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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計畫概述

二、執行情況

三、未來發展方向與策略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行政院101年6月25日院臺環字第1010036440號函核定



溫管法主要構件

溫管法

長期目標與

分階段目標

政府減量

權責分工

階段式

推動策略

教育宣導

與獎勵

◼ 2050年長期目標
◼ 5年一期分階段管制目標

◼ 行政院
◼ 中央機關(各部會)

◼ 地方政府

◼ 盤查登錄、查驗管理
效能獎勵、總量管制

◼ 碳定價機制

◼ 減量宣導
◼ 教材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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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權責

第八條第二項: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
項共17款，教育部主辦的事項為第十六款

推動事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1 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經濟部 科技部

16 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
減量之教育宣導

教育部
環保署

相關部會

17 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
氣體減量事項

國發會
環保署

相關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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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第一項:
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
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
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宜

部
會
分
工



計畫緣起
 教育部配合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教育與宣導組」、

「節能減碳與氣候變遷組」

 國發會「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教育部「教育部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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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行政院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氣候變遷調
適政策綱領」政策規範，以符「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之精神。

 提升國民對於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的專業知識與基本素養

 培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之頂尖學術人才

 培養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規劃之整合性人才

 培養氣候變遷調適產業發展之技術專業人才

 培養氣候變遷調適的基礎教育人才

計畫目標

行政院
「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政策綱領」

「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法」

教育部
氣候變遷
調適人才
培育計畫



防災教育人才
培育先導型計畫

學校防減災及氣候變
遷調適教育
精進計畫

防災教育深耕
實驗研發計畫

防災校園網絡建
置與實驗計畫

92-95 96-99 100-103 104 -

顧問室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學校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精進計畫

氣候變遷調適教育
教學聯盟計畫

大專院校氣候變遷調適通識
教育暨課程規劃與推動計畫

氣候變遷調適人才培育
推動辦公室計畫

101-102 102-104 104 -

顧問室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教學聯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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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雙主軸策略

大學通識及學分學程

高中

國中

國小

博

精

學術專才

產業專才

專業課程融入

⚫通才培育策略
➢ 由於氣候變遷調適概念

需要有較多背景知識來理解，
因此在小學階段僅能導入較
為淺顯與微量的氣候變遷調
適理念，隨著年齡的增加，
由國小、國中到高中階段，
氣候變遷調適理念可以逐漸
加深與加廣。至大專階段時，
則經由通識教育與學分學程，
來奠定大專學生的氣候變遷
調適通才素養。

⚫專才培育策略
➢ 在大專階段時，亦可經

由專業課程的融入氣候變遷
調適理念，讓專業課程與氣
候變遷調適能融為一體，再
配合產學合作方式，培育出
產業專才，以符合未來產業
需求。最後，則藉由適當的
獎勵與補助措施，以培育出
學術專才，為氣候變遷調適
教育與研究培育出高階的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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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研擬與評估

氣候變遷調適人才培育

教材研發與修正

師資培育

課程融入與補助

素養指標與檢測

創意實作學用合一



107年度氣候變遷調適教育人才培育執行團隊

負責領域 單位

總計畫

氣候變遷
調適教聯
盟計畫總
計畫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北區

水資源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能源供給
及產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生物多樣
性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
究所

農業生產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災害 國立聯合大學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南區

土地使用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基礎設施-
交通系統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

海岸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健康 長榮大學環境資訊研究中心

氣候變遷調適創意
實作競賽計畫

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

中小學氣候變遷教
育推動與平台維運

計畫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長榮大學環境資訊研究中心

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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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氣候變遷調適
與減緩教育為橫軸

以通才與專才培育為縱軸

以生活實驗室理念為氣候變遷教育實踐核心

以校園為中心將生活實
驗室理念推及家庭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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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氣候變遷人才培育相關計畫推動目標、
策略與行動方案



