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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推動系統。我國國民基本教育，包含六年

小學教育、三年國中教育以及四年大學教育。

自 2019 年開始，我國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此計畫自 2007 年開始

籌備，經過多年規劃與對話，為我國目前我國

國小、國中及高中階段，最重要的指導原則。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明

定 19 項議題，作為建立國民知識體系的架構

及內涵。其中包含「環境教育」、「能源教

育」、「防災教育」等多項與氣候變遷相關連

議題。其內涵如下表 8.1.1-1：

具體。另辦理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具體落

實大專學生氣候變遷實作 能力，有效結合理

論與實際。

以下分別介紹我國「通才」與「專才」氣

候人才培育策略，以及說明我國能源教育辦理

現狀。

  8.1.1 氣候變遷教育

一、國民基本教育

氣候變遷通才培育，主要以國民基本教育

表 8.1.1-1  臺灣國民基本教育與氣候變遷相關之議題及內涵

議題 學習目標

環境教育
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探究氣候變遷、資源耗竭與生物多
樣性消失，以及社會不正義和環境不正義；思考個人發展、國家發展與人類發展的意義；
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

能源教育 增進能源基本概念；發展正確能源價值觀；養成節約能源的思維、習慣和態度。

防災教育
認識天然災害成因；養成災害風險管理與災害防救能力；強化防救行動之責任、態度與實
踐力。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議題融入說明手冊」，2017 年。

19 項議題的設計理念，在於強化教育與

社會的連結。學校或教師可依序學生及學校需

求，將各議題融入學校課程，鼓勵學生從 同

領域、 同議題，發展分析、思考、跨領域解

決問題的能力。針對國小、國中與高中三個階

段，國家教育研究院也近一步為各議題訂定適

合學生程度的「實質內涵」，協助學生循序漸

進的理解氣候變遷等當代重要議題。

以「環境教育」議題為例，知識內涵必須

包括五個學習主題：環境倫理、永續發展、氣

候變遷、災害防救及能源資源永續利用。氣候

變遷在回應人類面臨的環境挑戰，內涵包括全

球溫暖化及其誘發的氣候型態轉變，以及對人

類的衝擊與影響。從日常生活中氣候變遷的覺

知，了解氣候變遷的成因及影響，進而在生活

中實踐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國小教育階段

以覺知氣候變遷的生活影響為主，國中教育階

段以理解溫室效應與氣候變遷、氣候變遷的韌

性與脆弱度及氣候變遷相關政策的概念為主，

高中教育階段則強調國際氣候變遷發展與國

際公約的探究及地區氣候變遷行動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