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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知識架構：「全球暖化/節能減碳」教學分析標的

建構概念發展指標作為分析之標的

二
• 課程分析：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標的分析1~9年級課程綱要 ---能力指標(或教材內容細目)

三
• 課程分析：高中課程綱要

標的分析高中課程綱要---教材內容細目

四
• 綜合--「全球暖化/節能減碳」知識與課程分析：

1-9年級、10-12年級

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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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架構：「全球暖化/節能減碳」教學分析標的

建構概念發展指標作為分析之標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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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象

成
因

行
動

K-12教學概念圖

天氣
與氣候

人類活
動與環
境

全球暖
化的原
因與影
響

能源的
開發利
用與管
理

綠生活

運動

4



全球暖化/節能減碳教學指標(依據概念訂定之細項)

天氣與
氣候

1-1 觀察天氣與氣候的變化，包含降水、溫度、風等。

1-2 地球系統中許多的元素相互影響而形成天氣與氣候，如外部力量有太
陽熱能、地形，而內部力量則有大氣環流、海溫、雲等。

1-3 我們所了解的氣候系統來自於不斷地觀察、理論研究與預測。

人類活
動與環
境

2-1 地球生物的生存仰賴氣候，同時也影響著氣候。

2-2 人類活動的發展持續影響著氣候系統，如有不當之互動可能產生環
境的異常變遷，如能達到平衡，則可趨於永續發展的境界。

2-3 氣候變遷將對於地球系統與人類的生命產生影響。

全球暖
化的原
因與影
響

3-1 全球暖化對地球環境產生的衝擊，可能表現在農業活動、水資源、森
林、生物多樣性、海平面與海岸地區、極端天氣、人口、公共衛生等。

3-2 負面的影響可能來自於「自然界的溫室效應」以及工業革命後排放過
多「溫室氣體」。

3-3 溫室效應在自然與人為的雙重作用下亦趨明顯，造成全球暖化，亦即
環境的異常變遷。

能源的
開發利
用與管
理

4-1 認識能源，瞭解能源的重要性。
4-2 學習能源使用和管理方面的技術，並運用於生活中。
4-3 學習新開發之能源資源的概念，瞭解新能源的影響。
4-4 隨時注意國際間關於節能減碳議題的最新應變趨勢

綠生活
運動

5-1 將節能減碳的想法落實到生活之中，可做的事包含有隨手省電節能、
垃圾減量與分類、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愛護環境。

5-2 參與節能相關之公共議題，以道德價值觀衡量能源供應與使用的抉擇。5



課程綱要 &全球暖化節能減碳教學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涵蓋全球暖化/節能減碳之科目

•生活課程、綜合活動、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領域、健康

高中課程綱要

--涵蓋全球暖化/節能減碳之科目

•地理、公民與社會

•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

•綜合活動、家政、生活科技、健康與護理
6



相關科目
生活課程
綜合活動
自然與生活科技
社會領域
健康與體育等課程

課程分析：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標的分析1~9年級課程綱要 ---分段能力指標(或教材內容細目)

二

補充：分階段的意義在於提示能力評鑑
的適當階段，但相應教材的出現可以提
前，也可以在往後的階段適當地迴旋加
深或複習，視整體九年課程計畫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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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架構包括5大主軸
施行於1-2年級

生活課程
1-1 以五官知覺探索生活，察覺事物及環

境的特性與變化。
1-3 探索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各

種網絡之間的互賴與不可分離性。

2-2 觀察生活中人、
事、物的變化，覺
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3-2 練習並運用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解決生活的問題、美化
生活的環境、增加生活的趣味。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
境、尊重他人與關懷
生命的情懷。 1. 探索

與體驗

2. 理解
與欣賞

3. 表現
與運用

4. 溝通
與合作

5. 態度
與情操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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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級 3-4年級 5-6年級 7-9年級

體會環境保護與自
己的關係，並主動
實踐。 (4-1-4)

辨別各種環境保護
及改善的活動方式，
選擇適合的項目落
實於生活中。(4-2-3) 

覺察環境的改變與
破壞可能帶來的危
險，並珍惜生態環
境與資源。 (4-3-3) 

分析各種社會現象
與個人行為之關係，
擬定並執行保護與
改善環境之策略及
行動。( 4-4-4) 
參與保護或改善環
境的行動，分享推
動環境永續發展的
感受。( 4-4-5) 

• 人際互動

• 社會關懷與服務

• 尊重多元文化

• 危機辨識與處理

• 戶外生活

• 環境保護

• 生活管理

• 生活適應與創新

• 資源運用與開發

• 自我探索

• 自我管理

• 尊重生命 自我

發展

生活

經營

社會

參與
保護自
我與環

境

內涵架構包括
4大主軸
12項素養

綜合活動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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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技能

