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公視等單位，內容涵

括臺灣特有生物、水資源…等環境知識，以及臺灣自然保育相關英文發音的

錄影帶，介紹臺灣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教育推動成果並對前來的民眾適時解

說。另於現場舉辦與民眾「環境知識問答贈送環保鉛筆」的互動遊戲，增進

會場參與者對臺灣的認識，並以走訪之形式，主動與現場訪客及其他的攤位

人員做交流。  

第 1 場榮地區之布展，我國的展示攤位安排於第 1 個，離舞臺最近，且

是入口，既是重要出入口亦是人潮聚集之處，另主辦單位全程規劃舞臺區的

多元節目，除具有環境教育意涵的活動亦有牽動人心的表演，節目豐富又吸

引人潮。 
第 2 場次係依日本文部科學省規劃在名古屋城堡飯店以大型背板展示，

另提供宣傳手冊及摺頁，我國獲安排在顯眼的第一排；另有了榮地區布展的

經驗，第 3 場次在名古屋國際會議中心西側停車場的布展與第 1 場相同，現

場有許多國際永續教育人士蒞臨攤位參觀，參與有獎徵答活動，並索取手冊

及摺頁，前來參觀之當地人士也甚多，所帶去展示的手冊及摺頁均發送完畢，

並經評估需求之後，於當地增印以利發送宣傳。 

3 場次的布展活動行程既緊湊又充實、既豐富又多樣，成果相當豐碩，

「日本名古屋『世界永續發展教育研討會』設攤介紹表」如表 3 及「在攤位

撥放之臺灣特色紀錄片發行單位及片名一覽表」表 4，以及表 5 現場「有獎

徵答贈送環保鉛筆」的互動遊戲題目與 報紙回收再生鉛筆說明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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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日本名古屋日本名古屋日本名古屋日本名古屋「「「「世界永續發展教育研討會世界永續發展教育研討會世界永續發展教育研討會世界永續發展教育研討會」」」」設攤介紹設攤介紹設攤介紹設攤介紹表表表表 

時間 攤位展示/內容 工具 地點 主辦單位 

11/8-9 
(10:00-
18:00) 

1.布展：分 3 個區域展出 
(1) 亞洲環境教育 
(2)臺灣環境教育 
(3)日本環境教育 
2.背板展示：攤位之布置 

32 吋螢幕及電源線

（播放臺灣特色紀

錄片） 
手冊、摺頁、背板 

名古屋榮地區之

久屋大通公園 
愛知、名古屋

執行委員會 

11/9 
(18:00-
21:00) 

背板展示： 
ESD 活動在臺灣（台湾に

おける ESD活動) 
背板、手冊、摺頁 

名古屋城堡飯店 日本文部科學

省 

11/10-
12 
(10:00-
18:00) 

布展： 
1.ESD活動在臺灣 
2.背板展示：攤位之布置 

32 吋螢幕及電源線

（播放臺灣特色紀

錄片） 
手冊、摺頁、背板 

名古屋國際會議

中心西側停車場 
愛知、名古屋

執行委員會 

 

表表表表 4  在攤位撥放之在攤位撥放之在攤位撥放之在攤位撥放之臺灣特色紀錄片發行單位臺灣特色紀錄片發行單位臺灣特色紀錄片發行單位臺灣特色紀錄片發行單位及及及及片名片名片名片名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 

紀錄片發行單位 片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World Environment Day 2014 One Earth, One Chance 

一個地球 一個機會 
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臺灣藍鵲的故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淺山傳奇 

活靈活現台灣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出版 Happy和 Bingo兩隻小熊的成長故事 
生態危機入侵台灣的外來種植物 

臺灣蝙蝠多樣性 
大地明鏡臺灣的湖泊世界 

生意盎然-野鳥新樂園 
濕地生態大探案 

幻蛾-臺灣蛾類之美 

百步蛇傳說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活水溯源 

滾滾沙河燭水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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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  現場現場現場現場「「「「有獎徵答贈送環保鉛筆有獎徵答贈送環保鉛筆有獎徵答贈送環保鉛筆有獎徵答贈送環保鉛筆」」」」的互動遊戲題目的互動遊戲題目的互動遊戲題目的互動遊戲題目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四選一） 

〈〈〈〈B〉〉〉〉 一一一一、、、、臺灣是位在日本的哪個方向臺灣是位在日本的哪個方向臺灣是位在日本的哪個方向臺灣是位在日本的哪個方向 ? 

