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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環境污染日益嚴重，面對污染的地球，身為地球公民一員，必須盡一份心力共同維護大家的環境，研究者認為國小

學童的可塑性很大，環境教育必須從小做起，讓學生養成習慣，使愛護環境的行為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為終身的行

為及能力。 本研究以彰化縣某國小四年級某班學童(約28人）為研究對象，設計五個環境教育課程，進行行動研究。教學

過程中採PBL教學法，用故事呈現問題的方式作為開始，引發學生的同理與感受，再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引導學生探討故

事情境，主動探討找出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最後運用學習單和小組報告的方式，加強學生的印象與對環境問題的內化，

使之成為帶著走之終身能力。 根據教師教學觀察日誌、學習單和前後測問卷等方式進行資料分析，從資料分析結果顯

示PBL教學能讓學生「環境行為」能力有效提升。在質性資料顯示學生的學習效果良好，對於環境議題能引發興趣且能深

入思考，從中找出問題所在和與環境相處的好方法。而由量化資料分析顯示學生在環境知識的學習成效頗高，表示學生能

更加了解地球環境所遭受的污染問題，而在環境態度和環境行動能力也都有所提升，表示學生更願意以行動來愛護地球。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對本研究教學應用與課程設計提出幾項建議，作為往後相關教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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