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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之研究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之研究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之研究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之研究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的現況及影響因素，藉由「屏東縣國中學

生環境素養問卷」探討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敏感度、環境行為習慣表現及環境知識認

知之情形。本研究以居住於市、鎮、鄉、原住民偏遠地區之屏東縣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

採配額抽樣方式取得 10所學校總共 966個有效問卷調查樣本，資料分析採用描述性統

計、變異數分析、事後比較等方法進行統計分析。主要研究發現： 

一、屏東縣國中學生曾經參加環保相關活動者約占 70%，三年級學生參加次數顯著多於

一、二年級學生；不同居住地區學生之間則無顯著差異。 

二、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環保資訊的方式以「電視、廣播、網路」者最多，從「親戚朋

友」獲得者最少；男女學生在以「電視、廣播、網路」及「學校、老師、教科書」

二種方式獲得環保知識來源上有顯著差異。 

三、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之環境感受方面：一年級學生的環境價值觀顯著優於二年

級學生；男、女學生在環境態度及環境信念上有顯著差異。居住於市、鄉、鎮、原

住民偏遠地區之學生在「環境敏感度」、「環境態度」、「環境信念」、「環境價值觀」

上之差異均達顯著，「原住民偏遠地區」之學生顯著優於「市」、「鄉」之學生。    

      四、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之環境行為習慣方面：一年級與三年級學生在「控制觀」、

「行動技能」、「行動經驗」之表現顯著優於二年級學生；男、女學生在「控制觀」、

「行動技能」上有顯著差異；原住民偏遠地區之學生在「行動經驗」上顯著優於

「市」、「鄉」之學生。 

五、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知識的認知問卷，不因年級、性別、居住地區之不同而有差異。 

 

關鍵詞：國中學生、環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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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Pingtung area of Taiwa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ingtung County, the status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and impact factors, through "Pingtung County Junior High School 

Environmental Literacy Survey", to explore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 In 

this study, living in cities, towns or villages, aboriginal people in remote areas of Pingtung 

Count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dopt a quota sample of 10 schools 

achieved a total of 966 valid survey sampl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variance analysis, post hoc comparison method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Major findings were:  

1、Pingtung Count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related activities account for about 70%,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third-grad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more than first-grade, second-grade students; different area of 

   residenc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students.  

2、Pingtung Count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cess to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f the 

    approach to the "TV, radio, the Internet," a maximum, from the "friends and relatives," is 

    the minimum;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as "television, radio, the Internet" and "schools, 

    teachers The textbook "Two ways to access sources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3、About Pingtung County Junior High School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the first-grade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second-grade student of 

    environmental values;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lief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Living in the city, townships, towns, remote areas 

    aboriginal students of the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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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al beliefs", "environmental valu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remote Aboriginal areas" of student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ity", "township" of 

    students.  

4、 Pingtung County Junior High School Environmental Literacy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e  

first-grade and third-grade students in "control concept", "action skills", "opera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performanc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second-grade students;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control concept", the "action skill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boriginal students in remote areas of the "operational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ity", "township" of students.  

5、 Pingtung Count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not because of grade, gender, residence and differ among 

regions. 

 

Key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nvironment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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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現況及影響因素。本章分為四

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為研

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主要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資訊傳播工具的發達，地球環境生態變化的狀況快速傳播著並提醒人

們對於氣候、自然界的變化失衡的重視，當生活環境及資源的利用與原有習慣

有所牴觸時，重視環境保護之各項議題也逐漸展開。國際間召開環境議題會議

之時間自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發表「人類環境宣言」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時間，

這些年間，相關會議之召開不曾間斷，議題內容不曾簡化，這代表著前次會議

無法完全達成目標，才有接二連三的公約及宣言產生，國際公約的召開及各國

互相約定破壞環境物質排放量的增加，以減緩環境負載力增長。人是倚賴環境

而生的，從與環境資源的關係上來看，總扮演著消費者的角色。當自然資源消

耗與再生相平衡時，規律性不會受到影響；隨著人口的增加、開發自然資源的

技術及需求增加，影響各種規律現象，造成生態變動。當人為的能力不能抵禦

自然的挑戰、不能精確的預測變化，使人類不得不重視環境保育的重要。  

人類的行為習慣與觀念、思想有關，所以要改變行為，必先釐正想法。從

曾經獲得奧斯最佳紀錄片的「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將環

保議題藉由影片推廣到各地；「明天過後」又是另一部展現環境驟變帶給人類巨

大衝擊的影片，由此我們知道地球環境潛藏著許多前所未有的變化可能，提醒

著任何影響生態運作的行為可能會造成無法改變的事實。 



 
 

 

2 

教育是一種價值觀傳承及導正的方法，也是人類文明得以流傳的助力。學

校是有計劃、有系統提供學習機會的場所，年級越低的學生，受教育力量影響

而修飾行為的比例也越高，所以目前學校環境一直是國際間努力的重點。王佩

蓮（1995）環境教育所以將環境的問題藉由教育的途徑來解決，是一種由觀念

的建立、態度的涵養、行為的陶冶而至培養具有環境素養的人的理想。從思想

上建立起珍惜環境的意念才能引導出良善的行為，教育的面向除了學校的正式

教育，亦包含家庭、社區及社會等，全人教育的目標是為了培育出兼具課程學

習、人格、科技、人文、身心各方面發展的學生；生活態度價值觀的培養當然

必須亦以全人養成之目標為原則，環境素養即是生活態度及價值觀中之一環。 

從國際間許多深受喜愛的旅遊國家及地區來看，自然景物的優美與環境的

純淨是其特色，居民善待自然環境與資源與當地推展環保工作及重視環境教育

有極大的關性。國民素質之良窳，也影響著自然景觀的樣貌。台灣地區的經濟

發展皆倚賴外來資源的提供，並以消耗自然資源、增加環境負荷為經濟成長代

價。發展綠色經濟已是經濟學家視為未來必須之趨勢；培養有環境素養之國民，

當然也成為合乎現代及未來社會要求的必要條件，提高環境素養也是提昇國際

尊重的方法。 

九年一貫環境教育之基本理念為：「環境教育是概念認知和價值澄清的過

程，藉以發展瞭解和讚賞介於人類、文化、和其生物、物理環境相互關係所必

需的技能和態度。」並且以整體性、終身教育、科際整合、主動參與、世界觀

與鄉土觀的均衡、永續發展與國際合作為發展目標，以期能對學生環境的覺知

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識的提昇、培養環境價值觀與態度、發展環境行動技能

與環境行動經驗等能力有所提昇。要達成上列目標，教育當局莫不持續規劃以

宏觀、久遠、多面向之概念進行課程規劃，重視學生概念的啟發與引導，努力

將學習、認知、社會、環境、生態等方面之發展原則融入重要議題，讓學生的

學習目標切近生活及未來。因為適值全球永續發展理念的全面重視，政府各部

門也提出永續發展計畫，永續校園發展計畫為校園帶來蘊含環境永續發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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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保護設計的新校園，造成校園建築風貌的變動，環境教育的推展由課程、認

知行為影響，全面帶進了環境境教涵養層面。在今日言教、身教、境教，學理

與實際兼備的校園中，學生的環境素養有了怎樣的表現，是本研究之動機之一。 

環境教育的重要精神在於「培養一個人對環境具有價值判斷、對環境的信

念，對環境的態度等能力，並使人民成為具有環境行動的公民」。國小和國中階

段，是個人尋求自我肯定以及價值觀念統整的關鍵期，也是道德認知發展從他

律轉化為自律的重要時期，尤其是國中階段的價值觀念發展對青少年的未來有

相當深遠且重要的影響，環境教育的價值觀建立若得當，自能協助學生在國中

時期型塑良好環境行為習慣，所以探討國中階段學生環境素養的表現為本研究

動機之二。 

希望藉此研究所得結果，能對於環境教育課程教學及提昇學生環境素養有

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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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擬定本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如下：  

壹、研究目的 

一、瞭解屏東縣國中學生的環境素養現況。 

二、瞭解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保相關活動之現況。 

三、瞭解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環保知識來源之現況。 

四、瞭解不同背景的國中學生對環境的感覺是否有差異。 

五、瞭解不同背景的國中學生的環境習慣是否有差異。 

六、瞭解不同背景的國中學生對環境知識的認知是否有差異。  

       

貳、待答問題 

    依據上列研究目的，提出下列各項待答問題： 

一、了解屏東縣國中學生的環境素養現況為何？ 

二、了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屏東縣國中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次數差異情形為何？ 

2-1 不同年級的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次數是否有差異？ 

2-2 不同性別的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次數是否有差異？ 

2-3.鄉、鎮、市、偏遠地區學生在參加環境保護活動次數是否有差異？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學生在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來源之差異情形為何？ 

3-1 不同年級的學生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來源是否有差異？ 

3-2 不同性別的學生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來源是否有差異？ 

3-3 鄉、鎮、市、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獲得環保資訊主要來源是否有差異？  

四、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學生環境素養之「對環境的感覺」差異情形為何？ 

4-1 不同年級的學生在「環境敏感度、環境態度、環境信念、環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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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差異？ 

4-2 不同性別的學生在「環境敏感度、環境態度、環境信念、環境價值觀」

是否有差異？ 

4-3 鄉、鎮、市、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在「環境敏感度、環境態度、環境

信念、環境價值觀」是否有差異？ 

五、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學生環境素養之「環境行為習慣」差異情形為何？ 

5-1 不同年級的學生在「控制觀、行動技能、行動經驗」是否有差異？ 

5-2 不同性別的學生在「控制觀、行動技能、行動經驗」是否有差異？ 

5-3 鄉、鎮、市、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在「控制觀、行動技能、行動經驗」

是否有差異？ 

六、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學生環境素養之「環境知識的認知」差異情形為何？ 

6-1 不同年級的學生在「環境生態知識」是否有差異？ 

6-2 不同性別的學生在「環境生態知識」是否有差異？ 

6-3 鄉、鎮、市、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在「環境生態知識」是否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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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名詞釋義 

 

壹、國中學生 

國民教育法第三條：「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前六年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

年為國民中學教育。」本研究所指的「國中學生」係指 97 學年度就讀屏東縣之

公立國民中學之一、二、三年級學生。 

貳、環境素養 

美國環境教育學者 Roth（1992）定義所謂環境素養為「一個人具有環境與

相關議題的知識及態度，且也有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與動機，並能積極涉入生

活品質與環境品質間的動態平衡維持的能力。」 

本研究中之環境素養係指下列三個分量表平均得分之高低為評定標準。 

一、對環境的感受部份： 

包括環境敏感度、環境態度、環境信念、環境價值觀等四部份，總題數共

17 題。每題得分 0 為極差、1 為差、2 為尚可、3 為佳、4 為極佳；分量表之表

現以平均得分計算：0-1 分為差，1-2 分為尚可，2-3 分為佳，3-4 分為極佳。 

二、環境行為習慣部份： 

包括控制觀、行動技能、行動經驗等三部份，總題數共 18 題。每題得分 0

為極差、1 為差、2 為尚可、3 為佳、4 為極佳；分量表之表現以平均得分計算：

0-1 分為差，1-2 分為尚可，2-3 分為佳，3-4 分為極佳。 

三、對環境知識的認知部份： 

涵括環境生態知識，總題數共 15 題。每題得分 0 為極差、1 為差、2 為尚

可、3 為佳、4 為極佳；分量表之表現以平均得分計算：0-1 分為差，1-2 分為

尚可，2-3 分為佳，3-4 分為極佳。 

 



 
  
 

7 

四、學生的環境素養整體表現： 

以上列三個分量表之平均得分為評斷依據：0-1 分為差，1-2 分為尚可，2-3

分為佳，3-4 分為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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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因許多主客觀因素條件（抽樣對象、經費預算、人力、時間）等因素影響，

本研究無法涵蓋各層面及相關變項，故有下列限制：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97 學年度就讀屏東縣 1-3 年級，居住於市、鄉、鎮、原住民偏遠

地區之 1000名國中學生為對象。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以國中學生個人背景資料之年級、性別、不同居住地區為研究變項，

在環境素養調查之關於情意、技能及認知三個量表之得分情形為研究內容，並

佐以學生曾經參加環境保護活動之次數、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來源之現況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之方式，利用量化統計分析，探討變項間之關係及差

異情形，測量之準確性與填答者之態度、對問卷題目解讀情形等因素而可能有

誤差產生，非研究本身可控制；對於不同地區之學生，可能無法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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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依據第一章所述的研究目的，對於相關文獻做一深入探討，第一節探

討我國環境教育的發展現況；第二節探討環境素養的相關意涵；第三節探討環

境素養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我國環境教育的發展現況 

 

我國「環境保護署」於 1987年成立，並設有教育宣導科，是我國第一個環

境教育專責單位。當年行政院亦核定「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領」，宣示「推動

環境教育宣導，提昇國民環境教育意識；加速培訓人才，發展環境保護科學與

技術」，強調「加強環境教育及研究發展」的各種策略及措施，陸續頒布環境教

育要項、國家環境教育計畫。教育部於 1990年設置「環境保護小組」，策劃推

動環境教育工作。 

 

壹、法令規定方面 

環境基本法第 2 條：「本法所稱環境，係指影響人類生存與發展之各種天然

資源及經過人為影響之自然因素總稱，包括陽光、空氣、水、土壤、陸地、礦

產、森林、野生生物、景觀及遊憩、社會經濟、文化、人文史蹟、自然遺跡及

自然生態系統等。」由此可確知，「環境」一詞既經法令賦予其定義及意涵，當

然「環境」教育所涵蓋的內容即應儘量涵蓋所指，並以適合學生發展需要及可

能，提供其學習機會，促進教育於「環境」領域的功能。 

環境基本法第 3 條：「永續發展係指做到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

足其需要之發展。基於國家長期利益，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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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但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

境保護優先。」由此規定中確認環境的保護應該立於一切發展之優先地位，在

滿足當代需求時，應於不損及後代利益的前提，任何經濟、社會與科技發展，

以優先對環境的影響為評估作畫依據。 

環境基本法第 4 條：「本國民、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共負環境保護之義務與責

任。環境污染者、破壞者應對其所造成之環境危害或環境風險負責。前項污染

者、破壞者不存在或無法確知時，應由政府負責」。此立法的精神在於確認：環

境保護是每個人的責任，造成環境汙染及破壞者應該負責賠償。在於無法確認

環境破壞因素的情形下，政府必須概括承受所有回復、改善之責任。亦即，環

境必須保持且維護在不被人類活動破壞的狀態下，蘊含永續發展的意涵。 

環境基本法第 5 條：「國民應秉持環境保護理念，減輕因日常生活造成之環

境負荷。消費行為上，以綠色消費為原則；日常生活上，應進行廢棄物減量、

分類及回收。國民應主動進行環境保護，並負有協助政府實施環境保護相關措

施之責任。」節能、減廢、消費行為的原則在此都有明確的規定，且國民都有

協助政府執行環境保護措施之責任。 

我國環境教育於 1972年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發表之「人類宣言」後開始

了更具體的環境教育面向的關切與研究，而後經歷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WCED)發佈了「我們共同的未來」(Our Common Future)，及 1992年的地球高

峰會(Earth Summit)提出了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等而展開了，也帶動、引

領著我國環境教育的重視與發展。  

 

貳、環境危機促成環境教育的重視 

環境問題促使世人關懷地球環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工業生產技術突

飛猛進產生許多環境問題，(Carson，1962)寂靜的春天一書，描述 DDT 對空氣、

水汙染及野生物的迫害，將美國對自然資源的重視觀念引為保育的重視，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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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動的開始，並通過許多資源保育方案。環境問題源自人類思想與行為偏

差，而發展環境教育為解決環境問題的要途。 

隨著環境破壞、氣候變遷，才受到重視。21 世紀環保意識高漲，民間保育

單位及學校教育的積極推動，影響全民的重視與關懷，生活上的實際行動，也

影響政策的落實與普及。從不斷發生的污染事件、環境品質快速惡化、以及物

種不斷滅絕的事實，人們發覺科技及法律往往只是事後的彌補。環境問題並不

因科技演進、法律增修而得到解決，大部分環境問題肇因於人類行為及思想的

偏差， 唯有藉教育潛移默化、教導啟迪的功效，方能有效改變人類思想與行為。

因此在聯合國的推動下，各國政府均全力實施環境教育。 

在世界各國深感環境品質日益惡化，紛紛制定環境政策、頒布環境保育法

令，以避免生態環境繼續遭受破壞，並試圖透過教育的方法來改變現有的環境

窘境，環境教育則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興起的一門新教育學科。教育是人類

全面用以改善現狀的特有活動。（林玉體，1985）環境教育是教育的一環，其目

的希望透過教育的歷程教導人們認識他們的環境，以及組成環境的生物、物理

和社會文化成分問的交互作用，並獲得相關的知識、態度、技能，並能於面臨

環境問題時付諸行動、解決問題，建立起個人的環境倫理與價值觀進而達到改

善環境的目標。 

環境教育的目標經由學校教育的功能，促使青少年領會外在生態、環境、

能源問題的嚴重性，藉由學校環境的安排與課程的規劃來發展其內在潛能，使

他們掌握、解決問題所需的技能及知識，更重要的是引導出能付諸行動的動力

及責任心。所以，環境教育所涵蓋的範圍廣而深，必須適合學習對象的能力程

度，必須合乎時代的要求、必須是全面配合、整體規劃。「教育的目的在改變人

類思想與行為，因此，解決環境危機之道端賴發展環境教育」。環境教育是一種

教育過程，在這過程當中，個人與社會群體瞭解他們的環境，以及組成環境的

生物、物理和社會文化間的交互作用並得到必須的知識、技能和價值觀，進而

能個別或集體的行動，以解決現在和將來的問題（楊冠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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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知識起源，來自於經驗，經驗可以來自源感覺，經由感觀與外界的

接觸，從環境中獲得素材，屬於一種外在感官的學習。」（杜威，姜文閔譯，1995）。

重視經驗的環境教育，使重視環境危機的實際體驗與研究成為環境教育重視的

發展方向。 

 

參、國際間環境教育議題的影響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球地球高峰會，出席國家領袖為歷年最多，

擬定出保育公約、提出 21 世紀議程，「永續發展」是主要討論議題。若從提出

「人類宣言」的 1972年的到「永續發展」的 1995年，過了 20 多年，但是人類

的努力嘗試似乎仍無法抑制環境破壞的速度。經濟利益仍然凌駕於環境利益。

因為人無法在地球上永續生存，似乎對於永續發展無切身體認，而且因為人類

有遷徙的自主性，可以擇地而居，影響對地區的認同感的產生、影響對永續發

展的不確定性，但是這成為環境教育可著力的地方，九年一貫教育課程、新校

園運動、綠色學校及綠色建築等生態校園的推廣，皆是藉由實際感官促成學習

成效營造境教促成經驗學習的體現。 

    1980年世界保護組織(IUCN)首次提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口號，呼籲全球重視地球環保危機。1987年世界環保與發展會議(WCED)以

〈我們共同的未來〉報告，提出人類永續發展策略，獲得全球的共鳴。1993年

聯合國成立了「永續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CED)，1998年的「京都環境會議」正式制定了各先進國二氧

化碳排放減量的目標，展開全面性的地球環保運動。永續發展在建築政策方面

之發展，不僅影響了建築設計理念並影響政令及法令的實施。1996年 6 月聯合

國在伊斯坦堡召開的「人居環境會議中」，簽署（人居環境議程），在我國建築

界興起了綠建築的浪潮，亦影響並促成各級學校建築及公共建築規劃之要件。 

經驗與生活學習之關係密不可分，境教的陶養是經驗學習的重要部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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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環境教育實施的層面至少應包含軟體與硬體層面之探討，亦即課程規劃實施

與環境規劃改善兩個部份。環境相關因素，諸如光線、噪音、通風、學校校園

配置等對學生學習行為影響之研究甚多，並大多得到確有相當影響性之研究結

果。所以，在推行環境教育多年、引領世界潮流之影響下，綠建築之規劃理念

在學校建築的新建、修建及景觀改造上，對經驗學習做了具體的示範，也成為

教材上之展示、大型的立體教具，期望能造成潛在性之影響。  

    「綠建築」在日本稱為「環境共生建築」，有些歐美國家則稱之為「生態建

築」(Ecological Building)、「永續建築」(Sustainable Building)，在北美國家則

稱之為「綠建築」(Green Building)。我國在 1999年之「綠建築解書與評估手冊」

之中，為了綠建築政策簡化、量化的目的，提出綠化、基地保水、日常節能、

CO2 減量、廢棄物減量、水資源、污水垃圾改善等七大評估指標，在 2002年

更加入「生物多樣性指標」與「室內環境指標」，組成如表之九大評估指標系統，

成為台灣目前綠建築評估的主軸。為了綠建築宣導的策略，這九大指標被歸納

為生態(Ecology)、節能(Energy Saving)、減廢(Waste Reduction)、健康(Health)

四大範疇，以便易於記憶和理解，也因此將綠建築定義為「生態、節能、減廢、

健康的建築物。從生態、節能、減廢、健康之英文字首，此體系也因此被稱為

「EEWH 系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9）。 

    從上列對於校園主體構造之評估指標中看出，每一項都是為了對環境生態

永續發展盡一份心力的表現。依據相關研究發現，採用綠建築規劃理念之學校，

初期建築成本雖較一般傳統建築為高，但是日後學校水電費支出上卻相當精

省。而且建築物之採光、通風以適宜當地風土特色方式規劃，展現出契合地方

景觀調和之美，可謂境教陶冶之具體實踐，以學校建築設備降低對環境的負荷

及能源之節省，對學生的生活體驗有具體且切身之影響。   

肆、九年一貫課程與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一詞最早出現在 1947 年由 Percival and Paul Goodman 撰之

Communitas：means of livelihood and ways of life 一書中出現，而後由英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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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Yapp 建議將環境（environment）與教育（education）兩個單字組合成環

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的複合名詞（Palmer，2005）。 

環境教育是為了發展種種技能以明瞭人與文化、生物環境問的關係，而產生認

識及澄清概念的過程；環境教育也伴隨著對環境品質的行為法規的自我選擇與

自我教導（高翠霞，1989）。 

環境教育是以達到改善環境為目標的教育過程，是一個澄清觀念與形成價

值的教育過程，幫助個體瞭解與環境間交互作用時，所必須的技能與態度。  

環境教育為一認識人與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教育過程，其目的在於促使

人們認識並關切其所置的環境及相關的各項問題，賦予適當的知識和技術，並

激發其參與且致力於解決環境的現有問題和預防新問題發生的動機，進而使其

主動而積極的採取適切的行動以實踐環境保護工作（鄭東昇，1994）。 

由教育過程，使全民獲得保護及改善環境所需之倫理、知識、態度，技能及價

值觀；以人文理念及科學方法，致力於自然生態保育及環境資源合理經營，以

保障人類社會之永續發展。在生活上，倡導珍惜資源，使全民崇尚自然，實踐

節約能源，惜福、愛物及減廢的生活方式（楊國賜，1997）。  

由 1997年前，亦即九年一貫教育實施前，學者對於環境教育施行應秉持的

目標與作法，從九年一貫教育實施計畫之計畫及原則中，可看出將這些觀點融

入其中。 

布魯姆（B.S.Bloom）等曾將教育目標區分為三大領域，認知領域（cognitive 

domain）、情意領域（affective domain）和技能領域（psychomotor domain）（吳

清基， 1991）。環境教育也是教育活動之一環，環境教育之實施也必須兼顧認

知、技能、情意三大目標之達成。由此可知，環境教育之目標在使學生能夠認

識而且關懷都市和鄉間有關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與生態的相互關係，並經

由適當知識、技能、態度、動機及承諾的養成， 以建立一種個人、群體和社會

整體對環境的新行為模式，解決現今的環境問題，並預防新問題的發生， 進而

促成永續發展（張子超，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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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一貫教育將環境教育納入重要議題之一，就其發展當時之國際時勢而

言是因應人與環境互動的趨勢之一種回應：例如 1972年所召開之人類環境會

議，發表「人類宣言」，促使人類注意環境的問題；1983年「世界環境與發展

委員會」可看出關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兩個議題，深受重視。從 2002年在南

非約翰尼斯堡舉行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所重視的五個主題：水與衛生〈Water 

& Sanitation〉、能源〈Energy〉、健康〈Health〉、農業〈Agriculture〉、與生物多

樣性〈Biodiversity〉等五個主題，促使永續發展議題的內涵更切近人類生存的

基本問題。 

 

表 2-1-1 國中學生階段環境教育分段能力指標內容 

環境教育目標 分段能力指標 
環境覺知與敏

感度 
1-3-1 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並能以創作文章、美勞、音樂、

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環境概念知識 
 

2-3-1 能瞭解本土性和國際性的環境議題及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2-3-2 認識經濟制度、傳播與政治組織與環境管理行為的互動。 
2-3-3 認識全球環境議題及其背後的文化差異。 

環境價值觀與

態度 
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

境倫理。 
3-3-2 學習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活環境。  
3-3-3 養成主動思考國內與國際環保議題並積極參與的態度。  
3-3-4 能關懷未來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環境行動技能 

4-3-1 在面對環境議題時，能傾聽(或閱讀)別人的報告，並且

理性地提出質疑。 
4-3-2 能客觀中立的提供各種辯證，並虛心的接受別人的指正。 
4-3-3 能藉各種媒體主動積極蒐集國內外環保議題與策略。 
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行策略。 
4-3-5 能運用科學工具去鑑別、分析、瞭解周遭的環境狀況與

變遷。 

 
 
環境行動經驗 
 

5-3-1 參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環境保護相關活動。 
5-3-2 有參與地區性和國際性環境議題調查.研究與解決問題的

經驗。 
5-3-3 組織學校及社區的環境保護、關懷弱勢族群活動。 
5-3-4 能與同僚組成團隊採民主自治程序學習與規劃解決環境

議題。 

資料來源：（教育部，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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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之「1-2-3」的編號中，1 代表課程核心內容序號，2 代表學習階段序