   A、東北方    B、西南方      C、西北方      D、東南方。 

〈〈〈〈C〉〉〉〉 二二二二、、、、下列哪一個敘述下列哪一個敘述下列哪一個敘述下列哪一個敘述『『『『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臺臺臺臺灣的特徵灣的特徵灣的特徵灣的特徵 ? 

   A、多山       B、四面環海    C、多平原      D、生物多樣性高。 

〈〈〈〈B〉〉〉〉 三三三三、、、、臺灣環境教育法的機制臺灣環境教育法的機制臺灣環境教育法的機制臺灣環境教育法的機制，，，，下列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下列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下列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下列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 

 A、公務人員及老師學生每年需要接受兩小時的環境教育 。 

B、環境教育法已經啟動臺灣環境教育的新局面。 

C、有法但沒有經費編列，推動不易。 

D、環境教育法阻礙民間環保團體的發展。 

〈〈〈〈A〉〉〉〉 四四四四、、、、臺臺臺臺灣的垃圾資源回收率約多少灣的垃圾資源回收率約多少灣的垃圾資源回收率約多少灣的垃圾資源回收率約多少 ?   

A、40%      B、3%      C、80%       D、10%。 

〈〈〈〈D〉〉〉〉 五五五五、、、、下列哪一個不是下列哪一個不是下列哪一個不是下列哪一個不是臺臺臺臺灣學校推動環境教育的方式灣學校推動環境教育的方式灣學校推動環境教育的方式灣學校推動環境教育的方式 ? 

A、落實資源回收 。 

B、學生參與永續校園改善進行學習。 

C、小學至大學都被鼓勵永續校園的實踐 。 

D、運用考試帶動學生學習。 

 

 

報紙回收再生鉛筆說明報紙回收再生鉛筆說明報紙回收再生鉛筆說明報紙回收再生鉛筆說明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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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場場場場次榮地區之久屋大通公園布展及次榮地區之久屋大通公園布展及次榮地區之久屋大通公園布展及次榮地區之久屋大通公園布展及現場活動進行情形現場活動進行情形現場活動進行情形現場活動進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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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2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名古屋城堡飯店名古屋城堡飯店名古屋城堡飯店名古屋城堡飯店布展及現場活動進行情形布展及現場活動進行情形布展及現場活動進行情形布展及現場活動進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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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3 場次名古屋國際會議中心西側停車場布展及現場活動進行情形場次名古屋國際會議中心西側停車場布展及現場活動進行情形場次名古屋國際會議中心西側停車場布展及現場活動進行情形場次名古屋國際會議中心西側停車場布展及現場活動進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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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參加參加參加參加歡迎會歡迎會歡迎會歡迎會 

2014年 11 月 10 日(19:00-21:00)由愛知縣及名古屋市共同主辦歡迎會，

參加者約 1,000人，邀請當地知名人士等，事前由 GEA 協助我國申請，並

獲得主辦單位同意由楊素娥副處長及謝佰芳環境技術師獲邀參加，當天貴

賓致詞為主辦單位代表之文部科學大臣及副大臣，來賓為 UNESCO 代表

外，另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長，當天於致詞後，即為各國代表交流時間。 

 
歡迎會歡迎會歡迎會歡迎會貴賓致詞現場情貴賓致詞現場情貴賓致詞現場情貴賓致詞現場情形形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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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圓桌會議圓桌會議圓桌會議圓桌會議（（（（論壇論壇論壇論壇）））） 