科學與技術
認知

科學與技術
本質

科技的發展

科學態度

思考智能

科學應用

設計與製作

分段能力指標
依屬性和層次分為8個要項

自然與生活科技

認識物質、環境、交互作用、
常見的科技、「能」

科技與社會、
科技的演進

以科技知識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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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1-2年級 3-4年級 5-6年級 7-9年級

科學與
技術認
知

觀察現象的改變(如
天氣變化)，察覺現
象的改變必有其原
因。
2-1-4-1認識與使用
日常家用產品(含傳
播設備、交通工具、
安全設備)。

2-2-4-1知道可用氣溫、風
向、風速、降雨量來描
述天氣。發現天氣會有
變化，察覺水氣多寡在
天氣變化裡扮演很重要
的角色。
2-2-6-2認識運輸能源(如
汽油)和運輸工具(如火車
頭、車廂、軌道)。

2-3-3-2探討氧及二氧化碳
的性質；氧的製造、燃
燒之瞭解、氧化(生鏽)等，
二氧化碳的製造、溶於
水的特性、空氣污染等
現象。
2-3-4-3知道溫度高低不同，
使水的存在形態改變，
是形成霜、露、雲、雨、
雪的原因。
2-3-4-4知道生活環境中的
大氣、大地與水，及它
們彼此間的交互作用。
2-3-5-1知道熱由高溫往低
溫傳播，傳播的方式有
傳導、對流、輻射。傳
播時會因材料、空間形
狀而不同。此一知識可
應用於保溫或散熱上。

2-4-4-1知道大氣的主要成
分。

2-4-3-3探討臺灣的天氣，
知道梅雨、季風、寒流、
颱風、氣壓、氣團、鋒
面等氣象語彙，認識溫
度、濕度及紫外線對人
的影響。
2-4-6-1由「力」的觀點看
到交互作用所引發物體
運動的改變。改用「能」
的觀點，則看到「能」
的轉換。
2-4-8-1認識天氣圖及其表
現的天氣現象。
2-4-8-5認識電力的供應與
運輸，並知道如何安全
使用家用電器。

科技的
發展

4-2-1-1瞭解科技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

4-4-2-2認識科技發展的趨
勢。

科學應
用

7-2-0-1利用科學知識處理
問題(如由氣溫高低來考
慮穿衣)。
7-2-0-3能安全妥善的使用
日常生活中的器具。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
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7-4-0-2在處理個人生活問
題(如健康、食、衣、住、
行)時，依科學知識來做
決定。
7-4-0-5對於科學相關的社
會議題，做科學性的理
解與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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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生活科技」之教材內容細目

教材 1-2年級 3-4年級 5-6年級 7-9年級

天
氣
與
氣
候

變
化

1a.觀察並體
會日常生活
中有氣溫的
變化。
1c.天氣現象
有風、雲、
雨等的變化。

2c.察覺日常生活
中，常受到水有
蒸發與凝結的影
響。

3a.藉由氣溫、風向、風速、降雨等
量化的方式，來描述天氣的變化。
3c.認識天氣圖上高、低氣壓、鋒面、
颱風等符號及其表現的天氣現象。
3b.觀察知道氣溫下降時，水蒸氣凝
結成露或霜

4a.認識氣團及天氣變化。
4b.知道高、低氣壓空氣流動的
情形與呈現的天氣現象。
4c.認識臺灣的天氣現象
4j.認識海洋和海流所帶來的能
量，對氣候有著重要的影響。

全
球
變
遷

4a.知道溫室效應。
4b.知道造成溫室效應的原因及
對生物生存的影響。
4c.知道溫室效應與全球增溫的
關係。
4f.知道即使大氣與海洋組成中
的些許變動，只要時間夠長，
便會對氣候產生重大的影響。

人
類
與

自
然
界

3a.知道人類活動會改變環境，這種
改變可能破壞自然環境，並瞭解森
林面積的減少對大氣、土地等的影
響。

能
源
的
開
發

與
利
用

1a.體察日常
生活中，節
約能源的重
要。

2a.知道什麼是能
源，並認識日常
生活中常用的能
源
2c.能養成節約能
源的態度，不隨
意浪費電、瓦斯。

3a.知道煤、天然氣、石油、核能、
水力與太陽能為重要能源。
3d.察覺陽光是最大的能源，並蒐集
有關利用太陽能的例子，同時能蒐
集各種在家庭中節約能源的方法，
並進行創造性思考，提出嘗試解決
能源問題的方案。

4a.體會可利用的能有多種形式，
並能區分非再生性的能源與再
生性的能源。
4b.蒐集有關各種發電的優點、
缺點及其用途的資料，以瞭解
其對社會、環境與生態的影響。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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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空間

