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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議題—環境與永續—自然資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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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節課 

共 280 分鐘  



SDGs目標 

目標七：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的起、可靠的、永續的，以及現代的能源 

7.3  在西元2030年以前，將全球能源效率的改善度提高一倍。  

7.a 在西元2030年以前，改善國際合作，以提高乾淨能源與科技的取得管道，包括再生能源、

能源效率、更先進及更乾淨的石化燃料科技，並促進能源基礎建設與乾淨能源科技的投

資。 

目標十三：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13.2 將氣候變遷措施納入國家政策、策略與規劃之中。 

設計理念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環境資訊中心的全球資料，從2014 年起全球平均地

表溫度（合併海洋與陸地溫度）連續四年都打破過往紀錄，並在2016 年創下歷史新紀錄，近年

來全球年平均溫已增加近1℃左右，臺灣約增加攝氏1.3 度，且增溫速度有增快的趨勢，造成地

球極端氣候現象發生更頻繁。而暖化對海島環的影響境更令人擔憂，年均溫增加1℃時，海平面

會上升2.3公尺，也因此自2008年以來許多國際組織設定了攝氏2度為地球均溫上升的上限值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9）。 

    有鑑於學生在國小階段對全球能源短缺和暖化問題的衍生和防治現象（綠色能源）即應建立

基本概念的認識，以培養全球永續的情操，因此本課程內容從提升意識、辯論活動與行動策略

研擬三大活動作為教學架構。首先，以分析全球氣候改變開始，讓國小學生在讀圖技能培養歷

程，學習將訊息意義化，主動發現臺灣和全球面臨全球暖化面臨的危機和問題意識。其次，藉

由丹、荷、臺等國的能源永續投資和其他國家綠能發展之探究過程，理解綠能發展所需要的資

源條件，以及思考臺灣可行的方向。接著，透過全球氣候變遷績效指標（Climate Change Per-

formance Index）的報告數據分析和排名，反思氣候變遷宜致力的四個面向，並從能源抉擇、

資金投入、經濟發展等觀點，思考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上可負起的責任與實踐的挑戰。最後，以

辯論方式評析國際合作的提案之後，引導學生能做出理性的實踐決定，以培養身為地球公民的

責任感。 

   本課程設計亦可安排在｢我們與災難的距離」課程方案之後進行，以深化學生概念。 

國際教育 

能力指標  

4-2-1 瞭解全球永續發展之理念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4-3-2 體認全球生命共同體相互依存的重要性。 

學習目標  

一、認知 

1. 能說出至少三項氣候變遷形成的原因。 

2. 能理解和分析各國和臺灣致力於綠能的方法。 

3. 能分析臺灣目前能源運用之情況並提出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二、情意 

1.能增進對環境永續發展的責任感。 

2.能樂於支持有利於全體人類安康之能源決策。 

三、行動 

1.能在日常生活中改變行為，並倡議維持地球生態永續之政策方案。 

探究與行動 

「綠能推動策略倡議家」活動，請學生假設自己為一名臺灣能源推動者，提一項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的策略方案，最後以小小點子王活動，給予三種顏色的圓形貼紙，讓學生進行評分票選，

最後將海報張貼於教室外佈告欄，並製作簽名欄，請全校師生認同者在上面簽名和聯署，以引

發更多人關注與參與討論。 



活動二 

永續你我行 

(160分鐘） 

活動一 

攜手共進 

 (120分鐘） 

活動一：攜手共進（共120分鐘） 

一、氣溫大較量（40分鐘） 

（一）引起動機(8 分鐘) 

1. 教師請學生回想最近體會到或知道的極端氣候的

例子或經驗？學生回答：各地出現極端高溫或低

溫、熱帶地區傳染病擴展至亞熱帶或溫帶地區、

降雨量變化減少生活用水、世界各地的飢荒、瘟

疫、水災、旱災等。 

2. 教師播放影片《全臺四都 恐遭淹沒！海平面上升

成巨大威脅》(3 分 54 秒)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Q9ncwhDLfZI  

3. 教師說明：世界銀行（World Bank）對全球氣候

變化在 2018 發布了一份前景預測，報告指出：

氣候變遷將導致水源短缺、作物欠收、海平面上

升、風暴潮和其他相關氣候威脅，都將使得被迫

遷徙的人數升高，在未來 30 年內，非洲、拉丁

美洲與南亞可能超過 1.43 億人被迫成為「氣候難

民」（https://kknews.cc/world/

zk3nala.html）。 

（二）發展活動（32 分鐘） 

1. 讀圖和現象預測:教師融入圖表識讀教學，以分組

方式進行討論和資料探究，完成學習單一【氣溫

大較量】。請學生比較過去一百多年全球溫度變

化圖和臺灣年平均溫度變化圖（請見學習單

一），包括百年來平均增溫速率、2000 年以後年

平均溫度上升的幅度、以及查詢可能的原因 

2. 教師留意學生對於臺灣平均增溫速率高於全球的

反應，在引發學生探究臺灣和全球氣溫持續增加

的學習興趣後，請學生分組探究原因。 

3. 教師請各組發表探究的結果。  參考答案：臺灣

是海島，海平面更容易因為海水來源多、地球自

轉，加上西太平洋的海溫較高、海水匯聚多，以

及熱膨脹效應等原因，上升速度加劇，因此臺灣

海平面上升率，為全世界平均值的兩倍。教學

時，融入圖表識讀引導，學習將訊息意義化，發

現數字背後所隱含的危機和問題。 

4. 教師播放影片一則影片：《一份來自聯合國的氣

候警告》（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lS7bjLX6CZA），觀賞影片後教師提問，引導