這場論壇於 2014年 11月 11日下午舉行，為日本財團法人水與綠色惑

星保全機構向主辦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周邊活動的單位申請辦理，其主題

為「地球憲章在 ESD扮演的角色、成果與課題（ESDにおける地球憲章の

役割、成果及び課題）座談」，共有 5 位講者（如表 6），邀請本署前葉政

務副署長欣誠（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發表演說及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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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地球憲章在地球憲章在地球憲章在地球憲章在 ESD扮演的角色扮演的角色扮演的角色扮演的角色、、、、成果與課題成果與課題成果與課題成果與課題(ESD)座座座座談談談談」」」」講者講者講者講者 

姓名 單位及職稱 

廣中和歌子 GEA 事務總局長 

葉欣誠 行政院環保署副署長 

Mirian Vilela 聯合國和平大學地球憲章國際中心秘書長 

Edo Heinlich Sanchez NPO 法人 沖繩 O.C.E.A.N.理事長 

功刀 達朗 聯合國大學 Sustainability 高等研究所客座教授 

竹內 恆夫 名古屋大學教授 

前葉副署長欣誠於 2014年 11月 11日當天由臺灣啟程赴日出席會議，

會議開始前抵達會場，先通過會場安全檢查後，即由楊副處長素娥、康世

芳教授及林素華教授引領先行瀏覽 1 號館 Event Hall 各國主管機關所設置

之環境教育展示攤位之後，又到西側停車場外參觀我國的展示攤位及日本

地方政府、企業與 NGO組織所擺設之周邊活動攤位。 

會議場內共設有 110 個座位，實際入場者逾 200 人，其中不乏參與

UNESCO會議之各國代表團人員，盛況空前，座無虛席，令人印象深刻。 

整個論壇過程，每位演講者熱情的分享，博得在場人士熱烈的掌聲。

論壇內容如下： 

會議由名古屋大學竹內恆夫教授主持，並由地球憲章亞太與日本委員

會主席，也是日本前環境廳長官廣中和歌子女士說明活動之旨趣。廣中女

士簡述地球憲章的發起與簽署過程，與其代表的意義，接著便由葉副署長

發表演說。此外，地球憲章國際秘書處代表，哥斯大黎加和平大學的

Mirian Vilela 則說明地球憲章中的環境倫理與價值觀，並說明包括在巴西

與哥斯大黎加等中南美洲國家如何從學校教育中培力學生；原籍西班牙，

再從美國到日本琉球的環保人士 Edo Heinrich Sanchez則以地球海洋(World 

Ocean)為主題，說明琉球人致力於保護海洋的行動就是從覺知作起，並以

他在當地從事英文教育的機會作為改革的起點；來自聯合國大學(UNU)的

功刀達朗教授則分享他邀請知名日本動畫家為地球憲章繪製卡通式圖說的

推廣方式，也相當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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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前副署長以英語發表演說，現場備有同步翻譯設備，並有專人即時

