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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法對地方政府的環境教育
責任規範

• 地方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 上承中央政策，下轄境內環境教育的規劃、執
行與協調

– 環境教育內容與受教對象跨多面向，非環保局– 環境教育內容與受教對象跨多面向，非環保局
或教育局可單獨推動，應有跨局處執行機制

– 中央環教政策只是基本目標，地方應依自身需
求，在不違反法令授權下調整

地方政府的環境教育政策地方政府的環境教育政策地方政府的環境教育政策地方政府的環境教育政策

• 地方環教行動方案地方環教行動方案地方環教行動方案地方環教行動方案

– 整體規劃地方環教政策整體規劃地方環教政策整體規劃地方環教政策整體規劃地方環教政策

– 地方政府依照國家環教綱領內容與國家環教方案地方政府依照國家環教綱領內容與國家環教方案地方政府依照國家環教綱領內容與國家環教方案地方政府依照國家環教綱領內容與國家環教方案，，，，並參並參並參並參
酌地方特性制定酌地方特性制定酌地方特性制定酌地方特性制定酌地方特性制定酌地方特性制定酌地方特性制定酌地方特性制定

– 制定制定制定制定、、、、變更需經地方環教審議會通過後報環保署備查變更需經地方環教審議會通過後報環保署備查變更需經地方環教審議會通過後報環保署備查變更需經地方環教審議會通過後報環保署備查

– 國家環教綱領每四年通盤檢討國家環教綱領每四年通盤檢討國家環教綱領每四年通盤檢討國家環教綱領每四年通盤檢討，，，，故地方環教方案至少也故地方環教方案至少也故地方環教方案至少也故地方環教方案至少也
應每四年重新檢討應每四年重新檢討應每四年重新檢討應每四年重新檢討



• 成立地方環境教育審議會（第12條）

• 制定環境教育行動方案送交地方環境教育會審議，並每
年將執行成果送交環保署備查（第7條）

• 編列環境教育預算執行環境教育項目，設置且依法提撥
環境教育基金，並成立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管理環境教

地方政府的環境教育職責~1

環境教育基金，並成立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管理環境教
育基金之使用（第8條）

• 自行或委託環境教育機構辦理環境講習或
環境教育人員的訓練、認證（第10條第2項）

•整合規劃，並優先輔導、獎勵閒置空間為
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第14條、20條）

•規畫並監管轄區內各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中以
下學校、政府捐資超過50%的財團法人每年至少實施
4小時的環境教育（第19條第1項）

地方政府的環境教育職責~2

4小時的環境教育（第19條第1項）

•獎勵環境教育推行有功之人員或團體（第20條、21
條）

•推行中央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環境教育相關的委
辦事項（地方制度法第2條）



環境教育場所設施存在意義及環境教育場所設施存在意義及
相關法律





環境教育實施的方法

• 四小時環境教育，得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演
講、討論、網路學習、體驗、實驗(習)、戶外學
習、參訪、影片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為之。

• 戶外學習應選擇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辦理。
– 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鼓勵、協助
民營事業對其員工、社區居民、參訪者及消費者等進
行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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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接受環境教育課程的人員

• 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
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十之財團法人機構應訂
定環境教育計畫，並列明其所有員工、教師、學
生均應每年參加四小時之環境教育，並每年用網
路申報執行成果。路申報執行成果。

• 環境教育主題內容
– 環境倫理、自然保育、環境管理、污染防治、
資源保育、永續發展、環境災害、綠色生產、
行銷及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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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對象適合實施之環境教育學習不同對象適合實施之環境教育學習不同對象適合實施之環境教育學習不同對象適合實施之環境教育學習及活動方式及活動方式及活動方式及活動方式

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演講演講演講演講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網路網路網路網路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體驗體驗體驗體驗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習習習習)

戶外戶外戶外戶外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觀賞觀賞觀賞觀賞

實作實作實作實作

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
機機機機
關關關關

公務
人員

V V V V V V V V V V

非公務
人員

V V V V V V V

財財財財
團團團團
法法法法

公務
人員

V V V V V V V V V V

非公務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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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法法
人人人人
非公務
人員

