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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全球暖化嚴重影響人類的生活，層出不窮的氣候變異現 象正在提醒著我們，持續的破壞環境將致使人類走向滅亡之

路。進 行環境保護工作是解救人類生命的不二法門，推動環境教育則是建 立環境保護行為基礎的最佳方法。 本研究旨在

探討國際 Kids’ ISO 14000 計畫在我國推動的可行 (可接受)性。其研究方法先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針對我國小學教師 的看

法進行調查；再者以該計畫之教材內容為依據，進行 STS 教學 活動設計，並以彰化縣某國小四與六年級的學生為對象進

行教學及 前後測。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教師對於參與推動該計畫之意願與該 計畫教材內容實施之成果效益度，進一步探

討國際 Kids’ ISO 14000 計畫在我國推動的可行程度，並提出可行之建議，作為未來推動環 境教育計畫之參考。依據 98 

份國內小學教師之調查問卷及 102 位 國小學童之教學前後測所得成果，進行統計分析的結果如下： 1. 國內小學教師對國

際 Kids’ ISO 14000 計畫的認知度、認同 度及執行意願均偏高，即對計畫之接受度高，計畫的可行 性也隨之提高。 2. 國

內小學教師普遍具備良好的環教背景，對環管認知的程 度也偏高，在推動國際 Kids’ ISO 14000 計畫上有所助益。 3. 教

案教學有顯著效益，表示國際 Kids’ ISO 14000 入門級計 畫之內容對國內小學教育具適切性。 4. 教案教學在四年級與六

年級間所獲得的效益並無顯著差 異，故建議選擇較低年級(四年級)先行教學，除可符合計畫 對象，更能延長教學效益。 本

研究是國內第一份探討國際 Kids’ ISO 14000 計畫於環境教 育之論文，並結合 ISO 14000 環境標準之精神與溫室氣體減

量教育 議題，再輔以 STS 教學模式來強化環境教育。未來之研究者可再增 加研究樣本及範圍，並延伸到更高年齡學生，

期能佐證本研究之推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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