將英文翻譯成日文，葉前副署長清楚闡釋臺灣環境教育的努力與地球憲章

的呼應，內容為：從臺灣的人口、國民年平均所得(GDP)、外匯存底、陡

峭地勢、生物多樣性…等基本資料描繪出發，再提到臺灣是位在颱風、地

震及洪水等災害頻傳之處，同時需仰賴高達 98%進口能源的高風險國家，

因此 ESD的導入就有正當性。因為有永續發展素養的公民是永續社會的基

石，此素養可讓經濟發展、社會正義及環境保護之所需的相關政策設計、

溝通及執行更為順暢，而其培力的的過程中，環境教育就是一個基準、E-

intensive的永續發展教育版本。再透過地球憲章之未來價值及原則要求之

延伸下，論述了尊重和關心生命共同體、生態完整性、社會與經濟正義以

及民主、非暴力與和平等四個議題與環境教育及 ESD之間的關聯性。 

臺灣的環境教育是啟蒙於 1970年末環境覺知的提升，透過 1980年代

環境保護署及國家公園的設立及 1990 年代教育部環保小組與大專校院環

教中心成立，讓 2000 年起成為環境教育快速發展的階段，期間並進行環

境教育法的討論，進而在 2010年 6 月 5 日通過立法院三讀，並於次年 6月

5 日啟動。藉由環境教育法架構之國家環境教育綱領與政府機關部會、地

方環境教育行動計畫的普遍、平等特性，讓更好的公民福祉及生活品質可

以更容易地落實，首先由政府機關及學校單位約 400 萬之成員開始推動參

加環境教育（每年至少 4 小時），並進行約 3.8萬人次的違規者辦理環境講

習，更進一步設立由環境保護基金，提撥百分之五；違反環境保護罰鍰，

提撥百分之五等來源所組成的約 9 百萬美金之環境教育基金，補助民間團

體及學校單位辦理環境教育相關活動與課程，由 2011 年至今(2014)已補助

190場學校及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545場地

方政府及各式環境教育相關活動之推動，包含：經濟、科技、內政、交通、

衛福、教育部、環保署及農委會等跨部會的永續發展教育推動，以落實能

源生產、科學及技術、城鄉發展、交通及生活、健康及福利、教育及推行、

變遷及節能減碳、土地資源及生物多樣性等內容，深植環境保護與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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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觀念，推動成果亮眼。 

 

另學習北美環境教育學會之 環境教育推動及承載力(Capacity)模式，

2014 年起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北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中區）、國

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南區）以及國立東華大學（東區）成立四處環境教

育區域中心，並於 2014年 4 月建立全球環境教育夥伴(GEEP/IEP)關係網絡，

分別於臺北及加拿大渥太華進行 9 國及 7 國會談，分析區域內環境發展特

色與問題，促進地方產、官、學、非政府組織與地方團體共同合作，期盼

能在調查環境教育之基準線後，結合氣候變遷教育、公民科學及社區承諾

等，推廣並複製成功的臺美生態校園模式，此藉由跨領域、跨局處之結合、

搭配區域環境教育中心及環境教育產業化的推廣，將使環境教育達到更多

元化的跨領域發展，以達成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三者平衡

的永續臺灣（簡報資料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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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国際会議場內論壇情形名古屋国際会議場內論壇情形名古屋国際会議場內論壇情形名古屋国際会議場內論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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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蒐集蒐集蒐集蒐集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此 次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世 界 永 續 發 展 教 育 研 討 會(UNESCO World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全世界超過 100個國家，

約有 1,000人參加，並有 37個國家的閣員級或區域代表出席了高層圓桌會議，

另聯合國 DESD 為了評估這十年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的成效，公布了多項評估

報告，有從政策面和文化面探討 DESD 實行十年的結果，其結果及建議可作

為我國未來推動 ESD的參考。所以於赴日期間不論是布展或參加論壇把握時

間及機會，多方蒐集各國家推動「永續發展教育」之策略與行動特色，以作

為我國未來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的借鏡（如附件五及附件六） ，包括：荷蘭的

跨部會委員會、議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社會學習；瑞典的將永續發展教育納

入國家教育政策及正規教育的課程綱領中，永續發展青年大師計畫；日本的

內閣府的 ESD聯席會報、地區實踐與夥伴關係；韓國的永續發展教育啟動階

段，強調永續發展概念的宣傳以及意見收集；美國將綠色經濟放入職業學校

及大專專業領域的永續發展教育等。 

（一）荷蘭 

荷蘭永續發展教育推動過程中，「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與「終生

學習」(Lifelong Learning)是兩個核心概念。社會學習被視為促進荷蘭社會永

續發展和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社會學習引導擁有不同經驗與知識的人聚在

一起，多樣性使得在面對永續議題時能找到更具有創造性的答案。為達到此

目標，荷蘭政府協助傳統的環境行動者（如環保團體）與非傳統的環境行動

者 （ 如 政 治 家 、 學 校 老 師 、 企 業 與 機 構 ） 形 成 「 混 合 聯 盟 」(Hybrid 

Coalitions)。2009 年時，三個荷蘭政府部會投入經費於再造環境教育領域，

使其與主流社會發展更加連結，分為三個與 ESD有關的主題：綠、能源和水

(Senter Novem，2008)，而自然與環境教育方案主管機關從這些經驗中發展課

程，用於創造更強的社會連結。 

終生學習是荷蘭 ESD 中另一個核心概念。「為未來而學習」是一個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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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響力的教師、企業和政府的網絡組織，創造開放學習的空間，讓學習者