號，3 代表流水號。第一學習階段為 1-3 年級，第二學習階段為 4-5 年級，第三

學習階段為 6-9 年級，依據本研究目的，僅對第三學習階段即國民中學之學生

之能力指標內容為探討。由環境教育之五大目標及其內涵可以瞭解，若透過以

目標及內涵建構出的適當工具，採用適當方法取得資料，並進行適當分析，對

於學生的環境知識、態度、價值觀及應具備之能力狀況應能有所瞭解。 

「環境素養」架構主要建立在環境教育實施現況研究與需要、環境行動的

相關變項與預測變項之研究及環境教育的目標與特色上，包含了認知、技能、

情意和行為四大領域，各領域又包含數個組成要件，而這些組成要件同時也是

環境教育課程的目標或影響環境行為的相關變項(許世璋、張乃千，2005)。 

各領域包含的數個組成為：（一）認知與技能領域：生態學與環境科學的知

識、有關環境議題的知識、調查分析環境議題，並能提出解決方案的技能與知

識、採取環境行動策略的技能與知識。（二）情意領域：環境敏感度、控制觀、

環境態度與價值觀、環境責任感、行動意圖。（三）行為領域：負責任的環境行

為(或稱：環境行動、環保行動、環保行為)包括生態管理、消費者/經濟行為、

勸說、政治行動、法律行動。有關環境議題的知識)中，負責任的環境行為環境

教育的最終極目標。  

Hungerford將個人或團體所採取的環境行為領域分為五大類：  

（一）生態管理：藉著日常家居生活中所親自採取的行動，來直接達到保護環

境的目標。例如資源回收、栽種花木、節約用水用電、垃圾減量等。 

（二）消費者/經濟行為(Consumer/Economic action)：藉著個人或團體所能採取

的經濟支持或抵制行為，來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例如避免購買會造成

污染的產品、抵制不重視環保的廠商、用金錢贊助環保團體等。 

（三）說服(Persuation)：藉著個人或團體所採取的訴求(理性訴求、情緒性訴求、

強迫性訴求)，來影響他人支持環境保護。例如告訴他人可採取哪些行動

來解決環境問題、勸告他人停止破壞環境的行為、公開表達支持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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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行動(Political action)：藉個人或團體所採取的政治行動(遊說、投票、

競選)，來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例投票、遊說政治人物、集會遊行等。 

（五）法律行動(Legal action)：藉個人或團體所採取的法律行動，達到保護環

境的目標。例如檢舉環境破壞事件、幫助主管單位加強環境法規落實等。 

另外對於環境行動力的解釋，Smith-Sebasto (1992)則將環境行動行為領域

分為六類： 

（一）公民行動(Civic action)：個人或團體透過政治途徑來保護自然環境。如：

投票、參與公聽會、連署請願書、抗議行動。 

（二）教育行動(Education action)：個人或團體為關心環境問題，而主動接觸

相關資訊。如：觀賞環境相關的電視節目、閱讀環境相關文章、參與學

術研討會。 

（三）財務行動(Financial action)：藉由個人或團體採取花錢或不花錢的方式，

來達到推動保護自然環境的目的。如：購買環保產品或拒買有害環境的

產品、捐錢給環保組織、投資金錢在有環保責任的公司。 

（四）法律行動(Legal action)：藉由個人或團體，為了環境法案所採取的司法

行為，或透過法律來約束不令人期待、有害環境的行為。如：訴訟、強

制命令。 

（五）動手行動(Physical action)：藉由個人或團體所採取的身體力行行動。如：

撿拾垃圾、資源回收、參與社區清潔、隨手關燈。 

（六）說服行動(Persuasive action)：以個人或團體採取非金錢式勸說行動，激

發他人產生環境保護的行為。如：寫信、演講、非正式討論、遊說政府

官員（胡斐媛，2008）。 

由以上對於環境行動領域的分類發現，環境行動不僅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環

境保護活動，亦包括維持人類社會運作的制度及行為，如法律、政治、財務、

教育、公民行動等，目的在於使環境保護行動能擴大範圍，提昇層面，不僅在

於盡一己之力，更希望能影響他人、帶動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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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楊冠政對環境教育達成社會化的功能提出的看法：「環境教育的目標經

由學校教育的功能，促使青少年領會外在生態、環境、能源問題的嚴重性，藉

由學校環境的安排與課程的規劃來發展其內在潛能，使他們掌握、解決問題所

需的技能及知識，更重要的是引導出能付諸行動的動力及責任心。」（楊冠政，

2003）。 

由以上資料可發現，教育主管機關對於教育的功能能協助環境教育目標之

達成有深切期待，所以在實施環境教育時，必須規劃以適合學習對象的能力程

度且合乎時代的要求之方式，讓個人與社會群體瞭解所居住的環境，並將必須

具備的知識、技能和價值觀以各種能引起切身感受之方式，影響及改變想法，

進而能帶動個別或集體的行動，對於解決現在和將來的問題蔡有所助益。另外

楊冠政亦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改變人類思想與行為，因此，解決環境危機之道，

端賴發展環境教育」。所以在教育的過程當中，課程規劃、內容必須符合達成目

標之需求，學生知與行之間的程度，不是紙筆測驗、評鑑高低所能代替的，而

行為之產生必須出於自願性、自動性，才能內化成為習慣而能持久。再則因為

人造環境將人們與自然環境隔離的程度日益加劇，所以常常無法立即感受自然

的變化，更不知如何與自然和諧共處。在大自然以劇烈的反撲方式，嚴重的衝

擊人類的生活、生存，才發覺哪裡出了問題，才會去注意原因。但是習於以人

類的思維去解決問題，只考慮到自身存在的重要的方式仍不改變，在忽略自然

存在的權利後，每一次天災後所造成的代價越加慘烈，越加沈重。例如，2009

年 8 月的災害，讓大家震驚、恐懼，在這些背後，有多少政策上、觀念上、價

值觀方面必須跟著大家的傷痛一起重建的。事實帶來具體的證據，藉由環境相

關議題的研究即重視降低或避免這種證據的重演，就是環境議題研究價值所在。 

所以，環境教育除了將知識的內容、方法教授給學生，重要的在於引導學

生察覺問題、選擇方法、價值評斷、政策分析，提昇解決問題的能力，這也說

明了環境教育研究與重視所在。環境教育了教育目標在九年一貫課程中有分階

段、分層次的學習目標，有不同的主題與內容，藉由學生環境知識、行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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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與階段行為目標之對照，可探討學生環境素養的表現情形。  

 

表 2-1-2 九年一貫環境教育內涵與學習目標 

內涵 學習目標 學習主題 學習內容說明 

(一)環
境覺

知與

環境

敏感

度 
 

經由實際體驗，培養

學生對各種環境破壞

及污染的覺知。 
經由感官覺知能力的

訓練，培養學生對自

然環境與人為環境美

的欣賞與敏感度。 

人類對環境所造

成的污染破壞與

衝擊 
自然環境體驗—
培養學生欣賞自

然之美，並提高

對環境的敏感

度。 

體驗周遭環境問題（如水

災、土石流、資源有限、核

污染、能源…），使學生覺

知人類行為對自然與人文

社會環境造成的衝擊，人類

的生存依賴自然資源的提

供，人類應負起對環境的責

任。 
(二)環
境概

念知

識 

了解生態學基本概

念。 
了解環境問題現況及

其對人類社會文化的

影響。 
 
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環

保機會與行動。 

生態學基本概

念。 
環境問題探索。 
 
 
 
生活環保。 

觀察與探究周遭環境.了解

基本的生態學概念 
了解生活周遭和國際性環

境議題的內涵，並深入探究

對人類社會與發展的影響。 
能源節約、資源保育、簡樸

生活、綠色消費、廢棄物減

量、核污染…等。 
(三)環
境價

值觀

與態

度 

培養正面積極的環境

態度，欣賞和感激自

然及其運作系統。 
欣賞並接納不同文

化，關懷弱勢族群，

進而關懷未來世代的

生存與發展。 

環境倫理—人類

中心倫理、生命

中心倫理與生態

中心倫理。 
社會正義與永續

發展 

能了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

關係，尊重環境中各類生物

的生存價值，及人與生物間

倫理關係。 
了解並尊重不同族群文

化，學習關懷弱勢團體和週

遭環境。 
(四)環
境行

動技

能 

能歸納思考不同區域

性環境問題的原因與

研判可能的解決方

式。能規劃、執行個

人和集體的校園清潔

活動，或組織學校及

社區的環境保護。 

環境議題調查 
校園與社區環境

規劃。 

運用科學方法研究解決環

境問題的可行策略，並能善

用問題解決策略，解決環境

問題。能運用收集資料與記

錄的方法了解社區環境問

題，並思考解決之道。 

(五)環
境行

動經

驗 

培養處理生活周遭環

境問題的能力。 
 
培養國際觀及國際合

作經驗。 

住家與校園環境

問題的調查與解

決。 
 
全球環境問題探

究。 

能具體提出生活環境問題

的解決方案，並能草擬一份

社區環境保護行動計畫。 
參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環境

保護活動，關心環境保護與

弱勢族群生活。 

 資料來源：http://teach.eje.edu.tw/9CC/discuss/discuss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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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資料可歸納出九年一貫課程中對於環境教育之發展重點在於： 

一、重視對環境情況的覺知能力與對環境改變的敏感度 

課程編排及活動設計經由感官覺知能力的訓練，包括觀察、分類、實地測

量瞭解、依據調查結果或現況變化作是探索性之推論、培養預測、分析與詮釋

的能力，培養學生對自然環境與人為環境的欣賞與敏感性，是一種經由學習活

動增加知能、涵養態度、培養能力之有目標導向之課程。 

二、充實對於環境概念知識 

課程中融入對於生態基本概念的瞭解、環境問題的分析說明，如溫室效應

對於氣候變化的影響、人為破壞影響土石流的發生率造成人類生命及經濟上的

損失、河川污染對於生活品質的影響和使用非替代行能源造成空氣污染的加劇

等，並進一步說明及分析其對人類社會文化的影響，進而促進誘發及引導於日

常生活中參與環保機會與行動力。 

三、培養珍視環境的價值與態度 

重視多元文化與加強照顧弱勢族群之觀點，間接促進學生對於周遭環境的

友善對待與平等觀，使瞭解環境的價值觀更有融入之機會，欣賞並接納不同文

化，關懷環境與周遭人事物，引發關懷環境注重、尊重未來世代享有良善環境

及生存品質之權利。  

四、環境行動技能的培養 

學校推行環境教育相關議題之宣導活動可編製學習單及回饋表，從學生填

表回饋之內容及形成性評量中，可評估出活動的效果及規劃上需改進之部分，

亦可由活動中引導出表達的方法與技巧，或從競賽活動中增加學生參與行動之

能力。例如，學校推行廢電池回收計畫，訂定具體獎勵辦法，以激起班級回收

量之競賽，帶動學校學生親自參與活動，甚至影響家人及社區參與。學習目標

之達成與實際效果之呈現，學生也從活動中知道維護環境是每個人均可做到

的，自己是環境維護者之一，藉此瞭解行動不是困難的、是人人可做、處處可

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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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視環境行動經驗的引導與累積 

宣導活動及生活上之體驗是將環境行動經驗融入於學習活動中，使教學內

容生活化、實際化、除了可培養學生注意環境議題的趨勢，並進一分保護者的

責任，間接增加學生處理生活周遭問題的能力，並產生對社區環境維護之歸屬

感與參與感。 

依據上列九年一貫課程對於環境教育之發展所提出之五種重點，其理論依

據可由下列學者所提出的看法中發現一些脈絡： 

Nordlund 與 Garvill (2002) 認為要引導負責任環境行為的產生，必需先瞭

解心理影響因素，提出的模式包含：一般價值觀(generalvalues)、環境價值觀

(environmental values)、環境問題覺知(problem awareness)、和個人規範(personal 

norms)等心理變項。而價值觀因一些特定因素操控環境行為的產生，「環境價值

觀」分為「生態中心」和「人類本位」兩種價值觀念，這兩種價值觀對環境保

護皆為正向，相異處在於「生態中心」相信生態系統有一種內在價值，足以讓

我們去保護她；「人類本位」則因大自然提供我們豐富的物資，所以保護環境是

重要的。且二者之實證研究發現，偏向自我超越和生態中心價值取向者，對問

題覺知將有正向影響；自我提升和人類本位價值取向者，對問題覺知與個人道

德規範有負面影響。其推測的原因是：具有整體價值觀(collective values)及把

環境視為珍物的人，會比具有個人價值觀(individual values)、把環境當作生產

工具的人較為關心環境。至於「個人規範」則是由自我超越、生態中心兩個價

值觀延伸出來的，藉由問題覺知而操控著價值觀、問題覺知對環境行為的影響。 

Peterson（1982）認為一個人愈關心環境（有較高的環境敏感度），就愈有

解決環境問題的動機，而且環境敏感度是個人發自內心的移情作用所引發的環

境觀點。她將其區分為「個人對自然環境的喜愛」及「願意採取能和自然環境

和諧相處的行動」。Tanner（1980）的研究顯示環境敏感度的形成受下列因素影

響：（1）能經常接觸大自然，參與戶外活動，（2）能有親身目睹美好環境破壞

的經歷，（3）角色楷模（role model），受到熱愛自然的長輩（尤其是老師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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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或同伴的影響。由此可知，生活中的直接體驗及接觸，可以提昇個人對環

境的感知能力，進而培養其對環境負責任行為。 

Harting, Kaiser, 與 Bowler (2001)認為人與自然環境相處時所獲得的能

量，是個正向的動力，當動力內化後，有助於正向的環境態度、環境行為的形

成和維持。 

由許多者學術研究而發現之結果，並推論原因歸納結論，使環境教育的研

究納入社會學、心理學、行為科學及哲學研究的範疇，藉此研究將使本研究進

行實證調查的依據更明確。 

 

伍、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 

1980年世界保護組織(IUCN)首次提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口號，呼籲全球重視地球環保危機。1987年世界環保與發展會議(WCED)以

〈我們共同的未來〉報告，提出人類永續發展策略，獲得全球的共鳴。1993年

聯合國成立了「永續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CED)，1998年的「京都環境會議」正式制定了各先進國二氧

化碳排放減量的目標，展開全面性的地球環保運動。永續發展在建築政策方面

之發展，不僅影響了建築設計理念並影響政令及法令的實施。1996年 6 月聯合

國在伊斯坦堡召開的「人居環境會議中」，簽署（人居環境議程），在我國建築

界興起了綠建築的浪潮，亦影響並促成我國各級學校建築及各式公共建築規劃

之要件。「永續發展的目的就是確保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不被摧毀，永續發

展的實踐需要進步的社會互動與健全的產業發展機制，更需要新的生活態度與

價值觀，這都需要教育來促進與完成」（林素華、侯怡秀，2007，P37）。 

近年來隨著「永續發展」一詞的廣泛使用，演育出「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Of Sustainability)」一詞。永續發展教育是指經由教育過程，達到環境、社會及

經濟的永續發展(王鑫，1999)。教育能促進新的生活態度及價值觀的產生，這

也是促進社會進步發展的原動力。學校教育是一種有系統有規劃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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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可塑性佳、價值觀建立期間透過課程設計、活動規劃及環境安排等，應

能有相當成效。 

永續發展必須兼具人類生存各相關層面，在教育中納入永續的理念，除了

藉以提昇人類尊重周遭各項事務存在的權利，亦是藉由教育的功能達到推廣落

實的目的。環境教育係透過教育的過程促進受教者對環境的概念、技能、態度、

倫理及價值觀有更深更全面的了解，以達到讓資源的利用有永續的存在可能。

環境教育因時代變遷觀念改變，了解環境的教育、從環境中學習的教育及為環

境而教育是必行之趨勢。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球地球高峰會，出席國家領袖為歷年最多，

擬定出保育公約、提出 21 世紀議程，「永續發展」是主要討論議題。若從提出

「人類宣言」的 1972年的到「永續發展」的 1995年，過了 20 多年，但是人類

的努力嘗試似乎仍無法抑制環境破壞的速度。經濟利益仍然凌駕於環境利益。

因為人無法在地球上永續生存，似乎對於永續發展無切身體認，而且因為人類

有遷徙的自主性，可以擇地而居，影響對地區的認同感的產生、影響對永續發

展的不確定性，但是這成為環境教育可著力的地方，九年一貫教育課程、新校

園運動、綠色學校及綠色建築等生態校園的推廣，皆是藉由實際感官促成學習

成效營造境教促成經驗學習的體現。 

    教育的影響力來源包括言教、身教及境教。「言教」是施教者對受教者施以

指示的方式來影響受教者訊息接受的一種教育方式，如口頭指示、書本、文字

等指示事項的影響皆屬之。「身教」是一種施教者的非語言性之指示、由行為是

的楷模學習方式造成之行為而對受教者自發性的觀感造成的影響之教育方式稱

之。「境教」是指非指示性的影響造成受教者之自發性觀感的來源為人以外之

事、物，也就是環境造成的影響，在學校範圍內即是指學校環境。受教者接受

外在訊息是經由人體所有的器官進行，包括眼睛的觀感、耳朵的聆聽、肢體與

外在事物的交互作用等，最後透過所有器官訊息的統合與思考的歷程，對個體

產生感覺及影響，感覺的表達及行為的改變是其外顯行為，是一種分辨及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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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影響力的資料來源。環境對於個體的影響力被讓施教者察覺後，施以有意

義的塑造，有意的培養行為，使之與言教、身教的影響做一加強的統整，是為

環境教育的目的。因為了解環境對於成長過程的影響，唯有適時的提供合適的

教育方式及方法，才能達成做有效益的成果。 

國際自然資源保育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環境教育是認知價值和澄清概念的過程，藉以發展了解…。環境

教育也需要應用在有關環境品質問題的決策及自我定位的行為規範。」這項定

義為美國的全國環境教育協會及英國的環境教育協會所採用。聯合國 1977國際

環境教育會議（bilisi）對環境教育所下的定義是「環境教育是一種教育過程，

在這過程中，個人和社會認識他們的環境，以及組成環境的生物、物理和社會

文化成分間的交互作用，得到知識、技能和價值觀，並能個別地或集體地解決

現在和將來的環境問題。」（楊冠政，2003）。 

由於工業化造成人口急遽增加，人類經濟行為、消費習慣改變，致使環境

耗損加劇，自然的回復力不及破壞程度，造成環境問題、激起保育行為的重視。

永續發展的議題帶來人類對於各方面發展抱持有永續存在的可能，在成效未彰

或目標需長時間才能達成時，教育的功能於是被重視。所以，將環境保護的希

望寄託於環境教育的實施，藉由改變觀念及態度當作是永續發展的生機，永續

發展的理念融入環境教育的目標，以引導出具有行動意念及能力的環境行為，

環境教育的議題將隨著人類的生存的永續問題而被研究。 

我國環境教育的發展因應國際間環境教育會議、環境議題而生，因為生活

環境的改變而被研究、重視，藉助教育功能為了改變人類行為、觀念、價值觀，

而成立機構、編製課程、訂定目標，藉由各類課程特性來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況，

因而有了九年一貫教育、永續校園、綠色學校等計畫之推動。但是學生在行為

目標表現情形差異之原因並未列入研究，所以藉由探討我國環境教育的發展，

將再探討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培養具有環境素養之公民的意涵及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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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環境素養的意涵 

 

壹、素養的意涵 

一、素養的定義 

素養由字面上的意思可解釋為平素的修養，修養的表現，「形於中、行於

外」。談吐、舉止、行為表現與素養皆有關係，因為內心的想法影響著行為。《辭

海》對「素養」的解釋：『謂平日之修養也。即日常生活中的行為習慣就影響著

修養的形成，修養之各種行為即想法的積聚所成形。素養通指對某個領域中，

應具有之知識、能力及行為。從領域中被認可必須具備的素養的表現也可反映

出，學習表現的成效與否，且不僅是所學多寡的評定，並且包含行為能力的表

現。 

《漢書》李尋傳：「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則

在於說明在委以重任之前必須先修持一定程度的能力及行為修養，意即行為素

養對於個人的成就甚至成功機會有相當的幫助，此蘊含了道德和價值的觀念。

「Literacy」一詞源自拉丁文「Literatus」其意義是指學者、文人之意，英文解

釋為知識、讀寫能力。古今中外對於「素養」這個名詞有不同的看法與解釋。

狹義來說是一種人文方面之表現，如運用文字符號表現出合於文化要求之行

為；廣意的觀點來看，素養是指熟稔某一特定領域知識的程度及心態，但有因

時代而異的特性。如李德竹（2000）認為，素養是個具有變化性概念的用字，

它的意思可從個人最基本的讀寫能力，到某個人擁有某種程度學科的知識。對

於「素養」一詞有多種定義，茲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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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素養定義彙整表 

學者學者學者學者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Wiley 1991 是多種能力、技能的總和 

Roth 1992 認為素養是具有閱讀及書寫的能力 

張一蕃 1997 個人與外界做合理而有效的溝通或互動所需具備的條件 

Koubaet 1998 是除了讀、寫、聽、說，要能運用語言、文章的意涵，從中

思考獲得意義與觀念  

高錦雪 1998 素養是個具有變化性概念的用字，它的意思可從個人最基本

的讀寫能力，到某個人擁有某種程度學科的知識 

資料來源：作者整理  

 

Anderson 在 1975 年，Benjamin 在 1988 年及 Luke 在 1992 年都曾認為：

就素養的意義而言，素養是動態演進的，是隨著社會科技文明而改變的策略與

技能（黃俊文，2005）。國內學者黃富順（1993）及鍾聖校（1995）也認為，素

養的涵義可分為傳統性與功能性兩種素養。所謂傳統性素養指的就是溝通能

力，包含讀、寫與算等的基本能力。而功能性素養則是指，具有某種專門領域

的知識、技能、態度或品味，如科學素養、文學素養、工業素養，這裡指的就

是個人在特定領域中所具有的獨特知識，與相關運用的特定技能，並且能依自

己生活需要設定目標，以解決家庭、工作或社區所面臨的問題（王金沼，1995）。 

以讀、寫、算等科目為教學目標之一者，將素養解釋為工具性的能力，即

人類藉素養來學習印刷品的內容、用文字來表達思想、同時也用算的能力解決

量的問題等。素養在這種觀點下，成為各科目的基礎能力，也是人生各種非正

式的學習工具。 

素養隨著工業社會在傳播媒體（尤其是電腦）上的科技發明而擴張其定義

為科技素養；因為某種因素而使人類文明、文化價值低落，藉以振興、提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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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就叫做人文素養；隨著環境破壞而必須加強維護環境的實用方法所藉助必

須具備的能力，就稱為環境素養。而各種素養之發展多是透過獲得、運用、非

正式學習等三個途徑。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素養的註解，素養是藉由平時所接觸、所學習的知能藉

由行為、態度顯現出來的一種特質。學習增進能對事物的認知與瞭解，亦能增

加使用方法及工具的能力。 

 

二、素養的類別 

表 2-2-2 素養的種類與定義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一般的素養 可以運用於日常生活的各項活動中的 

專業的素養 專業職業者所須具備的技能 

某個領域的素

養 

個人進行探究該領域學科時所須具備的素養，像是科學、數

學、歷史、政治等 

資料來源：作者整理  

 

 Koubaet al.（1998）則將素養分為三種：一般的素養：是指可以運用於日

常生活的各項活動中。專業的素養：是指專業職業者所須具備的技能。某個領

域的素養：指個人進行探究該領域學科時所須具備的素養，像是科學、數學、

歷史、政治等。 

綜上所述，素養的意涵有狹義、廣義之分，有程度之別，有與時推移之特

性，但是不分東西方國情、文化之不同，皆是指一種正向發展、有價值肯定的

特質。除了讀、寫、說等基本能力的表現外，更因時代變遷演繹出包括更多因

為所學習的知識、技巧、人文涵養、良善行為及環境的引導，而創造出、表現

出對於人類文明發展所貢獻的價值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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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素養的重視  

1970 年美國總統 Nixo 在美國環境品管委員會（Counci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的年度報告中認為環境素養的培養，必須依賴教育過程的每個階段來

發展環境概念，也就說明了，環境教育必須符合每個學習階段學生的發展任務

及能力，規劃適合的目標及課程，在認知、情意、技能方面全方位的學習。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1978年在蘇俄召開政府間環境教育會議，

認為有環境素養的人具有下列特徵（楊冠政，2003）：對整體環境的覺知與敏感

性，對環境問題了解並具有經驗，具有價值觀及關切環境的情感，具有辨認和

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參與各階層解決環境問題的工作。 

由上列美國環境品管委員會、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對環境素養的培養，認為

必須藉由各個適合學生學習需求的環境教育階段以蘊含對環境的敏感覺知性、

關切環境的情感與價值觀、辨別及解決問題的能力、參與解決環境的問題及經

驗的特徵，才能使環境素養在每個階段的學生身上扎根；由此也發現了，環境

素養並不是完成整個學習目標才能產生，因為每個環境教育階段課程在理論上

已涵蓋環境素養特徵，所以每個年段之學生應能養成此特質。  

Hungerford, Peyton 與 Wilke（1980）著重於環境教育應提升環境素養上，

建議四個目標水準：(一)焦點在建造在生物學基礎的領域上，像是互作用和相

互依賴、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和生態系發展系列。(二)幫助學生瞭解人類如何

查覺和評估環境。(三)調查並且評價課程，開發學生對環境問題調查環境問題

和發展可選擇的解決方案的能力。(四)教導學生需要採取必要的環境行動技能。 

Richard Wilke（1995）則認為環境素養應聚焦於有責任的環境行為上，環

境教育家必須在學生行為改變之前介紹「與環境有關地重要的生態學的觀念及

這些觀念暗示的環境間的相互關係」。  

由 Hungerford等人對於提昇環境素養應建立在瞭解生態、評估環境及負責

任的行為上，認為學生在瞭解生態的價值及重要之後，才能對環境生態產生評

估及負責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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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7）更進一步擴大了 Tbilisi 公告：環境

素養是所有的人基本的基礎教育，提供初步的知識，技術和動機給他們應付環

境的需要而且成為永續發展的因素，依個人的進展提升環境素養。 

 