V V V V V V V V

公公公公
營營營營
事事事事
業業業業

公務
人員

V V V V V V V V V V

非公務
人員

V V V V V V V

學學學學
校校校校

教師 V V V V V V V V V V
學生 V V V V V V V V V
公務
人員

V V V V V V V V V

非公務
人員

V V V V V V V

提升學校人員環境教育之課程架構

A永續環境 B永續經濟 C永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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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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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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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瞭解自然保育
1.大氣
2.水資源
3.生物多樣性
4.海洋及海岸濕地
5.土地資源
6.自然災害

1.綠色生活
1.認識綠色標章
2.鼓勵綠色採購
3.體驗綠色運輸
4.參觀綠建築

2.減廢及節約能

1.公民與品德教育
1.認識環境人權
2.支持、捐助弱勢族群團體
3.兩性平等與尊重
4.尊重多元文化
5.認識和平教育
6.認識動物福利

學
習
內
容

學
習
內
容

學
習
內
容

學
習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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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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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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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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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瞭解環境規畫目的
1.參觀生態城鄉
2.維護自然綠地
3.參觀農村生產區
4.瞭解各類型土地使用
的意義

2.減廢及節約能
資源

1.認識產品生命週期
2.實踐廢棄物減量
3.認識綠色科技
4.實踐節約資源

3.體驗綠色產業
1.農林漁牧休閒產業
2.生態旅遊服務業
3.文化創意服務業

2.認識公害防治策略
1.大氣公害防治策略
2.水資源公害防治策略
3.土壤公害防治策略
4.廢棄物公害防治策略

2.民主參與
1.參與民主會議機制
2.認識非政府組織
3.蒐集環境資訊
4.為環境發聲

3.社區關懷
1.參與社區服務
2.認識鄉土文化多樣性

4.健康管理
1.健康的個人風險管
2.認識危害健康的環境風險
3.建立個人公共衛生習慣



設施場所申請時需檢送審核之文件

1. 設施場所之所有權、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文件
影本

2.申請單位依法須取得政府機關核准設立、登記
者，其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負責人
身分證影本

3.設施場所依法須取得政府機關許可始得營運者，3.設施場所依法須取得政府機關許可始得營運者，
其營運許可證明文件影本

4.環境現況及自然或人文特色主題與內容之證明
書（含照片、位置圖及配置圖；並請註明土地
及建築物面積）

設施場所申請時需檢送審核之文件

5.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表（含國民身分證影本、在
職證明、勞保、健保投保資料影本、環境教育人員
認證文件影本，若尚未取得認證文件者、請提供學
歷證件影本及經歷專長資料）

6.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含課程名稱、課程大綱、授課
方式）

7.經營管理規劃書（含簡介、願景、能力、經歷、安7.經營管理規劃書（含簡介、願景、能力、經歷、安
全維護、環境負荷、營運目標、財務計畫及開放時
間等）

8.申請單位近3年辦理環境教育相關證明文件
9.回郵信封2個（詳閱填表注意事項）
10.其他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審查程序

申請單位先準備提出申請計畫書到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所

程序審查，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所業務人員初審資料，不全者
檢還，要求限期補件，直至完全。

初審：
– 申請單位先繳費，– 申請單位先繳費，
– 審查單位遴選委員3-5位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組成專家小組到
現地勘查、聽簡報、給予審查意見

– 申請單位提出補充書面意見
– 專家小組書面審查，提出再補正意見，請申請單位補齊，直到滿
意為止。

複審：環境教育認證委員會大會審議決定是否通過，或駁回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審查時的落差1/5

(一)場所認證範圍有落差：
– 申請單位將全區納入認證範圍，
– 而審查委員認為應以實際執行課程方案範圍為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二)場所分流觀念：
– 申請單位未依不同使用性質依時間作分流，
– 而委員認為應分流，以確保教學品質與成效。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審查時的落差2/5

(三)同性質場所差異性：

–同性質申請單位所提申請書內容格式一致，未
有各自特色教育有各自特色教育

–委員認為應強化說明與其他同性質場所之差異
性，以突顯獨特特色。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審查時的落差3/5

(四)人力配置與人員素質不足：
–大多申請單位僅配置一名全職環境教育專業人
員或由原人力組織擔任，且人員環境教育能力
不足，不足，

–委員認為均需加強提升環教人力包括質與量。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審查時的落差4/5