可以直接與環境互動，也使得教育、企業和科學間能夠互動，一同在與永續

未來有關的主題上努力。荷蘭經驗顯示，建立國家內與國際間的網絡，以連

結不同部門與子部門，在增強 ESD執行上是非常有效的做法。 

而採用新形式的評量方法，以獲得國家中不同層級計畫的品質與成效，

被認為是有助於學習過去經驗並引導未來發展。 

（二）瑞典 

瑞典在環境教育和永續發展教育的經驗悠久且豐富，最早環境教育課程

可以追溯至 1919年的國家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強調人民應發展對自然

資源的覺察和尊敬。瑞典自然與青年協會(Fältbiologerna)與瑞典自然保育協

會(Svenska Naturskyddsföreningen)是瑞典推動環境教育最大的兩個 NGO組織，

60 年代之前，一直與環境保護署合作，在自然保育教育上作出許多貢獻。

1970年後隨著環境教育出現，其他權益關係人如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也陸續進入，在正規教育中建立環教課程。 

瑞典中央政府與永續發展教育相關的單位主要是教育與研究部(Ministry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和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前者負擔推動

永續發展教育主要責任，後者則是負責整合、報告瑞典的永續發展教育活動，

特別是在國際場合如 Rio+20 會議。值得注意的是，在永續發展教育推動上，

瑞典政府採取教育主管單位「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不同形式教育的主

要責任分散於地方政府、空中大學(Autonomous Universities)，以及市民團體

和 NGO 組織等。因此，政府單位並不直接投入專家團體(Expert Group)的能

力建構，而是提供財務和專家支持，使得專家團體能散佈於各種不同的 ESD

行動團體和網絡中。 

（三）日本 

日本有感於自身為天然資源缺乏國家，最重要的資源為「人」，為推動

以人為資源之發展，重視教育，因此認為永續發展之關鍵為「教育」。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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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民間團體意見，日本於 2002年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上，提議 2005至

2014 為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UNESCO DESD)，後經大會同意通過

「UNESCO ESD 十年計畫」。此後，日本政府於 2006年擬定政府永續發展教

育實施計畫，且藉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推動永續發展教育。 

2014年為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的最後一年，2014年 11月 9 日至 12

日於日本愛知名古屋舉辦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世界會議，會議顯示已有約

100 個國家推動或展開永續發展教育相關事項，且提出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 

2015 年以後之全球行動計畫(Global Action Plans)，政府、地方自治團體、學

校、非政府組織(NGO)與企業等權益關係人需加強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發表

「愛知名古屋宣言」，2015年後之永續發展教育由日本開始。 

 日本於 2014年 11 月 9 日至 12 日於愛知名古屋舉辦的聯合國永續發展

教育世界會議，發表日本永續發展教育十年成果，其成果具有下列五項特色： 

1.政府擬定 2014年永續發展教育之目標與計畫。  

2.學校教育之配套措施 

3.社會教育與地域性多元化參與之配套措施 

4.由上而(Top-down)及由下而上(Bottom-up)之整合。 

5.東日本大震災之教訓與影響。 

永續發展教育議題涵蓋環境保育、經濟開發與社會發展等，強調不僅由

個人觀點且亦應考量全球視野，視為自己的議題，「全球思維，在地行動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參考日本環境省、科學文部省網站資料及愛知

名古屋永續發展教育世界會議日本國家報告等相關資料，以下介紹日本推動

永續發展教育之策略、各部會推動 ESD 權責分工之政策、日本推動 ESD 十

年計畫之成果、ESD案例等之概要。 

（四）南韓 

南韓永續發展教育的相關代表法規有 2007年制定的《永續發展教育法》

與同法之施行令，及 2008年之《環境教育促進法》。2008年以後永續發展相

關法令因上位法綠色成長基本法而改變，並以綠色成長教育作為中央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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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推動的主力。2012 年下半年以後，教育部與韓國科學創意財團強調

