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 回首頁 MAP 目錄



49回首頁 MAP 目錄



節能減碳方程式 馮鐘立

2 0 2 1 年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COP26)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會中
通過《格拉斯哥氣候公約》，公約要求
維持巴黎協定的要求，包括把全球氣溫
升高幅度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以及逐
步減少煤炭使用。

在地球另一邊—臺北市西湖國小的
老師們，正在實施以108課綱素養導向
為教學藍圖的校訂生態課程，從架構圖
(右圖)可以清楚看出的「西湖」二字，
其中包含各年級主題課程、生態素養
指標、108課綱的基本理念，及學校願
景，就是為了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國際視
野的環境永續發展實踐者。「節能減碳
方程式」就是其中一個主題單元課程。

「節能減碳方程式」以「永續」為
核心概念，以人類生存環境—地球為
「FUN城市」發想，透過數學方程式中
的加、減、乘、除四則運算作為日常生
活節能減碳關鍵指標，延伸至可以讓學
生實際行動的「10件」力行活動，徹底
「實踐」。希望能由小學扎根，讓巴黎
COP21會議的精神，以及過去曾經在國
際上共同簽屬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相關

公約與協定的國家，一起努力將行動
傳到地球每個環境公民。

課程一開始，透過影片讓學生看到全
球暖化造成的生態浩劫，教師引導學生們
對於自然環境的省思，並且了解持續無限
制碳排放將觸發全球性災難，因此減少碳
排放量是全球公民應盡責任，我們必須積
極實踐具體行動以減少二氧化碳的產生。

因此，教師必須先把國際上目前所做
的努力讓學生們認識與了解，深化永續知
能。行動指標一：永續生活「加法」，目
的是希望學生「提升永續知能，擴增環境
公民」，包括2件力行活動。

第1件引導學生認識目前國際締結氣
候行動相關公約與協定，包括1987年蒙特
婁議定書，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1997年京都議定書，2015年巴黎氣
候協定。尤其每年定期召開聯合國氣候變
化大會引起學生好奇：「為什麼要每年開
會？」「為什麼每年舉辦的地點不一樣？
」「臺灣有參加嗎？」教師引導學生將問
題先記錄下來，自發性去找答案。

▲氣候行動大使向同學推廣如何進行低碳的永續生活。

▲利用拖地水澆灌植物、洗手水沖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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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方程式 馮鐘立

▲透過小田園活動接近大自然，並利用拖地水澆灌植物。

▲簡單料理低碳飲食、少油、低消費，吃得更健康。

第2件引導學生了解聯合國的17項「
永續發展目標」，同時認識第13項「氣候
行動」的內涵。請班上對全球暖化與氣候
變遷有心得的同學擔任「氣候行動大使」
，從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宣導
與推廣「永續生活」。

行動指標二：永續生活「減法」，目
的是希望學生「減少能源支出，保護自然
綠地」，包括第3~5件力行活動。第3件
帶領學生討論如何實踐節約使用「電」、
「自來水」、「天然瓦斯」，並且落實於
生活中。課程中請學生把家裡「電」、「
自來水」、「天然瓦斯」的帳單帶來，認
識能源的單位(度)，也找出帳單都有「碳
排放量」，了解使用能源過程中也會排放
溫室效應氣體，造成全球暖化。到午餐時
間，我們的氣候行動大使也會自發性的自
主關燈節能。

第4件帶領學生認識「環保標章」、
「節能標章」、「省水標章」，並討論如
何使用有這些標章的家電或裝置。課後許
多學生發現原來這些不是廣告

貼紙，而是經過一連串國家檢驗合格的「
標章」，就像學生拿到獎狀、證書一樣，
是對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有幫助的「識別
證」，且使用省水裝置的學生也變多了。

第5件帶領學生以行動保護自然綠
地。首先引導學生發現學校與家裡附近有
哪些綠地，進而提出保護綠地的方法。學
生舉出網路有Youtuber發起淨灘、淨溪、
淨山活動，除了可以健身，也能為環境整
潔盡一份心力。

行動指標三：永續生活「乘法」，目
的是希望學生「搭乘大眾運輸，單車騎乘
培訓」，包括第6、7件力行活動。第6件
是讓學生知道班上同學上下學的方式有哪
些？並引導學生思考是否有更好的通勤方
式，以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大多學生住
學校附近，以步行通勤居多；但經過老師
調查後，學生對能自行搭捷運和公車的同
學感到興趣，且抱以敬佩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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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也透過這次機會，請搭捷運和
公車的同學發表心得感想，跟同學分
享。第7件是培養騎乘單車的能力與習
慣。結合學務處單車騎乘認證活動，從
直道慢行、迴轉、打手勢左右轉、彎道
慢行、直線穩行一一讓學生闖關，並鼓
勵學生利用假日約爸媽一起去親子單車
輕旅行。

行動指標四：永續生活「除法」，
目的是希望學生「除碳生活運動，落實
資源回收」，包括第8~10件力行活動。
第8件是認識並落實「低碳飲食」。

以學校營養午餐為例，向同學介紹
如何以直接食材，排除再製食品(如右
圖，碳足跡高的漢堡避免接觸)，進行
簡易料理餐食，落實少火、少肉、低消
費，避免產生廚餘。令人感動的是，當
日課後中午用餐時，班上廚餘量明顯比
前幾天減少許多。第9件是鼓勵學生多
多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日常生活用品。

通常這些用品都有回收標誌，同時引
導學生思考有哪些用品屬於可回收再利
用？如何回收再利用？在市面上，哪裡可
購買這些用品？這堂課讓學生對資源回收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有了第9件認識市面
可回收再利用的用品後，最後是第10件，
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再利用。結合
學務處每週三的資源回收日，引導學生認
識學校和班級有哪些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
項目？討論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後，可以
如何進行再利用？最後各組發表，並帶領
學生參觀學校的資源回收室。

最後的統整活動是指導學生記錄自己
每週生活中的碳排放量，並統計全班一週
碳排放量，目的希望引導學生思考是否能
減少生活碳排放量的機會，請學生發表自
己心得感想與具體做法。教師最後為整個
活動下結語，期望每位學生透過具體的氣
候行動，以個人為出發點，進階到學校、
社會，為地球永續環境盡一份心力。

▲倡導自備環保餐具，多使用可再利用的永續產品。

▲參觀學校的資源回收室，落實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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