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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透過有系統地蒐集國內近年來有關小學環境教育的論文，加以整理，歸納小學環境教育要素

，認為我國小學環境教育的要素，包含七項：課程設計、教學方法、教材選擇、資源利用、教學活動、家長參與、校園環

保。接著進行詮釋性分析，並統整出我國小學在實施環境教育時所遭遇的現況和實施方法。 研究者歸納出提升小學環境教

育教學的實施方法有：(1)利用學生熟悉的鄉土環境設計課程(2)遊戲教學法和戶外教學要預先做好教學準備(3)成立合作團隊

研發環境生態相關課程教材(4)善用家長義工或退休老師及社區資源(5)教學活動之後討論幫助釐清環境概念(6)利用親子家庭

作業將環境課程的影響力擴展至家庭(7)讓學生參與校園環境服務，提升環保意識(8)提昇教師環境教育專業能力。 關鍵字：

小學，環境教育，要素，實施

關鍵詞 : 小學 環境教育 要素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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