四、國外對於環境素養涵蓋面向之分析 

Hungerford等（1985）為預測負責的環境行為，提出環境素養模式

（Environmental Literacy Model）。其所謂環境素養，是指有能力且願意依“ 兼顧

人類生活與環境品質” 來做決定，並據以行動；模式中認為具有環境行為能力的

公民，也就是具有環境素養的公民，在這模式中含有八個變項：環境問題的知

識、生態概念的知識、環境行動策略的知識、態度、價值觀、信念和環境的敏

感度及控握觀（與人格有關），構成環境素養的八個變項，各個變項之間有互動

的作用關係。 

Marcinkovski（1991）針對美國相關文獻進行全面評論，於 1991年提出之

環境素養，以九項敘述說明環境素養理念以及它和永續發展的關聯。這九個環

境素養變項包含：（一）環境敏感度（二）環境責任感（三）內控觀（四）環境

態度、（五）行動意願（六）採取環境行動策略的技能（七）採取環境行動策略

的知識（八）有關生態學與環境科學的知識（九）與有關環境議題的知識。 

美國測驗協會（ASTM）認為環境素養為一連續體，個人的環境素養可以

由零度至高的程度，也就是說個人環境素養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像是一般人

的語文素養是由認字、辨字、造詞、造句而至作文，因此 ASTM 對環境素養所

下的定義為：個人能將其所學的環境概念、技能和價值觀表現在可觀察的行為

上，並認為環境素養是經由名詞性素養（nominal environmental literacy）、功能

性素養（ functional environmental literacy）及操作性環境素養（operational 

environmental literacy）三個階層逐步發展而成（楊冠政，2003）。 

北美環境教育協會（NAAEE）對於環境素養的範疇界定，包括了「情意因

素」、「生態知識」、「對社會政治的瞭解」、「對環境議題的認識」、「分析、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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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斷等能力」、「自我期許及對個人責任的設定」、「主動參與問題解決的行為」

等類別。一位具有環境素養的人能夠瞭解生態與社會政治系統，並且能夠運用

其知識瞭解造成環境品質變化的原因(EETAP，2005)。 

    Roth（1922）提出環境素養的特性：1、環境素養是一種具備意識與說明健

康的環境系統之能力，並能採取適當行動去維護與提昇環境系統的健康。2、環

境素養可定義為一種可觀察的行為。意指具備環境素養者能運用所學的概念知

識與技能展現可觀察的行為，關心環境議題與所喜愛的人、事、物。Roth 為了

近一步定義環境素養將環境素養的層級分為名詞性環境素養、功能性環境素

養、操作性環境素養三級（Roth，1992 )： 

（一）名詞性環境素養：是指個人能將有關環境的基本詞彙用於日常與人的

溝通之中；具有名詞性環境素養者，將會對環境產生正向的覺知與敏感性，且

能尊重自然、關切人類對他們所造成的威脅，還具備有關自然系統如何運作、

人類社會與自然互動情形等相關知識。 

（二）功能性環境素養：意指個人對於自然或人類社會與自然間的交互作用

有廣泛的認識與了解，知道且關懷這些交互作用間的負面影響，具有分析、綜

合、評估資訊等技能，以依其個人的價值觀與倫理觀來對環境問題或議題做一

合理的估量，還會將其感受與發現傳遞給其他人了解。 

（三）操作性環境素養：意指其對於環境知識、技能與處理相關議題時，皆

明顯地超越具功能性環境素養的人；且其能收集、綜合適切的資料來做決定。

對於環境惡化的現象，有著強烈的參與感與責任感，不管是地區性或全球性的

活動他都願意以實際行動來證明。 

Roth 提出的三個環境素養層次可以作為規劃成人環境教育的架構。根據這

個架構，可以協助成人邁向更高層次的環境素養。並進一步指出，「在環境中」

的教育可幫助人們發展出對他們周遭之環境和自然世界的敏感度；「與環境相

關」的教育則會提升人們對組成環境的自然、物質和社會系統有進一步的瞭解；

「而為了環境」的教育則將會促使人們採取行動，引起人們改善環境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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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列對於素養的意涵之探討，延伸至環境素養一詞在環境掃盲運動中被

提出，其目的在於重新喚起人類自工業化以來對於環境的價值觀及倫理觀之重

視，而由各家學者提出環境素養的不同定義、內涵及操作型定義，以便對於環

境素養有更深切的瞭解，也促成各界的重視，進而有提出預測方法之理論產生。 

 

貳、環境素養相關理論 

一、Hungerford 和 Tomera 的環境素養模式 

Hungerford 和 Tomera（1985）為了預測負責任的環境行為，提出了包含環

境敏感性、控制觀、議題的知識、信念、價值觀、態度環境行動策略、生態學

概念等八個變項的環境素養模式（Environmental literacy model），如下圖所示。

 

圖 2-2-1 Hungerford 和 Tomera 的環境素養模式（1985） 

資料來源：張乃千(2003)，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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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認知性質變項的有：環境議題的知識、生態學概念的知識和環境行動

策略的知識。屬於態度變項的有：態度、價值觀、信念、和環境敏感度。另有

一類型的變項為控制觀。 

    由此可知，影響學生環境知識態度及行為表現的因素甚多，舉凡自原生環

境的背景、生活環境、曾經接觸過的資訊、個人特質等，都會影響。這也可提

供對於環境教育的著力對於提昇學生環境素養均有幫助及影響。 

 

二、Marcinkowski修正的環境素養模式：  

圖 2-2-2 Marcinkowski修正之環境素養模式  

資料來源：陳思利(2002)，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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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模式中將原有的「環境行動策略」變項更改為公民行動。公民行動的

產生與「行動動機」和「準備行動」兩個變項有關，而「行動動機」的形成賴

於「個人責任感」與「口頭承諾」；「準備行動」的形成賴於「行動策略知識」

與「應用行動策略的技能」，如下圖所示： 

 

三、環境行為模式之研究 

環境行為模式（behavior model）是環境教育學家將影響環境行為的相關變

項，根據彼此間的關係，以及對環境行為之影響所制定出來的。目的在解釋環

境行為之形成與改變，模式類別甚多，於此就下列各項說明：  

 

 

（一）傳統的行為模式： 

   對於環境與知識、態度、行為三者兼之關係，起初認為是呈直線關係，即認

為知識是影響態度的主要因素，態度影響行為的產生，行為是態度的表現。 

 

圖 2-2-3傳統的行為模式圖 

資料來源：何雅婷(2007)，p18。 

 

（二） Fishbein and Ajzen態度行為模式： 

    此模式提出：「個人對這行為的態度」和「他人期望他做的信念」促成行為

的產生的原因，其中態度的產生受「預期行動的結果」與「評估結果」而影響；

行動的主動規範則受到「對行動規範的期望」與「接受的期望」所影響。 

  

知識  

 

態度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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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態度行為模式圖（Fishbein and Ajzen 

資料來源：胡斐媛(2008)，p11。 

 

（三）Honnold 資源保育行為模式： 

 

資源保育行為模式是  Honnold and Nelson於 1980年所提出，此模式提出

需求的辨認、社會經濟狀況、了解問題的緊急性、支持資源保護、了解個人的

效能、問題解決性的評估、機動性的渴望等 6 個因素是支持資源保育的變因。

而「需求辨認」為模式之中心，是評估而產生行動的動力。所謂的「需求辨認」

是指用知識解決存在的問題，能夠直接產生支持資源的行為，也可以經過瞭解

問題的緊急性、了解個人的效能、問題解決性的評估而產生行動。根據學者的

分析，模型中影響需求辨認的最大因子則是社會經濟狀況、機動性的渴望。 

評估結果  

對行動的特別態度  

行動規範的期望  接受期望  

  意圖採取行動  

行動的主要規範  

預期的行動結果  

    採取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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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Honnold 資源保育行為模式 

資料來源：胡斐媛(2008)，p12。 

 

（四） Hines , Hungerford 與 Tomera 的負責任的環境行為模式： 

1986 年 Hines 等人以 128 篇關於環境行為相關研究做後設分析，出版了

在環境教育上有關行為研究的重要分析文獻，並提出了負責任的環境行為模

式。此模式提出影響環境行為的變項可分為：1.認知變項（包括了採取環境行

動策略的技能、環境行動策略的知識及有關環境問題的知識）。2.個性因素（環

境態度、控制觀、個人的責任感）。3.採取環境行動的意圖。4.情況因素：（如

經濟限制、社會壓力、選擇不同行動的機會等）。 

其中模型內的「對議題本身知識」的瞭解為採取行動的首要條件。在個人

企圖對特定環境問題採取行動前，他必須對於這個議題的存在有所認知，搭配

知識的技巧（對特定議題行動策略的知識）、願意行動的意願與情況因素（經濟

與社會壓力、選擇不同行動的機會）來增強或降低行動力（胡斐媛，2008）。  

楊冠政認為這模式對教育者的意義是環境行為相關變項可藉由教育的力量

予以改變，改變最顯著的變項就是關於問題的知識、行動的技能以及行動策略

社會經濟狀況  

需求的辨識  

機動性的渴望  

支持資源的保護  

問題解決性的評估  

了解個人的效能  

了解問題的緊急性  



 
 

 

36 

的知識，而這些是教育學者較容易掌握的，亦是較可以藉由教育的力量改變的。 

 

 

圖 2-2-6負責任的環境行為模式（Hines,Hungerford與 Tomera,1987） 

資料來源：何雅婷(2007)，p20。 

 

（五）Hungerford 與  Volk 的環境公民行為模式 

    此模式依可能形塑人們的環境行動的變項分做三大類，其發展先後順序：

1.基礎變項類（包括了對環境敏感度、生態學知識、中性人格，與對於污 

染、科技及經濟的態度）。 

2.所有權變項類（包括了對環境議題的深入了解、個人對環境議題的興趣、

對於採取環境行為所產生復果的知識、與個人對解決環境議題的承諾）。 

3.強化變項類（包括採取環境行動策略的知識與技能、控制觀、與採取環

境行動的意圖）。 

Hungerford 與 Volk 認為這三大類變項之問除了有發展的先後順序外，各

變項問仍存有複雜的交互作用。 

 

       

個人的責任感  

控制觀  

態度  

採取環境行動

的意圖 ’ 

情況因素  

行動策略的知識  

問題的知識  

個性因素  

行動技能  

負責任的環境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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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Hungerford and Volk 的環境公民行為模式環境公民行為模式 

資料來源：張乃千(2003)，p21。 

 

（六）環境素養與心理變項之理論架構 

透過環境議題的覺知與調查，雖有助於促進多數學生的環境行動，但對部

分學生而言，課程中有關環境問題的負面影像或訊息常使學生感到沉重沮喪，

進而影響其內控觀、環境責任感、及環境行動的提升。因此許世璋（2005）提

出涵蓋環境素養變項與心理變項的環境行為模式，模式中的社會支持主要指「從

事個人或組織性的環境行動時，從周遭人物或組織所能獲得的支持，如資訊性、

意見上、或情感上的支持。」另外出現的新變項「環境希望」則為「在解決環

境議題的過程中，一種內在的力量，使人得以超越目前的挫折，並是一種建立

在真實的基礎上，對於現實美好未來充滿信心的期盼。」（胡斐媛，2008）依此

基礎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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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變項               主要變項            主要變項          

  環境敏感度             對環境議題的深入了解       採取環境行動策略的知

識和技能 

   控制觀 

                                                    行動意圖 

 

次要變項               次要變項            次要變項        

1生態知識                1採取環境行為後所產生      1對環境議題的深入 

2雙性人性格               後果的知識                 瞭解 

3對污染、科技及          2個人對解決環境問題      

經濟的態度               的 承諾 

 4對環境議題的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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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論架構，影響環境行動的變項包括基礎變項、所有權變項及有力感變項，這

三組變項除了是影響環境行動形成的潛在因子，也是環境教育的教學目標，各

組變項之間亦存在著交互作用，所以各變項均可能直接導致環境行動。 

就以上各環境行為模式來看，促使人們產生負責任的環境行為的因素有許

多，各模式問組成因素的意涵也大同小異，但在環境素養與心理變項之理論架

構中，多了「社會支持」、「環境希望」兩個不一樣變項，因為考量人們想法之

變因，對於解釋環境行動的效力相對提昇許多。因此本研究將延用此理論架構，

並根據受測者年齡以修改問卷內容。 

 

 

圖 2-2-8 許世璋的環境行為模式 

資料來源：胡斐媛(2009)，P18。

基礎 

變項類 

所有權 

變項類 

有力感 

變項類 

環境 

行動 

●環境敏感度       ●環境責任感        ●行動意圖 

●有關經濟與       ●有關環境議題      ●控制觀 

污染的態度         的知識 

●有關生態學                           ●環境希望 

●社會支持 

●採取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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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環境素養相關研究 

 

依據前一節對於環境素養意涵之探討，瞭解環境素養的要素，由許多關於

環境素養之相關研究發現，以對於環境行為之預測及相關影響之調查最多。 

學校教育的教學目標以認知為主，但情意變項和認知變項對於預測環境行

動意圖，依研究結果顯示有同等重要，所以藉由相關研究之探討，加強對於學

生在環境素養表現的瞭解。 

 

壹、環境倫理與價值觀之研究 

在探討環境素養之相關意涵時，多是依據國外的研究模式來探討，但是因

為發覺我國許多民間機構或團體對於環境保育教育及行為上成效斐然，甚至比

政府機構更有成效，除了理念相合之志工結合成的團體外，宗教亦是其中之一。

所以在此特別加入倫理與價值觀之探討。  

倫理(ethics)是一種行為標準，常依據社會文化不同賦予不同評價，因為有

受到評價的壓力，而使個人產生一種為了合乎社會角色要求而遵循規則的行為

或現象，因為我國文化悠久致產生必須遵循的倫理規範內容範圍甚廣。倫理學

對於環境教育的影響主要是著重在具有道德的人「應該」如何表現，而價值觀

的重點則在於決定一個人「實際上」如何表現的不同信念和態度。個人價值觀

的形成從周遭環境的人事物及文化中學習而來，成年之後，常會尋求與自己在

孩提時代所學到的價值觀相符的環境。所以，依此觀點來看，倫理觀的形成對

於成長中之個體亦有深遠的影響，成長過程中如何去影響他，對成長結果有決

定性的影響。 

道家之環境倫理觀：「齊物論」認為宇宙萬物平等的生態智慧，並「順應自

然」的萬物環境倫理原則、「無知無欲」的環境素養；「仁民愛物」之存仁心、

盡人性的環境素養。佛教的眾生平等論：基於「眾生平等」且「相互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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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論，並以護生、孝順為主的環境倫理原則。宋明儒家的「天人合一」論，

融合儒、釋、道三家的生態智慧，強調以「一體之仁」為主的環境倫理原則，「靜

觀自然」的倫理規範，「體證」及「持敬」的環境素養。西方思想家之環境倫理

觀可歸納為下列數點： 

一、人類中心主義建立在人類利益及人權的理論基礎上，惟有持續性的維

持環境才能保有人類生存的利益。 

二、.生命中心主義理論建立在天賦價值、物種的平等原理之上，主張五種

優先倫理原則，特別講究誠信、生態正義、不傷害、不干擾的倫理規則。 

三、環境整體主義（或環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理論建立在內在價值原

理之上。 

Holmes Rolston認為環境倫理是「探討人的環境權益與義務，以及人與自

然關係之間和諧平衡的問題。楊冠政（2003）認為：環境倫理就是一套有助於

地球生態完整性的價值觀與行為，亦可稱為環境道德，為行為的規範與準則。 

從古今中外學者對環境倫理所提出之註解，可發現其中心思惟為與保持與

環境互動的和諧性，是維持人類生存的利益所在。環境倫理之應用在學校教育

方面，隨著鄉土意識的注重，讓人們有更多的機會去關心人與環境的關係。  

 

貳、以環境素養為主題之研究 

環境素養之研究對象由國小學生至老師皆有，由行政機關人員至遊客、義

工都涵括，表示環境素養這個研究主題含括各層面，所採用之方法、所研究的

面向、所發現的結果可謂非常豐富，研究結果所表現出的多為當地之特點，並

無法推估至地方，因為境教之影響、生活習慣之殊異，由環境行為理論研究中

即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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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行為因素之研究 

陳思利、葉國樑曾經對於屏東縣國中學生做過環境行為與相關因素之研

究，探討影響國中學生採行環境行為的因素，發現：環境敏感度及應用環境行

為技能的覺知對環境行為意圖具有預測力；且有許多屬於情意領域的變項（內

外控信念、環境責任感、環境敏感度及環境行為態度等）與環境行為意圖有顯

著的正相關。並提到「環境教育的內容絕不能只偏重在認知領域上，還需加強

情意領域的部份，而為使環境教育的教學能充分達成情意領域的教學目標」。其

研究亦提出：環境行為不會因為性別及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而有顯著差異，但會

因年級不同而有所差異；一、二年級學生說服他人採行環境行為之表現都高於

三年級學生；最有效預測環境行為意圖的變項是環境敏感度。  

依據胡斐媛（2007）的研究發現，環境教育課程的介入，能有效地提昇各

變項表現。教學介入前最重要的預測變項為環境敏感度，但在教學介入後，最

重要的預測變項變成行動意圖、有關環境議題的知識、內控觀與環境責任感等。

這說明環境敏感度對環境行動的影響力降低，有關環境議題的知識、行動意圖、

內控觀與環境責任感等變項的影響力則相對提升。由於環境敏感度的培養，需

要長期對自然環境有所體驗、經歷或是模範角色的引導，而重要預測變項之ㄧ

的「過去環保相關活動的經驗」突顯出使學生採取更多環境行動的方法，除了

透過學校教育的教學介入外，亦可藉由參加環保社團來提升。  

學校教育的教學目標以認知為主，但情意變項和認知變項對於預測環境行

動意圖，依研究結果顯示有同等重要，所以藉由調查及社會科學研究工具之運

用，對於瞭解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對學生在融合認知、情意教學、注重行為技能

之環境素養要項之表現情形應有所助益。     

影響學生環境知識態度及行為表現的因素甚多，舉凡自原生環境的背景因

素、生活環境、曾經接觸過的資訊、個人特質等，都會影響。這也可提供對於

環境教育的著力，對於提昇學生環境素養各方面表現均有幫助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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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素養相關研究 

表 2-3-1 環境素養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主研究主研究主研究主 題題題題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年年年年  

花蓮縣國小現職

與職前教師環境

素養評估與負責

任環境行為預測

變項之分析  

以美國環境素養評估協會提出

之環境素養架構，對職前與現職

教師的環境素養現況做一瞭

解。以次數分配、複迴歸分析、

單因子變異數分析、相關等統計

方式進行研究。  

現職教師在環境素養各個變項得分

上，除環境態度得分顯著低於花師大

一生外，在其餘變項得分上均顯著優

於大學部學生。環境素養預測變項間

部份有正相關。  

91 

融入式環境教育

課程對國小學童

環境素養影響之

研究  

環境素養以平均值與標準差呈

現。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實驗組

與控制組的差異情形。  
以單因子變異數分析考驗不同

家長職業、教育程度、環境相關

資訊來源等項之環境素養差異。 
Person 積差相關分析、多元迴歸

分析了解五個向度間的關係。  

環境教育課程融入對自然科的學習

成就並未造成影響，而學生的環境素

養卻達到明顯的提昇。學生性別，家

長職業、學歷，學生環境相關資訊來

源對學生的環境素養並無影響。環境

素養五個向度內涵間皆有著顯著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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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地區國小一

至三年級學童應

有的環境素養內

涵之探究  

以專家訪談、教師團體焦點訪

談，課程中涵涉環境素養者，綜

合分析的結果設計成調查問

卷，了解教師對於環境素養內涵

的看法，透過教師觀察了解學生

環境素養的表現情況。  

環境素養是具備與環境相關的自然

與人文素養的能力，包括認知、態

度、價值觀、技巧、行動與參與的能

力。學生環境保護活動的規劃及參與

是需加強；家長環境行為習慣也影響

孩子。  

93 

台中縣市校園環

保義工家長人格

特質與其環境素

養之研究  

了解校園環保義工家長的人格

特質與其環境素養相關性，環境

素養包括：環境知識、環境技

能、環境態度、環境行為，進行

問卷調查輔以訪談。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環保義工家長的

人格特質與其環境素養相關且多具

正面的影響  

93 

國家公園遊客環

境素養評估與保

育行為意願變項

之探討  

以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客中

心遊憩的遊客為研究對象，探究

遊客所具備的環境素養，探求影

響保育行為意願的最佳變項

組，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  

國家公園遊客所具備的環境素養，在

保育行為意願方面是說服及法律行

動、生態管理與政治行動，最後是經

濟行為。  

93 

花蓮教育大學學

生環境素養評量  
以 Hines的環境行為模式、

Hungerford & Volk環境公民行

為模式，以及 Marcinkowski & 
Rephring環境素養架構。  

大一生在「行動意圖」、「控制觀」、「環

境希望」、「社會支持」、「環境行動」、

「採取環境行動策略的知識」、「採取

環境行動的技能」、「有關生態學和環

境科學的知識」和「有關環境議題的

知識」等九個變項均優於大四生。  

94 

花蓮女中根與芽

服務學習計畫的

實施與評量研究  

採準實驗、前後測設計，研究對

象為全體高一學生 420 位。研究

工具包括服務學習量表、環境素

養量表、大學考試入學中心興趣

量表及學年學業成就、德行成績  

學生在國中時期參與社區服務經驗

貧乏。參加服務性社團學生較不參加

者更具社會正義、環境素養、環境敏

感度與環境希望感。  
三、計畫實施後顯示能促進學生的：

社區服務態度、個人與人際發展、生

涯技能、個人效能、職業技能與溝通

技能等。  

96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理（全國碩博士論文資訊網相關研究 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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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內容之分析 

依據相關研究整理發現，研究對象、層面、設計、目的，得到下列結果： 

1.關於大學生之研究，因為研究對象年齡之關係，涉及的變項較多，包含

學生選修課程的不同、參加社團、打工接觸的環境等，所以研究內容多樣、

變項較多、無法以簡單的分析方式清楚確認變項間之關係，研究內容需較深

入且多方向之研究。  

2.關於高中生之研究則因為學生社會化之情形較簡單，無大學生選課多樣

化及外出打工之情形，以採用接觸環境保護相關社團之研究，暸解參與計畫

者之環境素養相關層面之表現有何影響作結果之分析研究。 

3.關於教師環境素養之研究，則著重於了解具有環境素養之教師是否對於

培養學生具有此特質或行為能力有所助益，或是了解教師環境素養表現之不

同是否與任教學科、曾修習過課程、參加相關研習及社團活動性質有關，並

分析出尚需加強事項。 

4.國小學生之環境素養相關研究，有以主題課程設計了解變項實施結果之

研究是否有人口學方面變項上之差異，另外或以問卷方式進行抽樣調查研

究，再推論出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5.環境保育相關志工之研究則在於瞭解環保類志工具有之特質及觀念，以

問卷或訪談方式分析其參加的動機等趨向。 

6.政府機關人員之研究部分，則在於瞭解從事環境教育相關部門之人員對

於環境相關議題之瞭解情形。 

 

（二）環境素養相關研究變項內容  

1.以花蓮縣現職國小教師與職前教師在環境素養之認知、情意、技能、行

為四項層面之問卷調查結果（張乃千，2002）：（1）現職教師的環境行為表現

均優於職前教師。（2）在環境態度上是職前教師唯一優於現職教師。 

2.以新竹地區 300 位現職教師及就讀師範學院之職前教師為研究對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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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素養之認知、情意、技能、行為四項層面之問卷調查結果(郭怡君，2002)

發現：（1）國小在職教師在情意層面、認知層面得分最高，技能方面最差，但

均較職前教師為佳。（2）情意、技能及行為三個變項互有相關，認知層面表現

僅和情意表現有關聯。 

3.以在中學時接受不同版本教材教學的大一與大四生，進行環境素養的評

估與環境行動預測變項之分析，（陳綺鄉，2006）：（1）環境敏感度、環境責任

感、環境態度、環境希望、社會支持、控制觀等方面之表現為大一學生優於大

四學生。（2）採取環境行動策略的知識、有關生態學及環境議題知識、行動意

圖及採取環境行動策略的技能等方面，則是大四學生優於大一學生。    

4.對曾經參加過環保相關活動或環保社團成員之高中學生作環境行為表現

之問卷調查（吳鵬兆，2001）的研究顯示：（1）學生的環境行為不因學生居住

地區不同而有差異。（2）從學生於環境知識問卷調查結果表現，無法推測是否

能有良好的環境行為。（3）曾經參加過環保相關活動或環保社團成員之學生的

環境價值觀與環境行為表現，顯著優於未參加過類似團體或活動之學生。 

5.以屏東縣四所國中學生背景因素對環境行為影響之研究（陳思利，2002）： 

（1）學生環境行為表現不因性別、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而有差異，但不同年級學

生有差別。（2）研究對象之環境問題知識、行為覺知、行動技能，內外控信

念、環境責任感、敏感度、行為態度等與環境行為有顯著正相關。 

6.以西部沿海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生為環境態度調查對象（劉俊昌等，2001）： 

（1）男、女學生於環境態度問卷調查測驗結果無顯著差異。（2）學生父母親

的學歷及職業，對學童的環境態度的影響並未達顯著差異。 

7.以國小學生在環境行為、環境知識上的研究（江東祐，2002），研究結果

為：（1）國小學生環境知識的來源主要為學校及傳播媒體。（2）高年級生的環

境知識較佳，無性別上之差異；市、鎮地區學生優於鄉村、山地地區。（3）環

境行為表現則是女生優於男生，但各年級沒有顯著差異。 

8.以實驗研究法針對國小某校學生以環境教育課程融入自然科的教學後，



 
  
 

45

學生自然科學習成績作為成果驗證之研究（李禎文，2002）：（1）以環境教育課

程融入自然科的教學後，學生的自然科學習成績並無影響，對環境素養有提昇，

尤以環境覺知、環境敏感度及環境概念知識的表現最好。（2）學生環境素養表

現不因性別而有差異，但女生的行動技能優於男生。（3）學生的家長職業、學

歷不同並未影響環境素養的表現。（4）環境素養的五個向度「環境覺知與環境

敏感度」、「環境概念知識內涵」、「環境倫理價值觀」、「環境行動技能」、「環境

行動經驗」各層面有顯著相關。 

9.以高雄市四、六年級學生作環境知識、環境態度與環境行為上之調查研

究（沈廣城，2002）之研究發現為：（1）學生在環境知識、態度、行為表現上，

六年級學生優於四年級學生，學生家庭社經地位不同，對學生表現有影響，環

境行為表現女童優於男童。（2）環境知識、態度、行為表現各層面有正相關。 

10.以台南縣四、六年級學生作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識、環境價

值觀與態度、行動技能與行動經驗上之調查研究(王素貞，2003)，研究結果為： 

（1）學生在環境覺知與敏感度、行動技能表現，因性別、年級、家庭社經地位

不同而有顯著差異。（2）環境概念知識、環境價值觀與態度因學生年級、家庭

社經地位不同而有顯著差異。（3）環境行動經驗表現因性別、家庭社經地位、

城鄉差異而有不同，年級則無顯著差異。  

11.以苗栗縣國小學生在環境敏感度、議題知識及行為之研究（徐永鑫，

2005）：（1）環境敏感度、環境議題知識及環境行為表現間呈現正相關。（2）綠

色學校與非綠色學校之學童在研究變項上之表現無顯著相關。（3）環境議題知

識因為年級、環保經驗、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而有顯著差異。（4）環境行為在

性別上達顯著差異。  

12.以桃、竹、苗三縣之綠色學校與一般學校抽樣六年級學生在環境知識、

態度及行為上之研究（賴銀海，2005）：（1）在環境知識表現上，綠色學校學生

和一般學校學生無所差異。（2）在環境態度與環境行為上，綠色學校學生優於

一般學校學生且達顯著差異。（3）學生在環境知識、環境態度及環境行為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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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有正相關。 

