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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空氣汙染 

台灣的街道並無設立足夠數量的吸菸專區，也有為數不少的成年人在家中廁所

吸菸，十八歲以下的兒童與青少年身體都尚處於發育階段，卻被迫要吸收二手

菸，而二手煙對人造成的危害卻遠遠超過吸菸所致。 

父母吸菸，會造成幼兒得肺炎或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機率上升，非吸菸者終生與

吸菸者同住，其PM2.5暴露濃度，等於住在一個霾害嚴重的城市，但若家中沒有

吸菸者，則會降低70%的PM2.5暴露濃度。 

與吸菸者同住的幼兒，除了要承受二手菸的危害外，還得面對「三手菸」的威

脅，三手菸殘留在環境中的毒性微粒，至少有11種高度致癌化合物，會造成兒

童認知能力的缺陷，增加嬰幼兒哮喘機率以及中耳癌的風險，尤其對於在家中

爬來爬去的幼兒威脅最大。除此之外，全台估計每年至少有五億支菸蒂被亂

丟，菸蒂由醋酸纖維組成，在自然環境中需要至少十二年才會分解，這些菸蒂

就算只是丟在停車場、路上，也會隨著水溝，在河流、海洋中釋放出尼古丁、

塑化劑等有毒物質，上一代人的不良習慣卻會造成下一代人在生活與環境上的

負擔。 

而台灣的菸品市場管制極度不確實，國高中生很容易即可購買或由其他管道取

得各種紙菸、電子菸或其他新興菸品。 

 

 

  



 

 

貳、海洋環境問題 

前言： 

    因為有海洋的存在，地球環境才能維持一個動態的穩定運行，對於氣候調

節、水文循環及生態系統的運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海洋孕育了地球村中

所有的生物。台灣四面環海，兒童接觸到海洋為常態，如有汙染可能使孩童健

康受損，因此海洋環境為可謂不容忽視的問題。  

各種海洋汙染 

 海洋塑膠汙染： 

在全球各地，塑膠製品可說是對環境汙染造成傷害的最大元兇，它在各地民眾

的生活中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因為它「太好用了」，但它不能在環境中自

然分解，也成了地球負擔最大的侵害。塑料不能像其他的物質在自然中分解，

所以高達3／4的塑膠垃圾都累積在垃圾掩埋場，還有更多的垃圾散落在海洋深

處，一旦這些垃圾被其它生物誤食，往往都是死路一條。 

 海洋核汙： 

核能汙染給海洋生物的影響還要遠遠大過於在那片地廣人稀的陸地上引起的改

變。據海洋生物學家的研究，感染生物中受到的污染程度高低不一，有的直接

死亡，而其它的也遭受到了大比例的基因損傷。通過放射性物質在食物鏈之間

的流動，越來越多的海洋大型消費者攝入受到核輻射的植物和小型獵物，污染

就像無底洞一樣吞噬著一個個完好的生命，讓污染面積持續擴大，直到所有受

輻射生物逐漸衰老死亡。使受汙染海洋死氣沉沉。 

 海洋石油汙染： 

原油與海水混合后，改變了海水的顏色、透明度等，這些都會改變海洋生物原

有的棲息、生長環境﹔同時，富集的有毒有害物質會造成它們大規模的死亡或

外遷。另一方面，大面積的油膜減少了太陽輻射投入海水的能量，阻隔了海氣

的相互作用，造成海水缺氧，直接影響海洋植物的光合作用和整個海洋生物食

物鏈的循環,從而嚴重破壞了海洋環境中正常的生態平衡，造成魚類、蝦類等因

缺氧而死亡。  

 



 

 

 熱汙染： 

珊瑚礁對海水的溫度非常敏感，在持續幾周的海水升溫狀態中，其體內的海藻

開始大量囤積過氧化氫―H2O2 ，而過氧化氫會同珊瑚礁岩發生化學反應，珊瑚

蟲為了保護自己，不得不將海藻排出體外從而造成珊瑚白化現象。  

 海洋重金屬汙染： 

污染海洋的重金屬元素有汞Hg、鎘Cd 、鉛Pb、鋅Zn、鉻Cr、銅Cu等。岩石風

化、海底火山噴發、水土流失，大量重金屬通過河流、大氣注入海中。污、廢

水、重金屬農藥，燃燒煤和石油釋放出的重金屬經大氣進入海洋；全球每年入

海洋的汞有3000多噸；大氣中的鉛通過大氣輸送，污染海洋。 

 

參、環境教育 

一、環境教育 

根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的資料，環境教育是一個讓個人探索環境問題、參與

解決問題並採取行動改善環境的過程。 

由下列五項組成： 

    一、參與-參與解決環境挑戰的活動 

    二、知識-對環境及環境挑戰的知識 

    三、技能-用於識別與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 

    四、態度-關注環境的態度和保持或改善環境品質的積極性(在Global deve

lopment research center的環境教育網站之中無態度此項目，但有價

值觀(values) 

