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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目標 

目標十三：氣候行動 

13.1 強化所有國家對天災與氣候有關風險的災後復原能力與調適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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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氣候暖化，是當今人類所要面臨的重要課題，也是重要的社會性科學議題

(Socioscientific issues, SSI)。從近期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所公布的研究結

果，以及聯合國氣候綱要公約(UNFCCC)每年的締約方會議(COP，2018年為COP24)，在在顯

示人類活動對目前全球氣候升溫是有助長的，而減緩全球升溫，以及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調

適策略，將是未來重要的氣候行動方向。因此本教案以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的第13項「氣候行動」為設計核心，透過對氣候變遷的學習與

探究、模擬地球氣候高峰會，發掘當今全球暖化所帶來的問題與衝擊，進而提出改善策略與氣

候調適行動。  

國際教育 

能力指標  

1-2-1 理解國家發展和全球之關連性。 

1-2-2 具備國際視野的國家意識。 

1-3-2 正視自己對國家的責任。 

2-1-1 認識全球重要議題。 

2-3-1 具備探究全球議題之關連性的能力。 

3-2-2 具備參與國際交流活動的能力。 

4-1-2 瞭解並體會國際弱勢者的現象與處境。 

4-3-2 體認全球生命共同體相互依存的重要性。  

學習目標  

1. 瞭解氣候變遷是溫室氣體增加所導致的人為現象。 

2. 瞭解地方、國家和全球氣候變遷會產生哪些主要的生態、社會、文化和經濟後果，並瞭解這

些因素如何成為氣候變遷的催化因素。 

3. 瞭解不同層面（全球到個體）的預防、緩解和適應策略，以及不同的背景，包括它們與災害

應變和災害風險減除之間的關聯。 

4. 能夠與他人合力研擬氣候變遷的策略。 

5. 瞭解保護全球氣候是每個人的任務，以及我們需要從這點徹底重新評估我們的世界觀和日常

行為。 

6. 能夠預測和評估個體、地方和國家決策或活動對他人和其他地區的影響。 

7. 能夠促進保護氣候的公共政策。  

探究與行動 

全球氣候讀報探究 

      本探究活動期望提供學生閱讀文本，了解全球各地正面臨許多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與衝

擊，活動流程包含以下三階段： 

一. 探究調查：學生小組閱讀《全球氣候事件簿》(如附件一)，從中歸納出全球氣候升溫所帶來 

      的問題有哪些，並條列出這些問題與衝擊可能發生的區域或國家。 

二. 分析解釋：全球暖化所帶來的問題與影響，涉及到多個面向與範圍，針對探究調查所條列的 

      內容，挑選3個項目進行深入探討，了解目前人類的因應策略，並小組討論這些策略有哪些 

      需要改進，或者有缺漏需要補足的部分。 

三. 應用評估：反思目前台灣的政府政策，是否對上列的氣候問題有因應策略，而身為中學生的 

      你，能為氣候調適做哪些貢獻或行動？ 

氣候行動政策發表會 

      面對當今全球暖化所帶來的衝擊，聯合國相關部門與世界各國政府除了對減少碳排放制定政

策之外，也從氣候變遷調適的層面著手，進行氣候調適政策的訂定，減緩全球各地受全球暖化

的影響程度。然而現今仍有許多國家(包含臺灣)，在氣候調適政策上尚有缺漏與不足，需要政府

有更多的重視與關注。 

一.  規劃氣候行動政策 

1. 小組討論：找到全球暖化問題的議題方向。 

2. 議題研究：針對議題，蒐集相關資料做背景分析與探討，找到行動發想點。 

3. 氣候政策：擬訂政策因應與問題解決方法。 

4. 行動反思：實際行動，進行政策推廣，獲得其他師生的回饋，並反思調整。 

二.  政策發表會：公開發表小組制定的氣候行動政策。  



活動一：氣候變遷的真相 （共100分鐘） 

從數據資料看氣候變遷  

（一）引起動機 : 播放電影《明天過後》片段，說明氣 

            候變遷對人類造成的威脅與影響。  

（二）發展活動 :  