人與時間

演化與不變

意義與價值

自我、人際
與群己

權力、規則
與人權

生產、分配
與消費

科學、科技
與社會

全球關聯

分段能力指標
包含9項主軸

社會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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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1-2年級 3-4年級 5-6年級 7-9年級

人
與
空
間

1-1-2 描述住
家與學校附
近的環境。

1-2-1 描述居
住地方的自然
與人文特性。

1-3-10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
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
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
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
生活型態。
1-4-8 探討地方或區域所實施
的環境保育政策與執行成果。

演
化
與
不
變

3-3-3瞭解不能用過大的尺度
去觀察和理解小範圍的問題，
反之亦然。
3-3-4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
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
動」。

科
學
、
技

術
與
社
會

8-2-2舉例說
明科學和技術
的發展，改變
了人類生活和
自然環境。

全
球
關
聯

9-1-3舉出自
己周遭重要
的全球性環
境問，並願
意負維護環
境的責任。

9-3-1探討全球生態環境之相
互關連以及如何形成一個開
放系統。
9-3-4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
與關心的課題
9-3-5列舉主要的國際組織及
其宗旨

9-4-5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
與關心的課題之間的關連性，
以及問題可能的解決途徑。
9-4-6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
球性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
同福祉，並身體力行。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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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發展

人與食物

運動技能

運動參與安全生活

健康心理

群體健康

分段能力指標
包含7項主軸

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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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1-2年級 3-4年級 5-6年級 7-9年級

群體
健康

7-1-5體認人類
是自然環境中
的一部分，並
主動關心環境，
以維護、促進
人類的健康。

7-2-5調查、分析
生活周遭環境問
題與人體健康的
關係。
7-2-6參與社區中
環保活動或環保
計畫，並分享其
獲致的成果。

7-3-4分析人類行為如何改變全
球環境，並探討環境改變對人
類健康的影響。
7-3-5提出個人、社區及組織機
構為建造更健康的社區與環境
所擬定的行動方案與法規。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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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科目
地理
公民與社會
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
綜合活動
健康與護理
家政、生活科技

課程分析：高中課程綱要
標的分析高中課程綱要---教材內容細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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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級

10~11
年級

地理

基礎地理

通論地理 氣候與水文

區域地理
臺灣的位置及
環境特色

應用地理
環境系統及
永續發展

地理議題探索

能源開發

全球暖化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相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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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內容

基
礎
地
理(10~12

年
級)

氣候與水文--
天氣與氣候、氣
候要素、洋流

1-1 能分辨天氣及氣候之差異
1-2 能了解影響氣候之要素
1-3 能辨識氣候要素及氣候之關係

臺灣的位置及環
境特色--氣候及
水文特色

3-1 能了解臺灣氣候及水平衡的關係

應
用
地
理(12

年
級)

地理議題探索—
當代重要地理議
題

2-1 能認識當代重要的地理議題及背景
2-2 能認識當代重要的自然資源分布及環境災害的種類

能源開發—
經濟發展及能源
消耗

1-2 能了解世界主要國家能源消耗的類型
1-4 能認識未來替代能源開發的重要性

全球暖化—
全球環境變遷及
暖化問題、面對
全球暖化的措施

1-1 能透過網際網路蒐集並討論全球環境失衡的現象
1-2 能了解人類活動及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關係
2-1 能體認減少CO2 排放量應由個人做起，並了解如何
實踐
2-2 能列舉國內、外執行環境監測的單位或組織
2-3 能關切並支持國際抑制全球暖化的措施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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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級

10~11
年級

公民
與社
會

公民與
社會

自我、社會與文化

政治與民主
7.國際政治
與國際組織

道德與法律規範

經濟與永續發展

3.全球化與
地球村

4.永續發展
的經濟課題

選修—

公民與
社會

現代社會與法律

民主政治與經濟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相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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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子主題 內容

國際政治與
國際組織

7-2
國際組織的功能
與運作

2-1 說明國際組織的功能，並舉
與我國關係密切的官方及民間
國際組織加以說明。
2-2 說明聯合國的重要議題的運
作，如：人權、全球永續發展
等。

全球化與地
球村

3-3
地球村與反思

3-1 污染無國界
3-2 京都議定書

永續發展的
經濟課題

4-4
永續的經濟發展

4-1 經濟成長與永續發展
4-2 資源與環境
4-3 聯合國與永續發展

21



基礎物理一

(10年級)

緒論

物質的組成

物體的運動

物質間的基本交互作用

電與磁的統一

波

能量

量子現象

宇宙學簡介

基礎物理二

(11年級)

運動學

牛頓運動定律

動量與牛頓運動定
律的應用

萬有引力

功與能量

碰撞

選修物理

(12年級)

熱學

波動

聲波

幾何光學

物理光學

靜電學

電流

電流磁效應

電磁感應

近代物理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物理

4.