通才培育

⚫ 大專

➢ 通識課程

➢ 學分學程

➢ 專業融入

➢ 創意實作競賽

⚫ 高中以下

➢ 種子教師

➢ 教材編撰

➢ 課綱融入12



氣候變遷調適教材編撰成果-高中職以下

國小 國中 高中

撰

寫

團

隊

東華大學/

楊懿如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

陳學志教授

成功大學/張珩教授、

長榮大學/賴信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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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撰氣候變遷調適國小學生補充教材8套、教師手冊8套。
⚫編撰氣候變遷調適國中學生補充教材8套、教師手冊8套。
⚫編撰氣候變遷調適高中職學生補充教材8套、教師手冊8套。



通識課程變遷調適教材

課程名稱 時 數 內 容

核心模組 全部使用
應具備氣候變遷調適之核心知識，並簡要說

明臺灣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八大調適面向

專業模組 選用2~4小時

以八大調適面向為對象，編撰災害、水資源、

維生基礎設施、產業與能源供給、海岸、農

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健康、土地使用等面

向的調適課程教材。在每個面向將說明各領

域面對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

7核心模組、 9專業模組
⚫ 發展具本土性的典範課程與教材
⚫ 供各大專校院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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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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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創意實作競賽參訪重點

日期 地區(荷蘭) 參訪點

8/3 阿米爾
• 8/3(五) 00:10桃園機場→8/3(五) 07:40荷蘭史基浦機場

• ReGen Village循環社區

8/4 阿姆斯特丹
• Ijburg neighborhood漂浮屋

• 氣候調適服務中心(CAS)簡介、荷蘭銀行（ABN AMRO）－永續建築Circl

8/5 阿姆斯特丹
• De Ceuvel循環經濟園區

• NDSM荷蘭造船與碼頭公司再生案

8/6 烏特勒支 • 烏特勒支大學 Copernicus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8/7 鹿特丹
• Water Square Benthemplein水廣場

• Floating Pavilion漂浮亭

8/8 鹿特丹
• 鹿特丹大學 Institute for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IHS)

• Market hall、MVRDV建築事務所

8/9 德國呂嫩 • REMONDIS廢棄物轉能資源綜合園區

8/10 阿姆斯特丹 • 8/10(五) 11:00荷蘭史基浦機場→8/11(六) 06:15抵臺

(高志璋，2018)



參訪規劃

8/3
8/4-5、8/10

8/6

8/7-8

8/9
呂嫩
Lünen

(高志璋，2018)



漂浮屋 Ijburg neighborhood (阿姆斯特丹東側湖泊)

建築師
(事務所)

Koen Olthuis（歐道斯）
Waterstudio（水工作室）

建築
環境

• 穩定水域

• 水位至少1.5公尺高，以

維持房屋在水面上之浮

力。

建築
方式

• 漂浮平台(基座)：採用中空

混凝土+發泡材料

• 以水之浮力乘載房屋重量並

利用纜繩與支撐柱將房屋固

定於岸邊或水上

• 房屋建於基座上，結構與一

般建築無異，浮動式架構之

可拆卸性適用全球。

• 利用水的冷卻效應，透過浮

動平台的移動，調整建築間

距以調節溫度。
(高志璋，2018)



水廣場
Water Square Benthemplein

建築
事務所

荷蘭De Urbanisten事務所設計

降雨時

• 場上有三個盆狀 (basin)的設計
在下雨的時候收集雨水

• 兩個較淺的盆狀空間會優先蒐
集

• 當有持續性的降水時，最深的
盆狀空間即會利用水瀑和集水
井開始集水

平時

• 最深的盆可打籃球和踢足球
• 較淺的兩個空間，一個可溜滑

板和跳舞，另一個可供表演
• 不鏽鋼溝渠除蒐集雨水外，也

適合滑板使用

特色
同時解決雨水貯留、增加遊憩空間
的都市設計作品

周圍地區
的雨水

土壤入滲

(高志璋，2018)



漂浮亭
Floating Pavilion

建築師
(事務所)