13.Hounshell＆  Liggett（1973）以美國北卡羅來納州六年級學生不同性別、

城鄉等因素研究在環境知識、環境態度上的表現情形：（1）城鄉因素對環境知

識的了解程度有差異，且男生優於女生但未達顯著差異。（2）城鄉地區之不同

對於學生環境態度表現沒有明顯影響，但是女生優於男生。（3）學生環境知識

與環境態度呈正相關。 

14.同樣以環境知識與環境態度表現來調查美國紐約州七年級不同性別、家

庭社經地位學生（Schlageter，1980）結果顯示：（1）環境知識上，男生優於女

生，來自高社經地位家庭者優於較低者。（2）環境態度上則男生優於女生；學

生環境知識與環境態度呈正相關。 

15.Scott and Willits（1994），以美國賓州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成年

人作環境態度與環境行為之研究發現：（1）環境保護政治行為的參與表現，男

優於女；環境保護消費行為女優於男。（2）環境行為表現則是年輕者優於年長

者。（3）環境態度與環境行為間的相關程度微弱。（4）教育程度較高者表現出

較多的負責任行為。  

16.以環境知識與環境行為對美國四至十二年級學生作研究（Rockland，

1995）：（1）學生環境知識表現以四、五年級學生較佳，隨著年齡增加而減少以

高中生表現最差。（2）發現美國高中生若有較多的環境知識則其環境行為表現

就越多。 

綜合上列研究結果發現，每個地區的研究對象在相同的年齡層之表現不見

得相同，唯有深入瞭解各項背景因素，才能得到較確切的答案趨向；雖然不同

地區研究結果不甚相同，正顯示出環境素養各面向之研究有其價值性存在；以

上列研究的背景變項經歸納整理包含：對象、性別、年級、家庭背景因素、所

居住地區及課業成績表現等項。在環境素養表現方面：環境相關知識、對環境

的覺知及態度、保護環境的行動與行為之調查統計、處理及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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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環境素養相關研究結果達顯著差異情形一覽表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變項 探討相關之變項 有顯著相關 

國小高年級

學生 

環境行為、環境認

知問卷調查 

環境行為、環境認

知、地區、性別 

女行為優於男    

市知識優於鄉    

國小學生 實驗研究與自然

科成績之相關 

性別、家長職業、居

住地區、環境行為 

女行為優於男    

 

高雄市 4.6 年

級生 

環境行為、環境認

知態度問卷調查 

年級、性別、各層面

相關性 

女行為優於男    

各層面相關      

苗栗縣國小

學生 

是否為綠色學校 年級、性別、環保經

驗、家庭社經地位 

環境議題知識    

女行為優於男    

桃竹苗三縣

國小學生 

是否為綠色學校 環境知識表現、環境

態度與環境行為 

綠色學校學生態

度與環境行為     

各變項間有相關 

美國北卡羅

來納州六年

級學生 

環境知識、環境態

度上之問卷調查 

性別、城鄉  環境知識與環境

態度呈正相關     

美國紐約州

七年級 

環境知識、環境態

度上之問卷調查 

性別、家庭社經地位  男優於女         

美國賓州成

年人 

環境態度、行為 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 

行為男＞女， 

消費保護女＞男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理  

 

根據上列有關於環境素養各面向之研究，國小學生的環境行為部份有三個

研究發現女生顯著優於男生：市區學生的環境知識顯著優於鄉村地區學生。 

    國外研究部份則發現男學生的環境行為顯著優於女學生；但是消費者保護

行為（選擇環保家用品等）則是女生顯著優於男生。 

    在環境知識、環境態度及環境行為各面向之相關性部份：國內及國外之研

究皆發現，環境知識、環境態度及環境行為之間有正相關存在，三個面向中各

因素得分之高低會影響其他面向行為，亦即三個面向或其中某個變項的表現較

佳者，會提昇其他面向的表現情形，由此發現，提昇學生的環境敏感度或環境

知識，會提昇環境保護行為產生的動機，或能增進負責環境行為出現的機率。   

根據上表發現國內外研究，都將性別列為探討的因素之一，顯示性別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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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環境素養的重要因素之一，男、女生在環境素養上表現，各研究結果並無

定論。因此，為進一步確認性別對環境素養的影響，本研究將性別列入不同背

景變項之一。 

學生就讀年級代表年齡，是各種素養測驗或態度評量的主要背景變項之

一。依上表得知，以整體來講，雖然有部份研究顯示年齡會影響環境素養，但

如果單就國小學生來看，則皆顯示六年級學生的環境素養高於不同年級學生；

再則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中教育階段亦即九年一貫課程行為指標最後一個階段

之學生的環境素養，故將年級做為研究變項之一。 

此外，尚有其他因素，例如興趣、家庭社經地位、學校類別、地區。因礙

於資料蒐集及時間等因素，本研究僅以性別、年級、學校所在區域為學生背景

變項。至於未蒐集的相關因素留做後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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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的現況，並探討學生個人背景

變項與環境素養之關係，採量化研究方式，藉由問卷施測方式來收集資料。為

達成前述目的，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探討來訂定研究架構，並參考相關文獻與

相關專家學者的意見改編適合國中學生填答之問卷。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進

行資料蒐集，以 SPSS for Windows 15.0 進行資料的分析，依據分析的結果陳述

研究發現。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

研究假設，第四節為研究程序，第五節為研究工具，第六節資料處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目的，以背景資料、對環境的感受、生活中的行為習慣、對環境知

識認知等項目，進行學生環境素養表現之探討，提出之研究架構如下。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學生背景資料 

 

1 年  級  

 

   2 性  別  

 

   3 居住地區 

參加環保活動經驗情形 

 

環保資訊取得來源 

環       境         素       養 

 

1 環  境   的   感   受 

2 環  境   行   為   習   慣 

3 環  境   知   識   的   認   知 

 



 
 

 

50 

本研究所設計之國中學生環境素養研究架構如圖 3-1-1 所示，係依據研究

動機與目的、待答問題、相關文獻資料之分析整理後而提出，以不同背景變項

加以考驗，並分析各變項間的關係。 

本研究變項分為自變項及依變項兩部分，其中，自變項包括個人變項（性

別、年級、居住地區）；依變項則是國中學生環境素養（八個面向：環境敏感度、

環境信念、環境態度、環境價值觀、控制觀、行動技能、行動經驗、環境生態

知識）。本研究旨在了解屏東縣國中學生之環境素養。 

本研究架構說明如下： 

一、背景變項 

本研究所稱之個人變項是指有關填答者之個人特質，兹分述如下： 

1.性別：分為男、女兩纇。 

2.年級：分為一、二、三年級。  

3.居住地區別：分為市、鄉、鎮、原住民偏遠地區。 

二、依變項部份 

1.有關參加環保活動次數及獲得環保知識來源部份，是以簡單的描述性統

計做現況分析。 

2.學生之基本資料與素養的關係則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數變異數分析

的方式，瞭不同背景之國中學生環境素養是否有差異，如果 F 值達到顯

著水準，則再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 

3.利用迴歸分析國中學生環境素養各向度的預測力。 

三、根據上述各部分的問卷分析結果，作成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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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學生即學生在對環境的感受、環境行為實際表現及與

環境的相關知識上是否因其背景資料不同而有差異。 

研究樣本以屏東縣公立學校國中學生為母群體，按全體學生數採分層隨機

抽樣，共計抽取 1000名學生為研究對象。 

 

一、 屏東縣各國中學生數  

表 3-4-1 屏東縣各國中學生人數統計表 

校名 

人數 

明正 

3520 

中正 

3179 

公正 

862 

鶴聲 

1192 

至正 

973 

長治 

481 

麟洛 

526 

九如 

1022 

校名 

人數 

里港 

996 

鹽埔 

860 

高樹 

508 

高泰 

161 

內埔 

1284 

崇文 

734 

竹田 

287 

潮州 

1825 

校名 

人數 

光春 

590 

萬巒 

817 

新埤 

106 

萬丹 

1406 

萬新 

850 

新園 

1206 

東港 

2536 

東新 

782 

校名 

人數 

林邊 

596 

南州 

381 

佳冬 

352 

琉球 

286 

車城 

513 

恆春 

1041 

滿州

205 

瑪家 

232 

校名 

人數 

泰武 

149 

牡丹 

119 

獅子 

137 

大同 

1245 

枋寮 

954 

來義 

468 

南榮 

1581 

合計 

48880 

備註：1.學校所在鄉鎮市說明：屏東市 6 所，高樹鄉、內埔鄉、潮州鎮、萬

丹鄉、東港鎮各 2 所，其餘各鄉 1 所。 

2.大同、枋寮、來義為縣立完全中學，施測對象為 7-9 年級學生；共計 29 鄉

鎮市、39 校 48880人。 

資料來源：屏東縣政府(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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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樣本分層取樣分配表 

    屏東縣國中之設置原則上一鄉一校，鄉之人數多者則設置 2 校，鎮亦設置

2 校，僅高樹鄉有 2 所國中，霧台鄉因學生數少無設置國中為例外，屏東市則

有 6 校。依據上表統計，屏東全縣國中學生再加上 3 所完全中學國中部學生則

超過 5 萬人，若以普測之方式則考慮受限於資料收集及經濟因素，且為了取得

不同地區學生資料，故採配額隨機抽樣之方式。 

屏東縣轄南北狹長，行政區包含市、鄉、鎮、原住民地區偏遠等區。依各

區人數比例決定抽樣數，按上表全縣學生數，決定各區取樣約以 1/50 比例抽

取，抽取樣本 1000人。 

 

表 3-4-2 正式抽樣人數表 

分區別 校數 學生數 樣本數 

市 6 10971 220 

鎮 5 5733 115 

鄉 23 29026 600 

原住民鄉偏遠地區 5 3150 65 

合計 39 48880 1000 

資料來源：屏東縣政府(2008) 

 

三、正式樣本 

    由上列市、鎮、鄉、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數統計數，再隨機抽取受測學校，

依據樣本數發送問卷，以班級為單位進行施測，受測學校、學生數及實際回收

數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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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正式抽樣人數分配表 

分區

別 

學校名稱 分配數 百分比 樣本數 實際回收數 

明正國中 110 110  

市 公正國中 

 

220 

 

22.0% 110 110 

鎮 東港國中 115 11.5% 115 115 

高樹國中    98  93 

萬丹國中 112 110 

九如國中   110 110 

車城國中  95  92 

來義高中  90  87 

 

 

 

鄉 

萬巒國中 

 

 

 

600 

 

 

 

60.0% 

 95  89 

偏遠 牡丹國中 65 6.5%  65  65 

合計  1000 100.0% 1000 981 

 

實際施測樣本為 1000份，回收 981 份，回收率為 98.1%，扣除漏答、無效

卷後，實際分析數 966 份，占施測對象的 96.6%。  

    依據回收後有效問卷進行分析，男生女生所占百分比約略相當，各年級 

學生數約各占三分之一，不同居住地區學生數與原配額取樣比例相當，如表

3-4-4 研究對象背景資料一覽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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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研究對象背景資料一覽表 

     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男 472 48.9% 性 

別 女 494 51.1% 

100% 

1 年級 323 33.4% 

2 年級 321 33.3% 

 

年 

級 3 年級 322 33.3% 

 

100% 

屏東市 183 18.9% 

鄉 604 62.5% 

鎮 76 7.9% 

居 

住 

地 

區 原住民偏遠地區 103 10.7% 

 

 

100％ 

426 44.1%  農林漁牧工          父親 

                    母親 240 24.8%  

177 18.3%  家管餐飲駕駛售貨     父親 

                     母親 444 46.0%  

195 20.2%  服務旅運會計辦公事務 父親 

                     母親 196 20.3%  

67 6.9%  

 

 

家 

長 

職 

業 

技術助理專業社工     父親 

                     母親 23 2.4%  

101 10.5%   軍公教醫律會計師藝文 父親 

                     母親 63 4.5%  

966  100%  合計          男 

 女 966  100%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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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待答問題及研究架構，提出下列研究假設： 

假設一：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之次數因背景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

異。 

假設 1-1：不同年級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次數有顯著差異。 

假設 1-2：不同性別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次數有顯著差異。 

假設 1-3：屏東縣鄉、鎮、市、偏遠地區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次數有顯

著差異。 

假設二：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來源因背景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

異。 

假設 2-1：不同年級的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來源有顯著差

異。 

假設 2-2：不同性別的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來源有顯著差

異。 

假設 2-3：屏東縣國中鄉、鎮、市、偏遠地區學生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來

源有顯著差異。 

假設三：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感受項目表現因背景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異。 

假設 3-1：不同年級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感受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 

假設 3-2：不同性別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感受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 

假設 3-3：屏東縣國中鄉、鎮、市、偏遠地區學生在環境感受項目表現有

顯著差異。 

假設四：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行為表現因背景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異。 

假設 4-1：不同年級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行為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 

假設 4-2：不同性別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行為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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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4-3：屏東縣國中鄉、鎮、市、偏遠地區學生在環境的行為項目表現    

有顯著差異。 

假設五：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知識項目表現因背景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異。 

假設 5-1：不同年級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知識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 

假設 5-2：不同性別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知識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 

假設 5-3：屏東縣國中鄉、鎮、市、偏遠地區學生在環境知識項目表現有

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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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程序共分為七個階段，茲就各階段工作詳述如下： 

一、蒐集資料： 

蒐集國內外有關氣候變化影響生態環境、國際間接連提出環境保護公約、

注意永續發展各種議題之內容，了解探討環境教育發展方向及趨勢。探討九年

一貫環境教育目標及各階段行為能力指標及環境素養相關研究及理論，以作為

本研究基礎。 

二、撰寫計畫： 

閱讀環境素養及相關資料，研擬研究主題，訂定研究架構，撰寫研究計畫。 

三、編製問卷： 

依據相關研究文獻資料，配合研究目的、參酌相關研究編製問卷，進行問

卷預試與修正。 

四、資料處理與分析  

收回之有效問卷，依照受測者年級、性別分類後依序輸入電腦，以 SPSS15.0

統計軟體進行統計研究分析。     

五、撰寫論文 

依統計分析之結果解釋本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歸納出具體結論並提出研

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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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國中學生環境素養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學生個人基本資料」、

「對環境的感受量表」、「環境行為習慣量表」及「環境知識的認知量表」等四

部份。在參考相關研究資料後發現，以許世璋教授指導研究之針對東部地區大

學生進行三次研究之問卷內容較為完備，於徵得同意後，進行工具編修，其過

程、信度、效度分析，詳列於後。 

一、量表編制依據 

為編製適合國中學生填答之環境素養調查問卷，又必須兼具問卷之信度、

效度，所以於參考相關研究之後，發現以許世璋教授指導研究生進行環境素養

相關研究之問卷內容較為嚴謹，於徵得其研究生同意後（亦徵詢過其指導教

授），進行工具編修，及問卷之信度、效度分析，以下再將原問卷介紹摘錄如下：  

本研究工具源自許世璋 (2004)所使用的量表，分成三個主要量表與一個背

景問項量表)。此量表採 Liu (1996)的社會支持量表、許世璋 (2004)環境素養量

表與環境希望量表，涵蓋的變項共有十三種變項(包含人口學變項)，以下將這

三個主要量表與背景問項量表使用理由分述如下：（節錄自胡斐媛 2008，P39-41） 

社會支持量表採  Liu (1996)所發展的量表，主要是為了瞭解「從事個人或

組織性的環保行動時，從周遭人物或組織團體所獲得的支持程度，諸如資訊上、

意見上、或情感上的支持」。許世璋 (2004)鑑於該量表曾以台灣大學生為研究

對象，實驗結果具有很好的信度與效度，因此將量表加以修改調整，共有八題

Likert-type 四分量表。 

環境希望量表許世璋  (2004)主要針對「環境希望」設計了十二題 Likert-type 

五分量表，該量表主要是要瞭解「在解決環境問題的過程中，一種內在的力量，

使我們得以超越目前的挫折，並是一種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對於實現美好未

來充滿信心的期盼」。許世璋  (2004)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環境素養量表乃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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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Hsu and Roth(1998)環境素養量表的量表，且主要是參考相關文獻如：Sia 

(1984)、Sivek (1987)、Marcikowski (1988)、Hungerford and Volk (1990)及

Marcinkowski and Rehring (1995)等。許世璋 (2004)認為 Hsu and Roth (1998)這

份測量環境素養的問卷，在信度效度方面有待改善的空間，將原來 Hsu and Roth 

(1998)的 75 題問項，增至 100 題。Hsu and Roth(1998)環境素養量表部分，分

成八個次量表，其中有五個次量表的問項題數增加，以改善其信效度。所修正

的五個次量表分別是，環境責任感、控制觀、環境態度、有關生態學與環境科

學的知識和有關環境議題的知識。許世璋  (2004)問卷中有關環境議題的知識，

及有關生態學與環境科學的知識兩個認知變項，是採自我評量(self-reported)的

方式進行作答，即由研究對象評估自己擁有多少相關的知識與技能，而非用真

正的知識與技能測驗來評量。 

Laing (1988)與 Osberg (1989)都指出，自我評量的量表若經過審慎的設計，

依然可具備極佳的信度與效度；而在實證上，Marcinkowski (1988)與美國的環

境素養評量小組  (Marcinkowski & Rehring, 1995)測試了這 4 個自我評量的變

項，證實它們都具備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因此大規模應用在美國學生的環境素

養評量上。 

自我評量的環境行動量表中的生態管理、消費者/經濟行為、說服、政治行

動、法律行動，要直接或間接測驗其實際行為，有一定困難度，倘若在問卷設

計上經過審慎的設計，並避免讓年齡太小(如小學生)的研究對象填寫，相信自

我評量的環境行動量表，依然能具備極佳的信度與效度 (Haynes, 1978; Osberg, 

1989)，故此部分也採取自我評量方式作答。 

由於原編問卷之分項及題數多，且研究對象為大學生，為改編適於國中學

生閱讀及適合其目前生活情況，故將內容縮減但兼具各層面問題，並將問卷內

容請學者、專家提供修正意見，而後編製成預試問卷。（詳見附錄二 )問卷與計

分原則，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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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表計分方式 

    計分方式採 Likert 五點量表的計分方式作答，每一個題目後面都有五個選

項：「非常符合」、「符合」、「尚可」、「不符合」、「非常不符合」。計分方法是「非

常符合」得 4 分，「符合」得 3 分，「尚可」得 2 分，「不符合」得 1 分，「非常

不符合」得 0 分。受試者在量表上的分數愈高，表示表現越好、保護環境行為

越正向、知識越豐富。     

  

三、預試的實施過程   

預試問卷依照比例原則，屏東市抽取 50 人；鄉抽取 126；鎮抽取 30 人；

原住民鄉偏遠區抽取 18 人，共抽取 224 份，採郵寄方式寄送問卷，並事前取得

施測單位同意、通知問卷寄達時間及施測注意事項。 

 

表 3-5-1 預試樣本數一覽表 

學校區位 屏東市 鎮 鄉 偏遠 合計 

男生 25 15 63 9 112 

女生 25 15 63 9 112 

合計 50 30 126 18 224 

 

 表 3-5-2 預試有效樣本數一覽表 

學校區位 屏東市 鎮 鄉 偏遠 合計 

男生 23 12 59 8 102 

女生 24 13 61 9 107 

合計 47 25 120 17 209 

 

預試量表題目完成後，立即進行預試工作。由於研究對象屬於全縣國中學

生，為了解決抽樣上的問題以及讓問卷具有效性，故抽樣方式採用立意取樣調

查，預試時間自民國 98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2 日為止，共發放 224 份問卷，回

收 224 份，回收率為 100％，有效問卷計有 209 份，可用率為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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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3 預試問卷施測結果一覽表 

年級 男生 女生 合計 

一 30 37 67 

二 32 35 67 

三 36 39 75 

合計 98 111 209 

 

四、預試問卷之分析  

（一）初稿編定與專家審查： 

依據相關研究文獻資料，配合研究目的、參酌相關研究主題編製問卷，邀

請研究相關領域學者及對於研究對象有關之專家如：校長、督學及教育行政人

員共 8 人以個別提供審查意見經研究者彙整分析方式，修正為問卷預試初稿。 

（二）.問卷預試與分析： 

以 SPSS15.0英文版進行分析。 

Kaiser（1970；1974）所提出的「取樣適切性量數」（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簡稱 KMO 或 MSA），KMO 值介於 0 與 1 之間，其值越

接近 1 時表示變項的相關性越高，越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表 3-5-5 KMO 統計量數之判斷準則     

KMO 因素分析的適切性 

 .90 以上 極佳的（perfect） 

.80-.90 良好的（meritorious） 

.70-.80 適中的（middling） 

60-.70 普遍的（mediocre） 

.50-.60 欠佳的（miserable）  

.50 以下 無法接受的（unacceptable） 

資料來源：邱皓政(2007)，p17-10。 

 

 



 
 

 

62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ity 可用來檢驗是否具有顯著的相關係數，顯著

的球形考驗表示相關係數足以作為因素分析抽取因素之用（邱皓政，2008）。 

本「環境的感受」分量表 KMO 取樣適切性檢定為 .881，接近 1。球形檢定卡方

值為 1370.058，達顯著，表示本量表適於進行因素分析，其他二個分量表亦是。 

 

表 3-5-6 環境素養各分量表之 KMO 值 

環境素養各量表 環境的感受 環境行為習慣 環境知識認知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

切性量數。 
.881 .925 .947 

Bartlett 球形

考驗 
近似卡方分

配 
1370.058 2146.825 2587.459 

  自由度 190 153 105 
  顯著性     .000 .000 .000 

 

本研究之環境素養各分量表：「環境的感受」量表之 KMO 值為.881，進行

因素分析之適切性為良好的；「環境行為習慣」量表之 KMO 值為.925，進行因

素分析之適切性為極佳的；「環境知識認知」量表為.947，進行因素分析之適切

性亦為極佳的。 

 

五、環境的感覺量表  

（一）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係以題項與總分相關法進行刪題，因此選取與總分相關係數高

於.4 者，結果發現於預試問卷中「環境的感覺量表」20 題中，未有任一題總分

相關係數低於.40 者，表示該題與層面有強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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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7 環境素養問卷項目分析相關係數摘要表 

對環境

的感覺 
數值 刪

題 
環境行

為習慣 
數值 刪

題 
環境知

識 
數值 刪

題 
1 .449  1 .555  1 .638  
2 .762  2 .551  2 .670  
3 .755  3 .529  3 .602  
4 .620  4 .604  4 .455  
5 .631  5 .511  5 .549  
6 .645  6 .554  6 .720  
7 .616  7 .657  7 .692  
8 .474  8 .642  8 .779  
9 .641  9 .490  9 .578  
10 .683  10 .770  10 .593  
11 .670  11 760  11 .674  
12 .647  12 .719  12 .688  
13 .524  13 .626  13 .574  
14 .773  14 .622  14 .742  
15 .746  15 .269 v 15 .574  
16 .677  16 ..654  16 .072 v 
17 .659  17 .651  17   
18 .685  18 .657  18   
19 .756  19 .560  19   
20 .681  20 .557  20   

 

「環境的感覺量表」每一題總分相關係數皆高於.40，各題予以保留。 

 

表 3-5-8「對環境的感覺量表」項目內容內部一致性分析摘要表  

 項目刪除時的

尺度平均數 

項目刪除時的尺

度變異數 

與總分相關

值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q1 47.51 114.936 .297 .902 

q2 47.60 111.797 .410 .899 

q3 47.76 109.328 .560 .895 

q4 47.97 110.666 .515 .896 

q5 48.25 108.499 .639 .893 

q6 47.85 107.378 .725 .891 

q7 47.42 118.571 .041 .912 

q8 47.87 110.591 .477 .897 

q9 48.01 108.128 .692 .892 

q16 48.53 116.081 .175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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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環境的感受量表中，第 1 題之修正的項目總相關為.297＜.05，刪除後

Cronbach's Alpha 值由.898提昇為.902；第 7 題為 .041＜ .05，刪除後 Cronbach's 

Alpha 值由.898提昇為.912；第 16 題為.175＜.05，刪除後 Cronbach's Alpha 值

由.898提昇為.906。  

（二）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因素分析來考驗本分量表之效度，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抽取因素，並以最大變異法（Varimax）進行正交轉軸，

最後萃取出四個主要成分，命名為「環境敏感度」、「環境信念」、「環境態度」、

「環境價值觀」。 

 

表 3-5-9 環境感受量表主要成份分析摘要表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成份成份成份成份  
 1 2 3 4 

q19 .788 .188 .193 .249 
q18 .774 .262 .226  
q20 .734 .284 .210 .207 
q17 .703 .172 .302 .220 
q9 .605 .506  .133 
q6 .578 .417 .280 .243 
q10 .254 .783   
q11 .222 .774  .117 
q5 .320 .694 .177 .125 
q12 .509 .562 .199 .180 
q4  .489 .458 .413 
q14 .254  .838  
q15 .256  .824  
q8 .129 .333 .467 .358 
q13 .395 .394 .461  
q2 .187   .852 
q3 .274 .239 .141 .777 

 

「環境的感受」量表經刪除第 1、7、16 題後，進行餘 17 題之因素分析，

萃取四個成分：成份一第 6、9、17、18、19、20 共六題；成份二第 5、10、11、

12 共四題；成份三第 8、13、14、15 共四題；成份四為第 2、3、4 共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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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0「對環境的感覺量表」可解釋變異量摘要表 