(五)課程方案認知：
– 申請單位認為現有解說導覽即是環境教育課程
方案，且未與環境特色整合，

– 委員認為課程方案應有目標，依不同對象、年– 委員認為課程方案應有目標，依不同對象、年
齡層設計不同的課程方案，並融入環境覺知、
敏感度、環境態度及價值觀、環境行動經驗、
行動技能的內涵。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審查時的落差5/5

（六）申請場所未注意動物保護法令、野生動物保育法的法
令規定

場所設施內有飼養農場動物之設施、有動物訓練、表演、
騎乘、觸摸、虐待、具經濟價值生物利用等可能違反生命
教育的行為。教育的行為。

教育活動有鼓勵採集、解剖實驗、稍擾野生動物植物、昆
蟲棲地與行為之活動

場域內有外來種生物混棲、而管理單位人員缺乏生物多樣
性保育及生態意識管理。



環境教育認證審議基本原則

• 環訓所有鑑於運作初期發生的各種落差，
商議提出審議原則建議，「環境教育認證
審議委員會」的委員參考。有二個版本文
件釋出供討論。但並未定案。件釋出供討論。但並未定案。

• 更精簡版

•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基本審查原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基本審查原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基本審查原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基本審查原則

–審查文件–審查文件
• 審查項目

– 基本審查要件



環境自然或人文特色說明

環境現況說明

• 含環境現況、區域位置與其自然生態或社
會文化之特色說明。

• 含教學場域規劃及實施範圍。• 含教學場域規劃及實施範圍。

• 認證範圍以教學實施區域為主。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

人力配置

• 說明行政人員和教學人員工作配置情形說
明。

• 須至少1名全職環境教育人員並取得認證• 須至少1名全職環境教育人員並取得認證
(102年1月1日起適用)。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二版）

人員專業執行能力

1.教學人員應具備環境教育推廣或教學的實
務經驗(學經歷專長資料或人員認證影本)。務經驗(學經歷專長資料或人員認證影本)。

2.行政人員應具備經營管理實務經驗。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二版）

• 教學目標
– 應結合在地特色及資源。

– 依不同對象設定明確或分級的教學課程。

•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
– 課程時數須4小時以上。
– 依課程方案或教學活動方案配置適當講師資
格及課程操作地點。

• 學習成效評估建立
– 可確保學習成效之評量機制



經營管理規劃書

營運計畫

– 1.含短中長期營運目標、具體執行做法、專業
服務作業流程及環境教育人力增能規劃。

– 2.獨立的環境教育年度預算經費，並具其他專
業與經費人力的支持和來源。

經營管理規劃書

設施承載量

– 1.環境承載量評估及環境保護措施說明。

– 2說明環境友善配套措施，如:節能、節水、減
廢等相關做法。



花蓮縣

• 99-100年度利用環境教育基金，將花蓮美
崙山民德營區收回、改建成環保局管理之
永續環境教育中心，由花蓮環保局志工駐
站管理，作為教育訓練場地。站管理，作為教育訓練場地。

• 102年度規畫將閒置中的環保局管理之鳳林
環保科技園區轉型為環境教育園區。

• 尚未規劃委託專業團隊進行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之輔導。

花蓮縣戶外環境教育地點資產的潛力

• 2010-12年國科會計畫調查
• 2012年地球日環境季活動地點
• 2012年達人學院計畫活動地點



勘選準則條件

• 無論是農林漁牧工業、觀光區、聚落，本身
具有獨特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特色，足以進行
環境教育教學

• 管理單位無論為社區組織、微型企業、或大
型私部門、工廠、農場均需有在地專業社群
或社區組織解說人員可以擔任遊客解說

• 部分組織可以提供綠色餐飲服務

戶外教學課程資源地圖



產業聚落

低碳觀光產業規劃（鯉魚潭示範商圈）



志學有機專區
• 壽豐有機耕作農業專區
• 東華大學實驗田－綠色廚房
• 食農教育
• 在地食材
• 無毒農業

自強外役監無毒農作區
• 台糖公司造林地
• 無毒農業
• 受刑人學習有機農作技能
• 增加出監就業機會

農

羅山有機村
• 泥火山地質地形
• 羅山瀑布
• 火山豆腐社區產業
• 稻米良質區
• 大魚池
• 特有植物－鬯蕨
• 農家體驗型社區

青陽農場
• 棲地保育學會
• 多元就業、社會關懷
• 在地食材、社區生產
• 蝴蝶生命樹
• 生態保育、環境教育
• 生物美學、藝術
• 侵入性外來生物教育
• 生物多樣性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 林業文化歷史脈絡
• 伐木機具展示（鋸木伐林
的運材索道、機關車、集材
機、蹦蹦車）