1. 教師講述：從聯合國 IPCC AR5 的評估報告中，

了解過去地球氣候系統的觀測變化，並說明未

來可能的發展趨勢與環境變遷。 

2. 氣溫數據分析實作：從大氣水文研究資料庫

中，蒐集臺北氣象觀測站近 30 年的月平均數

據，將數據匯入 Microsoft Excel 軟體，並依照

教師指定的任務，完成圖表製作及統計分析。 

3. 總結反思：從評估報告及觀測資料分析，了解

近年全球氣候升溫的事實，並從中了解人類活

動在此現象所扮演的角色。  

（一）引起動機 : 世界各地近年正飽受全球暖化的肆 

            虐，包含海平面上升、傳染病蔓延、糧食匱 

            乏、生態系破壞、水資源的戰爭與衝突等，透 

            過讀報探究來聚焦問題。  

（二）發展活動 :  

1. 讀報探究：分組進行氣候事件新聞讀報探究。

分組探究學習單如附件二。 

2. 總結反思：小組報告並發表學習單的成果，反

思目前台灣的政府政策，是否能因應上列的氣

候問題，而身為中學生的你，能為氣候調適做

哪些貢獻或行動？  

活動二：全球氣候讀報探究 （共100分鐘） 

分析全球各地極端氣候事件報導 



（一）引起動機 : 地球氣候高峰會背景介紹，發給學生 

            會議邀請函(如附件三)，每位同學分組，分配不 

            同國家代表。  

（二）發展活動 :  

        1. 議題探究：學生針對自己代表的國家，面對全   

            球暖化的現況情形為何，進行資料蒐集，並做 

            氣候高峰會議的議題發表及討論做準備。 

2. 模擬會議流程： 

1) 主席開場致詞。 

2) 聚焦氣候問題，各國意見反應與表達。 

3) 議題討論。 

a. 開發中國家需要提供哪些因應氣候變化的

具體援助？ 

b. 已開發國家能提供到哪些程度的援助？ 

      4) 主席結論，達成共識。 

 3. 總結反思：透過模擬會議，嘗試面對全球性的 

     複雜議題，理解不同國家面對氣候議題所抱持 

     的態度，如何找出共同的解決方案，考驗所有 

     人的智慧與抉擇。 

活動三：地球高峰會 （共100分鐘） 

模擬地球氣候高峰會議 

活動四：氣候調適 （共200分鐘） 

氣候調適行動準備 

（一）引起動機 : 回顧先前課堂的氣候事件讀報探究活 

            動，以及模擬地球氣候峰會，了解各國政府在 

            面對此議題時仍難有共識，且對於氣候調適的 

            政策還有不完備處。因此我們應嘗試從中找出 

            可以行動的著力點，進行政策發想與行動，以 

            解決當前重要的氣候問題。 

（二）發展活動 : (規劃政策 ) 

1. 聚焦問題：找出一項氣候暖化問題。 

2. 議題研究：蒐集資料並分析探討，找到行動發

想。 

3. 訂定政策：擬訂可行的氣候政策與解決方案。 

4. 行動反思：實際將政策推廣，並蒐集回饋意

見。 

5. 總結反思：小組提出的政策發想必須整合回饋 

    意見，並將氣候行動政策更完整呈現。  

活動五： 氣候行動大使 （共100分鐘） 

地球環境與氣候變遷的政策發表 

（一）活動準備： 

            各組將氣候行動政策的發表內容整理完成，並 

            做發表演練。  

（二）氣候行動政策發表會： 

            邀請學校師生聆聽政策發表。 

 (  三 ) 總結回饋： 

            面對氣候變遷的影響，我們必須更主動關注這 

            項議題，並強化因應氣候災害的調適能力與政 

            策訂定。  

1. IPCC AR5 評估報告（2018），https://

tccip.ncdr.nat.gov.tw/AR5/。 

2.大氣水文研究資料庫，https://dbahr.narlabs.org.tw/

pages/RegisterNew.aspx。 

3.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index。 

4.科學人雜誌，http://sa.ylib.com/CategoryList.aspx?

