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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探討彰化縣埤頭國中學生對節能減碳的認知與行為現況，分析個人背景變項對節能減碳認知與行為

的差異情形。本研究共發出問卷299份，有效回收279份，回收率93.3%，所得資料採用SPSS統計軟體18.0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 研究對象的節能減碳認知與行為得分具備正向且積極；研究對象的性別與節能減碳認知無顯著差異，但與

行為具有顯著差異；研究對象的年級與節能減碳認知具顯著差異，但與行為無顯著差異；研究對象的父母學歷對與其節能

減碳的認知與行為都具有顯著差異；喜歡科目的不同對節能減碳認知具有顯著差異，但對行為無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對

政府、學校與相關研究者提出的建議有： 學校應落實環保教育於生活中；政府的節能減碳宣導可善用電視、網路和報紙；

相關研究者可擴大研究範圍與採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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