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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風險與風險來源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8

 改變中的氣候

 增加中的網路依賴度

 增加的收入與財富的懸殊差
異

 增加中的社會兩極化

 人口老化

 惡化中的環境

 增加中的都市化

 新興經濟體中增加的中產階
級

 改變中的全球治理圖像

 增加中的民族情緒

 權力轉移
 增加中的地理移動性

 慢性病的蔓延

風險來源



 極端天氣事件

 自然災害

 網路攻擊

 資料詐騙或竊取

 …

未來風險發生的機率與衝擊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8

機率最高的風險



氣候變遷的
核心議題與
關鍵概念

我真的很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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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基本定義

◦ 什麼是氣候變遷？

 議題範疇

◦ 氣候變遷的相關議題有哪些？

 現況挑戰

◦ 氣候變遷到底有多嚴重？還來得及嗎？

 因應策略

◦ 氣候變遷的因應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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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特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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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SwLD_eR4U3E



絕對獨特的
地球氣候

地球的地表平均溫度約攝氏15度
充滿水氣與氧氣，孕育了萬物

7

一切，從認識地球與氣候開始



天文物理觀點：地球生態系的偶然

 根據太陽表面溫度與地球距離太陽的距離換算，地球表面
溫度應為攝氏-19度。（白色星球）

 因為地球大氣層的組成，帶來約攝氏34度的溫室效應，使
得地表均溫約為攝氏15度，於是，有了生命與我們今天可
見的一切。（藍色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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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itearu.com/Life/Sky/BlueEarth.htm


地球生態系的演變與穩定化
 地球物理：大氣組成＋水＋大氣壓力…..

◦ 地球地球表面的溫度分佈與大氣壓力恰好讓水的三態：冰、水、水
蒸氣可同時存在

◦ 水的蒸發熱、溶化熱與比熱均極大，使得水成為能量的保存處所

 地球生態演化：

◦ 46億年前：地球誕生

◦ 41億年前，大海與陸地形成

◦ 40億年前，最早的RNA生命型式出現

◦ 33億年前，藍綠藻出現，光合作用開始

◦ 10億年前，多細胞生物出現

◦ …..五次生物大滅絕…..

◦ 200~300萬年前，人類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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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後至今的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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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

2015年首度比工業化前高1度C

 英國氣象局（Met Office）表示，全球地表平均溫
度，今年很有可能首度較工業化前高出攝氏1度。

◦ 今年1至9月的平均溫度，已較1850至1900年的平均溫度
高出攝氏1.02度

◦ 世界在邁向高出攝氏兩度上將走到中點，而高出攝氏兩
度是具危險性暖化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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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訊社，2015/11/10



全球均溫每月破紀錄

資料來源：NOAA, http://www.ncdc.noaa.gov/cag/

http://www.ncdc.noaa.gov/cag/


大氣二氧化碳濃度
突破40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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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最新趨勢：AR5

 IPCC於2013年9月27日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公布第五次氣
候報告，說明人類影響「極其可能」(extremely likely)是20世
紀中期以來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可能性在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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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5描述未來變化與減碳前景

 以輻射驅力2.6, 4.5, 6.0,  8.5Wm-2四種情境預測未來

◦ 最佳情境：本世紀末地表升溫至少攝氏1.5度，海平面上昇
至少0.26公尺

◦ 最糟糕的情境：本世紀地表平均溫度，最多可能上升多達
攝氏4.8度，海平面平均上升0.82公尺

 相較於1861~1880，升溫幅度若要在2°C以內，則至
少要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至8,00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
。但人類到2011年已排放5,310億噸，要達到控溫目
標愈來愈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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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數計時
2度C的門檻幾年後會被超越？

資料來源：https://www.carbonbrief.org/analysis-four-years-left-one-point-five-carbon-budget

以2017年4月為準
✓19年之後，有33%的機會
✓27年之後，有50%的機會
✓32年之後，有66%的機會

升溫超過2度



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偵測到超過41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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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8

新發展



暖化威脅迫在眉睫！



所以要節能減碳？

跳太快了吧！

➢ 隨手關燈
➢ 大賣場辦公室控制冷氣溫度
➢ 降低飲食碳足跡……..