以永續發展教育之名取代綠色成長教育。 

學校教育課程在 2007及 2009年進行初、中等教育課程修訂。2009年修

訂教育課程中，將高等學校環境科目名稱改為「環境與綠色成長」，2011 年

也將中學校的名稱改定與高等學校一致。雖然變更與永續發展教育名稱不一

致，但這些變更其實都是朝向永續發展的目標、創造可永續發展社會的理念

進行。並且設計相關教材與課程發展。 

學校單位計畫與學生參與計畫方面，南韓永續發展教育 10年的後半期，

於 2010 年以後，為了推動永續發展教育在國中小投入了顯著的支援補助。

依照學校級別永續發展教育的活絡化程度依序為國小、國中、幼兒教育。環

境部在 2007年將 1985年以來環境保全示範學校變更名稱為環境教育示範學

校。透過強調環境教育來營造永續發展的社會。2013 年開始，教育部與韓國

科學創意財團主導永續發展教育推廣，透過學校支援活動，使國中小、高等

學校（共 34 校）全面落實永續發展教育，並於未來持續進行永續發展教育

融合教學的工作。 

南韓各級學校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的優秀案例透過不同的管道分享。2010

年為了施行永續發展教育評鑑而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共發現 10 所優秀的案

例學校。UNESCO韓國委員會於 2011年開始施行永續發展教育認證制度。 

（五）美國 

美國的教育體系主導權主要在州政府，但聯邦層級的環境教育主責單位

卻以環保署為主，較少由教育部主動發起。此外，美國較強調環境教育而少

談永續教育，基本上是以環境教育進行相關的永續發展議題教學，而許多教

育計畫或政策也是以環境教育做為平臺，這是美國環境教育的特色。因此本

文介紹幾個與永續發展相關的環境教育法案或計畫，並分別簡介各案例的實

施對象、具體作為、政府角色、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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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讓孩子留在室內法案(No Child Left Inside  Act) 

2005 年 Richard Louv 出版了「失去山林的孩子」(Last Child in the 

Woods: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Nature-Deficit Disorder)獲得廣大迴響，美國

民間在 2007年自主成立了 No Child Left Inside Coalition組織，開始集結民意

推動戶外-環境教育的立法工作，開啟支持孩子回到戶外與自然環境的風潮。 

2.環境教育增能計畫(EE Capacity) 

自 2011年起，美國開始推動環境教育增能計畫(EE Capacity)，是國家環

境教育訓練計畫內之專案工作。此計畫嘗試透過多元化與網絡學習，推動環

境教育的創新，並特別著重於都市景觀與政府關照不足之社區和青年，支援

教學計畫並提升所有環境教育工作專家的能力。環境教育增能計畫的主導單

位為康乃爾大學的公民生態研究室與 NAAEE，負責建立合作平台，提供多

元管道，讓所有環境教育專業人士參與分享、交流與學習。此計畫聚集各領

域專業人士和環境教育專家，並以環境議題作為促進溝通、領導和學術技巧

的核心。 

環境教育增能計畫(EE Capacity)包括五大方案：專業領導(Leadership 

Academy)、增能學習(Build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apacity)、科技支援

(Technology to Support the Field)、研究評估(Research and Evaluation)與夥伴傳

播(Dissemination Partnerships)。每個方案有各自的工作目標與項目，分述如

下： 

3.America´s Great Outdoors與綠帶學校計畫 

美國歐巴馬總統於 2009 年提出 America´s Great Outdoors(AGO)的倡議，

希望重新將人民（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與自然環境連接起來，其終極目標

在保護、保存及推廣美國自然環境(preservation)，並促進國民身心健康。

2011 年美國教育部與環保署及白宮環境品質委員會合作提出「綠帶學校計畫」

(Green Ribbon Schools program)，目的在表揚創造健康與永續學習環境、教導

環境素養且表現優異的學校。 

 



 

24 

 

肆肆肆肆、、、、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參加本次會議最主要是吸取國際推動環境教育最新發展趨勢，以作為我

國未來推動環境教育參考： 

一一一一、、、、    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一）我國雖非聯合國的會員國，但透過 GEA 的交涉與協助，雖然申請與溝

