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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不同城鄉之學校在實施戶外環境教育教學時的差異。本研究對象以彰化縣北斗鎮之學校做為城市學校之

代表，另選擇彰化縣芳苑鄉之學校做為鄉村學校之代表。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相關研究，以描述性統計、卡方考

驗、獨立樣本t 檢定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有城鄉差距的情形如下： 北斗鎮的戶外環境教育教學教師較喜歡以

年段（低、中、高）的方式辦理，而地點則是由教師共同討論，當地的解說員為最主要的人力資源，而常用的評量方式是

小組觀察記錄，辦理戶外環境教育教學很少接受政府或民間的補助，採用戶外環境教育教學的困難以行車安全難以掌控。

另芳苑鄉的戶外環境教育教學教師較喜歡全校一起辦理，地點則是由師生共同討論，同儕教師為環境教育教學的人力資源

，常用的評量方式為寫活動感想或心得，戶外環境教育教學較常接受政府或民間團體的補助，採用戶外環境教育教學的困

難以家長經濟負擔不起費用。 本研究在教師採用戶外環境教育教學時未有明顯城鄉差異的有性別、教學年資、不同任教規

模學校之教師的意願、動機和實施時機、活動時間和活動地點、地點的決策、課程來源和資源、教學資源、融入學科、繳

交費用和補助金額、行前說明、活動檢討等。

關鍵詞 : 戶外環境教育、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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