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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orks are far more needed than Europe and U.S.A. due to the small size of the

control land and dense populations in this country. Since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orks are concerned by many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 the primary objectives of the design educations should focus on participating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ivities. Green

designs have been recognized several years internationally, results from research works have also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p To avoid

green design concepts spread as propaganda,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aper is on the investigations of green design education. We will

define common principles, and collect knowledge and skills required for green design concepts through existing literatures. These

efforts allow u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green design concepts being reorganized and/or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being accept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llected data, it shows that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economical growth.

Furthermore, it also suggests that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orks should be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ere

are only few peoples participated into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orks due to lack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Recently, green design

knowledge and skills have been focused differently on several Universities. In the future, if the information about gree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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