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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宮崎駿動畫中的環境教育意涵，透過動畫《崖上的波妞》的影片分析，獲得與環境教育相關的議題

元素，進一步和教育部民國97年公布之課程綱要的環境教育及海洋教育做連結，並進行影片延伸教學驗證。延伸教學採實

驗研究法，以國小三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採用自編教材教學，實驗組採影片延伸教學，控制組則採影片觀賞教學。 研究

工具為自編「國小三年級學童環境教育影片教學成效之調查問卷」，以描述性統計、成對樣本t檢定和獨立樣本t檢定等方

式進行統計分析，根據動畫分析和影片延伸教學的成效，獲得以下結論： 動畫《崖上的波妞》可結合97課綱環境教育議題

，相關議題有生物多樣性、全球暖化、海洋汙染、綠色消費，在97課綱海洋教育議題則符合「親海、知海、愛海」的教育

情境；運用《崖上的波妞》進行影片延伸教學，結果成效優於影片觀賞教學，而且在環境覺知、環境認知和環境行動策略

皆達到顯著差異。

關鍵詞 : 宮崎駿、動畫、崖上的波妞、97課綱、環境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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