白汎埔（Bart van Bueren）
Waterarchitect漂浮結構建築公司

建築
環境

• 歐洲最低窪之三角洲大都市，受
氣候變遷與海平面上升之影響較
內陸城市大。

• 位於鹿特丹的Rijnhaven海港，波
浪適中。

建築
方式

• 由三個巨大球體所組成，最大的
球體直徑達24公尺。為因應潮差，
漂浮亭之設計可隨水位上升與下
降。

• 為減少並使用最少成本及自然資
源，採用輕量化環保薄膜ETFE材
質的外立面（重量為玻璃的1%），
並以低壓空氣充氣減緩風力與提
供絕緣材料。

• 為方便日後擴建，採用模塊化設
計，增加其適應性與可拆卸性。

(高志璋，2018)



REMONDIS廢棄物轉能資源綜合園區

自產生質柴油 塑膠回收 廢棄物轉化石膏 有機廢棄物堆肥

• REMONDIS是德國最大環保事業公司，其集團擁有約19700名員工，主
要以廢水處理以及廢棄物回收利用為主要項目。

• 位於德國呂嫩REMONDIS廢棄物轉能資源綜合園區，屬於大型多功能
的經濟循環園區。

• 園區起初僅處理舊木材回收，逐漸增加有機堆肥以及動物屍體堆肥，
再新增塑料處理廠，最後擴展至電子產品回收、生質柴油以及生物燃
燒發電。

• 園區不斷朝自動化發展，230公頃的園區，員工數僅百餘人。
• 園區內的能源與水回收與自給率高達90%以上，足以成為循環經濟的良
好示範。

(高志璋，2018)



專才培育

➢ 專業融入教學課程

➢ 教學聯盟

➢ 產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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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教學聯盟

專業
融入教材

氣候變遷調適專才培育

教學聯盟教材發展 跨領域 生活實驗室 學用合一

跨領域基地 生活實踐
產業出題
師生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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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

推動

教材

工具

組織教學聯盟

◼ 聯盟教師

◼ 融入課程

◼ 種子教師

教材編撰

◼ 專業融入補充教材

◼ 專業融入實作教材

教學輔助

◼ 教學輔助影片

教材推廣運用

◼ 產學連結

◼ 融入建議書

教學聯盟計畫目標

組織專業教學聯盟，協助聯盟教師推廣氣
候變遷調適知識教育，並促進接軌業界。
培育我國氣候變遷調適之專業人才。



氣候變遷教育教學聯盟運作模式

國內外文獻
與報告分析

產業知識
缺口需求

相關科系
課程盤點

專業融入
補充教材

專業融入
實作教材

社區產業

聯盟教師交流

聯盟教師 學生

➢ 增能活動
➢ 教學經驗分享
➢ 教材檢討與改進
➢ 研發新教材
➢ 深化教材推廣
➢ 未來服務建議

➢ 學習心得分享
➢ 評量學習成果
➢ 跨領域學習
➢ 深化學習成效
➢ 未來學習建議

學生學習成果交流

社群交流平台
➢ 教學資源共享
➢ 教學經驗共享
➢ 學習經驗共享
➢ 群眾學習
➢ 跨領域學習
➢ 深化學習成效
➢ 交流建議

生活實驗室
生活實驗室
➢ 結合教學與生活
➢ 氣候變遷關鍵目標
➢ 認知探索
➢ 情境內化
➢ 技能落實
➢ 行動服務

教學聯盟推動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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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領域
相關系所

九大領域
相關教師

圖片來源：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教學聯盟計畫(北區)

師資

教材

課程



領域別
聯盟教師

數
種子教師

數
106-2聯盟
課程數(門)

水資源 29 9 7

災害 32 6 7

能源供給及產
業

17 7 8

農業生產 20 3 4

生物多樣性 17 10 9

土地使用 29 9 7

維生基礎設施
(交通系統)

