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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適度改變目前人類以肉類蛋白質為重的飲食習慣，加強蔬果素食的攝入，以減少畜牧相關產業環節的溫室氣體排放，是目

前各類大規模減碳措施中成本最低，最具可行性的選項。在節能減碳議題的倡導下，教育部積極在全國推動週一無肉日計

畫，彰化縣是目前幾個在國中小全面推動周一無肉日的縣市之一。本研究主要在研究素食減碳計畫對國小四年級學童學習

態度與行為意向之影響，並探討學習態度與行為意向之相關性。 問卷調查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學習態度與行為意

向方面的表現呈現正向的反應；在城鄉之間、性別、家庭經濟狀況皆呈現顯著的差異；學習態度與行為意向之間，亦呈現

出正相關性。 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學童的整體學習態度與行為意向，市區的學童較優於鄉村和城鎮，這在某種程度上顯

示了城鄉教育資源與社經發展的差距；女生的環保行動力也比同年齡的男生來得較好，這與國內外多數探討環保行動力的

性別差異的研究結果相符合；家庭經濟狀況較好的學童，較能表現出良好的學習態度與高度的環境保護行動實踐力。 在週

一無肉日計畫實施後，學童在整體課業上的表現，以自然科的學習表現最好，這或許是因為計畫本身與節能減碳課題的連

結，對學童關注自然環境的習慣養成有所助益，進而提升其學習動機。在週一無肉日的推動下，學童會有身體比較健康的

感覺，也感覺自己能保有良好的運動能力；不論學童或家長大致都對學校整體學習環境感到滿意，並能認知到擁有好的環

境知識與行動能力，對個人將來步入社會的發展很有助益，這顯示在未來世界愈來愈重要的綠色競爭力，也已經普遍受到

台灣民眾的重視。 週一無肉日受到大多數學童與家長的肯定，能促進學童對身體健康與運動能力的正面感知，也能提升學

童對自然科課題的學習動機。教育行政機關可與環保行政體系進一步整合，更有系統地更大規模地推動素食減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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