全球暖化vs.氣候變遷vs.節能減碳

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

科學事實
scientific 

facts 衝擊
impacts

脆弱度
vulnerability

調適
adaptation

減緩
mitigation

節能減碳

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
節能減碳

global warming

climate change
???



以節能減碳為主旨的基本思考架構

節能減碳

節能 減碳

提昇效率替換燃料傳統減碳
作為

土地使用
變更

減少畜牧
業排放

大氣二氧化碳
濃度升高

大氣二氧化碳
濃度降低

GHG排放量 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

增加自然
生態系統
脆弱度

增加人為
生態系統
脆弱度

降低氣候
系統穩定

度

激發人類
採取減緩
行動



你摸到整頭象的哪一個地方？





我們應該培養的素養是….

 對於事理全貌的理解

 使用不同的角度與學科領域理解

 因應不同的學習階段與功能，調整深度，但
必須回應到全貌

 界定議題、分析議題與解讀問題、訂定策略
，進而解決問題的能力



從執行與體驗中設法培育能力(素養)

 假設知識、態度、技能已有基礎

 透過教學法與教學設計，持續學習知識態度技能，
並且進入培養能力或素養的複雜脈絡中

 終究希望產生負責任的環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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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教育(ESD, education for SD)
培養世界公民面對現在與未來挑戰的能力

 核心永續能力Core sustainability competency

27

◦系統思考能力

◦預估能力

◦建立基準之能力

◦策略能力

◦合作能力

◦批判思考能力

◦自我覺知能力

◦整合解決問題之能力

◦未來眼光

◦重新感受與設定

◦策略與智慧決策

◦價值與規範思考

◦執行翻轉式的改變

◦人際能力與合作

◦知識系統化的能力

◦思辨能力

◦統整問題解決的能力

◦溝通協作的能力

UNESCO

Vancouver 

workshop

NTNU

ESD的終極目
標是翻轉現
有教育系統



理解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關鍵概念

光合作用

能源供需

綠色經濟

調適作為

超越減碳

馬上行動

必要知識

必要知識 態度與價值觀

必要知識 趨勢與行動

必要知識 趨勢與行動

態度與價值觀

必要知識 態度與價值觀

必要知識 趨勢與行動

控制觀

…基礎知識

…系統思維

…發展趨勢

…迫在眉睫

…全面視野

…時間競賽



全球節能減碳極端氣候石化燃料

雖然大家不太願意談，但是…
迷思概念到處都是…………..，且與學位、職業、地位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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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類型 定義
直覺判斷 對於事物的道理是用「感覺」、「直覺」來判

斷，而非科學知識或理解來判斷。
知識不足 研究對象學科知識不足，以猜測的想法來解釋

科學現象。
生活經驗誤用 將日常生活經驗或是來自書本、媒體、網路的

訊息誤認為是正確的科學知識。
教學誤導 教師本身概念或教法錯誤或教科書內容不夠清

楚，誤導學生概念學習。
邏輯謬誤 將學習過相類似的概念錯誤連結或組合。用現

有的概念或相近的想法去推理、解釋科學概念。
名詞錯誤 以生活用語解釋科學名詞或現象。

資料來源：沈彥甫，國小師生全球暖化迷思概念與成因之探討，
101年，台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事件晤談結果分析(I)

• 「地球的臭氧層破洞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
– 直接觀察天氣的變化，認為天氣的忽冷忽熱，是全球暖化所造成。

– 臭氧層破洞造成日照量增加，產生較多的熱，讓地球溫度上升。

– 認為臭氧層破洞是真的破了一個「洞」。

– 電視、網路、影片等知識來源錯誤。

– 兩者對地球有不良影響，因此認為兩者有關係。

• 「我知道石化燃料指的就是煤、石油、天然氣」
– 晤談對象知道煤跟石油、天然氣，對於統稱用的名詞「化石燃料」

反而不甚熟悉。

– 電視曾經看過「石化燃料」的名詞，而取代「化石燃料」的說法。

– 課堂教學的口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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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晤談結果分析(II)

• 「北極海冰融化造成海平面上升」
– 知道冰融化會變成水，所以認為海冰融化會使海水變多，造成海
平面上升。

– 圖片或影片有浮冰融化。

– 不瞭解浮力原理。

• 「溫室效應是環境問題，需要被解決」
– 有聽過溫室效應，但是對於溫室效應的運作原理不夠瞭解，認為

必須去除影響地球的不良因素。

– 電視報導與網路出現過將溫室效應與環境問題連結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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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晤談結果分析(III)