32 6 7

海岸 17 7 8

健康 20 3 4

總計 213 60 61

北區及南區聯盟教師及授課數統計

➢ 教材：擴大加入維生基礎設施-通訊，作為推動

氣候變遷教學聯盟之用，同時滾動修正各教學

聯盟實作教材以利氣候變遷調適專業課程之推

動。

➢ 工具：統整各教學聯盟教材資料庫，以此作為

教學聯盟教學經驗傳遞與資料共享機制之工具，
目前已將教材上傳至資訊平臺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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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輔助

29

科系課程與
氣候變遷關聯
重點對照表

教學輔助影片

滾動修正專業融入補充教材專業教科書 專業融入實作教材

105年度已完成錄製線上輔助影音教材，總計完成9套影音教材，片長在15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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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融入建議

生態學

融
入

書名：
Ecolog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作者：
Manuel C. Molles

版次：第六版

生物多樣性

專業教科書融入建議書
之完成方式

教學聯盟教師

專業融入補充教材

融入

專業教科書
融入建議書

協助檢核

產出
生態學教科書選定



教材發展

 補充教材

 議題融入

 教科書內容

健康領域於106年9月成功將氣候變
遷健康調適知能，融入護理系必修
科目「社區衛生護理學」教科書中，
預計可直接與間接觸及全國30所大
專院校護理學系，約21,933人。



大專氣候變遷調適相關教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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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業融入教材: 9個專業領域

2. 專業融入實作教材: 9個專業領域



教材推廣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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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提供

人才培訓 經驗交流

簽訂合作備忘錄 演講/座談 授課/教材交流 出版/簽約

產學合作成功媒合案例



年度 聯結方式
場

次
合作單位 媒合方式

產業單位 政府單位 學術/ NGO

學生實習交流 6 5 1 持續追蹤參與學生人數。

產學合作 4 4 持續追蹤具體合作項目。

產業交流座談

會
9 45 27 36

辦理9場次，共有108各單

位與會，合計出席174位
產官學研界代表參與座談

交流。

合辦研討會 4 3 1
辦理4場次，合計188位氣

候變遷領域參與人次。

106
推廣教材研習

營
5 3 1 1

辦理5場次教材推廣研習

營，累計124參與人次。

簽署備忘錄 7 4 3 持續追蹤合作項目進展

協同授課 4 4 至企業開課4場次。

計畫合作 5 4 1 持續追蹤具體合作內容。

專業諮詢 5 4 1

辦理5場次，共諮詢141位

產官學研究專家，已記錄
具體諮詢項目與意見。

資源分享 5 4 1 持續追蹤具體分享項目。

合作出版 1 1

與華杏出版社合作撰寫出

版「社區衛生護理學」一
書。

合計 55 81 29 44

106年度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教學聯盟產學聯結成果表



健康評估尋契機 長榮大學共創社區新關係

由長榮大學環境資訊研究中心副教授吳佩芝所執行之教育部「107年度推動氣候變遷調適
教育之健康領域」產學合作計畫，29日與歸仁區大潭里、大潭社區發展協會以及綠色大武
崙社區推動辦公室假台南市歸仁區大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合作共策「啡『勘』不可，你
的『社區健康』由你檢查」學生學習成果交流會。由景文科技大學、中山醫學大學、義守
大學、輔仁大學、長榮大學五校師生共同探討氣候變遷對大潭社區的影響，並激盪出具創
意性及可行性之社區調適行動方式，期能呼應聯合國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與強化健康福
祉」的目標。。



國際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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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氣候變遷教學資訊平台

• 網址：https://climatechange.tw/

• 整合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歷年成
果，提供教學資源與教師間交
流管道

• 平臺建置目標：

重點功能

課程補助：教師
可登入帳號後進
行資料上傳、查
詢課程補助審查
紀錄、課程輔助
核定結果等

創意競賽：競賽
公告、線上報名
及歷年成果查詢

交流論壇：各領
域進行教學知識、
教材分享及討論，
以活絡各領域聯
盟教師或種子教
師間經驗交流

教學資源庫：9大領域專
業教材及實作教材，並
提供氣候變遷相關新知

https://climatechange.tw/


網路交流平台

Textbooks

Videos Slides

資源

教
學
資
源

教
材

課
程
專
區

交流

課
程
三

課
程
一課
程
二

特色課程群組單一專業課程

專業融入補充教材 實驗教材

教學經驗 課程意見

關於聯盟

最新消息 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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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合作機制