成份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總和 變異數% 累積% 總和 變異數% 累積% 

1 7.680 42.665 42.665 7.680 42.665 42.665 

2 1.656 9.202 51.867    

3 1.291 7.170 59.037    

4 1.000 5.557 64.594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萃取出四個主要成分，依據題意內容，命名為「環境價值觀」、「環境信念」、

「環境態度」、「環境敏感度」，可解釋變異量各為 42.665%、9.202%、7.170%、

5.557%，可解釋之總變異量達 64.594%，顯示本分量表的具有效度。 

（三）信度考驗 

本研究採用 Cronbach α 值來考驗環境素養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在「對環境

的感覺」量表中，刪除第 1 題、第 7 題、第 16 題，量表的 α 值為.916。 

表 3-5-11對環境的感覺預試問卷因素與信度考驗摘要 

因

素

層

面  

預

試

題

號  

正

式

題

號  

 因素

負荷

量  

解釋

變異

量  

累計解

釋  
變異量

% 
2 1 面對各種環境污染現象，常令我心生厭煩  .329  
3 2 我對於人為破壞自然環境的行為常感到生氣  .581 5.55 

環境

敏感

度  4 3 自然環境被破壞，我應該負起責任。  .561 

 
5.55 

 
8 4 我願意購買低污染的產品減緩破壞環境。  .521  
13 5 我相信藉著我個人的具體行動以改善環境問題。 .594 12.72 
14 6 我對於台灣的自然景觀生態，感到驕傲。  .513  

 
環境

信念  

15 7 我對於我居住地區的自然生態景觀，感到喜悅。 .454 

 
7.17 

 
5 8 看見破壞環境的行為，我願意主動規勸。  .640  
10 9 我願意影響長輩採取政治行動改善環境問題  .490  
11 10 我願意以『檢舉不法』的方式來改善環境問題。 .582 21.92 

環

境

態

度  12 11 我相信『堅持維護環境的行為』會帶動別人  .726 

 
 
9.20 

 
6 12 我願意藉由環保行為改善環境惡化的情形。  .747  
9 13 我願意意鼓勵他人採取行動來改善環境問題。  .664  
17 14 目睹家鄉環境遭受破壞，會激發環境保護行為。 .695 64.59 
18 15 在保護環境的行動中遇到挫折我還會繼續下去。 .694  
19 16 從事環境保護的行動，將使我的生命更有價值。 .722  

環

境

價

值

觀  
20 17 保護環境而奮鬥的人，我願意學習他們的行為。 .732 

 
 
42.65 

 

萃取方法：主成份分析法  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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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行為習慣量表 

（一）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係以各題與總分相關法進行刪題，因此選取與總分相關係數高

於.50 者，結果發現在預試問卷中「環境行為習慣量表」20 題中，有一題總分

相關係數低於.40 予以刪除；「環境行為習慣」20 題中，有第 15 題總分相關係

數為.269低於.40，予以刪除，各題與總分相關數值詳如表三-10 所示。  

 

（二）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因素分析來考驗量表之效度，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抽取因素，並以最大變異法（Varimax）進行正交轉軸，

最後萃取出三個主要成分，命名為「控制觀」、「行動技能」、「行動經驗」。  

 

表 3-5-12「對環境行為習慣量表」項目內容內部一致性分析摘要表 

 項目刪除時

的尺度平均

數 

項目刪除時

的尺度變異

數 

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 

複相關平

方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a1 38.92 137.609 .441 .489 .915 

a2 38.97 139.090 .443 .472 .915 

a3 39.73 135.303 .614 .434 .911 

a4 39.40 135.117 .597 .476 .911 

a5 39.47 136.529 .506 .398 .913 

a6 39.58 133.475 .628 .487 .911 

a7 39.93 131.130 .709 .628 .909 

a8 39.99 131.235 .691 .609 .909 

a9 39.69 134.821 .601 .487 .911 

a10 40.11 132.848 .650 .752 .910 

a12 40.07 130.601 .710 .697 .909 

a13 39.07 136.120 .561 .530 .912 

a14 39.56 131.094 .708 .603 .909 

a15 39.41 151.128 -.137 .180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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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行為習慣量表中，第 5 題之修正的項目總相關為.398，刪除後

Cronbach's Alpha 值由.提昇為.913；第 15 題為.180，刪除後 Cronbach's Alpha

值提昇為 .927。 

 

表 3-5-13環境行為習慣因素成份分析表 

題號 成份 

 1 2 3 

1 .167  .737 

2 .109  .734 

3 .637 .110 .388 

4 .554  .482 

6 .602 .193 .354 

7 .634 .470 .166 

8 .659 .453 .133 

9 .686 .218 .214 

10 .666 .575  

11 .632 .595  

12 .475 .707  

13 .149 .242 .736 

14 .356 .516 .471 

16 .457 .672  

17 .196 .817 .173 

18 .213 .628 .488 

19  .610 .502 

20 .129  .738 

 

「環境行為習慣量表」經刪除第 5、15 題後，依據前列方法進行因素分析，

萃取出三個成分：成份一為第 3、4、6、7、8、9、10、11 共八題；成份二為第

12、14、16、17、18、19 共六題；成份三為第 8、13、14、15 共四題，量表總

題數為 18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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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4「環境行為習慣量表」可解釋變異量摘要表  

成份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總和 變異數% 累積% 總和 變異數% 累積% 

1 8.066 44.813 44.813 8.066 44.813 44.813 

2 2.333 12.964 57.777    

3 1.014 5.632 63.409    

4 .841 4.674 68.084    

5 .723 4.016 72.100    

6 .649 3.606 75.706    

7 .583 3.237 78.983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萃取出三個主要成分，依據題意內容，命名為「控制觀」、「行動技能」、「行

動經驗」，可解釋變異量各為 44.813%、12.9642%、5.632%，可解釋之總變異量

達 63.409%。 

（三）信度考驗 

 本分量表採用 Cronbach α 值來考驗環境素養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 值及各題項於正式問卷題號詳見表 3-5-15。 

表 3-5-15環境行為習慣量表預試問卷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摘要  

層

面  
預

試

題

號  

正式

題號  
 因素負

荷量  
解釋

變異

量% 

累計解

釋  
變異量  

3 1 在公共場所看見垃圾我會主動隨手撿拾並清理  .614  
4 2 購物時我會避免購買過度包裝的產品     .597  
6 3 為了減少污染，我和家人儘量減少使用汽機車  .628  
7 4 我主動向別人說明環保對我們的重要性及影響  .709 44.81 
8 5 我常宣導人有向有關單位檢舉破壞環境的責任  .691  
9 6 我和家人在選舉時，支持注重環保的民意代表。 .601  
10 7 我經常主動參與支持環境保護的簽署活動。  .650 

 
 
 
44.81 
 

 

 
控

制

觀  
 

11 8 我常主動檢舉製造環境污染事件的人、事、物  .661 12.96  
12 9 我經常參與有關環保的民間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710 57.77 
14 10 .我經常提醒親朋好友，注意節省能源的行為  .708  
16 11 我常以信件或電話，投訴破壞環境的行為  .580 

 

 
17 12 我常跟親人或老師參與社區環境保護的活動  .644  
18 13 我能藉媒體圖書蒐集國內外環保議題充實知能  .704  

行

動

技

能  

19 14 我常認行並參與學校推行有關環保的活動  .586 

 
 
5.63 63.40 

萃取方法：主成份分析法  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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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環境知識認知量表 

（一）項目分析 

本分量表項目分析係以題項與總分相關法進行刪題，「環境知識認知量表」

16 題中，有一題總分相關係數低於.40 予以刪除，各題項與總分相關數值詳如

表 3-5-16所示。  

表 3-5-16「環境知識認知量表」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項目刪除時的尺

度平均數 
項目刪除時的尺

度變異數 
修正的項目總相

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z1 44.36 140.779 .735 .904 
z2 44.60 138.942 .760 .903 
z3 44.78 139.194 .720 .903 
z4 45.01 142.625 .628 .906 
z5 45.00 140.168 .697 .904 
z6 44.48 138.549 .783 .902 
z7 44.65 137.248 .773 .902 
z8 44.55 137.778 .827 .901 
z16 45.10 131.110 .244 .959 

 

（二）效度 

本研究以因素分析來考驗量表之效度，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抽取因素，並以最大變異法（Varimax）進行正交轉軸，

最後萃取出一個主要成分，將因素負荷量於.40 之第 16 題刪除後解釋量增加。 

 

 表 3-5-17「環境知識認知量表」可解釋變異量摘要表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成

份 總和 變異數的% 累積% 總和 變異數的

% 
累積% 

1 9.536 63.570 63.570 9.536 63.570 63.57 
2 .752 5.013 68.583    
3 .673 4.487 73.070    
4 .618 4.121 77.191    
5 .559 3.728 80.919    
6 .467 3.112 84.031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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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度考驗 

    本研究採用 Cronbach α 值來考驗環境素養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經刪除第 1

題後，因素層面之 α 值為.959。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及 α 值於正式問卷題號詳

見表 3-5-18。 

 

表 3-5-18環境知識的認知量表因素負荷量與信度考驗摘要 

因

素

層

面  

預

試

題

號  

正

式

題

號  

 因素

負荷

量  

解釋變

異量% 
累計解

釋  
變異量

％  
1 1 我知道地球環境重大危機包含有「地球高溫化」、  

「酸雨」、「臭氧層破洞」、「生物大量滅絕」等事件  
.765  

2 2 我知道建物、營造過程、材料使用對地球環境是負

擔  
.787  

3 3 我知道綠建築是興建建物時降低環境負荷新工法                .741  
4 4 我知道許多節約用水用電的知識，且一定具體做到  .633  
5 5 我認為雪山隧道開通對當地的水土生態等一定會

有影響  
.703 

 
 
 
 
 

 

6 6 因地球暖化致北極地區冰棚融化消滅，北極熊逐漸  
喪失棲地，不久後可能將成為瀕臨絕種的動物。  

   

7 7 興建湖山水庫，可能侵害保育類櫻花鉤吻鮭棲息繁

殖地  
.802 63.57

% 

8 8 我知道二氧化碳排放會造成溫室效應使地表溫度

升高  
.860  

9 9 我知道生產肉類比栽種植物消耗更多資源也製造

污染               
.724  

10 10 我認為居民的反公害污染之抗爭運動政府應重視。 .734  
11 11 我瞭解臭氧層破洞一定會破壞生態環境    .790  
12 12 我瞭解農藥化學毒性一定會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  .799  
13 13 我瞭解過度開發土地及漁塭會破壞生態及造成地

層下陷  
.718  

 
 
 
 
 
 
環

境

生

態

知

識  

14 14 我瞭解過度使用自然資源一定會破壞生態平衡  .835  
 15 15 我瞭解尊重自然規律是維持自然永續發展的要件   

     
.720 

63.57
% 

 

萃取方法：主成份分析法  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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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9預試問卷與正式問卷題號對照一覽表   

預試題號 環境素養面向 正式題號 素養要素 

q2、q3、q4 環境的感覺 1、2、3 環境敏感度 

q8、q13、q14、q15  4、5、6、7 環境信念            

q5、q10、q11、q12  8、9、10、11 環境態度          

q6、q9、q17、q18、

q19、q20 

 12、13、14、15、

16、17 

環境價值觀 

a3、a4、a6、a7、

a8、a9、a10、a11 

環境行為習慣 1、2、3、4、5、6、

7、8 

控制觀 

a12、a14、a16、

a17、a18、a19 

 9、10、11、12、

13、14 

行動技能 

a1、a2、a13、a20  15、16、17、18 行動經驗 

z1--z16 環境知識的認知 1--15 環境生態知識 

 

九、 正式施測部分 

本調查問卷之施測，於正式問卷編製完成、樣本決定後，與受測學校電話

聯絡，並告知問卷寄出日期及應該注意事項，以班級為單位進行施測，於五月

下旬寄出問卷至六月中旬全數回收，問卷回收期間並以電話詢問進度及瞭解問

卷寄回日期。 



 
 

 

72 

第六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正式施測之問卷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依年級、性別及學校順序

編碼與登錄，並依原定之記分方式計分，將資料輸入 SPSS15.0英文版軟體進行

統計分析。玆將分析方法敘述如下： 

一、敘述統計 

本研究旨在了解屏東縣國中學生的環境素養之現況。使用描述性統計分析

受試學生在參加環保活動、獲得環保知識的來源、對環境的感覺、環境行為習

慣及環境知識的認知上之得分情形。 

二、獨立樣本 t 檢定  

以一個自變項（二個母群平均數）考驗一個依變項，檢定兩組類別自變項

間平均值差異之分析方法，。本研究採此方法檢定不同年級、性別、居住地區

之學生，在獲得環保知識來源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三、單因子變異數分析 

為檢定一類別（Nominal）自變項（三個以上母群平均數）對一等距（ Interval）

依變項之影響的方法，即檢定自變項的組間是否有差異。若達到顯著差異，且

符合變異數同質性，則以薛費法「Scheffe Method」進行事後比較。本研究採此

方法探討學生在環境素養各層面的表現情形，是否會因年級、居住地區之不同

而有差異。 

四、卡方檢定 

了解不同年級、不同性別、不同居住地區學生在環保知識來源有無差異情

形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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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的目的在考驗研究者提出之假設。研究者利用自編之「屏東縣國中學

生環境素養調查問卷」，針對屏東縣各鄉、鎮、市、原住民偏遠地區之學生施測，

並依據問卷調查所得之實證資料，運用統計軟體計算、分析並加以討論。本章

之研究結果共分五節敘述，第一節分析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次數

之現況；第二節探討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來源的差異情形；第

三節探討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感受項目表現情形；第四節討論屏東縣國中學

生在環境行為項目表現上之差異；第五節分析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認知項目

表現之情形。 

 

第一節 屏東縣國中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現況分析 

      

關於屏東縣國中生參加環境保護相關活動現況係依據問卷調查對象 966 人

之資料進行分析，所得數據茲說明如下。 

 

表 4-1-1 研究對象資料一覽表 

          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男 472 48.9% 性 

別 女 494 51.1% 

100% 

1 年級 323 33.4% 

2 年級 321 33.3% 

 

年 

級 3 年級 322 33.3% 

 

100% 

屏東市 183 18.9% 

鄉 604 62.5% 

鎮 76 7.9% 

居 

住 

地 

區 原住民偏遠地區 103 10.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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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收的有效樣本中，男生為 472 份，女生是 494 份，比例接近；一、二、

三年級學生有效樣本各為 323、321、322 份，其比例同樣接近。  

    

一、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次數之情形 

（一）不同年級的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次數之分析 

屏東縣國中學生曾經參加環保活動經驗者約占 68.9%，未曾參加者占

31.1%。其中以參加 1-4 次者最多，占 48.3%，參加 10 次以上者占 12.9％，參

加 5-9 次占 7.7%。 

 

表 4-1-2 參加環保活動次數百分比統計表  

次數 人數 百分比 

0 次 300 31.1% 
1-4 次 467 48.3% 
5-9 次 74 7.7% 

10 次以上 125 12.9% 
合計 966 100.0% 

     

根據上表，屏東縣國中學生曾經參加環保活動之學生人數為 666 人，占

68.9%；未參加者環保相關活動者為 300 人，占 31.1%。 

 

表 4-1-3 不同年級學生參加環保活動平均次數一覽表 

年級 人數 平均次數 

一年級 323 2.99 

二年級 321 3.13 

三年級 322 3.75 

合計 966  

      

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保活動之次數：一年級學生平均為 2.99次，二年級

學生平均為 3.13次，三年級學生平均參加活動次數為 3.75次，顯示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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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次數依年級增加而有升高情形，學生參加環保相關活動經驗的累積，因為

年級增加而提昇參加次數。 

依據徐永鑫（2004）調查國小學生參加環保活動研究次數之相關研究發現：

學生參與環境保護活動的經驗為調查對象之 50.8%，而有參加環境保護活動的

學生中，參加屬於學校辦理的占 52%次，參加校外辦理的為 15%，顯示學生參

加環境保護活動時偏向於學校舉辦的性質，且對於是學生是否參與環保活動的

限制因素做推論探討，提出影響學生參加活動時安全、陪伴者、家庭環境教育

之建議。 

因為本研究係對於學生是否有參加環保活經驗作現況瞭解，且依研究者觀

察及國中學生與同儕互動之情形來看，參加活動是否要家長帶領參並不是必要

影響因素，故不列入探討。但是依據國小學生參加環保活動經驗之調查約為

50.8%，本研究國中學生參加環保活動經驗之為 68.9%，且有因學生年級增加而

提高之趨勢。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中學生參加環保活動經驗因年級增加而提高之趨勢，

與本研究假設 1-1：不同年級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保活動次數有顯著差異，

得到初步驗證，以下再對不同年級學生參加活動次數之差異進行比較。 

 

表 4-1-4 不同年級學生參加環保活動單因子變異數分析差異比較表 

(I) 年級 (J) 年級 平均數

(I-J) 

標準誤 F 值 事後比較 

1 年級 2 年級 -.137 .251 .862  

 3 年級 -.755 .251  3>1 

2 年級 1 年級 .137 .251   

 3 年級 -.618 .252  3>2 

3 年級 1 年級 .755 .251  3>1 

 2 年級 .618 .252  3>2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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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表可看出，三年級學生的平均參加次數比一年級學生多了.755次，

其差異值經過 Scheffe法比較後，顯著性為.011，＜.05，表示三年級學生參與

環境保護活動平均次數與一年級學生平均參與次數之差異達顯著水準。 

三年級學生的平均參加次數比二年級學生多了.618次，其差異值經過 Scheffe

法比較後，顯著性為.050，p 值小於等於.05，表示三年級學生參與環境保護活

動平均次數與二年級學生平均參與次數之差異達顯著水準。 

二年級學生之平均參加環保活動次數比一年學生之平均參加次數多，但是

未達顯著差異。 

由此統計結果發現：三年級學生之平均參加次數＞二年級學生之平均參加

次數＞一年級學生之平均參加次數，且學生參加環保活動次數依學生年級增加

而增加。    

依據上列研究結果，本研究假設 1-1：不同年級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

保活動次數有顯著差異，得到驗證。   

 

（二）不同性別的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次數之情形 

    本研究對象：男生 472人，參加環保相關活動平均次數為  3.27次； 女生

494 人，平均參加次數為 3.31次。  

 

表 4-1-5 不同性別的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次數 t 考驗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男 472 3.27 .043 .177 參加次數 

女 494 3.31 .044  

* p＜.05 

 

將不同性別學生參加活動次數作比較，從未參加過環保活動之女生略多於

男生，女生參與環保活動之次數雖略多於男生，但經過獨立樣本 t 檢定，其值

為.177，p＞.05，表示男、女生平均參加環保活動次數差異並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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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依據研究結果發現，男生參加活動之普遍性多於女生，表示男生持續

參加活動的動機較女生弱，所以在推動活動時，對於讓男生再次參加活動之設

計應加強，以設法延續帶動男生參加活動的動機。 

本研究假設 1-2：「不同性別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保活動次數有顯著差異」，

未獲支持。 

 

（三）鄉、鎮、市、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次數之情形 

 

4-1-6 不同居住地區學生參加環保活動單因子變異數分析 

居住地區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屏東市 183 3.56  2.316 

鄉 604 3.32   

鎮 76 2.47   

原住民偏遠地區 103 3.21   

合計 966 3.29   

＊p＜.05 

 

依據上列資料可看出屏東市、鄉、鎮及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之參加環保活

動之平均次數之情形沒有顯著差異。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保相關活動之次數

以屏東市學生為 3.56 次最多，居住地區為鄉之學生平均參加次數為 3.32次，

鎮之學生平均參加次數為.2.47次，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之平均參加次數為 3.21

次。屏東市與鄉的平均差為.243，與鎮的平均數差距為 1.089，與原住民偏遠地

區之平均差為.349。  

由各地區的平均差比較可看出各地區平均數高低排序為：第一為市區學

生，第二為居住於鄉之學生，第三為居住於原住民偏遠地區之學生，但是各區

學生之間的差異並未達顯著。 

居住地區為鄉之學生，因為地理位置接近市區與原住民偏遠地區之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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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參加鄰近地區活動之機會也較多；居住於市區，可能享有政府機關所在地之

優勢；原住民偏遠地區則享有政府推動計畫或是分配資源的優勢，鄰近二各地

區之間的「鄉」，可分享這二種優勢，對於參加活動的機會應有助益。 

居住地區為鎮之學生參加活動之平均數為四區學生中最少者，依據地理位

置來看，鎮之設置係位於各鄉之間，且屏東縣南北地理位置狹長，鎮之位置距

離市區較遠，又為各鄉附近人口聚集之地，其生活機能多為各鄉之商業活動主

要區域，推動環保活動之有利因素皆欠缺，且其行政轄區較小，沒有鄉村中農

林漁牧之田野景色，也沒有市區活動組織的優勢，依其地區功能為農林漁牧物

產之集散地，社區推動參加環保活動之頻率少，學生參加的次數就少。 

由上列情形可看出，推動活動、分配資源時，處於較中等之族群，常常被

忽略或較不被重視。各地區的特色由其生活機能上可看出，農業生活型態為主

的地區、商業交易為主的地區、政府文教設施較密集地區、因為生活環境或族

群因素而被特別重視地區，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機會與參與動機。 

    依據上列之研究發現，屏東縣國中學生在參加活境保護相關活動之現況為： 

屏東縣國中生曾經參加過環境保護相關活動者，約占總學生數的 70%，其中男

生曾經參加過相關活動的比例多於女生。學生參加活動次數有依學生年級增加

而增加的現象。以不同居住地區學生參加活動的情形來看，居住於市區之學生

參加次數較多，居住於鎮的學生參加環保活動的次數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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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環保資訊來源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對於屏東縣國中學生環保資訊來源研究分成五類，為學生獲得環保

資訊的來源統計，各選項可複選，目的在於切近學生獲得環保資訊的實際情形，

不因為選擇主要項目而影響其他選擇被勾選的機會。 

 

表 4-2-1學生獲得環保資訊來源一覽表 

環保知識來源 次數統計 百分比 

電視、廣播、網路 740 32.1% 

報紙、雜誌、圖書館  360 15.6% 

學校、老師、教科書  722 31.4% 

環保團體 249 10.8% 

親戚朋友 231 10.0% 

合計 2302 100.0% 

 

由學生獲得環保資訊來源一覽表可看出，獲得環保知識來源各選項被選擇

次數累計為 2302次，研究對象為 966 人，表示每人平均選了約 2.3 項，表示學

生穫得環保知識來源均有 2 至 3 項。從電視、廣播、網路獲得環保資訊的人在

選填次數上為 760 人次，約占 76%，表示有 76%的學生獲得環保知識的來源以

「電視、廣播、網路」為最多。 

以「學校、老師、教科書」為獲得環保資訊來源者，被勾選次數亦達 722

次，約占 72%。由此可知學生獲得環保資訊來源最常被使用之方式為「電視、

廣播、網路」及「學校、老師、教科書」。此研究發現與曾奕凱（2006）的研究

相類似，另外依據蔡孟宜（2000）研究大學生環境認知、態度與行為相關研究

亦發現大學生主要的環保訊息來源為電視、老師及報紙。 

本研究結果與上列研究類似，在 2000年左右，國小、國中、大學生獲得環

保資訊之主要來源為電視、老師。而後環保訊息來源是「網路」，在俆永鑫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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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有 55.6％的學生選擇藉由網路獲得環保訊息，其研究發現在本研究中亦

得到相同發現。 

 

一、不同年級的學生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來源 

環保知識來源係為可重複勾選項目，各選項被選擇機會相同且不相互干

擾，依勾選比率發現，從「電視、廣播、網路」獲得環保資訊勾選的次數約 76%，

從「學校、老師、教科書」獲得資訊的約有 75%，從「報紙、雜誌、圖書館」

獲得環保資訊的約有  38％，「環保團體」獲得環保資訊的有 26%，從「親戚朋

友」獲得環保資訊的約有 24％。 

 

表 4-2-2 不同年級的學生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來源一覽表 

環保知識來源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次數 比率 

電視、廣播、網路 250 243 247 740 76.7% 

報紙、雜誌、圖書館  114 123 123 360 37.7% 

學校、老師、教科書  235 235 252 722 74.8% 

環保團體 83 78 88 249 25.8% 

親戚朋友 83 86 64 231 23.9% 

學生人數 323 321 322   

 

從上表發現，學生獲得環保知識之方法以「電視、廣播、網路」被勾選的

比率最高，從親戚朋友處穫得環保資訊的比率最少。 

一、二、三年級學生從「電視、廣播、網路」獲得資訊的人次相差不多，表示

不同年級學生對於使用電視、網路的機會均很高。   

以「學校、老師、教科書」為獲得環保知識之來源上來看，一年級學生有

235 人，二年級學生有 235 人，三年級學生則有 252 人，可能是三年級學生對

於學校、老師及教科書的信認度、接觸或認可程度較一、二年級學生高。 

從「環保團體」處獲得環保資訊的情形：三年級學生較一、二年級多，表

示三年級學生對於學校外社團的活動可能因年級較高而比較熟悉，或是對於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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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校外活動比較熱心。 

三年級學生從「親戚朋友」獲得環保資訊之情形：一年級學生有 83 人，二

年級學生有 86 人，三年級學生則僅有 68 人，三年級學生選擇的比率比一、二

年級少，可能表示三年級學生與親戚朋友之互動較少或是比較信任自己主動得

知的資訊。 

 

表 4-2-3 年級與環保知識來源之卡方檢定表 

環保知識來源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雙尾）  

電視、廣播、網路 2.281 4 .684 

報紙、雜誌、圖書館  .809 2 .667 

學校、老師、教科書  3.187 2 .203 

環保團體 .773 2 .679 

親戚朋友 10.232 8 .249 

* p＜.05 

     

依據卡方檢定結果，本研究假設 2-1：「不同年級的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環

境資訊得主要來源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應予拒絕。亦即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