通的過程較為複雜，仍能按時赴日至聯合國在日本名古屋永續發展教育

世界會議布展 3 場次及參加圓桌會議一場，圓滿達成任務且受益良多。

行程主要均在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進行環境教育布展及參加論壇。緊湊

的赴日行程中，除了有 3 場次不同地點，長達 5 天的展示宣傳，向來自

各國人士展示我國推動環境教育經驗及成果外，也參加盛大的國際會議，

除了與日方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也增加我國國際上能見度，特別是前

葉副署長以本署政務副署長職銜，應邀出席並發表演說。葉前政務副署

長在我國退出聯合國以來，第一個以官方身分之政務官應邀參與聯合國

所屬組織辦理的會議，在國際人士雲集的會場，博得滿堂采，讓臺灣的

能見度大大的提升，增加會議的多樣性及豐富度，實屬難能可貴且深具

意義。 

（二）我國的宣傳內容豐富且多樣，現場展示包括有巨型背板、摺頁、手冊、

報紙回收所製成的鉛筆，在展場上我們透過各宣傳資訊、搭配環境知識

問答贈送廢報紙鉛筆的活動，以及親切活潑的解說，吸引路過的遊客駐

足交談，讓他們瞭解「環境教育法開展臺灣環境教育新的一頁、資源回

收全民共識、永續實踐於各學校層級、環境教育場所全臺串聯等主題」；

同時也在展示攤位上播放臺灣自然特色、環境行動錄影片，不僅讓參觀

者在短時間內加深對臺灣的印象，對我國環境教育有深刻的瞭解外，另

透過導覽解說介紹臺灣的自然美景與生態環境，來引發環境教育的共鳴，



 

25 

 

讓參觀者身歷其境，有來到臺灣的氛圍，而同時在交流過程中，也為我

們帶來不同的思考觀點與啟發。 

（三）此次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會議，對未來十年計畫「全球行動計畫 Global 

Action Program (GAP)」有新的趨勢及進程，重點如下： 

1. 永續發展教育聯結國際公約：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減災、永續消費與

生產。 

2.目標：產生及擴大所有階段的教育和學習領域，以提升朝向永續發展的速

度。 

3. 5 個優先行動：提升政策、轉化學習和訓練環境（整體機構途徑）、建立教

者和訓練者的能力、自主和動員青年和加速在地方層級的永續解決。 

4.理解：永續發展教育自主學習者始能做決定和採取負責的行動，有助整合

環境、活力經濟、公義社會、為現代及後代子孫、以及尊重文化多樣。它

是終身學習，高品質整體教育，是整體的和轉化的教育，並達到轉化社會

的目的。 

5.教育和學習環境：互動、學習者為中心、探索和行動導向的學習、檢討學

習環境，包括：實際的環境和線上虛擬情境。 

6.全球行動計畫的路徑圖。 

（四）本次參加聯合國世界永續發展教育研討會周邊活動及會議，我們也蒐集各

國所提供豐富資料，可作為後續推動環境教育的參考，對於我國未來推動

永續發展教育將有很大的助益。 

二二二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環境教育內容可朝更豐富更多元的方向發展 

本次聯合國之周邊活動的系列活動亦為環境教育之一環，其活動於多處

同時進行，經主辦單位事前縝密規劃且密集聯繫確認，使得活動進行順利，

處處可見此次宣傳展版及文宣介紹，無論是會場硬體設備或活動內容，主辦

單位也提出多項環保新作為，建議我國未來大型會議之規劃，可比照此精神

及作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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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環境教育產業發展 