學生思考。 

Q1: 全球氣溫上升的可能原因?   參考答案：溫室

氣體的排放、伐林、大量採用非再生能源等。 

Q2:如何減緩氣溫上升的方法?    參考答案：提升

再生能源發電、減少排放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

碳、甲烷、一氧化二氮、臭氧）、節約能源、改

變飲食習慣（多食蔬菜多食肉類）等。 

5. 擬聚共識：引發學生對全球暖化之問題意識，並

增進對環境永續發展的責任感。 

  全球 臺灣 

百 年 來 平 均 增

溫速率 

    

2000 年 以 後 年

平 均 溫 度 上 升

的幅度 

    

查 詢 可 能 的 原

因 

 



（一）引起動機(5 分鐘) 

1. 全班討論：地球上的資源有限，全球皆致力於

推廣綠能的發展，教師請學生想想臺灣可以發

展的綠能有哪些呢? (開放學生自由回答，先不

給予評論) 

 

（二）發展活動 1 ( 20 分鐘) 

1. 教師播放《臺灣的綠能能發展到多少？》說明

臺灣目前綠能發展的條件和規劃（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g7Uj0_dvsXY）  

影片重點：臺灣適合發展的綠能種類有六種，

一為水力，但具高低差條件水庫大多已開發完

全；二為陸上風力；三為生質能；四為地熱

能，如宜蘭和大屯山；五為太陽能，如屏東縣

的養水種電計畫。六、海上風力，目前正引入

外國技術，發展當中。 

2. 教師播放《離岸風力發電誰厲害？》說明丹

麥、荷蘭、臺灣等國風電發展的情形（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qi5ypJtvR6E） 

3. 觀賞影片後，透過教師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及

提挈重點概念： 

Q1 ：請說出三個關鍵詞來表示這二部短片的重點 

參考答案：能源轉型、結束煤炭時代、永續生

活型態等。 

Q2 ：請說出一個讓你最受益的例子。 

參考答案：學生自由發表，例如使用節能 LED

燈具、充分應用自然光的綠建築等。 

 

（三）發展活動 2 ( 40 分鐘) 

1. 教師將學生分成 5 至 6 組，每組 5 人，請學生

每一組選擇一種綠能的種類，如太陽、風力、

水力、生質能、地熱進行探究，完成【綠能應

用搜查隊】學習單（請見學習單二），蒐集時

間約 30 分鐘。 探究的重點，包括該國家發展

綠能的種類、具備發展綠能的條件為何、以及

省思為何，教師可提供「教學小錦囊」的內容

以幫助學生能有效完成探究任務。 

2. 探索結束後，教師進行「綠能應用旋轉盤」活
動，活動步驟說明如下: 

「綠能應用旋轉盤」是一項討論活動，教

師提醒活動過程重視組員間相互依賴和學習專注

聆聽他人報告，同時重視團體目標和個人績效，
因此各組成員與同組成員，皆需要互相幫助與合

作。 

(1)主題聚會：各組同一主題的小組成員先集聚

一起 5 分鐘，針對剛剛探索結果題互相分享

和討論，進行相關資訊的討論、研究與交換

後，形成專家小組，每個人都變成該主題的

專家。 

(2)共學任務：將各組成員編號為 1~5 號，每組

相同號碼組成新的小組(例如各組 1 號組成一
組)，換言之，每一組各有不同研究主題的專

家。各組成員將自己與他組討論後所獲得的

資訊與小組成員分享，將自己所探究的內容

教導給其他組員，並蒐集共學者的回饋和想

法。 

(3)返回自己原來的小組，將自己與他組討論後

所獲得的資訊與小組成員分享，使組內同學

針對各組綠能主題再進行一次訊息統整。 

(4)提問回饋：原來小組進行相互提問和回饋，

使各組成員均對其他國家綠能實踐情形有進

一步的認識。 

3. 透過「綠能應用搜查隊」，學生能發現不同的

國家所具備發展的綠能條件，以及適合發展綠

能的種類為何。 

例如:綠能，如太陽、風力、水力、生質能、地
熱等都是來自於大自然的能源，各國資源的種

類會影響綠能的發展項目，例如冰島有 200 多

座火山，有 250 度 C 的蒸氣池，適合發展地熱
資源；肯亞因日照時間長，平面土地面積充

足，可設置足夠的太陽能發電設備，2019 年起

正致力發展太陽能源；丹麥位處西風帶，且臨

近北海，可發展海上風力；紐西蘭地熱資源豐

富，且地形具有高低差，且雨量充足，亦可發

展水力發電。中國大陸為一個農業生產國，具
備非糧原料之生質能源發展之條件。 

1. 直擊快樂能源國丹麥:丹麥風力發電，世界第一；全球第一個離岸風場，丹麥人蓋的。目前丹麥目前
陸上的風電成本，已經比任何一種發電型式都低。「丹麥模式」成為全球新能源的典範。如果矽谷是
資訊產業的搖籃，丹麥就是全球風電的中樞。  (資料來源: shorturl.at/nrxFJ 2019/0807) 
2. 各國綠色能源發展，先替在地資源「體質」把脈: 看重綠色能源的重要性並且積極推動綠色能源發

展的國家不在少數，但是細觀各國策略卻不盡相同，關鍵在於綠色能源的發展必須以各國「體質」為
基礎，而非一頭熱的跟風，本文針對法國太陽能發電、德國混合型發電、丹麥風力發電作一介紹。 

              (資料來源: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save-ourselves-and-go-green/104344 2018/0920) 
3.《德國邁向非核家園 再生能源成全民運動》:內容說明德國運用綠能發展的情形德國是最早決定要廢除核電廠的國
家之一，大量使用太陽能板，儲存太陽能電力，建立海上風力場和設置綠建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1032jP4GU 
4. 《英國打造風機觀光熱潮》:內容說明英國預計在2025年前關閉最後一波燃煤電廠。為完成減碳，英國正致力提升
離岸風電發電量、核能佔比，除了離岸風電的發電量領先各國之外，在社區發展方面，以布萊頓這類地區創生的典
範區域，除了賞豚、海釣等海上觀光之旅，現在又多了一種觀光行程─離岸風機之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7&v=nWtXZRK1gyk 
5. 《紐西蘭宣布將終結燃煤，以可再生能源取代》:內容說明西蘭 2014 年有 79.9% 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較 2013 
年提升約 5%，其中最關鍵為地熱，10 年來發電容量成長 1 倍，在 2014 年時，地熱更首度超越燃氣發電，成為紐
西蘭第二大電力來源，由於地熱在夏威夷等地發展並不算成功，紐西蘭成為少數成功以地熱為主要能源之一的地
區。取自https://technews.tw/2015/08/20/new-zealand-marks-end-to-coal-power/ 

