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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透過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方式，旨在探討彰化縣國小教師對戶外海洋環境教學的認知與推行意願，及其影響的

原因。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俾供國小教師、學校行政、政府推展海洋環境教育相關部門及後續研究者等作為參

考。本研究共得有效問卷446份，並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 檢定、皮爾遜積差相關、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統計

分析，歸納重要結論如下：（1）彰化縣國小教師，有42.6%表示未曾實施過戶外海洋環境教學活動，有57.4%表示曾經實

施過戶外海洋環境教學活動。（2）彰化縣國小教師對戶外海洋環境教學的認知普遍良好。（3）彰化縣國小教師對戶外海

洋環境教學具有高度的推行意願。（4）學校規模12班（含）以下的教師、男性教師、曾經修習過關於環境的相關課程、

曾經加入環境保育團體和曾經實施過戶外海洋環境教學活動的教師，對戶外海洋環境教學的認知與推行意願都明顯較高。

（5）彰化縣國小教師對戶外海洋環境教學的認知與推行意願之間呈顯著正相關。（6）影響彰化縣國小教師對戶外海洋環

境教學因子的程度由高到低為教學資源因素、學生因素、教師自身因素、學校行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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