    五、覺知-對環境和環境挑戰的認識與靈敏度 

 

二、台灣現狀 

1、參與方面的問題 

    台灣教育重視學科及成績，較不重視環境教育方面是一大問題。因為重視

學科，所以兒少比較沒有機會或沒有動力去探索環境問題並解決。並有詢問14~

15歲的學生，有90%的人有補習學校課業，其中也有一星期超過三天補習到21點

的，兒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就難以參與環境行動。 



 

 

    109年國家環境教育執行成果報告前言中第一點「扎根學齡前及學校環境教

育」提到「持續透過啟蒙、認知、探索及解決問題之系統性策略，建立幼兒、

孩童、青少年及大專生正確之環境保護觀念，使其成年後將環境保護化為行

動，提升全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文中並未提及參與以及

覺知，僅提及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文中有提及「使其成年後將環境保

護化為行動」，而兒少其實也有能力將環境保護化為行動(即參與)，並不應該因

為是兒少所以忽略參與這一部份。 

 

2、知識方面的問題 

在109年國家環境教育執行成果報告裡，可以看到許多有關於環境教育的活

動及課程，但此類活動的評量標準都是以數量作為基準，如多少場次、多少

處、多少金額，多少人。有多少人參加，多少場次，多少地點，都不代表在這

些活動或課程當中培養了多少知識或技能，以及這些知識或技能是否真的運用

上了，抑或毫無用途。就算知道了一些有關於環境及環境挑戰的知識，依然可

以置之不理，就像是知道了吃油炸食物不健康依然有一堆人要吃。雖然這件事

情與環境教育無關，但環境教育的現況與上述事件的情況十分類似。 

學校教師有環境教育的培訓可以參加，在採訪教師後得知了課程內容、評

價、以及實際的一些情況。根據教師所說的環境教育培訓課程內容，在該教師

本身的課程中從來都未對我以及我的同學們講述那些內容。據教師所說，培訓

中有教如何將環境教育帶到課程中，但實際上在該教師的課程中幾乎沒有提及

任何有關環境知識的內容。評價大部分都得到了「還好」這個評語，然而實際

上當人們說「還好」時，只要用十分嚴格的標準審視這個詞，其實代表的是沒

有特別好，否則會給的評價是「很特別、很好、我喜歡」等非常明確表示正面

的詞，而非模稜兩可的答案。培訓的實際情況中有教師述說「我們其實是去玩

的」、「只是要研習時數」、「沒有很認真」等等，實際情況並不是很好。綜上所

述，教師在環境教育的知識方面究竟能帶給學生什麼還是個未知數。而學生所

學的知識往往也都是用在考試當中，考試或是其他題目會刻意出一些包含環境

知識的題目，至少在國中及國小現象是如此。 

 

 



 

 

3、技能方面的問題 

    如台灣現狀第一部分所述，兒少很少有機會去運用技能來解決問題，因為

沒有時間。也如台灣現狀第二部分所述，技能被運用在考試當中，而且教師本

身的技能也不見得沒有問題。 

  4、態度方面的問題 

    態度本身就是非常難以培養的，且在態度的敘述中還包含了積極性(motiv

ation)。在台灣的教育環境之中本身就對於環境教育不太友善，至少在國中及

國小是如此，兒少關注環境的程度跟其他事物完全不能比，只要看或聽身邊的

兒少都大部分談論些甚麼就知道了。而且台灣的學習環境使得改善環境品質的

積極性完全無法展現。 

  5、覺知方面的問題 

    兒少對於環境及環境挑戰方面的問題確實有一定的認識，但是在靈敏度(se

nsitivity)這一方面就沒有了。這跟態度是一樣難以培養的。這是因為人們不

注意環境方面的問題，對這些事情不重視，所以不敏感。培養態度和覺知都需

要大環境的幫助，像是荒野保護協會親子團，加入其中並且留下來的成員都是

具備關注環境的態度和對環境問題具備高度靈敏的人，但加入的初期並不是人

人都具備這些性質，可是在荒野保護協會親團中，這些特質最後都會被磨練出

來-如果真的有一直留下的話。在荒野保護協會親子團的兒童會學習「能夠」做

些什麼探索或解決環境問題，但青少年就會是變為我「願意」，這即是態度與覺

知的展現。 

 

三、解決的方法 

    政府應當在教育政策有根本的轉變，使得兒少有機會有時間把技能與知識

在參與的過程中運用。而當兒少能夠做到探索、參與、解決環境問題的時候，

態度與覺知才更好的培養起來，因為親身體驗過了，這會比現在台灣教育的紙

上談兵來得更好。政府可以讓兒少十分的有機會、也十分的有時間參加一些真

正能讓兒少探索環境問題、參與解決問題並採取行動改善環境的民間團體，這

樣便不是僅僅只有知識和技能的環境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