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環境素養與永續校園推廣成效之關聯研究

林高民、李康文

E-mail: 319595@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之主旨在瞭解台中市國民小學教師環境素養與永續校園推廣成效間之關聯性及現況表現。本研究所採取之研究方法

為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並用自編之「永續校園推廣成效量表」、「教師環境素養量表」為研究工具，

採分層隨機取樣方式抽取8所學校（永續校園推廣成效高4所，推廣成效低4所），共計200位教師為研究樣本。本研究回收

有效問卷數188份，有效率為94％。調查資料以平均數、標準差、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與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

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台中市國民小學整體永續校園推廣成效（平均數4.64）呈現「高度」表現；台中市國民小學教師整

體環境素養（平均數4.45）呈現「高度」表現；在不同背景變項與永續校園推廣成效之差異情形部分，學校規模與永續校

園推廣成效呈現顯著差異，其他背景變項（學校歷史、教師性別、年齡、學經歷、教學年資、參加環境教育研習時數）則

未呈現顯著的差異；在不同背景變項與教師環境素養之差異情形部分，教師性別、參加環境教育研習時數與教師環境素養

呈現顯著差異，其他背景變項（學校歷史、規模、教師年齡、學經歷、教學年資）則未呈現顯著的差異；教師環教素養與

永續校園推廣成效兩者的關聯性呈現高度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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