環保知識之來源不因為年級之不同而有差異。 

由從本現象亦可了解資訊流通快速的電視、網路系統，已經成為傳播知識

的主要管道，國中學生在校上課的時間為學習的主要時間，善用學生常使用之

獲得環境知識之資訊傳播媒體，及在校學習時間有規劃有、程序的提供環境保

護相關知識課程，學校普遍使用學生喜歡使用的設施及方式，對增加學生接觸

知識的頻率及效果應有助益。 

學生從「親戚朋友」獲得環保知識的比率不高，可能與目前家庭型態有關。

小家庭、雙薪家庭且必須忙於工作，是造成甚少與親戚往來的原因；學生課業

壓力及升學導向之社會風氣，影響學生無暇著重課業之外的事務；目前環保團

體多為民間機構，在經濟狀況逐漸低迷之時，企業間對於民間活動之捐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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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日益縮減，活動經費一向是持續的主力，個人身體力行環保行為，要蔚為風

潮尚需宣導過程。辦理及推動的活動少，容易造成學生不知道環保團體在哪裡？

在做哪些事情？當然就無法從中得到資訊。環保團體之消長與政府是否注重環

境保護政策有明顯關係，鼓勵的政策讓團體得到重視，獲得成就感。從學生獲

得環保資訊來源的選擇中，可能隱含著環保團體的功能的消弱與被忽視。 

從親戚、朋友獲得環的知識的百分比上男生則多於女生，可能與男生的社

交習慣及同儕互動情形較女生活絡有關。  

 

二、 不同性別的學生獲得環保資訊的來源情形  

 

表 4-2-4 不同性別學生獲得環保資訊來源差異比較表 

環保知識來源 男生 女生 勾選次數 勾選比率 

電視、廣播、網路 337（71.4%） 403（81.5%） 740  76.7% 

報紙、雜誌、圖書館  171（36.2%） 189（38.2%） 360  37.7% 

學校、老師、教科書  327（69.3%） 395（80.0%） 722  74.8% 

環保團體 123（26.1%） 126（25.5%） 249  25.8% 

親戚朋友 124（26.3%） 107（21.6%） 231  23.9% 

學生數合計 472 494   

    

從男、女生勾選獲得環保知識來源的項目情形來看，女生藉由電視、廣播、

網路獲得環保知識者占女生總人數的 81.5%，男生則占 71.4%，女生略多於男

生；在以報紙、雜誌、圖書館，學校、老師、教科書，環保團體，獲得環保知

識的比例女生均多於男生，可以發覺女生獲得環保知識的來管道較男生多元、

人數亦較多。 

    男、女學生在獲得環保資源的來源上有無顯著差異，以卡方考驗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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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不同性別學生獲得環保知識來源之卡方檢定表 

環保知識來源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雙尾）  

電視、廣播、網路 14.611 2     .001  ＊ 

報紙、雜誌、圖書館     .426 1 .514 

學校、老師、教科書   14.583 1     .001  ＊ 

環保團體    .039 1 .844 

親戚朋友    4.625     4 .328 

  ＊p＜.05 

 

由性別與環保知識來源之卡方檢定表來看，不同性別學生在以「電視、廣

播、網路」及「學校、老師、教科書」為獲得環保知識的來源上有顯著差異。 

本研究假設 2-2：「不同性別的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環境資訊得主要來源項目表

現有顯著差異」，應該予以接受。 

 

三、 不同居住地區學生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來源情形 

表 4-2-6 不同居住地區學生獲得環保資訊來源與樣本數比率一覽表 

環保知識來源 市 

（183 人） 

鄉 

（604 人） 

鎮 

（76 人） 

原住民偏遠

地區（103人） 

電視、廣播、網路 139 （76%） 468 （76%） 55  （72%） 78 （76%） 

報紙、雜誌、圖書館  73 （40%） 232 （38%） 26  （36%） 29 （28%） 

學校、老師、教科書  144 （79%） 441 （73%） 48  （63%） 89 （86%） 

環保團體 41 （22%） 165 （27%） 22  （29%） 21 （20%） 

親戚朋友 49 （27%） 128 （21%） 25  （33%） 29 （28%） 

 

以不同居住地區學生獲得環保知識主要來源勾選情形與施測樣本比較，在

以電視、廣播、網路為獲得環保知識的來源方面，市區學生有 76%的學生勾選、

鄉之學生有 76%的學生勾選、鎮之學生有 72%的學生勾選、原住民偏遠地區有

78%的學生勾選，不同地區學生勾選的百分比約略相同，沒有明顯差異；這與

各區的環境教育課程目標相同、資訊流通方便程度無明顯差異可能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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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政府近年來相當重視提升文化不利地區之教育，投諸許多資源

以改善學校各項設備及居民生活，在重視原住民鄉偏遠地區之教學設施及設備

之充實下，藉由設備讓資訊之獲得不因地區而有差別，所以居住地區之不同並

未影響學生使用電視、網路之不便。由此可知，使用電視、網路，對於學生獲

得所需資訊及知識有相當助益，能降低城、鄉獲得資訊不便因素影響，由此研

究結果也看見了成果。 

不同地區學生以「報紙、雜誌、圖書館」為環保知識來源的之比例來看，

市區學生有 40%，原住民偏遠地區有 28%，相差 12％，可能跟當地取得報紙，

雜誌之便利性較市區不便有關；可能也是使用圖書館之習慣不同有關，所以藉

由當地易獲得的資源作為環保知識獲得管道應較為有助益。 

 

表 4-2-7 不同居住地區與環保知識來源之卡方檢定表 

環保知識來源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雙尾）  

電視、廣播、網路 1.7980 6 .938 

報紙、雜誌、圖書館  4.838 3 .184 

學校、老師、教科書  15.293 3       .002    ＊ 

環保團體 3.800 3 .284 

親戚朋友 22.036 12       .037    ＊ 

＊p＜.05  

 

由不同居住地區學生與環保知識來源之卡方檢定表來看：不同居住地區之

學生在以「學校、老師、教科書」上之漸近顯著性（雙尾），p＝.002＜ .05，達

顯著水準，有即有顯著差異。在以「親戚朋友」為獲得環保知識來源上之漸近

顯著性（雙尾），p＝.037＜.05，達顯著水準，表示以不同居住地區學生以「親

戚朋友」為獲得環保知識來源上有顯著差異。 

本研究假設 2-3：「屏東縣之鄉、鎮、市、原住民偏遠地區國中學生獲得環

境資訊得主要來源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應予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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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上列研究，屏東縣國中生獲得環境相關資訊方面獲得環保相關資訊的

主要來源以「電視、廣播、網路」之方式為主，其次為以「學校、老師、教科

書」之方式，均占所有學生的 70%以上。一、二年級的學生以「親戚朋友」為

獲得環保資訊的來源較三年級學生多，但是三年級學生從「學校、老師、教科

書」、「環保團體」處獲得環保資訊的情形較一、二年級普遍。居住於不同居住

地區學生以「學校、老師、教科書」及「親戚朋友」為獲得環保知識的來源方

面，則有明顯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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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屏東縣國中學生對環境的感受層面之情形 

 

表 4-3-1 對環境的感受各題項之平均數一覽表 

對環境的感受 層

面 
最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1.面對各種環境污染現象常令我心生厭煩且覺得難

受。          
4 3.00 .94 

2.我對於人為破壞自然環境的行為常感到生氣              4 2.93 .88 

3.自然環境被破壞，我也應該負起部份責任。             
  

環

境 
敏

感 
度 

4 2.81 .92 

4.我願意購買低污染的產品減緩破壞環境速度             4 2.78 .95 

5.我相信藉著我個人的行動可以改善環境問題        4 2.34 .99 

6.我對台灣的自然景觀生態，感到驕傲與喜悅。           4 2.66 1.02 

7.我對居住地區自然生態景觀感到驕傲與喜悅        

 
環

境 
態

度 4 2.57 1.00 

8.看見破壞環境的行為，我願意主動規勸。         4 2.34 .93 

9.我願意影響長輩採取政治行動（如投票、以信件或

電話籲請民意代表）來改善周遭的環境問題。 
4 2.17 1.03 

10.我願以『檢舉不法』方式來改善環境問題。             4 2.36 .99 

11 我相信我『堅持維護環境的行為』，會帶動別人關

心環境。 

 
 
環

境 
信

念 4 2.57 .96 

12.我願意藉由環保行為來改善環境惡化的情形。              4 2.76 .88 

13.我願意鼓勵、說服他人採取行動來改善環境問題。           4 2.55 .92 

14.如果我目睹家鄉環境遭受破壞，將會激發我從事環

境保護的具體行為。   
4 2.59 .94 

15.即使我在保護環境的行動中遇到挫折，我相信我還

會繼續下。 
4 2.49 .92 

16.如果我去從事環境保護行動，我覺得將使生命更有

價值意義。                      
4 2.66 .91 

17. 我覺得台灣有許多熱愛環境、為保護環境而奮鬥

的人，我願意學習他們的行為。               

 
 
 
環

境 
價

值 
觀 
 

4 2.76 .95 

平均分數                                             2.62  

   

    依據本研究題項內容：「環境敏感度」係指：學生對於環境遭受污染或破壞

時會有心生不悅的感受，並覺得對自然環境之保護負有責任；「環境態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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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目前居住地區之環境的感受及使用物品之環保概念情況；「環境信念」為：

對於破壞環境之行為願意以具體行動來改善、帶動他人及影響他人，而使環境

維持良善；「環境價值觀」為：肯定為維護環境保護環境而盡心盡力的人及行為，

並認為從事環保工作能使生命更有意義。  

 

表 4-3-2 不同年級的學生在環境感受層面的平均數及標準差摘要 

 項目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環境敏感

度 

1 年級 323 2.9741 .73520 1.616  

  2 年級 321 2.8659 .69495   

  3 年級 322 2.9040 .74770   

 合計 966 2.9148 .72697   

環境態度 1 年級 323 2.6409 .71004 1.033  

  2 年級 321 2.5312 .71630   

  3 年級 322 2.5963 .74391   

  合計 966 2.5895 .72421   

環境信念 1 年級 323 2.4319 .81141   1.803＊  1＞2 

  2 年級 321 2.2843 .71425   

  3 年級 322 2.3641 .79228   

  合計 966 2.3602 .77544   

環境價值

觀 

1 年級 323 2.7357 .82811   3.967＊ 1＞2 

  2 年級 321 2.5587 .66365   

  3 年級 322 2.6217 .76477   

  合計 966 2.6389 .75816   

＊p＜.05 

 

依據各題計分之方式，3-4 分代表極佳，2-3 分為佳，1-2 分為尚可，1 分

以下欠佳。在「環境敏感度」部分：1 年級學生的平均數為 2.97分，2 年級為

2.86分，3 年級為 2.90分，表示各年級學生的環境敏感度為佳，對於環境遭受

改變能注意並有所感受，有負起保護環境得意念，但未達顯著差異。 

在「環境態度」部分：1 年級學生的平均得分為 2.64分，2 年級為 2.5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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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級為 2.59分，表示各年級學生的環境態度不錯，各年級學生對於保護環境

意願、信心及程度均佳。 

「環境信念」部分：1 年級學生的平均數為 2.43、2 年級為 2.28、3 年級為

2.36，表示各年級學生對於願意藉由個人行為或影響家人採取政治行動保護環

境的意願、信心為佳，其差異經檢定達顯著差異（p＝.032，＜ .05）。 

「環境價值觀」部分：1 年級學生的平均數為 2.73分，2 年級學生的平均

數為 2.55分，3 年級為 2.62分，各年級達顯著差異，表示各年級學生認為以行

動保護環境的人或行為將使生命更有價值，肯定保護環境而努力的人值得尊

敬，其差異經檢定達顯著差異（p＝.020，＜.05）。 

在環境敏感度各年級學生平均得分之差異比較：一年級學生優於三年級學

生，三年級學生又優於二年級學生，但是未達顯著差異。 

在環境態度各年級學生平均得分之差異比較：一年級學生優於三年級學生，三

年級學生又優於二年級學生，但是未達顯著差異。 

在環境信念各年級學生平均得分之差異比較：一年級學生之平均得分僅較

三年級學生多.067分，比二年級學生多了.147分。 

    在環境價值觀平均數差異比較結果：仍是一年級學生平均得分優於三年級

學生，而三男年級學生又優於二年級學生，且一年級學生與二年級學生之間的

差異達顯著。 

由上列對於不同年級學生在環境素養相關變項之表現，一年級學生比二、

三年級學生表現為優。此研究結果與胡斐媛對於 95 學年度的東華大學大學一年

級學生與大學四年級學生在環境素養變項之縱貫式研究有相同發現：「95 年度

大四學生除環境行動高於三年前一年級時的自己，其他環境敏感度、行動意圖、

控制觀、環境態度、環境希望、社會支持、有關生態學與環境科學知識，共七

個項目明顯比一年級的自己還要退步。」由此可知，同一學校年紀較小學生，

在環境敏感度、環境態度、環境信念、環境價值觀表現，都較年長之學生更敏

銳、更有責任、更有保護環境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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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列研究，本研究假設 3-1：「不同年級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感受

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應予以接受，亦不同年級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感受

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 

 

二、不同性別的學生在環境感受層面之表現 

環境感受層面分成環境敏感度、環境態度、環境信念及環境價值觀四個部

份探討，男女學生在各部份的平均得分均在 2.30分至 2.94分之間，表示男、

女學生在環境的感受各層面之表現為佳。  

 

表 4-3-3 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對環境的感覺差異分析表 

 性別 人數 平均分數 t 值 備註 

環境敏感度 男 472 2.8812 -1.400  

  女 494 2.9468   

環境態度 男 472 2.6584   2.898＊ 男＞女 

  女 494 2.5238   

環境信念 男 472 2.4190   2.305＊ 男＞女 

  女 494 2.3041   

環境價值觀 男 472 2.6595 .826  

  女 494 2.6192   

＊p＜.05 

 

在環境感受各層面，以「環境敏感度」的得分最高：男生的平均數為 2.88

分、女生為 2.94分；而以「環境信念」部分最低：男生的平均數為 2.41分、

女生為 2.30分；在「環境態度」與「環境價值觀」之平均得分皆在 2.5 分至 2.6

分之間，差異不大。表示男、女學生對於願意藉由個人行為或影響家人採取政

治行動保護環境的意願、信心均佳。 

「環境價值觀」部分：男生的平均數約為 2.66分，女生為 2.62分，表示

男、女生認為以行動保護環境的人或行為將使生命更有價值，肯定保護環境的

人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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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各層面之差異分析來看：環境態度方面為男生優於女生；環境信念方

面為男生優於女生。  

由上表得知男女學生在「環境態度」、「環境信念」上之表現達顯著差異。 

本研究假設 3-2：「不同性別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感受項目表現有顯著差

異」，得到驗證。 

以國小學生背景因素對環境敏感度影響之研究中，徐永鑫提出：「由性別、

年級、過去環保經驗等社會人口學變項分別以 t 考驗進行環境敏感度之分析探

討，結果顯示皆沒有顯著差異存在。」惟本研究針對國中學生進行之研究結果

與之不同，可能因為兒童的認知發展特色與青少年不同、或是研究區域不同所

致，可見學生之社會人口學變項不同對其環境感受的影響仍有潛在因素被研

究，且有其價值。 

但是依據胡斐媛以大學一年級及大學四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卻發現男、

女學生各別在環境素養變項之得分，均為女性優於男性；其中大學一年級學生

的行動意圖、控制觀、環境態度、環境希望、社會支持、採取環境行動策略的

技能達顯著差異；大學四年級學生的環境責任感、行動意圖、控制觀、環境態

度、環境希望、社會支持、環境行動、採取環境行動策略的知識、採取環境行

動策略的技能達顯著差異。 

本研究以胡斐媛之研究工具為主要參考資料來編製研究工具，再對國中學

生進行調查，亦發現相類似之研究結果，由此可據以推論：性別為環境素養調

查變項之重要因素。  

 

三、不同居住地區學生在環境感受項目之表現情形 

國外有關學生對環境問題知覺的研究，不同國家或地區，由於自然景觀、

文化背景及經濟水準的不同，因此學生對環境問題的知覺，亦不盡相同；不同

居住地區意指自然景觀、經濟狀況、文化背景等存有差異，但是對於學生的環

境敏感度之影響情形為何，藉由下列調查資料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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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不同居住地區學生對環境的感覺量表差異分析 

項目 地區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 

比較 

環境敏感度 屏東市 183 2.814 .742 8.516＊＊ 原＞市 

  鄉 604 2.898 .727  原＞鄉 

  鎮  76 2.973 .675   

  原住民偏遠區 103 3.145 .687   

環境態度 屏東市 183 2.456 .730 12.748＊＊ 原＞市 

  鄉 604 2.570 .728  原＞鄉 

  鎮  76 2.687 .740   

  原住民偏遠區 103 2.864 .591   

環境信念 屏東市 183 2.373 .761 5.862＊ 原＞鄉 

  鄉 604 2.309 .795   

  鎮  76 2.378 .771   

  原住民偏遠區 103 2.623 .622   

環境價值觀 屏東市 183 2.535 .713 10.384＊ 原＞市 

  鄉 604 2.620 .785  原＞鄉 

  鎮  76 2.6426 .727   

  原住民偏遠區 103 2.9305 .623   

＊p＜.05 ，  ＊＊p＜.01   

 

依據各題計分之方式，3-4 分代表極佳，2-3 分為佳，1-2 分為尚可，1 分

以下欠佳。「環境敏感度」部分：市區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2.81分，鄉之學生為

2.90分、鎮之學生為 2.97分，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為 3.15分，表示各地區學

生的環境敏感度為佳，且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的表現為極佳，且「市」、「鄉」、

「鎮」地區之學生的平均數差異達到顯著水準。 

「環境態度」部分：市區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2.45分，鄉之學生為 2.57 分，

鎮」為 2.68分、「原住民偏遠地區」為 2.86分，由平均數值可看出學生對於保

護環境意願、信心為佳。且「市」、「鄉」、「鎮」地區之學生的平均數差異得到

顯著水準。 

「環境信念」部分：市區學生的平均數為 2.37分、「鄉」為 2.30分、「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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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37分、「原住民偏遠地區」為 2.62分，四個地區學生藉由個人行為或影響

家人行動保護環境的意願為佳，且「市」、「鄉」、「鎮」、「原住民偏遠地區」地

區之學生的平均數差異均達到顯著差異。  

「環境價值觀」部分：市區學生的平均數為 2.53分，鄉之學生為 2.62 分，

鎮之學生為 2.64分、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為 2.93分，表示四個不同地區學生

皆認為以行動保護環境的人或行為將使生命更有價值，肯定保護環境而努力的

人值得尊敬，且「市」、「鄉」、「鎮」地區之學生的平均數差異達到顯著水準。 

在「環境敏感度」部份：屏東市學生對於鄉、鎮、原住民偏遠地區之比較

值均為負數（－），表示原住民偏遠地區之學生與「屏東市」、「鄉」之學生間之

差異達顯著水準。依上列研究可推論出：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在環境敏感度上

顯著優於「屏東市」、「鄉」之學生。 

    在「環境態度」部份，原住民偏遠地區之學生與「市」、「鄉」之學生間之

差異達顯著水準。依上列研究可推論出：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在環境態度上顯

著優於「屏東市」、「鄉」學生。 

    在「環境的信念」部份，「原住民偏遠地區」之學生與「鄉」之學生間差異

達顯著水準，依上列研究可推論出「原住民偏遠地區」之學生在「環境信念」

上顯著優於「鄉」之學生。 

    在「環境價值觀」部份：原住民偏遠地區之學生與「市」、「鄉」之學生間

之差異達顯著水準，依上列研究可推論出，「原住民偏遠地區」之學生在「環境

價值觀」上顯著優於「市」、「鄉」之學生。    

    依據上列研究，本研究假設 3-3：「屏東縣國中鄉、鎮、市、原住民偏遠地

區學生在環境的感受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得到驗證。 

    呂文雄（2006）對於澎湖縣國小不同地區學生對該縣環境問題的知覺調查，

也得到類似的結果。亦即不同地區學生對於影響環境的重要因素之看法不一，

而言就者認為這些環境問題可能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或傳播媒體的影響所引起

的。由此亦得知媒體的報導對於學生的環境感受亦造成間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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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居住地區學生與對環境的感覺量表各分項間之統計資料可看出：原

住民偏遠地區學生對於環境的感受各研究層面，整體上均較其他地區學生為

佳。從其居住環境來看，可發覺對於自然環境被人類活動影響較少地區之學生，

對環境的敏感度、環境態度、環境信念及價值觀，均較人類居住較密集，也就

是人類活動較頻繁之地區為佳。 

行政區之劃分係依據人類聚集數量而訂定的，人口越多對環境的影響越

大，因為人類依賴環境而生，活動越頻繁地區對環境的影響較大，當個人對於

自然環境原貌改變不在意及忽視的情形越普遍時，環境敏感度各層面行為就會

受到影響。 

    依據上列研究，屏東縣國中生對環境的感受方面：不同年級國中生在「環

境的信念」、「環境價值觀」之平均數比較有明顯差異；男、女學生在環境態度、

環境信念的表現方面也有明顯不同。屏東縣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的環境態度、

環境的信念及環境價值觀比居住於市、鄉、鎮之學生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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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行為層面表現情形 

 

本研究中環境行為習慣包含控制觀、行動技能、行動經驗等三項，每題最

高分為 4 分，最低分為 0 分，得分最高代表環境行為表現越好。 

 

表 4-4-1 環境行為習慣層面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 

題目 面

向 

平均數 標準差 

1.在公共場所看見垃圾我常會主動隨手撿拾並清理。 2.20 .938 

2.購物時我都會避免購買過度包裝的產品。 2.51 .945 

3.為了減少污染、節能減碳，我和家人常儘量減少使

用汽車、機車。 

2.30 .988 

4.我常主動向別人說明環保對於我們的重要性。 1.99 1.047 

5.我常常向他人宣導，人人都有向有關單位檢舉破壞

環境的責任。 

1.92 1.058 

6.我和家人在選舉時認同並支持注重環保的民代。   2.25 1.067 

7.我經常主動參與支持環境保護的簽署活動。               1.82 1.058 

8.我常主動向有關單位檢舉環境污染事件的人事物。 

 

 

 

 

控 

制 

觀 

1.71 1.090 

9.我經常參與有關環保的民間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1.85 1.070 

10.我經常提醒親朋好友，注意節省能源的行為。            2.30 1.013 

11.我常以信件或電話向有關單位投訴破壞環境行為      1.57 1.112 

12.我常跟隨親人或老師參與社區環境保護的活動。          1.87 1.075 

13.我常能藉媒體蒐集環保議題與策略充實知能。 2.22 1.045 

14.我常參與學校推行的任何有關環保的活動。      

 

行 

動 

技 

能 

2.26 .982 

15.為節省能源，我常關掉家中不使用的電器用品。       2.71 1.017 

16.在學校中，我常會主動關上沒關的水龍頭、電燈。          2.76 .946 

17.我經常依照規定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等具體

的環保行為。  

2.72 .933 

18.即使經常使用公家水源，不需我付費，我還是會

節約用水。   

 

行 

動 

經 

驗 
2.67 .989 

平均分數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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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行為習慣層面「控制觀」部份各題之平均數來看，學生主動向別人說

明環保對的重要性及影響及向有關單位檢舉破壞環境行為的現況並不普遍；另

外，參與支持環境保護簽署活動之現況亦較少，除了可能為習慣尚未建立或是

此類活動於當地較少舉辦所致。以下再以不同年級、不同性別、不同居住地方

等方面分開討論。 

 

一、 不同年級的學生在環境行為習慣層面表現情形 

 

表 4-4-2 不同年級的學生在環境行為習慣層面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 

 項目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控制觀 1 年級 323 2.2093 .75526 5.99＊＊＊ 1＞2 

 2 年級 321 1.9462 .72483  3＞2 

 3 年級 322 2.1102 .73088   

 合計 966 2.0888 .74433   

行動技能 1 年級 323 2.1432 .80751 5.66＊＊＊ 1＞2 

 2 年級 321 1.8618 .82298  3＞2 

 3 年級 322 2.0280 .75361   

 合計 966 2.0113 .80277   

行動經驗 1 年級 323 2.8228 .77151 2.33＊＊ 1＞2 

 2 年級 321 2.6246 .78589   

 3 年級 322 2.7019 .72774   

 合計 966 2.7166 .76567   

＊p＜.05  ，＊＊p＜.01  ，＊＊＊p＜.001  

 

不同年級學生在環境行為習慣「控制觀」之表現情形：1 年級學生的平均

得分約為 2.20，2 年級學生約為 1.95分，3 年級學生約為 2.11分，以平均數高

低來看，1 年級優於 3 年級，3 年級學生又優於 2 年級學生，1、3 年級學生所

得平均分數表現為佳，2 年級學生較差。 

    不同年級學生在「行動技能」表現情形：以平均數高低來看，1 年級學生

優於 3 年級學生，3 年級學生又優於 2 年級學生，以 1、3 年級學生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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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級較差。  

不同年級學生在「行動經驗」表現情形，以平均得分來看亦是 1 年級學生

優於 3 年級學生，3 年級學生又優於 2 年級學生，1、3 年級表現為佳，2 年級

較差。 

由上列研究發現，二年級學生的環境行為習慣平均得分，低於所有學生之

平均分數，可能因為國中一年級學生為年紀較小，敢於說出自己的意見；三年

級學生則可能因為思考、行為較為成熟，對於公眾事務較為關注及較有正義感

所致。 

依據上表發現：一、三年級學生在「控制觀」、「行動技能」、「行動經驗」

之平均分數表現均顯著優於二年級學生；三年級學生在「控制觀」、「行動技能」

之表現優於二年級學生，且達顯著水準（＊p＜.05， ＊＊p＜.01， ＊＊＊p＜.001）。 

依上列研究，本研究假設 4-1：「不同年級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的行為

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得到驗證。 

何雅婷（2007）對大學一、二、四年級學生作環境素養變項之得分差異研

究發現：大一、大二、和大四三類群體，環境素養變項得分達顯著差異的有：

行動意圖、控制觀、環境希望、社會支持、環境行動、採取環境行動策略的知

識、採取環境行動的技能、有關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的知識、和有關環境議題的

知識等九個。其中，大一生在「行動意圖」、「控制觀」、「環境希望」、「社會支

持」、「環境行動」、「採取環境行動策略的知識」、「採取環境行動的技能」、「有

關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的知識」、和「有關環境議題的知識」等九個變項均優於大

四生；而大二生則在「採取環境行動策略的知識」、「有關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的

知識」、和「有關環境議題的知識」三個變項優於大四生；大一生在「控制觀」、

和「社會支持」變項優於大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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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性別的學生在環境行為習慣層面之表現 

