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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議題教育是國際趨勢，也是臺灣中⼩學課程綱要發展的特⾊；從九年⼀貫課程到⼗⼆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都必須融入議題教育。議題教育具有「議題教育以⽣活中⾯對的議題為主題」、「議題教育是尊重多元觀點的

學習」、「議題教育具價值分析與澄清的反思學習意義」、及「議題教育提供問題解決的學習與實踐」等特⾊。從

教育的理念、⽬標、及理論基礎⽽⾔，議題教育具有以下的重要性：

⼀、就教育的理念⽽⾔，議題融入是對「尊重、關懷、正義、永續」普世價值的重視與實踐；

⼆、就教育的哲學基礎⽽⾔，議題融入是多元尊重的建構觀點，包括對實證觀點的理解與應⽤；

三、就教學理論⽽⾔，議題融入可以藉由議題的連結使學習內容具有意義化（meaningful）與重要性（feel

significance），避免學科領域知識內容的零碎與片斷化；

四、就教育⽬標⽽⾔，議題融入強調問題解決的技能與⾏動的實踐，可以提升領域知識內容學習的教育價值；

五、就課程內涵⽽⾔，議題融入可以藉由議題的結構性及發展性促進領域知識內容的連結，包括跨領域知識內涵、

⽣活實務經驗與情境…等的連結；

六、就學校課程發展策略⽽⾔，議題融入很適合搭配學校本位課程、探究與實作、適性化學習、彈性課程…等教育

⾰新的策略；

七、就國際趨勢⽽⾔，議題融入的教學⽬標可以促進PISA所重視的批判思考及問題解決的學習，也充分回應聯合國

17項永續發展⽬標（SDG）的內涵。

另外，本文也提供如何規劃融入環境教育的課程發展、教材編選、教學實施、教學資源、及學習評量。

關鍵詞：議題教育、議題課程融入、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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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從九年⼀貫課程開始，重⼤議題融入到學習領域成為課綱發展的重要項⽬，並訂定六個重⼤議題教育──⼈權教

育、性平教育、環境教育、⽣涯規劃、家政教育、及資訊教育；後來配合國家發展政策，增加海洋教育⽽成為七個

必須融入的重⼤議題。議題教育逐漸受到重視，甚⾄成為解決社會發展問題的救贖管道，如道德教育、家庭教育、

⽣命教育…等，經過不同議題關⼼社群的倡議，在⼗⼆年國⺠基本教育的課程綱要，必須融入在各個學習領域的議

題已經增加為⼗九個。本文將探討議題教育的意義和重要性，⽽且進⼀步介紹環境教育議題融入的理論與原則。

貳、「議題（issue）」是有爭議⽽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question）」

       議題與問題的意涵明顯不同，傳統的教育重視提供問題的答案，⽽且是可以考試和評分的標準答案；⾄於議題

的討論，因為無法提供標準答案，也無法評量和評分，⾃然就被忽略了。

       議題的涵義是指具有可以論辯、選擇、做決定、及⾏動處理的主題；議題不只是「問題」，「問題」偏重在尋

求正確的答案，傾向於實證的觀點，是傳統學校教學與評量的重點；⾄於議題則不僅是尋找正確答案，⽽且討論可

能的替代答案，強調多元的觀點，進⽽能深刻分析在各種可能答案背後的觀點（價值立場）並進⾏價值觀澄清，進

⽽可以判斷、選擇和做決定，甚⾄產⽣⾏動學習。

       以環境議題為例，⽯化產業會造成哪些環境衝擊？明顯是⼀個問題，可以經過探究⽽獲得標準答案，如⽔汙

染、空氣汙染、甚⾄是⼟壤汙染；但是前些時候發⽣的「國光⽯化」的開發案，就是⼀個有關產業發展與環境承載

相互衝擊的議題，也牽連到代內正義與世代正義的平衡考量，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只有相對較合適的選擇。