• 「自地球誕生以來，全球地面溫度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高」
– 不瞭解地球生成的歷史，也不知道地球溫度的變化週期。

– 不知道溫度比較的時間尺度。

– 認為恐龍和人類曾經生存在同一年代。

• 「全球暖化會導致下酸雨」
– 酸雨和全球暖化是環境問題，因此兩者有關係。

– 對於有害現象有錯誤連結。

– 知識不足，直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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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晤談結果分析(IV)

• 「我們只要做好節能減碳就足以因應全球暖化」
– 報導和文章都提到「要對抗全球暖化，就要做好節能減碳」，因
此認為只要有進行節能減碳的行為，就可以面對全球暖化。

– 知識不足，只知道節能減碳。

• 「不再成長的老樹仍持續具有減碳的功效」
– 忽略植物行光合作用，也會行呼吸作用。

– 光合作用吸收的碳和呼吸作用呼出的碳互相抵銷，淨吸收量不足
以供應生長。

– 只要樹還活著，就會持續吸收二氧化碳。

– 教學誤導，認為種樹可以減碳，直線思考認為樹木能一直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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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晤談結果分析(V)

• 「核能發電是台灣目前主要的發電方式」
– 對發電型態有錯誤認知。

– 傳播媒體常出現核能發電，較有印象。

– 課本或教師的教學誤導。

• 「使用電動車不會產生碳排放」
– 電動車光靠電力就可以行駛。

– 車商或廣告只強調用電行駛的車輛不會產生碳排放，忽略發電端
的碳排放。

– 以台灣而言，以火力發電產生的電力，依然會產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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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晤談結果分析(VI)

• 「再生能源是環保且便宜的能源」
– 隨手可得不用錢。

– 沒有考量發電機具設置成本高昂。

– 晤談對象S0607反向思考認為「如果再生能源很便宜的話，應該就
會有很多人用才對」。

• 「中秋節烤肉會增加我國的總排碳量」
– 燃燒木炭會產生黑煙，黑煙就是二氧化碳。

– 許多人一起烤肉，會密集排碳，增加總排碳量。

– 沒有考慮到吃一般晚餐也是會排放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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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概念思考邏輯圖(I)

• 將各迷思概念在思考過程中出現的錯誤邏輯，標示出來，並且連結到
對應的迷思概念類型，繪製成「迷思概念思考邏輯圖」。

• 新北市某國小五年級學生，案例S0504的思考邏輯方式
– 天氣忽冷忽熱，直覺判斷臭氧層破洞造成全球暖化(直覺判斷)。

– 新聞、網路都說現在最熱，不知道現在溫度和和實做比較(知識不足)。

– 電視報導將溫室效應與全球暖化與環境問題連結，認為兩者有關(生活經驗誤用)。

– 樹還活著就能持續吸收二氧化碳，持續長高(知識不足)。

– 電動車用電力行駛，不燃燒汽油，不會產生二氧化碳的排放(邏輯謬誤)。

– 就字面意義推測調適是要調整適應，但實際上應該做什麼，並不清楚(知識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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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概念思考邏輯圖(II)

• 高雄市某國小六年級學生，案例S0608的思考邏輯方式
– 臭氧層破洞會讓陽光照射量增加，造成溫度上升，和全球暖化一樣(邏輯謬誤)；望

文生義(名詞錯誤)；課堂上老師所說(教學誤導)。

– 瞭解化石燃料所屬的煤、石油、天然氣，沒有聽過石化燃料，但對於統稱則不能
確定(知識不足、名詞錯誤)。

– 海上的冰融化後會變回海水，讓海平面上升(邏輯謬誤)。

– 感覺全球暖化會導致下酸雨(直覺判斷)，酸雨和全球暖化都會環境有害(邏輯謬誤) 。

– 應該要做好節能減碳，但是節能減碳實際上要做的事情並不清楚(知識不足)。

– 認為核能發電的比例最高，火力發電次之(知識不足)；課堂中學到核能發電的知識
(教學誤導)。

– 電動車不用燃燒汽油，不會產生二氧化碳的排放(邏輯謬誤)。

– 觀察燃燒木炭產生的黑煙較多，黑煙中所含的二氧化碳比較多(邏輯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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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概念思考邏輯圖(III)