 教材整合

 師資整合

 專業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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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整合

師資整合

專業整合

所屬部會
調適領域

科技部 交通部 經濟部 內政部 農委會 衛福部 國防部 環保署

災害 ◎ ＊ ＊ ＊ ＊ ＊

維生基礎設施 ◎ ＊ ＊ ＊

水資源 ◎ ＊

土地使用 ◎ ＊

海岸 ＊ ＊ ◎

能源供給及產業 ＊ ◎ ＊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 ◎

健康 ＊ ＊ ◎ ＊

◎：主辦部會＊：協辦部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跨領域
教學

生活實
驗室

教材編撰與推廣

教學聯盟建構與運作

課程補助

教學活
動補助

產業

社區

108-111年104-107年

教學聯盟發展路徑圖

政府產業出題、教師解題方式

政府



01

02

03

04

05

氣候變遷跨領域教學推動計畫

1.精進教學聯盟運作
(1)滾動強化教材
(2)教師交流活動
(3)強化教材資料庫
(4)學生學習交流活動
(5)學生學習評比機制
(6)支援中小學氣候變遷教育

2.施行跨領域教學

(1)成立跨領域教學團隊

(2)跨領域教學實施綱要

(3)跨領域教學示範場域

(4)推動跨領域教學實施

3.推動校園生活實驗室
(1)規劃校園生活實驗室推動
(2)設立示範方式與場域
(3)落實校園生活實驗室

4.增進產學連結實效
(1)強化教材實務連結性
(2)營造產學互動學習
(3)媒合學生專業實習
(4)引進業師協同教學
(5)推動產業專業服務諮詢

5.強化國際連結
(1)參與國際相關會議
(2)推動跨國氣候服務
(3)辦理國際工作坊
(4)引導學生參與國際事務



未來發展方向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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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減緩與調適人才培
育並進

 結合課綱與縣市環境教育輔導團提昇高中以下學
生氣候變遷素養

 納入教科書深化氣候變遷教材
 以生活實驗室為目標推動跨領域教學
 跨部會合作
 落實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
 促進教學資訊交流
 落實產學連結
 國際推廣網絡促進國際交流



氣候變遷中小學教育推動目標

目標 行動方案策略

「滿足與支援教師氣候變遷教學的需求、鼓勵學校強化氣候變遷
教育、培養具有氣候變遷行動能力的學生、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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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穎沺，2018)



氣候變遷教育+永續發展教育

 2010年開始，UNESCO

體系倡議結合氣候變遷
教育(CCE)與永續發展
教育(ESD)，成為
CCESD。

 各級學校在推動永續發
展教育(ESD)的架構中，
以氣候變遷為主題，並
透過living lab的概念與
全校式方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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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教育中「環境教育」議題的五個學習
主題之間的關係的重新定位

「永續發展」定位為「上位架構」，「環境倫理」定位為「核心
概念」，「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與「能資源永續利用」則
定位為「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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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環境倫理、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國民小學教育 國民中學教育 高級中學教育

氣候變遷

認識天氣的溫度、雨
量要素與覺察氣候的
趨勢及極端氣候的現
象。

覺知氣候變遷會對生
活、社會及環境造成
衝擊。

覺知人類的行為是導

致氣候變遷的原因。

透過「碳循環」，了
解化石燃料與溫室氣
體、全球暖化、及氣
候變遷的關係。

了解台灣生態環境及
社會發展面對氣候變
遷的脆弱性與韌性。

了解氣候變遷減緩與
調適的涵義，以及台
灣因應氣候變遷調適

的政策。。

探究國際與國內對
氣候變遷的應對措
施，了解因應氣候
變遷的國際公約的
精神。

收集並分析在地能
源的消耗與排碳的
趨勢，思考因地制
宜的解決方案，參

與集體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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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型學校(1/2)