二、綠能應用搜查隊（80分鐘） 建議課程連排 



活動二：永續你我行（共160分鐘） 

（四）統總活動(15 分鐘) 

1. 教師各組發下一張 A3 空白紙，並發下不同顏

色便利貼，請各組學生一人一種顏色，分別寫

下自己的看法，運用 Frayer Model(弗雷爾模

式)進行概念深化。 

2.教學步驟如下: 

(1)選擇 Key Vocabulary ：選擇【綠能】為關鍵

彙。 

(2)提供 Frayer Model 圖形模組：請學生將

Frayer Model 畫在書面紙上。 

(3)舉例示範 Frayer Model 的運用方法：教師舉

例示範如何撰寫，四個框格中 ｢定義」、｢事

實/特性」、｢舉例」、｢它不是..... 」。 

(4)任務分配：每個人需要寫出自己的看法貼在

書面紙上，四格需分別分配不同的學生負責

統整大家的看法。 

(5)分享想法：請學生或學生對與全班同學分享

他們的結論，並將 Frayer Model 張貼在教室

的詞彙牆上，供同學相互觀摩和參考。 

(6)補充說明：教師亦可將 Frayer model 四格框

格的內容，改成｢例子」、｢非示例」、｢基本

特徵」、｢非必要特徵」，適度彈性變化。 

3. 各組學生將 Frayer Model 討論結果張貼在黑

板上，之後讓學生相互觀摩其他組的想法，以

拓展和加深綠能的概念。 

一、氣候變遷績效指標總體檢（40分鐘） 

（一）引起動機：(5分鐘) 

1. 教師播放影片: 「各國元首皆無作為，瑞典少女

的八年怒吼」(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SUiajBoEjEg) 

2. 教師簡述氣候變遷績效指標（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的來源，是來自非政府組

織「德國看守協會」所做的研究報告，請學生猜

猜看臺灣在全球57個國家和地區在氣候變遷保護

上做的努力程度，在氣候變遷績效指標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的報

告數據分析當中，臺灣的排名是多少?是極優、

中等、待改進、不佳四區中的哪一區段?並請學

生說明理由為何。 

參考答案: 記錄學生的回答，從中分析學生對臺

灣能源發展和氣候變遷政策的理解和可能的迷思

概念為何。 

3. 老師說明臺灣氣候變遷績效指標在全球57個國家

當中屬於不佳區，僅領先韓國、伊朗伊斯蘭共和

國、美國、沙烏地阿拉伯。老師請學生思考哪些

原因可能造成臺灣排名不佳呢? 

參考答案:自由回答，激發學生反思臺灣的現況和

覺察目前存在的問題，思考目前臺灣對於全球氣

候變遷的因應，生活中有哪些需要改進的空間，

及可能面臨的兩難困境。 

 

「2019氣候變遷表現指數」（請見附

件一）有四個面向，各面向各有其層

面內涵，說明如下： 

 

一、溫室氣體排放的向度（權重40％），包括當前

人均溫室氣體排放水準（權重10％）、過去人

均溫室氣體排放水準（權重10％）、當前溫室

氣體排放人均水準與2°C兼容途徑目標相比（權

重10％）、2030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2°C兼

容途徑目標相比（權重10％）。 

二、可再生能源的向度（權重20％），包括當前基

礎能源總量中可再生能源份額（權重5％）、可

再生能源的能源供應的發展（權重5％）、當前

原生能源總量中再生能源的比例控制在攝氏2度

的目標（權重5％）、2030年再生能源的使用

控制在攝氏2度的目標（權重5％）。 

三、能源使用的向度（權重20％），包括當前能源

總 量 使 用 水 準（原 生 能 源 / 人 均）（權 重

5％）、過去 原生能源總量/ 人均趨 勢（權重

5％）、當前生能源總量/人均控制在攝氏2度的

目標（權重5％）、2030年能源總量/人均控制

在攝氏2度的目標（權重5％）。 

四、氣候政策的向度（權重20％），包括國家氣候

政 策（權 重 10％）、國 際 氣 候 政 策（權 重

10％） 

＊GHG=Green House Gas=溫室氣體 



（二）發展活動  ( 30 分鐘) 

