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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一貫環境教育議題的基本內涵 
 

             一、環境覺知與敏感度 

               二、環境概念知識內涵 

               三、環境行動經驗 

               四、環境行動技能 

               五、環境倫理價值觀 

回歸教育的本質：我們到底要教給孩子些什麼？ 
                環境教育的遠景在哪？(大賺一筆or眾生共存) 

                環境教育的機會在哪？(全球暖化議題v.s生活型態改變) 

                           為何要談外來種議題？(斷頭的黑板樹) 

 





樂於奔波的目的 

一、提升國小教師對於「外來種」議題的關注 

二、澄清「外來種」與「外來入侵種」的教學迷思 

三、建置生態推廣網站，累積環境教育教材資源 

外來種議題在國小學童的學習歷程中，教師教學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研究指出「教師對於議題的理解與判斷都會影響學生的看法」 
（Grace & Ratcliffe, 2002）。  

畢竟並非所有的外來種都能順利演變成為外來入侵種，反之， 
生活中亦有許多「外來種」是跟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本校的自然生態體系豐富，尤其在實地推廣環境生態教育後，老師們更 
進而能夠走出校園，以學校附近的溪流、平原、山林作為戶外教學的場 
域，並自行製作環境教材，累積鄉土自然的教學資源。  



 ◎ Westbury（1990）在教科書研究中指出： 

「對教師而言，教科書是最重要的教學資源，也是最

常面對的顯著限制。對學生和家長而言，教科書是了

解學校課程內容最重要的媒介」（引自周珮儀、鄭明長，2006）。

◎  現行國小教科書在關於外來種這個環境議題上，是否傳達了明確的 

   概念，以及在不同領域中，對於外來種議題的呈現方式是否恰當， 

   是本研究備感興趣的問題。  



  ◎陳錦雪（2006）以環境教育議題融入九年一貫現行教科書的

研究中指出，在現行一到九年級教科書中，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單

元數比率以自然科領域最多，達71.1％；融入議題數比率則是本

國語文最多，為58.3％。然而─   

  教科書內容分析結果發現： 

 1.外來種議題多出現在教科書「社會領域」中。 

 2.單元歸類於重要環境保育與生態資源課題中。 



    ◎六年級康軒版本語文領域以報導文學的角度，從不同 

      的角度來思考外來種「到底是美麗的奇蹟，還是破壞 

      生態的悲哀呢？」 

    ◎南一版本於95年的教科書研究中完全未提及此議題， 

      但在96年改版之後，再次進行探究後發現： 

      「許多台灣常見的栽培作物及觀賞作物，並非原有的   

      品種，例如：洋蔥、番茄、胡瓜等，但對我們的生活 

      很幫助。不過也有一些外來植物卻影響了我們本土的 

      原生植物，例如：大花咸豐草… 

教科書中有關「外來種」之單元內容彙整表（95年-97年）  

../../../../../Cline'Document/97外來種議題實施成果/97教科書外來種議題分析.doc


            在全球化的世代中，人類頻繁的貿易與 

            交通除了帶來便利的生活，卻也引進了 

            相當多的問題。 

            生活中常見的「外來種」 

          Ex：民生作物（稻子、玉米等）                             

                   蔬果（鳳梨、菠菜、洋蔥等）  

                   園藝植物（常春藤、聖誕紅、夏堇等）  

                   行道樹（黑板樹、小葉欖仁、羊蹄甲等）       

                   動物肉類食品、休閒寵物的引進、飼養 

                   也都屬於生活中常見的「外來種」。   

data/夏天的雪花冰夏堇.mht


 「非原生種的入侵本屬自然現象，沒有必要過度    

   擔憂。」v.s「對外來種的預防、控制與移除當 

   是全球未來重要的課題。」（吳海音等，2001）。 

      ◎外來種議題「可以是鄉土的，也可以是區域的、全國的、 

        外國的，甚至是國際的和全球的」。 

      ◎也正因為外來種的引進與防治具有所謂的「爭議性」， 

        因而便衍生出許多教育上的意義。  

 ◎爭議性與教育意義 





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是指生活在地球上的不同種類生命，其相互交替、影響， 

使地球生態得到平衡，又稱「生物岐異度」。 

生物多樣性包括了 

物種多樣性 (species diversity)  

生態系多樣性 (ecosystem diversity) 

遺傳多樣性 (genetic diversity)  三個層面。 



土地倫理與土地美學的倡議者：Aldo Leopold李奧波(1887-1948) 

 
當一件事情傾向於保存生物群落的完整、穩定和美感時， 
這便是一件適當的事情，反之則是不適當的。 
當我們要去推廣對大自然之美的領悟與欣賞時， 
並不是要建築更多條通往優美鄉野的道路， 
而是要在依然不甚優美的人心中去建構更敏銳的感知能力。 
 
                   Aldo Leopold，1949，A Sand County Almanac 





另類思維：資源染！ 

http://e-info.org.tw/node/51208


                                 投入「資源染」七年的淑玲姊，這次在環教所的屋頂農   

                             園，和大家一起來染布，讓我們有機會去感受天然染料的 

                             魅力與智慧。…. 

 

                             我們用的是被稱為「綠癌」的外來種小花蔓澤蘭、順天堂 

提供的廢棄中藥渣，以及雨水收集桶的雨水。 

       她特別解釋「資源染」和「植物染」的不同，資源染運用身邊隨手可得
的素材，如修枝殘葉、落花落果、過分蔓生的植物、泥土、咖啡渣，甚至生
鏽的鐵釘，加上當地的水，可能是雨水、溪流、溫泉、海水、木灰水，與不
同的織料發生關係。相同的素材在不同的季節，當然也會產出不同的色澤。 

 

以及，人是其中一項最重要的資源，染程不以標準化來控制，隨

機取材加上臨機應變，人人不同的背景和性情，再加上彼此的連結激盪，成
就千變趣味。我想這就很像料理，染出來的東西，會有自己生活的味道。  

另類思維：資源染！ 

資料來源：http://e-info.org.tw/node/51208 

http://e-info.org.tw/node/5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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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秘訣/快樂是什麼？ 

快樂的秘訣，不是做你所喜歡的事， 
而是喜歡你所做的事。 /巴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