能
量
的
有
效
利
用
與
節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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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化學一(10年級)

物質基本組成

物質基本構造

物質變化

基礎化學二、三
(10~11年級)

物質構造

含碳元素的物質

化學能源

化學應用

物質狀態

物質變化

選修化學(12年級)

物質構造

物質性質

物質狀態

化學應用

物質的測量

3.先進材料—奈米尺度

1.化石燃料
3.能源

化學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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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生物一(10年級)

生命的特性

遺傳

演化與生物多樣性

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生物與環境

基礎生物二(11年級)

生物科學與農業

生物科學與食品

生物科學與醫藥

生物科學與環境

選修生物(12年級)

生物體的基本構造與功能

維持生命現象的能量

植物體內物質的運輸

植物的生殖、生長與發育

動物的循環

動物的消化與吸收

動物的呼吸

動物的排泄

動物的神經與內分泌

人體的防禦

遺傳

演化

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四、人類與環境
․人類對生態的影響
․自然保育與永續經營

三、生質能源

生物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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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地球科學(10)
人與地球環境

太空中的地球

動態的地球

天然災害

地球環境變遷

地球古今談

地球環境的監測與探索

地球環境的特徵

選修—

基礎地球科學(11)

日常生活與地球環境

• 礦產、能源與日常生活

• 美麗的石頭

• 水資源與日常生活

• 出門看天氣

• 擇地蓋房子

• 遊憩活動與地球環境

人類與地球環境的互動

• 生物、人類與地球環境

• 面對地球環境的變化

選修

—地球科學(12)

周遭的自然環境

地球環境與科技

地球環境與社會

地球探索的故事

地球科學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台灣地區的自然環境變遷

地球環境與科技的關：尋找新
能源需有新科技配合

1. 環境議題的複雜與兩
2. 環境態度

水力、潮汐、地熱、風能、太陽能
礦產與能源的探勘

人類活動與地球環境的互動
慎重面對地球環境變遷
環境保育

人與環境唇齒相依

地球的結構 --大氣

從地球歷史看氣候變遷及其
影響、短期氣候變化、全球
暖化、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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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 核心能力
一、建構自我體驗、省思與實踐的能力。
二、具備自我學習、邏輯思考、價值澄清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培養探索、創造、休閒與生活的能力。
四、養成自治、領導、溝通與協調的能力。
五、涵養敬業樂群的團隊精神，具備合作學習之能力。
六、激發同理心、親和力、服務他人和關懷社會的態度及能力。
七、涵養尊重生命，關懷自己、他人與自然環境的態度及能力。

班級活動

社團活動

學生自治
會活動

學生服務
學習活動

學校特色
活動

配合學校、社區需要，實施計畫
性的服務學習活動，如環保服務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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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
家政與
生活

家人關係

家庭衝突與
韌性

性別的人我
關係

擇偶與
婚姻

資源管理

居家環境

服飾計劃

服飾管理

膳食計畫與
製作

2. 綠色居家環境
2-1綠色居家環境原則
2-2 規劃綠色居家環境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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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生
活
科
技

核心課程：
科技與生活

科技發展

科技世界

創新設計與
製作

進階課程：
科技的範疇

傳播科技

營建科技

製造科技

能源動力與
運輸科技

2. 科技的影響：2-3 科技
引發的環境變化及污染，
環境保護意識的培養。

1. 科技的範疇：1-5 新
興科技(如能源科技、資
訊科技、生物科技等)的
原理及應用。

2.能源產業：
2-1 能源產業的概況。
2-2 能源科技對社會與
生活的影響。
2-3 能源科技發展趨勢。

4.製造產業：4-3 製造科
技發展趨勢。

3.營建與環境： 3-2 營建
安全與環境保護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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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與
護
理

第
一
冊

一、促進健康生活
型態

二、促進安全生活

三、促進健康消費

第
二
冊

四、促進心理健康

五、促進無菸及無
物質濫用的生活

六、促進性健康

天氣
氣候

人與
環境

全球
暖化

能源
管理

綠生
活

指標

1.認識健康生活型態的重要性，
並積極努力養成：健康存摺：
健康生活型態-- 1-3 學習將健
康生活型態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3.了解並學習預防慢性病和傳
染病的方法：常見慢性疾病和
傳染病的認識--3-4 了解環境與
疾病的關係，建立對社區健康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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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球暖化/節能減碳」知識與課程分析
1-2年級、3-4年級、5-6年級、7-9年級、10-12年級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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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級
生活課程
(自然與生活科技)
(社會)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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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級
綜合活動
自然與生活科技
社會
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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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年級
綜合活動
自然與生活科技
社會
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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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級
綜合活動
自然與生活科技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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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年級
綜合活動
地理
公民與社會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生活科技
健康與護理
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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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束 ,
感謝聆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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