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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教育、培訓及公眾溝通

師交流，近年透過各式跨領域活動 辦理，例

如：創意競賽、課程補助、座談會、工作坊、

微講堂、交流活動等，讓 同領域的學生或是

老師加深對其它領域的認識，甚至更進一步加

深對跨領域的概念，激發參與者無形中對於跨

領域思維的融入並有形的反應於學習或教學

上。如圖 8.1.1-2。

（四）生活實驗室

「生活實驗室」是由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的 William Mitchell 教授所提出。應用在我國

氣候變遷教育，強調以學生真實生活環境為教

學場域，進行 斷的研究與創新。在解決生活

問題的獲取知識，並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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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2、第四屆 SDGs 生態城鄉實踐跨校交流工作坊

圖 8.1.1-3、水資源領域教學聯盟生活實驗室「灌溉與排水工程」課程

以學校為生活實驗室 (Living Laboratory)

理念，依據「全機構式做法」(Whole-Institute 

Approach)，透過行為教育的推動來落實學生

氣候行動之實踐，在中小學可稱為綠色學校，

在大學則為「綠色大學」或永續校園或校園生

活實驗室。如圖 8.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