• 先導型學校計畫執行規劃

– 目前預計以台南市、新北市、宜蘭縣、高雄市、台北市做為先導縣市

– 透過計畫書徵求具有氣變教育推動經驗且有推動意願之學校參與，或是

透過上述縣市輔導團推薦參與

– 第一年預計徵求三所學校，每縣市一所為限；第二年預計徵求九所每縣

市一所為限；第三年每縣市至少一所

– 預計提供經費10到15萬元

– 將以先導型學校發展校本課程為主，各校發展時優先考量氣變教育各領

域均衡

– 採用到校輔導方式進行

– 建議參加環境教育實作競賽，並將所發展之校本課程上傳至資訊平臺
48

(吳穎沺，2018)



先導型學校(2/2)

• 參與人員：
– 校長、教務主任、教師

• 運作方式：
– 由本計畫提供氣候變遷教育教材包與大專院校實作教材，以作為發展
校本課程的基礎

– 經由校內行政主管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備課會議通過，將氣
候變遷教育做為校本課程

– 發展校內教師專業社群

– 發展課程應評估學校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及教師專業能力

– 依循本計劃所提供不同學習階段之生活實驗室的理念在氣變教育教學
上的實際應用撰寫發展計畫書

– 計畫書須撰寫可能需要之大專院校協助之內容，交付本計畫審查

– 由本計劃媒合大專院校協助發展

– 先導行學校需積極參與中小學教學聯盟，並協助聯盟運作
49

(吳穎沺，2018)



應用生活實驗室的理念於中小學氣變教育

• 生活實驗室 (living laboratory)：
• 是一種研究概念
• 強調將研究與創新的場域移至以使用者為中心的真實
生活環境中，基於社區導向創新形式（Community-

driven innovation），於不斷變化的現實生活情境中，
進行不斷的研究（例如：研究、結果應用、再研究）
與創新（包括：體驗、原型設計、驗證及優化複雜解
決方案等）

• 符合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的內涵

50

(吳穎沺，2018)



生活實驗室實際教學應用模式
• 初階：透過學習者居住地區之真實氣候數據察覺氣候變遷→發

展生活中可行之調適策略，本教學應用較為基礎，較適合先備

知識與技能比較不足的學習者，主要是提供國小階段的教學設

計參考。

• 進階：察覺氣候變遷所引起之氣候異常對於生活之影響→學習

相關知識→設計與發展解決方式→實作解決方式→驗證與修正

設計

• 高階：進行氣變相關科學專題探究，例如：察覺氣候變遷所引

起之氣候異常與其對於生活之影響→形成研究問題或決定待解

決之問題→學習相關知識→蒐集資料、找出可能影響因子與建

立簡單模式→進行預測與採取調適行為→修正可能之影響因子

與所建立之模式
51

(吳穎沺，2018)



生活實驗室初步執行規劃

• 教學場域：校園、家庭與社區，乃至氣變教育相關環境教育場域
• 透過教學聯盟鏈結大專教學聯盟

• 確保氣候變遷相關知識的正確性與最新性
• 由大專教師支援中小學教師

• 結合先導學校，經由先導學校試行相關推動機制
• 舉辦實作工作坊

• 推廣生活實驗室實際教學應用模式
• 轉化與產出相關教材與教學案例

• 結合教學資訊平台
• 建立基本之氣候資料庫
• 教材與教學案例分享
• 發展數位學習平台與線上課程

• 舉辦創意實作、教材與教案競賽

(吳穎沺，2018)



生活實驗室推動實務

 碳盤查技術

 校園碳盤查

 家庭碳盤查

 社區碳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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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服務教師為本

 滿足教學資源需求導向

 垂直串聯不同學習階段教師

 橫向支援教學輔導組織

 由下而上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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