• 桃園縣某國小自然科任教師，案例T02的思考邏輯方式
– 臭氧層破洞會造成聖嬰現象，南北極的氣候變化(邏輯謬誤)；電視新聞與報紙看到

的(生活經驗誤用) 。

– 不知道比較溫度高低的時間尺度，也不知道地球週期的溫度變化(知識不足) 。

– 海上的冰融化後會變回海水，讓海平面上升，沒有考慮浮力原理(邏輯謬誤)。

– 溫室效應就是一種對人類有害的環境問題(邏輯謬誤)。

– 樹只要活著就會持續長高，缺乏質量平衡的觀念(知識不足、邏輯謬誤)。

– 核能發電比例和火力發電差不多，約佔四成多，其餘是再生能源(知識不足)。

– 當地的動物排放的二氧化碳較多，因為進口的肉品，在時間上因為較早被屠宰製
成肉品，因此排放的二氧化碳會比當地現宰的的肉品來的少(邏輯謬誤) 。

– 中秋節烤肉會密集排碳，製造比平常多的二氧化碳(邏輯謬誤) 。

– 不知道氣候變遷調是策略有哪些具體作法(知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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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
減緩與調適

節能減碳….只是議題的1/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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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核心議題

◼科學證據

◦ 瞭解與預測氣候變遷

◼減緩

◦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衝擊與調適

◦ 為無法避免的氣候變遷
衝擊做好準備

資料來源：1.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

2.IPCC，2007第四次評估報告



減緩vs.調適
不同，但相關(different but relevant)

 減緩：尋找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速度的方法，或吸收
、儲存碳排放，以減緩氣候變遷帶來的可能衝擊

 調適：面對已發生的與進行中的氣候變遷，試著運
用適當的調整策略，降低其負面衝擊，或增加正面
效應

41

We mitigate as much (and quickly) as we can. 

We adapt what we cannot mitigate.

我們儘可能減緩愈多、愈快
不能減緩的，我們就要調適



減緩與調適的互動關係

42

國家氣候變遷政策綱領，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2



減緩vs.調適
以經濟學角度看待

 減緩：公共財

◦ 註定發生「市場失敗」

◦ 目標不可能自動達到

 調適：私有財

◦ 市場誘因扮演關鍵角色

◦ 理論上可以自動達到效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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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igation is essential while adaptation is inevitable.

減緩是必要的，調適是不可避免的！



公共財vs.私有財

44

公共財
 防洪用的水庫

私有財
 自己建造堤防，以避
免淹水

大家共同努力減碳，
讓氣候惡化速度減緩

不管世界減碳進度為何，
自己想辦法避免氣候災害衝擊



暖化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們是否要積極作為？

風險管理的觀點



氣候變遷教育應有的設定
It’s about climate change, not just carbon!

 回應全貌
◦ 子曰：必也正名乎！「氣候變遷」是也！

◦ 「主題vs.子題」之架構必須清晰

 目標明確
◦ 氣候變遷教育之教育目標明確設定

◦ 「目的vs.手段」界定清楚

 因材施教
◦ 「小象→中象→大象」vs.「頭、身、鼻、尾」

 跨域平衡
◦ 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歷史人文、工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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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
現況與趨勢

氣候變遷教育的國際語言與趨勢是什麼
？與永續發展教育之間的關係為何？

47



聯合國氣候變遷教育的依據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六條: 教育、訓練與公眾覺知
(UNFCCC Article 6: Education,Training, and Public Awareness), 

1992

◦ In carrying out their commitments under Article 4, paragraph 1(i), the 

Parties shall:

(a)Promote and facilitate…

(i)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and public 

awareness programm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its effects;

(ii)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its effects;

(iii)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nd its effects and 

developing adequate responses; and

(iv) Training of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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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氣候變遷教育訓練與公眾意識聯盟
UN Alliance on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Training and Public Awareness

 2012年在卡達杜哈舉行的COP18中，依據UNFCCC

第六章關於教育、訓練與公眾意識的主張成立

 參與組織包括

◦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

◦ 聯合國環境署(UNEP)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ECEF)