教學準備: 教師可結合平板教學，引導學生進行

協作討論，以了解臺灣能源發展的現況。 

1. 教師請學生使用平板進入臺灣電力公司/動態圖

表（網址： https://www.taipower.com.tw/tc/

Chart.aspx?mid=194），並說明動態圖表之特

色為各圖表橫坐標為時間軸，學生可移動滑鼠

游標，滑鼠游標移可移至時間軸，可切換至其

他年份占比圖，動態呈現不同時期臺灣發電結

構動態。 

               圖 1 歷年發購電量及結構圖 

4. 教師將學生分成 5 至 6 組，每組 5 人，請學生

使用平板進入臺灣電力公司/動態圖表，從「歷

程發購電量各能源別占比動態圖」、「近十年

再生能源發購電量占比動態圖」、「各縣市再

生能源裝置容量動態圖」當中選擇 1 種動態

圖，探究目前臺灣發電結構的現況，以及從時

間面向分析臺灣發電結構改變的歷程。 

5. 發下【臺灣發電結構動態搜查隊】學習單三，

進行動態圖分析。 

6. 全班進行「臺灣發電結構旋轉盤」活動，依下

列步驟完成共學歷程； 

(1)共學任務：各組成員編號為 1~5 號，教師可

改變前次分組規則，讓每組不同號碼組成新

的小組，將分享結果記錄在學習單三【臺灣

發電結構動態搜查隊】學習單下方。 

(2)返回自己原來的小組，將自己與他組討論後

所獲得的資訊與小組成員分享，使組內 同學

針對各組主題再進行一次訊息統整。 

(3)返提問回饋：原來小組進行相互提問和回

饋，使各組成員均對臺灣的再生能源的運用

和能源效率的實踐情形有進一步的認識。 

7. 全班討論: 臺灣某些能源運用比率增多，原因可

能是什麼？又有哪些原因使部分能源(如再生能

源)比率降低？  

參考答案: 供需問題，再生能源發電量增加幅度

不及每年使用電量升高幅度，因此在發購電量

上呈現負成長(可參考「臺電系統歷年發購電量

構成比」動態圖)。其次，再生能源的比例，自

75 年以後，使用比例未超過 10%，且從民國

100 年及 107 年相較，發電能源比率再生能

源、燃油、燃氣增多；汽電、燃煤、核能則減

少。透過臺灣發電結構動態搜查隊和臺灣發電

結構旋轉盤，引導學生了解目前臺灣能源運用

的情形並思考可改變的方向。 

 

（三）綜合活動(5 分鐘) 

1. 教師請各組派一位代表抽出【氣候變遷表現國

家卡】(附件二)（內容有績效表現極優、中等、

不佳、待改進各三個國家），並說明卡片上所

列指標與「2019 氣候變遷表現指數」總圖的對

應情形。 

2. 請各組依照所抽到的國家進行能源使用探索，

搜索方向是該國的地理條件、經濟表現、氣候

變遷表現、再生能源使用狀況，於下一次上課

時將相關資料帶來並討論。 

3. 教師發下附件三【小小聯合國提案相關閱讀文

章】，並請各組事先閱讀，於下次上課時進行

討論。 

2. 教師先選擇一個動態圖，帶領學生讀圖、識圖，

並回答問題。以「歷年發購電量及結構圖」為

例，內有「歷年發購電量各能源別占比」和「歷

年發購電量構成比」圖， 前者記錄從民國39年至

107年臺灣各能源別歷年發購電量；後者記錄從

39年至107年臺灣歷年發購電量各能源別占比

例。引導全班分析可從「歷年發購電量及結構

圖」動態圖獲得的訊息有哪些? 參考答案：從圖1

可發現目前臺灣有七種發電方式，107年燃煤和

燃氣分別佔38.8%和38.6%，共77.4%（雖然燃

氣發電幾乎不產生懸浮微粒，但碳排放與燃煤發

電相比較仍然約佔燃煤發電的50%），再生能源

只占4.9%，並且核能的比例有逐年減少的趨勢，

但燃煤發電的比例自80年之後持續增加，90年代

以後接近四成左右。 

3. 欣賞【能源首部曲-能源知多少】（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VyzyoTxyISc）影

片，請學生於組內以一人一分鐘的方式，簡單發

表最支持及最不支持的發電方式。 

 



教師說明本活動為本單元的總結表現，整合知

識、情意及行動層面，透過先前知識層面的建構、各

組探究及找資料的歷程，產生對能源政策的想法，並

藉由發表、辯論形成共識，理解政策的產生過程。 

(一)準備活動（20 分鐘） 

1. 教師將學生分成六組，進行附件三【小小聯合

國提案相關閱讀文章】思考問題的討論。 

2. 運用世界咖啡館的形式，首先，各組分配一項

主題，先小組成員組內分享 3 分鐘，之後留下

一位組員，負責與其他各組分享對主題的看

法，並就文章內容所提出的政策說出政策或反

對的理由。其次，進行時每次各組成員需先依

照上次透過抽到的國家，依照卡牌上所附的資

訊自己介紹，讓其他各組瞭解該國家的地理條

件、氣候變遷表現、經濟表現、綠色能源推動

情形，之後再表達意見。最後，原先組別留下

的一位組員統整討論意見，並在下一次新的組

合時，報告呈現。 

 

(二)發展活動（60 分鐘） 

1.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小小聯合國」活動，首先

先導讀六項提案，包括（1）復育 2600 萬公頃

(相當於英國國土)的森林面積。（2）共同分攤

並籌措 1000 億美元氣候基金協助開發中國家

溫室氣體減量、造林等。（3）增加交通運輸及

建築物冷暖氣設備導入二氧化碳排放價格。

（4）十年期間須將國內以化石燃料的汽機車做

全面汰換。（5）各國須減少碳排量高的化石能

源(油、天然氣、煤炭)至少 50%。（6）各國應

每年對前十名碳排量最大公司予以開罰。（除

了參考附件四【各國辯論提案卡】所列的題

目，教師另可自行搜尋適合探究的面向，列為

公共議題的辯論主題。） 

2. 教師於【各國辯論提案卡】（附件四）抽出一

道題目，並讓各國家投票表決是否贊成，同時

教師須於黑板上記下首投結果。 

3. 每組討論 3 分鐘，教師先請贊成提案之國家發

表論點，每組有 2 分鐘的時間闡述觀點，只能

發表一次；其次，再請反對之國家發表論點，

每組亦有 2 分鐘的時間闡述觀點，只能發表一

次。此外，當他組在發表時，其他人不能以任

何形式干擾或打斷，否則喪失此輪投票權 1。 

4.  當各組皆發表結束後，給予學生討論再舉行一

次投票，教師則在首投旁邊記下此次結果，對

照比較有何差異。針對改變選擇的國家，邀請

該組發表改變的關鍵是什麼。 

5. 按照上述方式，進行下一輪提案之討論。(附件

四【各國辯論提案卡】共提供 6 個提案作為參

考，教師可依照上課時間、學生回應以及新聞

時事，彈性選擇或增列議題進行深究與討論) 

