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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國小教師節能減碳之核心素養及教學模式現況，並瞭解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對節能減碳知識認知、態

度、行為與教育模式之影響，以及節能減碳知識、態度、行為與教育模式四者間的相關性。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針對彰

化縣國小正式教師進行比例分層隨機抽樣，計回收有效調查問卷445份，有效回收率為94.8 ％。研究結果如下：(1)彰化縣

國小教師對節能減碳認知已達中上程度以上了解。(2)彰化縣國小教師實施節能減碳態度及行為皆是正向且積極的。(3)彰化

縣國小教師節能減碳教學模式主要使用講述法。(4)彰化縣國小教師節能減碳態度與行為、教學模式均存在顯著正相關。(5)

彰化縣國小教師節能減碳知識理解程度會因性別和學歷背景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6)彰化縣國小教師節能減碳態度、行為

和教學模式均會與擔任職務和研習次數之不同，其在節能減碳態度、行為和教學模式上均有顯著差異。 最後研究者依據本

研究之結果對節能減碳的教學實施及未來研究者提出建議。

關鍵詞 : 全球暖化、節能減碳、核心素養、教學模式、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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