參、議題教育的意義與內涵

       議題教育顧名思義當然是以議題為主題的教育，相較於現⾏的學科教育，議題教育強調議題的⾯對與處理，⽽

學科教育則重視學科知識系統的學習，前者以問題解決的能⼒培養為主⽽輔以系統知識的學習，後者則是系統知識

學習為主，並經由知識、情意、技能的過程⽽促成問題解決的能⼒。

       ⽬前⼗⼆年國⺠基礎教育所融入的⼗九項議題都是我們社會所⾯臨的重⼤挑戰或是新的發展契機，如環境教育

就是回應氣候變遷與環境⽣態劣化的挑戰，⽽且同時也是⼈類社會實踐永續發展的契機。海洋教育、⽣命教育…等

都是具有相同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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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類社會所⾯臨的具體甚⾄是鉅⼤的挑戰⽽⾔，議題教育是具有迫切性的，⽽且議題教育的內涵必然是具有

跨領域融合的特質，以環境教育的永續發展為例，其內涵就包含經濟發展、社會正義、及環境⽣態的主題，⽽且涵

蓋科技創新及⼈文社會的範疇，充分展現跨領域的特質。

肆、議題教育的特質

       議題教育的理念與⽬標與傳統的學校學科教育的理念也有相當⼤的差異，⽬前學校的學科教育強調學科知識內

容的學習，⾄於學習學科知識的意義及重要性並沒有經過反思與澄清，於是以是否為升學考試的考試科⽬為重要性

的判準，⽽且以考科所占的分數比重為衡量重要性的依據。議題教育的發展不是依據固定的學科知識架構，⽽是反

映⼈類社群所⾯對的各種挑戰，因此議題教育必然從討論問題現況開始，培養適宜的問題意識，建構議題相關的學

習知識，並經由問題解決⽅案的研擬與選擇，然後採⾏合宜的⾏為或⾏動。

       相較於⼀般的學科教育，議題教育具有下列的特質：

⼀、議題教育以⽣活中⾯對的議題為主題

       議題教育以議題為教學主題，這些議題可以⼤⾄氣候變遷，也可以是每⽇三餐的食安問題；可以是海洋酸化的

科學議題，也包括⼈權與性別平等的社會議題。⽽這些議題已經成為⼤眾所關⼼且必須⾯對處理的事件，如環境教

育所探究的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災害防救、及能源利⽤與物質循環的問題，這些議題都已是⼈類社會必須立即⾯

對和採取對策的嚴重挑戰。相較於傳統學校的學科教育，議題教育強調實際議題的學習與解決，⽽傳統學科教育則

重視知識系統的學習，並認為學⽣學習完成之後能發展出實際議題處理能⼒。

⼆、議題教育是尊重多元觀點的學習

        議題教育重視問題背後不同立場和不同情境的⼈為考量，因此理解與尊重個別的觀點立場，⽽傳統學校學科課

程則重視在嚴謹控制其他變因的環境下，尋求⼀個具⼀般性與推論性的標準答案。接納不同的觀點立場與多種替代

選擇或答案的可能性，是議題教育的重要特⾊。議題教育以跨領域的整合學習開闊視野，理解觀點的多元性與情境

性。

三、議題教育具價值分析與澄清的反思學習意義

       議題教育以議題為教學主題，⽽議題的可論辯性可以提供學習過程中價值分析與澄清的學習機會，這也成為議

題教育⼀個非常重要的特質。傳統的學校學科教育完全以學科知識內容為主，即使會觸及情意⽅⾯的學習，也無法

比擬議題教育所強調的價值分析與價值澄清的深刻學習。以環境教育的永續發展為例，如何兼顧環境⽣態保育與解

決貧窮問題的衝突與均衡，就是⼀個價值分析與澄清的深刻學習主題。

四、議題教育提供問題解決的學習與實踐

       議題教育既然是⾯對具挑戰性與需要處理的議題，議題解決的知識、態度及能⼒必然是議題教育的主要內涵，

因此問題解決的能⼒與實際作為成為議題教育的重要特⾊。相較於學校的學科教學，議題教育除了提供相關的知識

內涵學習之外，還可以提供學習過程中判斷、選擇和做決定甚⾄⾏動學習的機會。例如環境教育所探究的氣候變遷

議題，除了了解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的關聯之外，如何具體在國家產業發展的決策和⽇常⽣活中的實踐，就是議題

教育提供問題解決和⾏動實踐的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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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發展融入議題教育的重要性