6. 最後，總結本次小小聯合國多數決所通過的提

案，以及未通過提案所面臨之困境。 

二、打造綠能家園（120分鐘） 

 (三)綜合活動：綠能推動策略倡議家(40分鐘) 

1. 教師發給各組一張海報紙，引導各組思考，請學

生假設自己為一名臺灣能源推動者具有決定臺灣

能源推動權，請提出一項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的策

略方案，並將推動策略的提案及理念寫在海報上
2。 

2. 教師請各組發表推動策略，每組有3分鐘的時間

說明制定的構想為何。 

3. 全班討論：當你身為能源推動者時，考量的面向

有哪些？為什麼?（引導方向：可從經濟成長、

環境永續、國家土地面積等考慮面向引導學生思

考。） 

4. 小小點子王活動：教師發給學生每生三個圓點貼

紙，分別為紅、藍、黃三種顏色，紅色代表最有

創意、最大膽的，藍色代表最可行、最可持續

的，黃色代表你認為其他人可能選擇的策略。

（引導方向：透過投票活動和擬定臺灣因應全球

氣候變遷發展的推動策略方向的歷程，肯認學生

的想法，並培養學生提升批判思考能力。） 

5. 全班討論：在小小聯合國辯論會和綠能推動策略

倡議家的討論過程，你覺得收穫最多的部分有哪

些？（引導方向：此部分側重情意方面的引導，

讓學生體會身為公民應持何種態度參與及理性的

討論重大議題，應以事實性的論點取代情緒性的

發表。） 

6. 教師將海報張貼於教室外佈告欄，並製作簽名

欄，請全校師生認同者在上面簽名和聯署，以引

發更多人關注與參與討論。 

1.  教師可視情況每位學生發下小白板/平板，請學生將觀點寫

在小白板/平板上，作為發表說明不足時的補充說明。 

2.  若課堂時間足夠，教師也能引導學生於課餘時間錄製短片，

並放在公開播放平臺上讓大家瀏覽及討論。 

建議課程連排 



學習目標 形成性評量 總結性評量 

能說出至少三項氣候變遷形成的原因。 【氣溫大較量】學習單 綠能推動策略倡

議家海報製作和

聯署 
能理解和分析各國和臺灣致力於綠能的方法。 【綠能應用搜查隊】學習單 

能增進對環境永續發展的責任感。 

【氣溫大較量】、【綠能應用

搜查隊】、【小小聯合國】、

【綠能推動策略倡議家】等口

語發表 

能樂於支持有利於全體人類安康之能源決策。 

【小小聯合國】、【綠能推動

策略倡議家】資料蒐集、小組

討論、口語發表 

能在日常生活中改變行為，並倡議維持地球生態

永續之政策方案。 

【綠能推動策略倡議家】資料

蒐集、小組討論、口語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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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臺灣 

百年來平均增溫速率 

    

2000年以後年平均溫度上升的

幅度 

    

查詢可能的原因 

 

資料來源:Tccip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臺（2017）。臺灣氣候的過去與未來: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7。取自

https://tccip.ncdr.nat.gov.tw 



班級:      年     班 姓名： 

小朋友，請蒐集一篇有關國際上有關「再生能源」的應用和發明報導，附

在學習單背面，之後在課堂上請與同學傳閱分享 

新聞一則分享 

 

 

 

 

 

肯亞 首間太陽能造水廠 

在非洲等發展較慢的國家中，通常都是將海水淡化轉變為飲用水，不過傳統的海水淡化廠不僅造價

高昂，而且還會消耗大量的電力，對於貧窮的人民來說並不是一個合適的選擇。而去年NGO終於在

肯亞建造了世界首座「太陽能產水能源場」，這座水源廠每天轉換的淡水量足以供應35000人，而

且生產出來的淡水比海水淡化廠更香甜好喝！ 

(路克新聞-2019-08-27) http://www.itislooker.com/post01192851082124?utm_source=LOOKER.news&utm_medium=recommend 

我要分享的文章 

  

國家   來源   

新聞標題   

綠能的 

種類 
  

具備發展綠能的

條件 
  

我的想法   

新的小組共學者 

簽名 
1. 4. 

2. 5. 

共學者 
的回饋 

 

http://www.itislooker.com/post01192851082124?utm_source=LOOKER.news&utm_medium=recommend


班級:      年     班 姓名： 

動態圖名稱   

動態圖 
分析結果 

  

可從目前臺灣發電結構的現狀、從時間面向分析改變歷程作分析。 

我的想法 
與反思   

新的小組共學者 

分享者 分享內容 

  

  

  

  

  

  

    

聽完同學的分享，我對於臺灣的再生能源的運用和能源效率的看法是……(至少寫出三點) 



資料來源: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P7。 

https://www.germanwatch.org/sites/germanwatch.org/files/CCPI2019_Results.pdf 



氣候變遷績效表現極優國家或區域代表 

 Norway挪威 

  

  

 

 

氣候變遷表現排名：12 

再生能源比例： 98.5%， 

多為水力 

經濟表現排名：17(降1) 

電力低價排行：11 

資訊：挪威可望成為「歐洲

的綠色能源電池」 

India印度 

  

  

 

 

氣候變遷表現排名：11 

再生能源比例：11.7%， 

多為天然氣 

經濟表現排名：68(降10) 

電力低價排行：29 

資訊：印度因應國際能源局

勢變遷的國際合作 

UK英國 

  

 

 

  

氣候變遷表現排名：8 

再生能源比例： 40%， 

多為風力發電。 

經濟表現排名：9(降1) 

電力低價排行：24 

資訊：抵達重大綠能里程

碑，英國再生能源裝置已超

氣候變遷績效表現中等國家或區域代表 

Germany德國 

  

