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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彰化縣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溫室效應課題的知識、態度與行為意向之情形，並從背景變項探討其

三者之間的相關性。研究方法採用隨機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並以獨立樣本t檢定、卡方檢定等方法進行量化研究。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研究對象的相關知識主要來源為老師或學校課程、電腦網路、電視或影片。學童的相關知識表現一

般，而且存有迷思概念，誤認臭氧層破壞是全球暖化的原因，更以為地球不需要溫室效應；學童熟悉全球暖化、溫室效應

、節能減碳等議題，但是對溫室氣體、京都議定書感到陌生；學童對於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暖化問題具有正向積極的環境態

度與環境行為。 　　減緩溫室效應的態度與節能減碳實際行動方面，女生表現優於男生；但是在環境訊息瞭解與實踐，男

生表現優於女生。研究對象在行為意向上呈現顯著的城鄉差距，市區學童表現優於鄉村學童；在態度方面呈現顯著的城鄉

差距，城鎮學童的表現優於鄉村學童。研究對象在溫室效應課題的知識、態度與行為意向之間互相呈現正相關性。知識與

態度的表現呈現正相關；態度與行為意向的表現呈現正相關。知識與行為意向的表現呈現低度相關。在國家環境教育政策

應加強充實學童溫室效應相關知識，並在學校生活與社區活動事務上培養其正向積極的態度，才能培養台灣的下一代在因

應全球暖化問題時能表現出良好的環境行為。

關鍵詞 : 溫室效應、全球暖化、城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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