 

表 4-4-3 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對環境行為之差異分析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t 值 備  註 

控制觀 男 472 2.2234 5.57＊＊＊ 男＞女 

 女 494 1.9602   

行動技能 男 472 2.1305 4.55＊＊＊ 男＞女 

 女 494 1.8974   

行動經驗 男 472 2.6933 -.924  

  女 494 2.7389   

＊p＜.05  ，＊＊p＜.01  ，＊＊＊p＜.001  

 

依據問卷計分設計，非常符合 4 分、符合 3 分、尚可 2 分、不相符 1 分、

非常不相符 0 分。女學生在控制觀及行動技能方面均在 2 分以下，表示之平均

數 1.89至 2.73之間，依據平均得分之比較，在「控制觀」部份：男＞女；在

「行動技能」部份：男＞女；在「行動經驗」部份：女＞男。  

本研究發現與調查學生參加環保相關活動經驗之結果相符合：在參加環保

相關活動次數之比較上，發現女生平均參加次數多於男生；但是在曾經參加活

動經驗之學生比例上，則是男生高於女生；亦即男生的行動技能優於女生。本

研究假設 4-2：「不同性別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的行為項目表現有顯著差

異」，得到驗證。 

依據江東祐（2002）以國小學生在環境行為、環境知識上的研究發現，環

境行為表現是女生優於男生，但各年級沒有顯著差異；李禎文（2002）以實驗

研究法針對國小某校學生以環境教育課程融入自然科的教學後發現：學生環境

素養表現不因性別而有差異，但女生的行動技能優於男生。 

沈廣城（2002）以高雄市四、六年級學生作環境知識、環境態度與環境行

為上之調查研究發現：環境行為表現上，六年級學生優於四年級學生，環境行

為表現女童優於男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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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發現女生的環境行為表現顯著優於男生，與上列研究結果相類

似。此一現象可能與目前家庭中家事多為母親操持，相對的對女生的要求可能

較多，對於資源的回收習慣及利用可能較男生熟悉，所以環境行為之表現較男

生為優。 

 

三、不同居住地區學生在環境行為習慣層面之表現 

 

表 4-4-4 不同居住地區學生對環境行為各分項之差異比較 

項目  地區 人數 平均數 F 值 事後比較 

控制觀 屏東市 183 2.0398 1.634  

 鄉 604 2.0794   

 鎮  76 2.1843   

 原住民偏遠地區 103 2.1611   

行動技能 屏東市 183 1.9929 2.059  

 鄉 604 1.9830   

 鎮  76 2.1251   

 原住民偏遠地區 103 2.1259   

行動經驗 屏東市 183 2.5915 8.1847＊＊ 原＞市 

  鄉 604 2.7132  原＞鄉 

  鎮  76 2.7270   

  原住民偏遠地區 103 2.9515   

＊p＜.05  ，＊＊p＜.01  ，＊＊＊p＜.001 

 

在「控制觀」各題項，市區學生的平均分數約為 2.04分，鄉之學生為 2.08

分，鎮之學生約為 2.18分、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約為 2.16分，學生選填情況

為「符合」、「尚可」之間，表示各區學生在面對不同情境時主動維護環境的動

機表現尚佳。  

在「行動技能」各題項，市區學生的平均分數約為 1.99分，鄉之學生為

1.98分，鎮之學生約為 2.12分、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約為 2.12分，學生選填

情況為「尚可」、「不符合」之間，表示「市」、「鄉」學生在參與環境保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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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的主動或參與情形表現不佳；「鎮」、「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表現尚可。   

在「行動經驗」部份，各區為「符合」、「尚可」之間，表示不同地區學生在實

際情境或日常生活中對於節省能源降低污染執行學校環保活動的情形表現尚

佳，其中「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表現為四個地區中最佳者。  

由此可推論出，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在環境行動經驗上顯著優於居住市區

之學生；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亦顯著優於居住於鄉之學生。  

依據上列研究，本研究假設 4-3：「屏東縣國中鄉、鎮、市、原住民偏遠地

區學生在環境的行為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得到驗證。 

    推究上列研究之影響因素，可能因為屏東縣原住民偏遠地區之學生居住之

環境與市區有所不同，且依研究者觀察發現，以學生上下學情形來看，市區學

生由家長以汽、機車接送者占大多數，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則多以自行車或步

行者為多；市區學生的購物習慣與原住民偏遠地區之學生亦有很大差異，市區

家庭的構成特色及家長職業，造成許多外食的機會，生活型態及習慣都以產出

多量人工垃圾而習以為常，對環境的影響不造成任何心理上的負擔，久而久之

讓環境保持潔淨的敏感性漸漸淡忘了。 

    反觀，原住民地偏遠地區之學生平時接觸的環境多是青山、綠地，依賴自

然環境維生的人，對於自然狀態的改變較為敏感且有警覺，維持環保行動力成

為維持其生活要件的保障。 

    依據上列研究發現，屏東縣國中生在環境行為習慣的表現方面：在環境行

為習慣上，一、三年級學生在「控制觀」、「行動技能」「行動經驗」之表現顯著

優於二年級學生；男生在「控制觀」及「行動技能」方面表現顯著優於女生；

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的「行動經驗」比居住於其他地區之學生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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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環境知識的認知層面表現情形 

 

本研究中環境議題知識是指學生對環境及相關議題（能源、污染、地方性

環保相關議題、水土保持、生態平衡）等知識的瞭解與認識。  

由環境知識與性別、年級、不同地區等社會人口學變項分別進行分析探討，結

果顯示學生之環境議題知識表現不會因為年級之不同及而有顯著差異；學生之

環境議題知識表現不會因性別之不同而有差異存在；不同地區之學生在環境議

題知識得分，不因居住地區之不同而有差異，表示學生對於環境生態知識的瞭

解不因性別、年級、不同地區而有差異，而且均有不錯表現。  

 

一、 不同年級的學生在環境知識的認知層面表現情形 

 

表 4-5-1 不同年級的學生在環境生態知識層面之差異分析 

項目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p 值 

環境生態知識 1 年級 323 3.1351 .67479 1.353 

  2 年級 321 3.0940 .68060  

  3 年級 322 3.0643 .75990  

 合計 966 3.0978 .70603  

＊p＜ .05 

 

不同年級學生在環境生態知識上得分平均為 3 以上，表示各年級國中各年

級學生的環境知識認知情況為佳，且不因年級差別而有顯著差異。 

本研究假設 5-1：「不同年級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知識項目表現有顯著

差異」，應予拒絕。 

國中學生之環境知識的認知不因年級之不同而有顯著差異，此種結果和陳

秋澕（1998）、游雅如（2001）、沈廣城（2002）的研究結果不同；可能因為就

對象、時間、區域而有不同影響。另外，九年一貫課程將環境教育融入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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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且因為近幾年地球暖化影響，各媒體對於環境保護相關知識的宣導較頻

繁，政府及環保團體亦大力鼓勵大眾節能減碳，讓環境保護知識變成普遍性知

識，不因年級不同而有差別。由此亦可看出環境知識的傳布在這幾年有顯著的

效果，藉由各種方式讓環境知識的了解，深植各年齡層的學生，讓環保概念知

識成為人人熟悉的常識。 

 

二、 不同性別的學生在環境生態知識項目之表現 

 

表 4-5-2 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對環境生態知識之表現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標準誤 

環境生態知識 男 472 3.0702 .68114 .03135 

  女 494 3.1242 .72872 .03279 

 

依據問卷計分設計，非常符合 4 分、符合 3 分、尚可 2 分、不相符 1 分、

非常不相符 0 分。男、女學生之平均分數均為 3 左右，與問卷得分情形對應之

態度表現為「符合」。 

不同性別學生在環境生態知識之雙尾檢定值為.235，＞.05，即男女生在環

境生態知識上未達顯著差異。 

 

三、 不同居住地區學生在環境生態知識量表之表現 

 

表 4-5-3 不同居住地區學生與環境生態知識之差異比較 

   個數 平均數 F 值 

環境生態知識 屏東市 183 2.9742 2.756 

  鄉 604 3.1269  

  鎮 76 3.0922  

  原住民偏遠地區 103 3.1515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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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同居住地區：「市」、「鄉」、「鎮」、「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生作環境生態

知識之變異數分析，得知各區學生對於環境生態知識各面向之表現沒有顯著差

異，由此亦可了解，對於居住於「市」、「鄉」、「鎮」、「原住民偏遠地區」的學

生，在環境生態知識上的認知情形沒有顯著性的差異，表示各地區學生對於應

具有的環境生態知識普遍上都有相當的瞭解，不因居住地區不同而有接受或獲

得知識機會的差異，而對應瞭解的知識之獲取有所躓礙。 

依據上列研究，本研究假設 5-3：「屏東縣鄉、鎮、市及原住民偏遠地區之

學生在環境知識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應予拒絕。 

依據呂文雄（2006）對於澎湖縣不同地區的國小學生，在環境知識的得分

之研究發現：「雖然馬公郊區顯著優於馬公市區、澎南地區、湖西地區、白沙地

區。但大體而言，在市區、鄉村與離島間，並無明顯的差異。造成這種現象的

原因，可能由於電化教學及網際網路的普遍使用，使得市區、鄉村與離島的學

生，都能夠更廣泛的吸收環境知識；而郊區的學生，更沒有課業上的壓力，更

能夠體察身邊的環境問題。」本研究與其有類似之處，即電化教學及網際網路

的普遍使用，使不同地區之學生，不會因為交通運輸之故而影響獲得知識的門

路，都能夠更廣泛的吸收環境相關知識。  

依據上列研究，本研究假設 5-2：「不同性別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知識

項目表現有顯著差異」，應予拒絕。即不同性別的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知識項

目表現沒有顯著差異。 

    依據上列研究發現，屏東縣國中生對環境知識的認知表現不因為年級、性

別、居住地區之不同而造成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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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瞭解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現況及其背景因素對環

境素養各探討層面之影響，並於研究內容佐以探討國中學生參加環境保護相關

活動的現況及獲得環保相關知識來源之調查，以對於學生環境素養現況探討多

一分瞭解。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針對研究之結果與討論歸納結論，第二節則提出相

關的研究建議，作為未來環境教育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先對於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之現況作一調查，再瞭解

學生獲得環保知識來源之情形，主題在於將環境素養分成三個面向探討，依據

研究發現，屏東縣國中學生在環境的生態知識表現最好，多數學生對影響環境

的因素及行為的知識都有相當瞭解；對於影響環境行為有表達個人意見的表現

並覺得自己應該負起維護環境的責任，但是在環境行為習慣表現為環境素養探

討層面較差之部份。整體而言，屏東縣國中學生的環境素養表現尚佳，以下就

研究目的提出下列結論： 

一、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保活動次數不同因學校所在位置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保活動次數不同因學校所在位置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保活動次數不同因學校所在位置屏東縣國中學生參加環保活動次數不同因學校所在位置不同而不同而不同而不同而

有差異有差異有差異有差異。。。。 

居住於市區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之次數較其他地區為多，可能與主辦環

境保護相關活動之單位所在地有關，地緣關係使當地學生參加活動之機會或動

機受到影響，市區學生參加機構舉辦活動之機會較其他地區為多，所以學生有

較多的體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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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屏東縣國中學生屏東縣國中學生屏東縣國中學生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獲得獲得獲得環保環保環保環保相關知識主要來源為視訊電化媒體相關知識主要來源為視訊電化媒體相關知識主要來源為視訊電化媒體相關知識主要來源為視訊電化媒體。。。。  

依據研究結果發現，電視、網路及無線傳播媒體已成為家家戶戶皆有之設

備，善用普遍易得之資源讓容易讓預定達成之目的實現。日益惡化的環境問題

已成為各界不得不重視且必須設法解決的議題，善用傳播媒體的功能，影響學

生價值觀的建立，讓環境保護的責任感、態度的改變、成為身體力行的習慣。 

學校、教師、教科書亦是學生獲得知識的重要來源，善用學校的課程規劃

目標、教師的身教言教影響、教科書的內容寓意影響，對於提昇學生的環境素

養應有幫助。 

三三三三、、、、    屏東縣國中學生屏東縣國中學生屏東縣國中學生屏東縣國中學生對環境的感受因居住地方對環境的感受因居住地方對環境的感受因居住地方對環境的感受因居住地方、、、、就讀年級及性別不就讀年級及性別不就讀年級及性別不就讀年級及性別不

同而有影響同而有影響同而有影響同而有影響。。。。    

學生居住地區之特色常因人口聚集、交通狀況、當地主要經濟活動及社區

發展觀念而展現不同風貌。居住地區人口較疏落及以農業產為主之地區，學生

對於環境改變及遭受破壞而影響既有風貌之感覺，較其他地區明顯；國中一年

級學生的感覺表現亦較二年級學生明顯；男生對於保護環境的信念及態度較女

生明確。 

國中學生的發展階段任務及特色為建立自我價值觀之時期，重視影響學生

環境感受的因素，對於提供相關協助或影響改變有所助益。 

四四四四、、、、    屏東縣國中學生對環境的行為習慣因居住地區不同而有影響屏東縣國中學生對環境的行為習慣因居住地區不同而有影響屏東縣國中學生對環境的行為習慣因居住地區不同而有影響屏東縣國中學生對環境的行為習慣因居住地區不同而有影響。。。。    

環境對生活習慣及觀念有影響，環境包含所接觸的人、事、地、物，於學

生發展型塑時期對於有影響的事物，必須釐清其正確及價值性，以期有良好正

向之發展。 

五五五五、、、、    屏東縣國中學生對環境知識的認知普遍量良好屏東縣國中學生對環境知識的認知普遍量良好屏東縣國中學生對環境知識的認知普遍量良好屏東縣國中學生對環境知識的認知普遍量良好。。。。    

依據研究結果發現，屏東縣國中學生的環境知識的瞭解情形甚佳，表示目

前課程規劃或各項媒體傳播發揮相當功能，持續目前發展重點及方向，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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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素養表現應有所幫助。 

六六六六、、、、    屏東縣國中學生的環境素養屏東縣國中學生的環境素養屏東縣國中學生的環境素養屏東縣國中學生的環境素養整體整體整體整體表現表現表現表現為佳為佳為佳為佳。。。。    

屏東縣國中學生對環境的感覺尚佳，表示關心環境的情形甚為普遍，但是

環境行為習慣表現較弱，可能與課程中設計學生發表機會較少有關，提昇學生

環境行為誘導及發展可於課程中規劃多製造學生發表機會的安排，可能會提高

學生環境行動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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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獲致的研究發現與結論並參考相關文獻，提出下列建議，作為

提昇國中學生環境素養之可行方向及對未來研究的參考： 

 

一一一一、、、、為提昇各地區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之情形為提昇各地區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之情形為提昇各地區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之情形為提昇各地區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之情形，，，，應應應應普遍於各學校普遍於各學校普遍於各學校普遍於各學校

所在地區辦理所在地區辦理所在地區辦理所在地區辦理。。。。  

學生參加環境保護活動因地原關係而造成影響，所以在辦理活動時應該顧

及學生參加活動的影響因素，例如交通問題、活動的鼓勵動機、學校及家長的

支持等。協助家長解決學生前往參加活動的交通問題、活動結合學校例行性或

課程規劃上之相關活動，應能有效提昇各地區學生參加活動之體驗機會。 

 

二二二二、、、、善用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環境保護相關資訊之主要來源善用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環境保護相關資訊之主要來源善用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環境保護相關資訊之主要來源善用屏東縣國中學生獲得環境保護相關資訊之主要來源，，，，提昇學提昇學提昇學提昇學

生環保相關知能生環保相關知能生環保相關知能生環保相關知能。。。。    

充實學校資訊相關設備為縮短城鄉教育差距的有效方法。各地區學生得到

環保相關知識常因為交通設施、政府文教設施所在地之差距而受到影響，但是

藉由電化資訊設備已可縮短地區性的限制，對於有效增進學生環境教育課程知

識亦有幫助。 

學校、教科書教師為學生環保知識來源，當然老師的行為及觀念也間接影

響學生的行為習慣，所以學校所有教師提升環境教育的正確知識與技能，對於

教導及影響學生正確的環境知識與信念，以身教、言教影響學生、導正學生。

各科教師皆應具有多元化的環境教育知識，並將相關的環境議題融入教學中，

並提供多元的學習環境，增加學習成效。此外，舉辦環境教育研習課程，提供

最新教學資訊，讓教師將新的環境現況及改善方法教授給學生，提昇學生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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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運用傳播媒體的功效，在學校網站、班級網頁上增設環保資訊站，提

供家長及學生運用。  

 

三三三三、、、、重視不同背景因素對學生環境素養表現差異重視不同背景因素對學生環境素養表現差異重視不同背景因素對學生環境素養表現差異重視不同背景因素對學生環境素養表現差異  

在國民中學階段，一年級學生因為剛由國小進入國中，較會表示意見，隨

著團體觀念及進入青少年時期之影響而漸漸轉變，二年級學生對環境議題表達

自己意見的情形較一年級學生為弱，則在教育活動或課程上應該多重視不同年

級學生的發展特性予以強化刺激。 

家長的配合方面：良好的環境行為習慣，做為子女的楷模；男、女性別角

色對於學生環保生活實踐上應有同等重視。一般家長尚有家事多為女生應該做

的觀念，學生亦常認為：「做家事是幫媽媽的忙」。如此，對於自己應負之責任

則會有所忽略而不自知。所以學校建立的校園整潔為所有學生分工打掃之觀

念，應帶回家庭，父母親亦不得持有男、女有別之觀念，如此除了能有效建立

環保實踐為所有學生及國民均有之責任，也不至於因為有差別角色期待而造成

環保責任可差別負擔之觀念。 

 

四四四四、、、、利用各種不同方法多利用各種不同方法多利用各種不同方法多利用各種不同方法多面向面向面向面向營造營造營造營造重視環境重視環境重視環境重視環境素養各方面表現之能力素養各方面表現之能力素養各方面表現之能力素養各方面表現之能力  

當學校推行環境教育時，應多元進行，讓環境對環境的覺知、環境議題知

識及環境行為相關議題同時進行，如此當增加學生的環境敏感度或議題知識

時，亦能增加學生的環境行為。而鼓勵學生從事環境行為的過程，亦相對增加

了學生的環境敏感度和環境議題知識，在這種良性的環境學習歷程中，應該能

對我們的環境有所幫助，學校可從下列幾點做起： 

（一）加強環環境法規的宣導：由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學生環境敏感度、

對環境議知識及環境行為表現常著重於與自己本身有直接相關的，對於影響家

人、他人對於環境保護行為方面則較不普遍或尚未作到。因為環境保護需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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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的力量，個人實踐力有限，必須帶動他人，才能擴大效果、延續自己的行

動持續力。 

（二）經常透過對環保法規的認識及宣導，將使學生更加了解自身的權利

及義務，應有助於環境的保護。 

（三）善用學校辦理大型活動及親職教育的機會：家長及社區人士參加學

校活動時，為學校影響家長觀念、帶動社區習性的機會之一，唯有整個家庭、

鄰近社區一起對環保活動注意及盡心，才能影響學生觀念及習慣 

（四）善用網路與環境教育的教學網站：環境教學可配合資訊教學媒體，

利用網路資源支援環境教學，能夠豐富傳統教材的呈現，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並提供多樣化的學習資訊，不只是讓學生被動地接受教師所傳授的環境知識，

更重要的是讓學生有機會將環境知識與生活結合，發揮觀察力、發現環境問題，

透過網路教學搜尋相關的資料引導學生探討環境問題，增進學生收集、分析資

料的能力。 

（五）結合社會資源：學校常限於經費之不足，對於辦理大型環保活動並

不是非常容易，如能結合社團、義工，甚至配合機關辦理活動，運用各種社會

資源，才能增加環保活動多元方式，更能真正落實環境教育。  

 

五五五五、、、、加強加強加強加強營造營造營造營造地球村地球村地球村地球村之觀念有助於降低之觀念有助於降低之觀念有助於降低之觀念有助於降低學生環境的行為習慣學生環境的行為習慣學生環境的行為習慣學生環境的行為習慣因居住因居住因居住因居住

地區不同而有差別之情形地區不同而有差別之情形地區不同而有差別之情形地區不同而有差別之情形    

環境變化帶來的影響是全球性的改變已漸漸被大家瞭解；天災帶來的損害

是越來越不易預期及控制的，已從目前遭受的經驗中而被建立。對於改變地區

性環境不同而影響學生對環境改變的警覺度及責任，有效的方法即是放大視

野，提昇責任。重視周遭環境的維護有助於改善居住品質，但是應再加強重視

環境改變對生態的影響之議題，如：臭氧層破洞的影響、南北極冰山消融速度

之加劇、海平面的上升、地球平均氣溫的增加，都是全球性變化帶來地區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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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例子。從全球性變化影響在地生活的例子著手，對減少地區性環境不同而

使學生有不同環境感受之情形，應能有所改善。 

 

六六六六、、、、對對對對未來研究的建議未來研究的建議未來研究的建議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擴大研究範圍  

本研究囿於人力、物力、時間等因素的限制，僅以屏東縣的國中學生為研

究對象，故研究結果的推論，僅及於屏東縣國中學生，後續研究者應可將範圍

擴及全台灣地區，或做不同區域的比較研究。 

（二）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係採取橫斷式的研究，在同一時間內比較同

一縣市不同居住地區的國中學生之環境敏感度、環境議題知識及環境行為，雖

能了解其中差異，卻無法掌握其發展趨勢及脈絡。為了解變化情形，今後若能

採取長期而有系統的縱貫式研究，研究結果將更具意義。 

（三）環境境素養的調查量表編製部份 

環境素養量表之編制於國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之相關研究中尚屬缺乏，一

般多針對某一主題的調查研究，如資源回收行為、河川生態區之學生、溼地區

學生之環境素養調查，環境素養之調查一般以高中職校、大學、教師之研究較

為常見，本研究依據大學生為調查對象之問卷改編，可能將涵蓋面向依其概念

統整為三項：認知、情意、行為，雖已涵括心理學對於行為、態度研究面向，

但是在分析上較一般針對單一主題之研究不易而略顯抽象，惟針對某一主題之

調查僅限於較小區域學生，無法適用於其他地區，解釋性較不普遍，故本研究

仍著力於此一領域進行研究，希望能對研究範圍內各地區之學生的普遍狀作一

全面性瞭解，希望能對以後研究者有所幫助。另外，針對某一地區學生編製適

當的測量工具時，雖然所採取之樣本數較少，仍應依據配額抽樣之原則，不讓

各地區樣本流失，影響問卷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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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學生對於問卷的填答部份 

問卷填答與除了必須與抽樣學校老師有詳細聯繫外並應有良好互動，因為

調查範圍遍及全縣，親至各校施測著實不易，所以必須依賴各校老師之幫忙，

學生填答情形跟老師對於問卷施測之注意事項瞭解程度有關，所以必須對施測

者的態度與瞭解情形多加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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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 屏屏屏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問卷專家效度名單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問卷專家效度名單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問卷專家效度名單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問卷專家效度名單 

 

類別 姓名 職稱 備註 

學者專家 陳文明 國立高雄海洋大學教授  

學者專家 黃湃翔 大仁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學者專家 魏俊華 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系教授 現任臺東縣政府教育

處長 

學者專家 顏慶祥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系教授 現任屏東縣政府教育

處長 

現場工作者 王鳳美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督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碩

士 

現場工作者 洪玉燕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校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

士 

現場工作者 許沛祥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副處長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碩

士 

現場工作者 陳嘉音 屏東縣立至正國中校長 

97 學年度國教輔導團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國中組召集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

士 

備註：先分項，後依據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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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 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素養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素養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素養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素養之調查問卷之調查問卷之調查問卷之調查問卷（（（（專家專家專家專家效度效度效度效度用卷用卷用卷用卷）））） 

 

 

 

                     指導教授：何俊青博士、黃誌坤博士 

 

 

 

 

 

 

 

這是一份為了瞭解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的為了瞭解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的為了瞭解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的為了瞭解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的問卷，您勾選的資料將提供

研究者做為研究，感謝您耐心的填答，並請於勾選（V）後，再檢查是再檢查是再檢查是再檢查是否有

遺漏，感謝您的協助。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         請在適當選項前之請在適當選項前之請在適當選項前之請在適當選項前之□打打打打 V 

1.性別：□男    □女           學校名稱：                   國民中學 

2.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3.您是否曾經參加過環境保護（如資源回收）相關活動：  

□很多次   □一兩次  □不曾參加   □不想參加 

4.您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來源（可複選）：□電視  □網路  □報紙  □學校、課堂  

             □收音機廣播  □環保團體    □親戚朋友  □教科書   □圖書館 

5.您對於政府環保政策推行：□非常滿意 □很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6.您的家長職業： 

父親：□軍公教人員  □農  □工  □商    □無   □其他            

母親：□軍公教人員  □農  □工  □商    □無   □其他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好山、好水、好環境是大家所喜好，需要人文的認真經營、需要環境的陶養。 

  為了瞭解屏東縣國中學生的環境素養情形，謹將所編製之問卷內容列於下表，敬

請撥冗惠賜高見。您的寶貴意見將作為建立問卷之專家效度之依據，並作為編製正

式問卷之重要參考，懇請您逐題審閱、評判每一題題意與主題之適切性，並於題目

下方□內勾選出意見：若是同意，請就您同意之程度勾選；若是建議刪除或修改者

後適用者，亦請您圈選、寫出建議內容。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教安    

            國立台東大學教育學系學校行政碩士班  研究生陳麗梅敬上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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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關於您對環境的感受關於您對環境的感受關於您對環境的感受關於您對環境的感受，，，，請依感受強請依感受強請依感受強請依感受強-----弱程度弱程度弱程度弱程度，，，，來勾選來勾選來勾選來勾選。。。。 
                                          非常符合  符合  尚可  不符合  極不符合 

                                             100%  75%  50%  25%   0% 

1.我常常在大自然（山林、鄉間）中進行休閒活動。□   □   □   □   □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2.我在大自然中活動常使我覺得心情愉快。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3.我對於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感到生氣。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4.自然環境被破壞，我應該負起責任。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5.看見破壞環境的行為，我會表示意見或主動規勸。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6. 我願意藉由環保行為來改善環境惡化的情形。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7. 我認為，為了發展經濟可以任意破壞、污染環境。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8.我願意購買低污染的產品減緩破壞環境的速度。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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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願意鼓勵、說服他人採取行動來改善環境問題。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0.我願意影響長輩採取政治行動（如投票、以信件或電話籲請民意代表）來改善周遭的