• 自然生態與環境教育
• 優質戶外教學場域
• 鯉魚山自然生態
• 原始林步道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遊樂區
• 平地造林與社區合作發展政策操作
• 遊客中心、自行車道

林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
• 林業開發歷史脈絡
• 伐木機具展示
• 日治時期伐木員工宿舍社區
• 歷史古蹟建築空間保存
• 木雕文化藝術
• 林木種類、產業利用

• 遊客中心、自行車道
• 大地藝術造景、食物森林
• 七彩釣竿橋、年輪截面藝術
• 森林生態系解說、樸門農法設計
• 太陽能路燈、風力發電



台灣海洋深層水公司
• 企業社會責任
• 海洋深層水抽取技術
• 養殖、醫療、能源

七星潭&柴魚博物館
• 近海漁業資源與技術
• 七星潭漁業歷史脈絡
• 定置漁場構造與地形洋流
• 柴魚工廠場館功能
• 柴魚種類與製成過程
• 烘燻木材種類與技術演進
• 七星潭社區營造
• 東海岸地形地質型態

漁

• 養殖、醫療、能源
• 海洋資源永續
• 水質探索館
• 礦物質對人體益處

立川漁場
• 養殖漁業－黃金蜆、魚類
• 異業結合－生技、餐飲
• 戶外教學、參訪場域
• 觀光漁業
• 養殖技術
• 社區回饋

水產培育所
• 淡水魚種培育技術
• 外來物種繁殖與管理
• 永續漁業資源管理
• 台灣原生種魚類及文獻
• 多媒體簡報室
• 水族生態區
• 水產技術檢驗指導區
• 魚體標本、魚種查詢
• 魚拓製作

牛山呼庭
• 花東海岸壽豐鄉水璉村
• 阿美族舊稱，放牛耕種之地
• 火力發電廠爭議
• 濱海生態區
• 漂木藝術創作
• 自然地質景觀、動植物生態

吉蒸牧場
• 環境教育解說
• 水車、堤防植被
• 太陽能路燈
• 鮮乳製造過程展示

台糖養豬
• 清潔養豬、綠能產業
• 豬廁所設置
• 豬糞再利用及資源循環
• 飼料添加物－底泥污染管制
• 廢水及臭氣污染防治

牧

• 自然地質景觀、動植物生態
• 原住民文化
• 低碳觀光

瑞穗牧場
• 乳牛養殖區
• 紅葉溪畔
• 酪農區產業
• 遊客中心、露天咖啡座、自行車道
• 親子遊憩區、賞鴕鳥區
• 瑞穗溫泉
• 觀光休憩牧場

• 鮮乳製造過程展示
• 乳牛探索體驗
• 牧場飼養

蓮貞牧場
• 網室豬
• 無特定病原豬場
• 網室豬舍
• 自然生態養殖
• 護城河壕溝隔離病媒
• 無施打抗生素



虔誠信仰

地形地質 在地語言

經營理念

多元化產品

生命智慧

在地藝術

遊客/學習者

原物料輸入

廢水排放

氣候與水源

學術技術研發
學術論文合作
內部技術研發

生態系資源

青蛙裝漁夫

養殖示範場
所 養殖環境

養殖物種認識

養殖過程與操作

以生態革命圖串連立川漁場的環境知識訊息

在地飲食

經營理念

漁場一家人

歷程
旅遊體驗

節慶活動

休閒觀光景點

環境教育場所
在地種族

政府合作/認證

地方參與
夥伴關係環境學習中心設施

花蓮縣的下一步要做什麼？

花蓮縣的環境教育主管單位的分工合作？

縣府環境教育基金如何分配？

集中經費在鳳林環保科技園區的轉型？

委託專案客製化輔導有意願的組織準備申請
計畫書？

縣府自行或委外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

建立在地的環境教育輔導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