◦ 聯合國訓練研究機構(UNITAR)

◦ 世界氣象組織(WMO)

◦ UNFCCC之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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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教育+永續發展教育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 Education for SD

 1994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第六章(Article 6)規範
氣候變遷教育、訓練與公眾意識
(education, training, and public 

awareness)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失敗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於2010提出氣候變遷教育(CCE)

作為永續發展教育(ESD)的架構、
策略與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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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氣候變遷教育
三大目標

 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

 創新教學與氣候變遷主流化(innovative 

teaching and mainstreaming climate change)

 非制式教育與網絡連結(non-formal education 

and net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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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SD能力指標(compen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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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技能

意向與價值
重置

學習知道

學習共同生活

學習成為

學習去做

氣
候
變
遷



CCESD的瞭解與行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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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 調適

瞭解與選擇

體會與瞭解

投入與行動
climate change in the classroom, UNSCO 2013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1/002197/219752e.pdf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
氣候變遷+環境教育

 unicef於2013年提出，整合
MDG(千禧年發展目標）與現有
的環境教育架構，應用於氣候
變遷教育。

 以兒童友善的校園手冊(Child 

Friendly Schools Manual)為主題
，提出不同語言的氣候變遷教
育模組

 強調以兒童為核心、全校式經
營與對於教師的訓練，亦強調
兒童本身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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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MODULE, unicef, 2013  

http://www.unicef.org/publications/files/CFS_Climate_E_web.pdf



美國NASA氣候變遷教育

 Global Climate Change

◦ Vital Signs of the 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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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Climate Kids

56

https://climatekids.nasa.gov/


CLEAN: 
Climate Literacy & Energy Awarenes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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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工具
Check out the Educator Toolbox to find more teach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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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leanet.org/clean/literacy/tools/index.html

https://cleanet.org/clean/literacy/tools/index.html


CCE  ESD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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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行動(SDG13)+優質教育(SD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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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為體，教育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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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教學的主要目標
看到全世界的系統思考與批判思考

 ESD的教學目標
◦ 判定的標準

◦ 科學推理（理性）

◦ 對於複雜性的覺知

◦ 具批判性(Hasslof et al., 2016)

 ESD教學法的四大要件
◦ 學術學習(academic learning)

◦ 跨領域/多領域整合學習(inter/multidisciplinary learning)

◦ 多維度學習(multidimensional learning)

◦ 情感的學習(emotional learning) (Eilam and Trop,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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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永續發展為框架看待環境問題
環境問題是永續發展議題的一部份，並且與經濟、社會等問題相關
僅看待環境問題，無法解決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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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社會

環境（生物圈）



永續發展教育ESD+永續發展目標SDG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推動的教育策略

 八大核心能力

◦ 系統思考能力

◦ 預估能力

◦ 建立基準之能力

◦ 策略能力

◦ 合作能力

◦ 批判思考能力

◦ 自我覺知能力

◦ 整合解決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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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學習目標領域

◦ 認知

◦ 社會情意

◦ 行為學習

UNESCO (2017).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Learning Objectives. de Fontenoy: 

UNESCO.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4/002474/247444e.pdf



正在發生的新趨勢：ESD+SDG= ESDG

 永續發展目標(SDG)正
如火如荼地在全世界
展開各種形式的應用

 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發
展目標(ESDG)是最新
的教育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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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 (2017).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earning Objectives. de Fontenoy: UNESCO.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4/002474/247444e.pdf



ESD+SDG教育目標設定案例(1)

 SDG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潔淨的水與衛生）
◦ 意涵：確保水與衛生管理的存在與永續管理

 學習目標

◦ 認知

 瞭解水是生命的基本條件、水量與水質的重要性、水污染
與缺水的成因、效應與後果（等5項）

◦ 社會與情意

 能夠參加社區提昇水與衛生管理的活動（等5項）

◦ 行為

 能夠與地方政府合作提昇地方的能量與自給自足（等5項）66



ESD+SDG教育目標設定案例(2)