 

 

  

氣候變遷表現排名：27 

再生能源比例：47.3%，多

為風力發電。 

經濟表現排名：7(降4) 

電力低價排行：31 

資訊：德國可再生能源發電

佔比再創新高 

China中國 

  

 

 

  

氣候變遷表現排名：33 

再生能源比例：37.4%，多

為風力發電。 

經濟表現排名：28(持平) 

電力低價排行：2 

資訊：中國可成為全球再生

能源超級強國 

Brazil巴西 

  

 

 

  

氣候變遷表現排名：22 

再生能源比例：80.4％，多

為水力發電。 

經濟表現排名：71(升1) 

電力低價排行：30 

資訊：再生能源產電 巴西居

金磚之首 

https://www.greentrade.org.tw/zh-hant/purchasing_info/%E6%8C%AA%E5%A8%81%E5%8F%AF%E6%9C%9B%E6%88%90%E7%82%BA%E3%80%8C%E6%AD%90%E6%B4%B2%E7%9A%84%E7%B6%A0%E8%89%B2%E8%83%BD%E6%BA%90%E9%9B%BB%E6%B1%A0%E3%80%8D
https://www.greentrade.org.tw/zh-hant/purchasing_info/%E6%8C%AA%E5%A8%81%E5%8F%AF%E6%9C%9B%E6%88%90%E7%82%BA%E3%80%8C%E6%AD%90%E6%B4%B2%E7%9A%84%E7%B6%A0%E8%89%B2%E8%83%BD%E6%BA%90%E9%9B%BB%E6%B1%A0%E3%80%8D
https://apecenergy.tier.org.tw/report/article25.php
https://apecenergy.tier.org.tw/report/article25.php
https://technews.tw/2018/11/10/uk-renewable-energy-capacity-surpasses-fossil-fuels-for-first-time/
https://technews.tw/2018/11/10/uk-renewable-energy-capacity-surpasses-fossil-fuels-for-first-time/
https://www.re.org.tw/news/more.aspx?cid=199&id=2928
https://www.re.org.tw/news/more.aspx?cid=199&id=2928
https://info.taiwantrade.com/biznews/%E4%B8%AD%E5%9C%8B%E5%8F%AF%E8%83%BD%E6%88%90%E7%82%BA%E5%85%A8%E7%90%83%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8%B6%85%E7%B4%9A%E5%BC%B7%E5%9C%8B-superpower-1743705.html
https://info.taiwantrade.com/biznews/%E4%B8%AD%E5%9C%8B%E5%8F%AF%E8%83%BD%E6%88%90%E7%82%BA%E5%85%A8%E7%90%83%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8%B6%85%E7%B4%9A%E5%BC%B7%E5%9C%8B-superpower-1743705.html
https://www.cna.com.tw/topic/newsworld/98/201708180022.aspx
https://www.cna.com.tw/topic/newsworld/98/201708180022.aspx


氣候變遷績效表現待改進國家或區域代表 

Spain西班牙 

  

 

 

 

  

氣候變遷表現排名：35 

再生能源比例：37％， 

多為風力發電。 

經濟表現排名：23(升3) 

電力低價排行：29 

 

資 訊 ： 綠 能 新 創 的 表 現 舞

臺？ 

Indonesia印尼 

  

 

 

 

 

氣候變遷表現排名：35 

再生能源比例：12.62%， 

多為水利及地熱發電。 

經濟表現排名：50(降5) 

 

 

資訊：印尼大力發展可再生

能源 

New Zealand紐西蘭 

  

 

 

 

 

氣候變遷表現排名：44 

再生能源比例：80.8%， 

多為地熱發電 

經濟表現排名：19(降1) 

電力低價排行：貴 

 

資訊：紐西蘭宣布將終結燃

煤，以可再生能源取代 

氣候變遷績效表現不佳國家或區域代表 

Japen 日本 

  

 

 

 

  

氣候變遷表現排名：49 

再 生 能 源 比 例 ： 14.2%，多

為太陽能。 

經濟表現排名：6(降1) 

電力低價排行：25 

 

資訊： 太陽能2016 年日本

貢獻4.3% 電力，再生能源高

達 14.2% 

United States美國 

  

 

 

 

 

氣候變遷表現排名：59 

再生能源比例：21.56％，多

為太陽能。 

經濟表現排名：2(降1) 

電力低價排行：9 

 

資訊：美國再生能源裝置容

量首次超過燃煤 

Chinese Taipei中華民國 

  

 

 

 

 

氣候變遷表現排名：56 

再生能源比例：4%，多為水

力發電。 

經濟表現排名：12(升1) 

電力低價排行：3 

 

資訊：電價是臺灣當前能

源、經濟及環境問題之根源 

附註1：依據「從巴黎協議看全球氣候變遷議題走向」、非政府組織「德國看守協會」（Germanwatch）2018年底

出版的「2019氣候變遷表現指標」報告，分別從表現極優、中等、待改進、不佳等四區中各選三國。CCPI2019 

附註2：經濟表現是根據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排名而來。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4.0 2019 Rankings 

附註3：電價則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2019年之最新統計資料與亞鄰各國電價資料。臺灣電力公司 

https://meet.bnext.com.tw/articles/view/42974
https://meet.bnext.com.tw/articles/view/42974
https://www.re.org.tw/news/more.aspx?cid=199&id=1277
https://www.re.org.tw/news/more.aspx?cid=199&id=1277
https://technews.tw/2015/08/20/new-zealand-marks-end-to-coal-power/
https://technews.tw/2015/08/20/new-zealand-marks-end-to-coal-power/
https://technews.tw/2017/01/25/solar-power-2016-to-japan-electric/
https://technews.tw/2017/01/25/solar-power-2016-to-japan-electric/
https://technews.tw/2017/01/25/solar-power-2016-to-japan-electric/
https://www.re.org.tw/news/more.aspx?cid=199&id=2873
https://www.re.org.tw/news/more.aspx?cid=199&id=2873
https://www.storm.mg/article/1592031
https://www.storm.mg/article/1592031