Unit=featurearticles&Cate=earthscien。 

5.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https://

tccip.ncdr.nat.gov.tw/v2/index.aspx。 

6.風傳媒，https://www.storm.mg/ 

7.綠色和平，http://www.greenpeace.org/taiwan/

zh/。 

8.科技新報，https://technews.tw/。 

9.Climate Central, http://www.climatecentral.org/。 



評量項目

（3～5項） 

給分標準（3～5 個均可） 

4 3 2 1 

政策內容 

有系統且清楚表

達氣候調適主

題，且內容具說

服力與吸引力，

能真正達到觀眾

對議題的重視、

關注與反思 

能流暢而有系統

的表達主題，主

旨及發表內容明

確且清楚 

掌握政策內容與

主題的關聯性，

但沒有系統性呈

現 

無法清楚展現政

策目標 

投影片製作 

能精準使用投影

片編輯技巧，讓

投影片呈現方式

順暢且具邏輯

性，觀眾能清楚

掌握重點 

具備進階投影片

編輯能力，有系

統、表單式或統

整式的呈現所要

表達的內容 

基礎應用編輯作

業軟體，但呈現

方式略顯凌亂而

表達不清 

沒有善用投影片

製作技巧，無法

清楚表達內容 

政策影響力 

投影片上傳至網

路平台供大眾點

閱，觀看次數超

過50，並主動將

投影片推廣給民

眾，進行議題論

述，並蒐集回饋

意見，統整後進

行政策內容的反

思與調整 

投影片上傳至網

路平台供大眾點

閱，觀看次數超

過50，主動將投

影片分享給親朋

好友與師長，並

蒐集觀看者對投

影片內容的意見

想法與回饋 

投影片上傳至網

路平台供大眾點

閱，有分享給同

儕並點閱觀看，

但觀看次數低於

30，且無互動反

思 

投影片上傳至網

路平台供大眾點

閱，但未主動傳

播訊息，使關注

度幾乎為0 

團隊分工 

小組分工清楚而

明確，順利而有

系統地完成任務

工作，並能透過

小組力量將作品

順利推廣，達到

倡議目標 

小組分工清楚而

明確，團隊合作

展現默契，能將

作品完整呈現，

成員都能掌握主

題 

有進行小組分

配，但不夠明

確，使影片與書

面成果呈現不夠

完備 

沒有進行小組分

工，導致成果雜

亂無章 











全球氣候事件簿讀報探究 

  隨著氣候變遷加劇，全球各地出現許多因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新聞事件。身為地球的一份

子，我們必須對這全球議題有深層的認識與理解，進而做到關懷與行動。在新聞讀報中，你

看到非常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新聞事件與議題報導，試著將這些讀報內容做圖像整理與分類，

並做更深入的探討。 

1. 繪製氣候事件地圖：將事件簿中有牽連到的國家或區域做塗色。紅色系代表受氣候變遷

影響的「災害國」，綠色系代表對氣候變遷因應有貢獻的「貢獻國」。 

2. 根據讀報內容，全球氣候升溫的結果，已經引發哪些層面的問題? 請條列出來。  

全球升溫所帶來的問題  問題可能發生的區域或國家  

      

      

      

      

      

  

  

  

  

  

3.   承上，針對上述的問題，目前人類做了哪些對策? 你覺得這些對策還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試著挑選三項問題，並小組討論這些目前的對策有哪些缺漏或困難。 

 

 

 

 反思：你可以為氣候變遷做什麼事? 

 組別：      



全球升溫所帶來的問題  目前的因應策略  缺漏與困難  

                   

               

   



地球氣候高峰會議邀請函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In 1988, the United Nations established a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specializing 

in climate change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This organization is called the Intergovern-

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and its work is mainly for regular pub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special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 assessment has been published in 

1990, 1995, 2001, 2007 and 2013, and the results are fruitful and indicative. 

    In May 1992,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a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was adopted, and it was opened at the global summit in Rio de Janei-

ro, Brazil, and officially entered into force in 1994. It is called the UN Convention on Cli-

mate Change.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bbreviated UNFCCC).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have held the 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COP) every year 

since 1995. The famous conferences include: the Kyoto Protocol was held at the Confer-

ence in Kyoto, Japan (COP3) in 1997; in Denmark in 2009. The Copenhagen Capital Confer-

ence (COP15) carried out the Copenhagen Climate Agreement; and in 2015, in Paris, 

France (COP21), the 195 countries jointly signed the most stringent Paris Climate Agree-

ment. 

    Although Taiwan is no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vil-

lage, we must not be in the process of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We will hold a mock 

meeting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world and recognize its complexity and 

globality. And trying to clarify the problem and find consensus is an important purpose of 

our event!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Invitation 

1.Time: 

2.Place: Conference RoomⅡ 

3.Attendant: 

U.S.A(○○○、○○○)、E.U.(○○○、○○○)、India(○○○、○○○)、Republic of Kiribati

(○○○、○○○)、Libyan(○○○、○○○)、Arab(○○○、○○○)、China(○○○、○○

○)、Scientist(○○○、○○○)、NGO(○○○、○○○)、United Nations Observer(○○○、

○○○) 

4.Agenda 

     Chairman Speech 

     Issue Discussion 

     Conclu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