各國已將環境教育視為一產業發展，如何結合各領域並予以創新，以發

展具有環境教育教學意涵之「產品」，應為日後推廣環境教育之重點工作，

並多鼓勵其設計開發，以及多元融合，以創造環境教育新局面。 

（三）編列學齡前兒童環境教育叢書 

應依各年齡層發展特性的不同之課程或學習資源，特別是學齡前兒童之

環境教育，幼兒是各項教育的奠基階段，也是培養愛護及保護環境的重要時

期，更是環境教育扎根的最好時機，開發生動活潑的環境教育叢書、教案

（材）及教具等學習資源。 

（四） 透過高層級的政治領導力協調 

DESD推動 10年過程中，促成有效教育政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領導力，

這包括政府的領導，例如設定永續社會的願景和目標，以及個人領袖致力於

推動跨部門的合作方案或全國策略。因此領導力是 DESD 成果評估重要的項

目，教育體系必須有優秀的領導，才能持續執行 ESD，把具體目標轉化成具

體行動。 

（五） 關鍵的跨部會整合，在共存共榮氛圍下推動 

環境教育不限於單一領域，需要不同政府部會串聯合作，共同執行，在

各國經驗中，ESD 政策通常會由負責教育的政府部會，聯合負責環境或發展

的部會一起執行，因此評估報告也指出，跨部會的溝通和整合，以及如何設

計出跨部門的永續發展計畫，都是政府治理的重大挑戰。 

跨部會整合是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的關鍵，但必須注意在推動政策時，部

會之間的聯結不能是上位者強制建立的，如果上位者為了促進橫向聯結而預

先設定合作架構或規範，效果並不好。根據實務經驗，政府部會之間的合作、

信任和連結需要慢慢來，讓各部會先共同實踐一些具體目標、培養共識，再

由下而上地發展合作關係。如此一來，就有可能讓教育和師培單位跟環境和

能源部門建立密切夥伴關係，營造共存共榮氛圍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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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高層公開表達決心，致力於推動跨部門的合作方案或全國策略。 

2.推動過程，以提供發聲及行動機會、促進交流、聽到他人的聲音，建立信任、

尊重主體性及多樣性，以及虛心的學習和負責。 

3.過度管理控制、重視績效，往往遏止人們內在成長的動力及行動力，將阻礙

持續發展，需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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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感謝感謝感謝    

這次參加聯合國會議周邊活動，在緊湊的赴日行程中參加一場研討會、

3 場設攤及歡迎晚會，主動讓更多人瞭解臺灣與臺灣在永續發展、環境教育

方面的承諾與積極作為。提升臺灣在環境教育的能見度，展現臺灣對環境教

育之關注與努力，成果豐碩。在此要特別感謝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徐鼎

昌副組長事前的規劃與聯繫，以及林冠宏秘書於赴日期間全程的引領陪伴；

地球憲章亞太委員會(GEA)廣中和歌子女士與安本恒己局長與主辦單位居間

協調，財團法人水與綠色惑星保全機構田上隆規局長與道藤小姐等，以及康

世芳教授、王順美副教授、林素華副教授與楊惠淳小姐等人的行政協助及一

路陪伴，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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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手冊及摺頁樣式手冊及摺頁樣式手冊及摺頁樣式手冊及摺頁樣式 

項目 樣式 

手冊 摺頁 

中文 

 

英文 

 

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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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背板樣式背板樣式背板樣式背板樣式 

西太平洋的寶島-臺灣 
環境教育與 

永續發展教育 
環境教育法 

 

 

 

資源回收與 

社區改造 

永續實踐進入 

小學至大學 

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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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環保團體與 

公民運動 

綠色生產與 

企業社會責任 

農業產銷與 

飲食自主 

 

 

 

 

 

 

展望未來 大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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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名古屋榮地區之久屋大通公園展出名古屋榮地區之久屋大通公園展出名古屋榮地區之久屋大通公園展出名古屋榮地區之久屋大通公園展出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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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葉前政務副署長欣誠簡報葉前政務副署長欣誠簡報葉前政務副署長欣誠簡報葉前政務副署長欣誠簡報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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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其他活動相關相片其他活動相關相片其他活動相關相片其他活動相關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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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一）展場 

 

花絮（二）-在車站巧遇賴比瑞亞教育部資深顧問 花絮（三）-日本電視播報 ESD 新聞 

 

 

花絮（四）-在 ESD 會場巧遇日本前環境廳長 花絮（五）-處處可見 ESD 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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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六六六六  各國展示之文宣各國展示之文宣各國展示之文宣各國展示之文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