環境問題。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1.我願意以『檢舉不法』的方式來改善環境問題。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2.我相信我『堅持維護環境的行為』，會帶動別人。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3.我相信藉著我個人的行動可以改善環境問題。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4.我對於台灣的自然景觀生態，感到驕傲與喜悅。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5.我對於我現在居住地方的自然環境感到滿意。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6.如果我去從事環境保護的行動，可能沒有他人會提供我實際上的幫助。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7.如果我目睹家鄉環境遭受破壞，將會激發我從事環境保護的行動。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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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果我在保護環境的行動中遇到挫折，我相信我還會繼續下去。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9.如果我去從事環境保護的行動，我覺得將使我的生命更有價值、有意義。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20. 我覺得台灣有許多熱愛環境、為保護環境而奮鬥的人，我願意學習他們的行為。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關於您實際行為的調查關於您實際行為的調查關於您實際行為的調查關於您實際行為的調查，，，，請依您實際行為最接近的選請依您實際行為最接近的選請依您實際行為最接近的選請依您實際行為最接近的選

項勾選項勾選項勾選項勾選 
                                           非常符合  符合   尚可  不符合  極不符合 

                                             100%  75%  50%  25%   0% 

1.為節省能源，我主動關掉家中不使用的電器用品。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2.在學校中，我主動關上沒關的水龍頭、電燈。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3.在公共場所看見垃圾，我隨手撿拾。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4.我避免購買過度包裝的產品。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5.為了環保的理由，我使用再生紙製品。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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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了節能減碳，我鼓勵家人減少使用汽機車。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7.我曾經主動向別人說明環保的重要性。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8.我鼓勵他人，向有關單位檢舉破壞環境的行為。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9.我鼓勵家人在選舉時，支持注重環保的民意代表。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0.我曾經參與支持環境保護的簽署活動。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1.我曾向有關單位檢舉製造環境污染事件。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2.我曾經參與關心環保的民間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3.我依照規定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4.我知道許多節約用水用電的知識，且實際做到。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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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經常提醒親朋好友，注意節省能源的行為。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6 我曾經以信件或電話，向學校或機關投訴破壞環境的行為。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17 我能隨著父母親或老師參與社區環境保護或關懷弱勢族群生活的活動經驗。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8 我能分析評估國內區域性環境問題發生原因，並思考解決之道。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9 我能藉各種媒體、圖書主書刊主動積極蒐集國內外環保議題與策略。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20. 我認真執行、參與學校推行的環保活動。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關於您對環境知識的調查關於您對環境知識的調查關於您對環境知識的調查關於您對環境知識的調查，，，，請依您的看法勾選請依您的看法勾選請依您的看法勾選請依您的看法勾選。 

                                             非常符合  符合  尚可 不符合 極不符合 

                                              100%  75%   50%  25%   0% 

                                             □   □   □   □   □ 
1.我知道地球面臨的重大危機包含「地球高溫化」、 

「酸雨」、「臭氧層破洞」、「生物大量滅絕」等危機。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2.我知道建築物建造的過程及所需的材料，對於地球環境是一大負擔。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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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知道綠建築是建築物的興建，以降低對環境負荷的一種工法。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4.我認為興建公路或纜車，是發展地方觀光產業的唯一途徑。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5.我認為雪山隧道的通車對環境與生態，會有影響。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6.北極地區海冰消失，北極熊逐漸喪失棲地，將成瀕絕動物。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7.興建湖山水庫，可能侵害保育類櫻花鉤吻鮭的棲息繁殖地。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8.我知道二氧化碳大量排放，會造成溫室效應使地表溫度逐漸升高。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9.我知道，生產肉類比栽種植物消耗更多資源、製造更多污染。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0.居民的反公害污染之抗爭運動，政府應該重視。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1.我瞭解臭氧層破洞會破壞生態環境。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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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瞭解農藥化學毒性會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3.我瞭解過度開發土地及挖掘漁塭，會破壞自然生態或造成地層下陷。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4.我瞭解過度使用自然資源會破壞生態平衡。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 

15.我瞭解尊重自然的規律是維持自然永續發展的要件。    

□非常適用  □適用  □修正後適用，建議：                           □宜刪除 

 

感謝各位先進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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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三三三三 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素養問卷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素養問卷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素養問卷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素養問卷 （（（（預試預試預試預試用用用用）））） 

 

這是一份瞭解屏東縣國中學生環境素養的問卷，您勾選的資料將提供研究者

做為研究，感謝您的填答，並請於勾選（V）後，再檢查是否有遺漏，感謝

您的協助。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  ，，，，  請在適當選項前之請在適當選項前之請在適當選項前之請在適當選項前之□打打打打 V 

 

1.性別：□男    □女         2.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3. 您最近三年內曾經參加環境保護（如配合垃圾分類回收資源垃圾、打掃街道、環保  淨

灘等）相關活動的次數為：  □10 次以上    □9--5 次    □4--1 次   □0 次   

4.您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來源（可複選）：□電視  □網路  □報紙  □學校、課堂  

            □收音機廣播  □環保團體   □親戚朋友  □教科書   □圖書館 

5.您的家長職業：父親：  □軍公教人員   □農   □工    □商    □無    □其他                       

母親：  □軍公教人員   □農   □工    □商    □無    □其他                   

6.您的家長的教育程度 父親：□碩士/博士 □大專/大學 □高中/高職  □國中  □小學         

母親：□碩士/博士 □大專/大學 □高中/高職  □國中  □小學 

7. 您家長的年齡：父親：□25-30歲 □30-40歲 □41-50歲  □51-60歲 □60 歲以上  

                母親：□25-30歲□30-40歲□41-50歲  □51-60歲  □60 歲以上 

8.您居住的地區：屏東縣                鄉、 鎮 、市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關於您對環境的感受關於您對環境的感受關於您對環境的感受關於您對環境的感受，，，，請依感受強請依感受強請依感受強請依感受強-----弱程度弱程度弱程度弱程度，，，，來勾選來勾選來勾選來勾選。 

                                                     極符
合   符合  尚可  

不符
合   

極不
符合 

1.我在大自然的青山、綠水中活動，常使我覺得心情愉快。 □   □   □   □   □                     

2.面對各種環境污染現象，常令我心生厭煩且覺得難受。                          

3. 我對於人為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常感到生氣。                                  

4.自然環境被破壞，我應該負起責任。                                      

5.看見破壞環境的行為，我願意表示意見或主動規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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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願意藉由環保行為來改善環境惡化的情形。                                 

7. 我認為，為了發展經濟可以任意破壞、污染環境。                             

8.我願意購買低污染的產品減緩破壞環境的速度。                                 

9.我願意鼓勵、說服他人採取行動來改善環境問題。                             

10.我願意影響長輩採取政治行動（如投票、以信件或電話籲請民意代表）來改善周遭的

環境問題。                                                                  

11.我願意以『檢舉不法』的方式來改善環境問題。                              

12.我相信我『堅持維護環境的行為』，一定會帶動別人一起來關心環境。                              

13.我相信藉著我個人的具體行動一定可以改善環境問題。                        

14.我對於台灣的自然景觀生態，感到驕傲與喜悅。      

15.我對於我居住地區的自然生態景觀，感到驕傲與喜悅。  

16.如果我去從事有關環境保護的行動，可能沒有人會願意提供我實際上的幫助。                           

17.如果我目睹家鄉環境遭受破壞，將會激發我從事環境保護的具體行為。                                        

18.即使我在保護環境的行動中遇到挫折，我相信我還會繼續下去。                                       

19.如果我去從事環境保護的行動，我覺得將使我的生命更有價值、有意義。                                  

20. 我覺得台灣有許多熱愛環境、為保護環境而奮鬥的人，我願意學習他們的行為。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關於您實際行為的調查關於您實際行為的調查關於您實際行為的調查關於您實際行為的調查，，，，請依照請依照請依照請依照與您實際行為與您實際行為與您實際行為與您實際行為最接近的選項勾最接近的選項勾最接近的選項勾最接近的選項勾

選選選選 

                                                                          
極符
合   符合  尚可 

不符
合  

極不
符合 

1.為節省能源，我常主動關掉家中不使用的電器用品。                                

2.在學校中，我常會主動關上沒關的水龍頭、電燈。                                 

3.在公共場所看見垃圾，我常會主動隨手撿拾並清理。                                

4.購物時我都會避免購買過度包裝的產品。                                          

5.為了環保的理由，我都儘量使用再生的紙製品。                                    

6.為了減少污染、節能減碳，我和家人經常儘量減少使用汽、機車。                    

7.我常常主動向別人說明有關環保對我們的重要性、久遠的影響。                      

8.我常常向他人宣導，人人都有向有關單位檢舉破壞環境的責任。                      

9.我和家人在選舉時，非常認同並支持注重環保的民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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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經常主動參與支持環境保護的簽署活動。                                                                                                         

11.我經常主動向有關單位檢舉製造環境污染事件的人、事、物。                   

12.我經常參與有關環保的民間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13.我經常依照規定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等具體的環保行為。                      

14.我經常提醒親朋好友，注意節省能源的行為。                                    

15.即使能為環保進一份心力，我依然是不使用再生紙製品。                          

16 我經常以信件或電話，向有關單位投訴破壞環境的行為。                          

17 我經常跟隨親人或老師參與社區環境保護的活動。                                

18 我常能藉各種媒體、圖書、報刊，主動積極蒐集國內外有關環保議題與具體策略，充

實知能。                                                                           

19.我經常認真執行並參與學校推行的任何有關環保的活動。                          

20.即使經常使用公家水源，不需我付費，我還是會節約用水。                        

 

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關於您對環境知識的調查關於您對環境知識的調查關於您對環境知識的調查關於您對環境知識的調查，，，，請依您的看法勾請依您的看法勾請依您的看法勾請依您的看法勾選選選選。。。。 

    
極符
合   符合  尚可  

不符
合   

極不
符合 

1.我知道地球環境所面臨的重大危機包含有「地球高溫化」 

、「酸雨」、「臭氧層破洞」、「生物大量滅絕」等事件。                                                 

2.我知道我們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如建物、營造過程、材料 

使用等等，對於地球環境是一大負擔。                                                                

3.我知道綠建築是興建建物時，降低對環境負荷的一種新工法。                     

4.我知道許多節約用水用電的知識，且一定具體做到。                                  

5.我認為雪山隧道的開通對當地的水土生態等一定會有影響。                            

6.因地球暖化持續惡化，致北極地區冰棚融化消滅，北極熊逐 

漸喪失棲地，不久後可能將成為瀕臨絕種的動物。                                                    

7.興建湖山水庫，可能侵害保育類櫻花鉤吻鮭的棲息繁殖地。                             

8.我知道二氧化碳排放一定會造成溫室效應使地表溫度逐漸升高。                         

9.我知道生產肉類比栽種植物消耗更多資源、也製造更多污染。                       

10.我認為居民的反公害污染之抗爭運動，政府應該重視。                             

11.我瞭解臭氧層破洞一定會破壞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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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瞭解農藥化學毒性一定會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                             

13.我瞭解過度開發土地及挖掘漁塭，一定會破壞自然生態及造成地層下陷。                                       

14.我瞭解過度使用自然資源一定會破壞生態平衡。                              

15.我瞭解尊重自然的規律是維持自然永續發展的要件。                            

16 我能分析、評估國內某個區域性環境問題發生原因，並思考解決之道。               

 

備註：對環境感受部分 1、7、16 題，經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後予以刪除。 

      對環境實際行為部分第 15、19 題，經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後予以刪除。 

      對環境認知部分第 16 題，經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後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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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四四四四   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素養問卷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素養問卷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素養問卷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素養問卷（（（（正式卷正式卷正式卷正式卷）））） 

           
 

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素養調查問卷   編製者：陳麗梅 

     指導教授：何俊青教授、黃誌坤教授 

這是一份為瞭解屏東縣國中學生對於環境感受及日常行為之調查，您的資料將提供

研究者分析，感謝您的協助填答，填寫後，請再檢查是否有遺漏，敬祝學業進步。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  ，，，，  請在適當選項前之請在適當選項前之請在適當選項前之請在適當選項前之□ 打打打打 V 

1.性別：□男    □女          2.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3. 您最近三年內曾經參加環境保護（如配合垃圾分類回收資源垃圾、打掃街道、環保淨

灘等）相關活動的次數為：   □10 次以上    □9--5 次    □4--1 次   □0 次   

4.您獲得環保資訊的主要來源（可複選）：□電視、廣播、網路  □報紙、雜誌、圖書館   

□學校、老師、教科書    □環保團體     □親戚朋友     

5.您的家長職業：（請依類似項目勾選） 

     父親：            工作名稱                

  □軍公教、醫事、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藝文專業人員、企業主管 

  □技術人員、助理專業人員、社工、工程或交通業務技術員 

  □服務業、旅運或顧客服務人員、會計出納人員、辦公室事務性工作 

  □家庭管理、餐飲業、理容業、個人照顧、駕駛、保安、售貨人員 

  □農林漁牧業、搬運業、勞力工作、清潔工作、工友 

     母親：            工作名稱                

  □軍公教、醫事、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藝文專業人員、企業主管 

  □技術人員、助理專業人員、社工、工程或交通業務技術員 

  □服務業、旅運或顧客服務人員、會計出納人員、辦公室事務性工作 

  □家庭管理、餐飲業、理容業、個人照顧、駕駛、保安、售貨人員 

  □農林漁牧業、搬運業、勞力工作、清潔工作、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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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的家長的教育程度父親：□碩士/博士  □大專/大學 □高中/高職 □國中 □小學         

母親：□碩士/博士  □大專/大學 □高中/高職 □國中 □小學 

7. 您居住的地區：屏東縣                    □ 鄉     □ 鎮     □市   

 

第二部分：關於您對環境的感受，請依強---弱程度勾選。4 > 3 > 2 > 1 > 0 

  非常
符合 符 

 合 
尚 
 可 

不符
合  

極不
符合 

1.面對各種環境污染現象，常令我心生厭煩且覺得難受。          □ □ □ □  □ 
2. 我對於人為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常感到生氣。               □ □ □ □  □ 
3.自然環境被破壞，我也應該負起部份責任。               □ □ □ □  □ 
4. 我願意購買低污染的產品減緩破壞環境的速度。              □ □ □ □  □ 
5.我相信藉著我個人的具體行動一定可以改善環境問題。         □ □ □ □  □ 
6. 我對於台灣的自然景觀生態，感到驕傲與喜悅。            □ □ □ □  □ 
7.我對於我居住地區的自然生態景觀，感到驕傲與喜悅。        □ □ □ □  □ 
8.看見破壞環境的行為，我願意表示意見或主動規勸。         □ □ □ □  □ 
9.我願意影響長輩採取政治行動（如投票、以信件或電話籲請民意代表） 

來改善周遭的環境問題。 

□ □ □ □  □ 

10.我願意以『檢舉不法』的方式來改善環境問題。              □ □ □ □  □ 
11 我相信我『堅持維護環境的行為』，一定會帶動別人關心環境。 □ □ □ □  □ 
12.我願意藉由環保行為來改善環境惡化的情形。               □ □ □ □  □ 
13.我願意鼓勵、說服他人採取行動來改善環境問題。            □ □ □ □  □ 
14.如果我目睹家鄉環境遭受破壞，將會激發我從事環境保護的具體行

為。    

□ □ □ □  □ 

15.即使我在保護環境的行動中遇到挫折，我相信我還會繼續下。 □ □ □ □  □ 
16.如果我去從事環境保護行動，我覺得將使生命更有價值意義。                     □ □ □ □  □ 
17. 我覺得台灣有許多熱愛環境、為保護環境而奮鬥的人，我願意學習

他們的行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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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請依與您實際行為最接近的情形及程度勾選，4 > 3 > 2 > 1 > 0 

                                           

 非常
符合 符 

 合 
尚 
 可 

不符
合  

極不
符合 

1.在公共場所看見垃圾，我常會主動隨手撿拾並清理。 □ □ □ □ □ 
2.購物時我都會避免購買過度包裝的產品。 □ □ □ □ □ 
3.為了減少污染、節能減碳，我和家人常儘量減少使用汽車、機車。 □ □ □ □ □ 
4.我常主動向別人說明環保對於我們的重要性及久遠的影響。 □ □ □ □ □ 
5.我常常向他人宣導，人人都有向有關單位檢舉破壞環境的責任。 □ □ □ □ □ 
6.我和家人在選舉時，非常認同並支持注重環保的民意代表。  □ □ □ □ □ 
7.我經常主動參與支持環境保護的簽署活動。                □ □ □ □ □ 
8.我經常主動向有關單位檢舉製造環境污染事件的人、事、物。 □ □ □ □ □ 
9.我經常參與有關環保的民間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 □ □ □ □ 
10.我經常提醒親朋好友，注意節省能源的行為。              □ □ □ □ □ 
11.我經常以信件或電話，向有關單位投訴破壞環境的行為。      □ □ □ □ □ 
12.我經常跟隨親人或老師參與社區環境保護的活動。          □ □ □ □ □ 
13.我常能藉各種媒體、圖書、報刊，主動積極蒐集國內外有關環保議題

與具體策略，充實知能。 

□ □ □ □ □ 

14.我經常認真執行並參與學校推行的任何有關環保的活動。      □ □ □ □ □ 
15. 為節省能源，我常主動關掉家中不使用的電器用品。       □ □ □ □ □ 
16. 在學校中，我常會主動關上沒關的水龍頭、電燈。           □ □ □ □ □ 
17.我經常依照規定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等具體的環保行為。  □ □ □ □ □ 
18.即使經常使用公家水源，不需我付費，我還是會節約用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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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請依您對於環境知識的知道程度勾選， 4 > 3 > 2 > 1 > 0 

非常
符合 符 

 合 
尚 
 可 

不符
合  

極不
符合  

1.我知道地球環境所面臨的重大危機包含有「地球高溫化」、「酸雨」、 

「臭氧層破洞」、「生物大量滅絕」等事件。                   

□ □ □ □ □ 

2.我知道我們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如建物、營造過程、材料使用等等 

，對於地球環境是一大負擔。 

□ □ □ □ □ 

3.我知道綠建築是興建建物時，降低對環境負荷的一種新工法。 □ □ □ □ □ 

4.我知道許多節約用水用電的知識，且一定具體做到。             □ □ □ □ □ 

5.我認為雪山隧道的開通對當地的水土生態等一定會有影響。 □ □ □ □ □ 

6.因地球暖化持續惡化，致北極地區冰棚融化消滅，北極熊逐漸喪失 

棲地，不久後可能將成為瀕臨絕種的動物。  

□ □ □ □ □ 

7.興建湖山水庫，可能侵害保育類櫻花鉤吻鮭的棲息繁殖地。 □ □ □ □ □ 

8.我知道二氧化碳排放依定會造成溫室效應，使地表溫度逐漸升高。 □ □ □ □ □ 

9.我知道生產肉類比栽種植物消耗更多資源，也製造更多污染。    □ □ □ □ □ 

10.我認為居民的反公害污染之抗爭運動，政府應該重視。          □ □ □ □ □ 

11.我瞭解臭氧層破洞一定會破壞生態環境。                       □ □ □ □ □ 

12.我瞭解農藥化學毒性一定會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           □ □ □ □ □ 

13.我瞭解過度開發土地及挖掘漁塭，一定會破壞自然生態及    

 造成地層下陷。 

□ □ □ □ □ 

14.我瞭解過度使用自然資源一定會破壞生態平衡。                     □ □ □ □ □ 

15.我瞭解尊重自然的規律是維持自然永續發展的要件。           □ □ □ □ □ 

                      謝謝您的協助 ！！ 請檢查有無遺漏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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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五五五五 屏東縣國中生屏東縣國中生屏東縣國中生屏東縣國中生對環境的感覺量表各題平均數對環境的感覺量表各題平均數對環境的感覺量表各題平均數對環境的感覺量表各題平均數、、、、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有效的 N（完全排除遺漏值）＝966 

 

題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面對各種環境污染現象，常令我心生厭煩且覺得難受。         0 4 3.00 .940 

2. 我對於人為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常感到生氣。               0 4 2.93 .886 

3.自然環境被破壞，我也應該負起部份責任。               0 4 2.81 .929 

4. 我願意購買低污染的產品減緩破壞環境的速度。              0 4 2.78 .957 

5.我相信藉著我個人的具體行動一定可以改善環境問題。         0 4 2.34 .996 

6. 我對於台灣的自然景觀生態，感到驕傲與喜悅。            0 4 2.66 1.023 

7.我對於我居住地區的自然生態景觀，感到驕傲與喜悅。        0 4 2.57 1.008 

8.看見破壞環境的行為，我願意表示意見或主動規勸。         0 4 2.34 .938 

9.我願意影響長輩採取政治行動（如投票、以信件或電話籲請民意

代表）來改善周遭的環境問題。 

0 4 2.17 1.034 

10.我願意以『檢舉不法』的方式來改善環境問題。              0 4 2.36 .991 

11 我相信我『堅持維護環境的行為』，會帶動別人關心環境。 0 4 2.57 .967 

12.我願意藉由環保行為來改善環境惡化的情形。               0 4 2.76 .880 

13.我願意鼓勵、說服他人採取行動來改善環境問題。            0 4 2.55 .928 

14.如果我目睹家鄉環境遭受破壞，將會激發我從事環境保護的具

體行為。  

0 4 2.59 .949 

15.即使我在保護環境的行動中遇到挫折，我相信我還會繼續下。 0 4 2.49 .929 

16.如果我去從事環境保護行動，我覺得將使生命更有價值意義。                     0 4 2.66 .911 

17. 我覺得台灣有許多熱愛環境、為保護環境而奮鬥的人，我願意

學習他們的行為。               

0 4 2.76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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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六六六六 屏東縣國中生屏東縣國中生屏東縣國中生屏東縣國中生環境行為習慣量表各題平均數環境行為習慣量表各題平均數環境行為習慣量表各題平均數環境行為習慣量表各題平均數、、、、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有效的 N（完全排除遺漏值）＝966 

 

題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在公共場所看見垃圾，我常會主動隨手撿拾並清理。 0 4 2.20 .938 

2.購物時我都會避免購買過度包裝的產品。 0 4 2.51 .945 

3.為了減少污染、節能減碳，我和家人常儘量減少使用汽車、機車。 0 4 2.30 .988 

4.我常主動向別人說明環保對於我們的重要性及久遠的影響。 0 4 1.99 1.047 

5.我常常向他人宣導，人人都有向有關單位檢舉破壞環境的責任。 0 4 1.92 1.058 

6.我和家人在選舉時，非常認同並支持注重環保的民意代表。  0 4 2.25 1.067 

7.我經常主動參與支持環境保護的簽署活動。                0 4 1.82 1.058 

8.我經常主動向有關單位檢舉製造環境污染事件的人、事、物。 0 4 1.71 1.090 

9.我經常參與有關環保的民間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0 4 1.85 1.070 

10.我經常提醒親朋好友，注意節省能源的行為。             0 4 2.30 1.013 

11.我經常以信件或電話，向有關單位投訴破壞環境的行為。      0 4 1.57 1.112 

12.我經常跟隨親人或老師參與社區環境保護的活動。          0 4 1.87 1.075 

13.我常能藉各種媒體、圖書、報刊，主動積極蒐集國內外有關環

保議題與具體策略，充實知能。 

0 4 2.22 1.045 

14.我經常認真執行並參與學校推行的任何有關環保的活動。      0 4 2.26 .982 

15. 為節省能源，我常主動關掉家中不使用的電器用品。       0 4 2.71 1.017 

16. 在學校中，我常會主動關上沒關的水龍頭、電燈。           0 4 2.76 .946 

17.我經常依照規定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等具體的環保行為。  0 4 2.72 .933 

18.即使經常使用公家水源，不需我付費，我還是會節約用水。   0 4 2.67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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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七七七七 屏東縣屏東縣屏東縣屏東縣國中生環境知識的認知量表各題平均數國中生環境知識的認知量表各題平均數國中生環境知識的認知量表各題平均數國中生環境知識的認知量表各題平均數、、、、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有效的 N（完全排除遺漏值）＝966 

 

題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我知道地球環境所面臨的重大危機包含有「地球高溫化」、「酸

雨」、「臭氧層破洞」、「生物大量滅絕」等事件。                  

0 4 3.34 .850 

2.我知道我們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如建物、營造過程、材料使用，

對於地球環境是一大負擔。 

0 4 3.12 .899 

3.我知道綠建築是興建建物時，降低對環境負荷的一種新工法。 0 4 3.03 .949 

4.我知道許多節約用水用電的知識，且一定具體做到。            0 4 2.86 .900 

5.我認為雪山隧道的開通對當地的水土生態等一定會有影響。 0 4 2.88 .938 

6.因地球暖化持續惡化，致北極地區冰棚融化消滅，北極熊逐漸喪

失棲地，不久後可能將成為瀕臨絕種的動物。  

0 4 3.22 .934 

7.興建湖山水庫，可能侵害保育類櫻花鉤吻鮭的棲息繁殖地。 0 4 3.09 .909 

8.我知道二氧化碳排放一定會造成溫室效應使地表溫度逐漸升高。 0 4 3.20 .883 

9.我知道生產肉類比栽種植物消耗更多資源，也製造更多污染。   0 4 2.98 .909 

10.我認為居民的反公害污染之抗爭運動，政府應該重視。         0 4 3.06 .911 

11.我瞭解臭氧層破洞一定會破壞生態環境。                      0 4 3.15 .930 

12.我瞭解農藥化學毒性一定會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           0 4 3.13 .919 

13.我瞭解過度開發土地及挖掘漁塭，一定會破壞自然生態及造成

地層下陷。 

0 4 3.16 .919 

14.我瞭解過度使用自然資源一定會破壞生態平衡。                     0 4 3.13 .921 

15.我瞭解尊重自然的規律是維持自然永續發展的要件。          0 4 3.12 .945 

 

 

 

 

 



 

137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八八八八  環境素養調查問卷使用同意書環境素養調查問卷使用同意書環境素養調查問卷使用同意書環境素養調查問卷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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