 SDG13: Climate Action（氣候行動）
◦ 意涵：採取對抗氣候變遷的緊急行動

 學習目標

◦ 認知

 學習者了解溫室效應是一種因地球表面一層氣體而有的自
然現象（等5項）

◦ 社會與情意

 能夠說明氣候變遷的生態動力學，和氣候變遷造成的環境
、社會、經濟與倫理的衝擊（等5項）

◦ 行為

 能夠評估自己的私人生活或工作是否氣候友善與改善措施
67



全校式方法or生活實驗室
Whole-school approach or Living Lab

 在學校中具體實踐所學

 學習與實踐合一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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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傳播與溝通框架

 假設：多數公眾關心環境問
題

 呈現：氣候變遷影響北極熊
生存

 現象：多數人覺得距離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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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一般公眾關心自己的
健康問題勝於環境問題

 呈現：燃燒化石燃料造成氣
候變遷，也影響空氣品質

 現象：多數人感到迫切威脅

環境問題框架 健康問題框架



最新變化
IPCC的1.5C

特別報告

什麼是IPCC特別報告？
人類只剩下12年對抗氣候變遷？
關鍵作為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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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最新的1.5C特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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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無前例的過渡



IPCC 報告主網頁

 http://www.ipcc.ch/report/sr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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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報告

 Summary for the policy makers

 主要圖片

 全文（分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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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教育
回應真實：以永續發展為框架

 再框架(reframe)與再對應

◦ 以永續發展教育(ESD)加上永續發展目標
(SDGs)重新框架、融入、對應與建構氣候
變遷教育主題、核心能力、課程、模組與
教材。

◦ 給予現存教材新的定位，以SDGs為介面與
工具，將氣候變遷教育與所有領域連結。

 關注全球UNFCCC氣候會議(COP)與
IPCC氣候變遷報告的最新趨勢與內容
，與時俱進。

◦ 確認知識、態度、行動等相關內容能反映
最新的世界變化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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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課綱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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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課綱框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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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 上位架構 關鍵議題 關鍵議題 關鍵議題



依照概念的位階與屬性重新調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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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

上位架構

關鍵議題 關鍵議題 關鍵議題



依照概念的位階與屬性重新調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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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

永續發展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能資源永續利用



回應CCE+ESD+SDGs的世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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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以科學為核心的環境與永續發展教育
建構環境素養

 以科學為基礎(science-based)

 以議題為載體(issue-loaded)

 以對話驅動(dialogue-driven)

 以衝擊為導向(impact-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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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MvfTPpO3UAhWFmpQKHYmgCP4QjRwIBw&url=https://www.goldstandard.org/blog-item/gold-standard-and-science-based-targets-define-critical-role-carbon-credits&psig=AFQjCNEgR5CgL-VWFR32lO__owL96aLR-w&ust=1499177230222654


對於國中國小高中階段CCE發展的建議

 先確立架構與基本原則

 再嘗試建構內容與素養的對照

◦ 素養vs.內容vs.深度vs.科目（領域）vs. SDGs

◦ 素養包括

 依照一般知識態度技能類似架構建立的素養(literacy)

 依照基本核心能力建構的素養(competency)

 規畫更新的課題與課程內涵骨幹

◦ 參考原來的規畫

◦ 參考Education for SDGs (UNESCO)、CCESD 

(UNESCO)、CC & EE (Unicef)等資料中建議的課
題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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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發展的基本原則

 科學正確性

 議題與時俱進

 始終建構氣候變遷概念的全貌（象形）

 以永續發展為框架（不限縮於環境保護）

 參照聯合國相關文件

 搭配12年國教各領域內涵與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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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MvfTPpO3UAhWFmpQKHYmgCP4QjRwIBw&url=https://www.goldstandard.org/blog-item/gold-standard-and-science-based-targets-define-critical-role-carbon-credits&psig=AFQjCNEgR5CgL-VWFR32lO__owL96aLR-w&ust=1499177230222654


2030教育仁川宣言
Incheon Declaration for Education 2030



永續核心能力架構

85

永續核心能力
(指標系統的四大面向)

永續核心能力之次能力(指標系統的主指標)

知識系統化的能力
系統思維、世界中的系統知識、永續發展
系統概念、跨尺度與領域思考能力

思辨的能力
價值思考、批判思考、預估能力、永續生
活策略

統整問題解決的能力
觀察能力、策略能力、統整能力、執行能
力

溝通協作的能力
表達與傳播能力、協調能力、人際合作能
力



我國十二年國民教育

 素養導向+議題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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