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玩霸教育 

討論議題：探討促進青年實踐永續綠生活的教育解方 

辦理時間：112 年 08 月 05 日（星期六）10：30-18：30 

辦理地點：桃園設計庫 多功能教室 桃園市中壢區明德路 60號 6樓 

一、 現況或問題 

(一) 青年對於環境永續學習現況的感受、永續綠生活經驗與現況 

1.教育現場狀況﹔教育現場老師針對環境教育的教課方式 

-由老師使用 ppt 和看環境影片的寫心得以及學校開講座的等教學方

式來教學學生環境教育的相關知識，但是老師本身可能不是相關背

景出身的，可能會教授錯誤環境知識，或是學校利用朝會的時間或

是其他時間來邀請環境講師開講座或是活動，但對學生來說興致缺

缺。平常在學校我們都知道要做好垃圾分類，學校有時也會有專門

垃圾分類的空間，學校透過打掃工作時間讓學生來認識垃圾分類，

但回到家之後不一定會落實。 

2.生活經驗；環境知識不足或是資訊量有落差。我們對於這些知

識的攝取方式可能來自以前學校學的，或是政府環境的政策推廣，



報章雜誌或是新聞媒體。 

大家其實大部分人出門不太會自己帶環保餐具，還是習慣性使用免

洗餐具，畢竟不環保餐具方便快速一日用完即丟，就像大家知道拿

環保杯去有些地方有折扣，但實際很少人做到，或是在生活中資源

分類也未必會達到落實。 

 

(二) 對於永續綠生活教育活動，參與度、興趣不高的成因  

以學生來說 

⚫ 缺乏意識與理解： 學生可能缺乏對永續綠生活的認識和理

解，無法意識到這些活動對個人、社會和環境的重要性。 

⚫ 無趣或枯燥的活動形式： 活動可能被設計成枯燥的講座、長

時間的演講或重復性高的任務，缺乏吸引力和互動性。 

⚫ 無法體會直接影響： 學生可能感覺自己的參與無法直接產生

影響，因此缺乏動機去參與，學生可能缺乏在活動中的參與感

和主動性，感覺自己只是被動的參與者。 

⚫ 時間和課業壓力： 學生可能面臨繁重的學業負擔，導致他們

無法投入太多時間和精力參與額外的活動。 

⚫ 缺乏正面的激勵機制： 缺乏適當的獎勵、認可或激勵措施，

可能減少學生參與的動機。 



⚫ 知識傳遞不足： 活動可能缺乏足夠深入且生動的教學內容，

無法引起學生的興趣和好奇心。 

⚫ 年齡和文化差異： 不同年齡層和文化背景的學生對於永續綠

生活的理解和興趣可能有所不同，需要針對性地設計活動。 

 

以老師來說 

⚫ 缺乏熱情和知識： 如果老師本身對永續綠生活主題的熱情和

知識不足，可能難以引起學生的興趣和參與。 

⚫ 教材和教學方法不當： 使用過於乏味或過於專業的教材，以

及缺乏互動性的教學方法，可能使學生感到無趣。 

⚫ 無法建立聯繫： 老師可能未能將永續綠生活的理念與學生的

實際生活和價值觀相聯繫，讓他們難以產生興趣。 

⚫ 缺乏實踐機會： 如果教育活動缺乏實際的實踐機會，學生可

能難以感受到自己的參與能夠產生實際影響。 

⚫ 價值觀不一致： 如果老師的價值觀與永續綠生活教育活動不

符，學生可能感受到不一致，從而影響參與度和興趣。 

⚫ 壓力和焦慮： 如果老師過於強調教育活動的重要性，讓學生

感到壓力和焦慮，可能會減少他們的參與意願。 

⚫ 時間和資源限制： 老師可能面臨時間和資源限制，無法充分



規劃和執行有趣和具有挑戰性的教育活動。 

⚫ 教育目標不明確： 如果老師未能清晰地傳達教育活動的目標

和意義，學生可能感到困惑和無興趣。 

(三) 提升綠生活參與意願或引起興趣的教育策略研擬 

傳統教育方法的限制： 許多教育機構仍然使用傳統的教學方

法，如講座和課堂講授，這可能缺乏互動性和參與性，難以引

起學生的興趣和參與意願。 

缺乏實踐機會： 僅僅傳遞理論知識可能不足以激勵學生實際參

與綠色生活。缺乏實際的實踐機會和體驗，可能使學生難以將

理念轉化為行動。 

專業知識隔閡： 一些綠色生活概念涉及科學、技術和環境領域

的專業知識，可能對一般學生產生障礙，導致他們覺得難以理

解和參與。 

價值觀差異： 不同學生可能有不同的價值觀和興趣，傳統的教

育方法可能無法充分考慮到這些差異，從而未能引起他們的關

注和參與。 

缺乏足夠的資源和支持： 進行具有吸引力的綠色生活教育活動

可能需要適當的資源、技術和支持，缺乏這些方面的投入可能

限制了活動的效果和影響力。 



 

宣傳和傳播不足： 即使有好的教育策略，如果宣傳和傳播不

足，學生可能不知道這些活動的存在，從而錯過了參與的機

會。 

二、 結論或建議 

(一) 環境教育獎勵措施 

• 1、如何增進實踐：政策法規強制力，政策的配套措施要做足，環保杯的整

合，生活的 app，例如寶可夢讓大家多散步。 

• 學校、社區、教師三點循環 

1. 電子看板更有感，你省了多少電，救了多少樹，可以進行實際的種植 

2. 心理因素：透過觀念再造、生活經驗共感，讓消費者能夠參與  

3. 政府政策：環保杯折價，那麼環保餐具也要能折價，或者是與友善企業合作

（例如里仁）、多元社群的推播、跨部會的溝通：環保署、衛福部、教育

部，能夠共同討論 

• 舉辦環保競賽，鼓勵學生或是老師或是民眾一起來拍影片或是創造環境教育

創意教案或是其他，讓全民有參與感 

(二) 環境教育的多元化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 教學現場如何提升永續議題的內在動機：從為甚麼要做開始，親身體驗、震

撼教育、多元教學方法，搭配外在動機，集點、比賽，連結外在資源 



• 老師端：現場教師的議題融入困境，從教育制度，思考永續發展教育，師培

制度，永續教育發展作為必修課，老師本質懶，可以提供現成教材，另外也

可以從教育部出發，例如成立相關的團隊，或與民間機構合作 

• 自發性：一、課後團體；二、自學：環境教育課綱 

• 課程、講師無聊，可以與外部講師、組織合作，多元教材、真實體驗、後續

的藝術結合，最後讓孩子反思，也可以辦理相關的藝術展覽，讓孩子擔任導

覽員。 

• 教育部可以設立環境教育經費每年分給學校作為環境教育使用和媒合環

境教育團隊與學校合作開發學校特色環境教案或是環境教案。 

• 聘請環境教育組織人員進入校園做環境教育的講師，確保環境教

育知識來源的正確性 

                                                                 

(三) 政府和外部組織合作 

• 社會氛圍：期待永續口號，例如社區、NGO 等組織能夠共同推動，不同永

續、綠色的展覽、活動，深思如何不再流於表面。 

• 教材外包，相關資源的整合讓專業有所用，培訓師資、種子教師，成為正向

循環。 

• 環保資訊落差：銀髮族，透過鄰里活動進行宣傳，和環境教育組織一起舉辦

巡迴活動和民眾互動。 



• 資源回收成本外顯化：鼓勵大眾製作相關影片、文宣品，購買相關物品的回

扣到環保團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