1. 發表於「科學」期刊的最新論文分析，截至目前為止，在全世界種下上兆棵樹是因應氣候

危機最有效也最省錢的辦法。樹木生長便能吸收和固定二氧化碳。科學家估計，這種規模

的全球性植樹計畫可以吸收多達 2/3 人為碳排。 

科學家首先計算在不縮減農田或都市地區的情況下，可以種植多少樹木，發現全球有 17 億

公頃的無樹土地，可供 1.2 兆棵原生樹苗自然生長。這個面積約佔全球陸地的 11％，相當

於美國和中國的面積總和。根據衛報報導，研究團隊動員數百人測量 Google Earth 上 8 萬

張高解析度衛星圖像中的樹木覆蓋面積。接著，用人工智慧運算將這些資料與 10 個關鍵土

壤、地形和氣候因素相結合，畫出全球可植樹地圖。 

結果顯示，全球陸地還有 2/3 即 87 億公頃的面積適合種植森林，而其中 55 億公頃的土地

上已經有樹木。剩下 32 億公頃的無樹土地中，15 億公頃已經是農地，17 億公頃是過去劣

化或植被稀疏的潛在林地。 

2. 研究主持人、瑞士大學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克勞瑟（Tom Crowther）教授對衛報表示，這

項新的定量研究顯示，重建森林不僅是氣候變遷解決方案之一，而是最重要的解決方案。

他也強調，淘汰化石燃料和防止森林破壞導致碳排增加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是阻止氣

候危機惡化的必要條件，因為研究所設想的森林重建，仍需花上 50 至 100 年才能完全吸

收 2,000 億噸的碳排。 

3. 克勞瑟也認為，最有效的計畫就是花每棵樹 30 美分的成本進行復育工作，3000 億美元就

能種下 1 兆棵，「是截至目前為止最便宜的解決方案」。他指出，用獎勵金  

鼓勵地主種樹是唯一的實踐辦法，而對億萬富翁慈善家們和大眾募款 3000 億美元並非遙

不可及。 

4. 潛在森林重建面積有約一半在全世界最大的 6 個國家－俄羅斯、加拿大、中國、美國、巴

西和澳洲。其他科學家則補充，應避免單一栽培人工林，並尊重當地居民和原住民，才能

確保成功復育森林、減少碳排放和增加野生動植物。  

氣候危機最有效的方法為「全球性植樹」 

思考與討論 

1. 請將四項要點「政策背景、解決方案、方案成本、其他建議」於本文1-4段對照後，標示

在數字旁。 

2. 請將各段重點以畫線或圈選方式表示，以利於後續復育森林的政策討論。 

3. 請說出你贊成或反對這項政策，並說明一項具體理由。 

 

本文改寫自氣候危機最有效的方法！科學期刊：全球性植樹。來源：https://ubrand.udn.com/ubrand/

story/12116/3990846 



「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減量策略概念始於京都議定書時代，惟京都議定書中，僅明文

要求國家（多為已開發國家）必須有積極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的義務及目標，對於開發中

國家，則多以鼓勵其主動減量代替強制要求，但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權衡下，開發中國

家多半仍以國內發展為主要考量，因而實際上造成「有共同減量目標，責任大多由先進國家

承擔」的情形。 

不同於以往京都議定書，巴黎協議要求已開發的先進國家承擔大部分全球溫室氣體減量

的責任。近年來也意識到，開發中國家為經濟發展需求，在能源使用或土地開發面積均呈現

快速成長，致其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長，不但抵銷先進國家依京都議定書所執行的減

量成效，甚而更成為國際間探討氣候變遷因應策略時，所必須要求減量的目標對象。 

綜上所述，積極尋求發展的開發中國家不但抵銷已開發國家所作的減量努力，甚而逐漸

演變成必須被關注的新興排放大國，故巴黎協議中，也揭露應不分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都

需秉公平基礎，並衡量自己能力的原則與國情下，真正踐行「為達成共同目標，依各自能力

承擔不同程度的責任」的減量策略方針，也為「共同但有區別責任」提出新的解釋。 

從巴黎協議看溫室氣體減量責任的重新分配  

思考與討論 

1. 京都議定書中，「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政策造成哪些負面影響？ 

2. 在巴黎協議中，「共同但有區別責任」新的解釋指的是什麼？ 

3. 對於文章中提出的溫室氣體的重新分配你贊成嗎？請說出你的看法。 

4. 臺灣是否為會員國？巴黎協議對臺灣造成什麼影響？（可掃描觀看補充影片） 

本文改寫自「從巴黎協議看全球氣候變遷議題走向」，出處：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04327&print=Y  



