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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以Science-Technology-Society教學模式(以下簡稱STS教學)與講述教學法應用於節能減碳議題上，對國小

學童節能減碳知識與態度之影響，其研究工具為問卷，研究對象為彰化縣永靖國小四年級四個班的學童，並採取實驗組

以STS教學、對照組以講述教學的方式來進行。 問卷內容所測得的資料以統計軟體SPSS V12中的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

檢定、成對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共變數分析等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學童之性別、父母學歷與其節能減

碳知識、態度無顯著性相關；STS教學與講述教學均能顯著提升學童之節能減碳知識、態度；兩組在前測的節能減碳知識

與態度均無顯著差異，經共變數分析後，發現兩組的節能減碳知識後測達顯著性差異，但是在節能減碳態度上兩組沒有顯

著差異。 最後，本研究對教育與學校行政機構、學校教師及未來進行節能減碳相關研究分別提供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詞 : 節能減碳、STS教學、講述教學、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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