根據新計畫，德國將從 2021 年開始為運輸和建築物暖氣設備導入二氧化碳排放價格，

起價為每噸 10 歐元，2022 年翻倍至 20 歐元，然後每年增加 5 歐元，到 2025 年達到 35 歐

元。起始價格低於許多氣候經濟學家所倡導的 40 歐元，這表示德國企業減排的壓力也將降

低。 

    即將上任的德國環境署主席梅斯納爾（Dirk Messner）對路透社表示，碳價可能會更

高，在未來幾年中，政客們必須更加積極地應對氣候變遷。梅克爾承認自己的聯盟因放棄了

自己設定的 2020 年減排目標而氣候聲望受損。她說政府將每年審查其進展，並在需要時採

取其他措施。但是環保團體批評政府缺乏野心。 

   在宣布此消息前，一項公共電視民意調查顯示，有 63％的德國人認為保護氣候比經濟

增長更為重要。 

    財政部長舒爾茨說，此套方案「將氣候變遷視為經濟現代化的契機，並創造對未來充

滿希望的就業機會。」 

德國批准百億歐元氣候行動計畫  

思考與討論 

1. 本文提到的減碳新計畫，主要針對那些設備？ 

2. 此項計畫為何要將碳價自2021年開始逐漸攀升？ 

3. 你贊成或反對這項政策？請說說你的想法。 

4. 此項政策若要在臺灣實施，有哪些可參考的方向？ 

 本文改寫自「零舉債！ 德國批准百億歐元氣候行動計畫」，出處：https://e-info.org.tw/node/220309  



國際臺灣深度減碳計畫方針(DDPP)研究團隊提出能源轉型三大基礎，包含「能源效率」

提升與節約、電力與燃料「去碳化」以及「終端能源」使用類別的轉換(如大幅度電氣化)。在

規劃深度減碳途徑上，DDPP 特別強調差異性與自主性，即各國依據本國的能源環境與社會

發展特性進行規劃：考量國家自主能源、經濟發展與國內需求，以維持適度經濟發展為前

提，設計深度減碳途徑，排定優先次序與階段性策略。深度減碳途徑應符合全球 2°C的目

標，亦能創造在地附加效益（如改善空氣汙染與環境）與經濟契機。 

    研究指出，此趨勢在某些經濟體已漸被落實。英國 2015 年的排碳量已降至維多利亞

女皇年代（即 19 世紀末）的水準，但過去數年，在快速減碳的同時，英國仍能維持經濟上的

蓬勃發展，顯現排碳與經濟脫鉤已經是明確可行的目標，所需的是充分知識積累與布局下的

轉型，與排碳措施的落實。在 2016 年報告中，列出達成 1.5°C目標的十項短期重點方案，

並逐項提出可行性分析，如下所列： 

1. 電力：持續發展以再生能源與低(零)碳能源為主的電力系統，2050 年達到 100%再生與低

碳電力系統。 

2.  火力發電：停止興建燃煤火力發電廠，於 2025 年，減少碳排放至少 30%。2050 年電力

排碳係數將低於每度電 0.1kg 二氧化碳。 

3.  道路運輸： 2035 年後停止販售以化石燃料為動力的汽車。 

4.  航空與海上運輸：減少碳排放，制定以 1.5°C為目標的發展願景。 

5.  新建築： 2020 年，所有新建築都達到近零排放標準。 

6.  建築物翻修：老舊建築節能修繕比例應從 2015 年的每年 1%，2020 年提升至每年 5%。 

7.  工業： 2050 年之前，工業碳排降低 50%。2020 年之後建置的工業設備須符合低碳標

準。工業生產極大化物料利用效率。 

8. 土地利用： 2020 年，森林與土地利用的碳排比 2010 年少 95%。 

9. 營利性農業：碳排放量維持在目前的水準。 

10. 二氧化碳移除技術：大規模負排放與碳移除技術的可行性評估(如技術、環境、經濟效益

等)仍有待建立，需積極研發相關技術與進行測試，同時也需在政治、社會、立法層面尋

求共識。 

    上述這些方法大多仍處於發展階段，尚未證實具有大規模效益，對環境的可能衝擊亦

待評估。雖然不確定性仍高，卻不失為合理而有潛在可行之減碳策略。 

 臺灣深度減碳計畫方針  

思考與討論 

1. 文章中的減碳方針中，為何要停止興建燃煤火力發電廠？請說出你的看法。 

2. 其中一項方針為「2035年後停止販售以化石燃料為動力的汽車」，你認為合理嗎？請說

出支持或反對的理由。  

本文改寫自「臺灣深度減碳政策建議書」，出處： 
https://sec.sinica.edu.tw/uploads/datas/2019/8/cced7dcb8a8ccff7ca28c8882bec533b.pdf 



各國辯論提案卡 

提案一 提案二 

為提升森林所能提供的碳吸存效果，以及涵養

水資源與維持生物多樣性等諸多非碳效益，預

計在2025年以前，依照各國國土所占全球陸

地面積比例，全球每年共同復育 2600萬公頃

(相當於英國國土)的森林面積。  

  

(提案依據「氣候危機最有效的方法為全球性植

樹」而來) 

在2020年以前，開發中國家依照該國占全世界碳排放

量比例，共同分攤並籌措1000億美元氣候基金協助開

發中國家溫室氣體減量，並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造林、

綠能能源開發等永續政策之落實。 

  

  

(提案依據「從巴黎協議看全球氣候變遷議題走向」而

來) 

提案三 提案四 

各國交通運輸及建築物冷暖氣設備導入二氧化碳

排放價格，起價為每噸20歐元，然後每年增加5

歐元，到2025年達到35歐元。 

  

(提案依據「零舉債！ 德國批准百億歐元氣候行

動計畫」而來) 

2030年後停止販售以化石燃料為動力的汽機車(含大眾

運輸系統)，也就是從現在開始後的十年期間須將國內

以化石燃料的汽機車做全面汰換。 

  

 

(提案依據「臺灣深度減碳政策建議書」而來) 

提案五 提案六 

立刻停止興建火力發電廠，預計於2025年各國須

減少碳排量高的化石能源(油、天然氣、煤炭)至

少50%，發展再生能源取替。 

  

  

  

  

(提案依據「臺灣深度減碳政策建議書」而來) 

為鼓勵永續產業的經營並減少碳排量，各國應每年對於

前十名碳排量最大之公司予以開罰。例如：臺灣的前三

名為臺塑石化、中國鋼鐵、臺灣化鐵，印尼則針對多家

棕櫚油和造紙業大廠開罰。 

  

(提案依據「挪威支付印尼「森林保護費」每噸碳值

150元」、「全球逾6成碳排放來自90家大企業」、

「臺灣排放最多溫室氣體的，是哪十家企業？」而來) 

提案七 提案八 

教師可依據新聞時事自行增列題目 教師可依據新聞時事自行增列題目 

附註：提案卡背面圖案可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