        議題融入課綱是從九年⼀貫課程開始的，⽽持續於⼗⼆年國⺠基本教育課程中落實，議題也從原來的六個擴⼤

到⼗九個。以議題為教學的主題在國際上也漸漸受到重視，最明顯的例⼦是芬蘭開始進⾏以議題代替學科教學的教

育實驗，雖然學科教學仍為全世界的主流，但教育如何提升學習者⾯對議題的能⼒及經驗已成為教育典範轉移的⼀

個契機點〈吳怡靜，2016〉。例如「氣候變遷」就是⼀個跨領域及跨議題的教學主題，就跨學習領域⽽⾔，氣候變

遷的主題與⾃然領域、社會領域、及科技領域相關；就跨議題⽽⾔，除了環境教育之外，海洋教育、能源教育、科

技教育…都可以連結。從教育的理念、⽬標、及理論基礎⽽⾔，議題教育具有以下的重要性。

⼀、就教育的理念⽽⾔，議題融入是對「尊重、關懷、正義、永續」普世價值的重視與實踐；九年⼀貫課程強調

「帶的⾛的能⼒」⽽不是「背不動的書包」，是⼀個非常重視能⼒指標的課程學習⽅案（教育部，2001）；⼗⼆年

國⺠基本教育的課程理念則是核⼼素養，除了認知與技能之外，還包括情意態度與價值信念的涵養（蔡清

⽥，2014）。議題融入正可以符應課程綱要對情意態度與價值信念的重視。⼗九項議題的主題充分展現「尊重、關

懷、正義、永續」的普世價值信念，如果以環境教育為例，對⾃然環境和⽣物⽣命的尊重，關懷弱勢族群的貧窮、

飢荒、與環境汙染問題，維護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甚⾄是世代正義，以及追求與實踐永續發展，這些理念與內涵

完全展現⼗⼆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核⼼素養（張⼦超，2012）。

⼆、就教育的哲學基礎⽽⾔，議題融入是多元尊重的建構觀點，包括對實證觀點的理解與應⽤。尊重多元觀點是議

題教育的重要特⾊，也與強調單⼀標準答案或是在對與錯之間的做選擇的主流教育觀點有著不同的教育典範，議題

教育接受⽽且尊重多元觀點是⼀種建構觀點，也是⼀種漸漸受到注意的建構觀點的教育理論；⽽傾向於標準答案或

是是非⿊⽩絕對立場的教育觀點，顯然是⼀種實證主義的教育哲學，無論在評量或是課堂教學都仍是教育現場的主

流。議題教育的興起應該是教育典範轉移過程中的⼀個事件，未必會導致整個典範轉移──從實證觀點轉移到建構觀

點，但已經引發對⽬前主流的實證觀點的反思和討論。

三、就教學理論⽽⾔，議題融入可以藉由議題的連結使學習內容具有意義化（meaningful）與重要性（feel

significance），避免學科領域知識內容的零碎與片斷化。⽬前學校教學及課程仍以概念學習為主，以認知發展為

主要關切點，⾄於學習內容的意義性與重要性就經常給忽略了。議題是⼈類發展所⾯對的問題，⼀般⽽⾔，這些議

題具有地區場域的關聯性，必須考量地區的⽣態、旅遊、文創產業…等。環境教育的議題融入有直接的場域關聯

性，特別是地區的環境議題直接影響到學習者的⽣活與發展，⽽且經由⽣活經驗與發展需求的連結，意義性與重要

性較容易達成。⼀般學科課程的內涵及學習往往淪為閱讀與考試，較不易產⽣對學習內涵的連結，更無法觸及學科

知識的意義性及重要性。

四、就教育⽬標⽽⾔，議題融入強調問題解決的技能與⾏動的實踐，可以提升領域知識內容學習的教育價值。教育

的⽬的無論是教導學習者為未來做準備或是解決⽣活中⾯臨的問題，都需要整合認知、情意、及技能的教育⽬標，

⽽且必須展現出解決問題的⾏動能⼒。議題教育以議題的認知、思辨與解決為出發，議題教育的最終⽬的⼀定特別

強調議題解決策略的選擇與擬訂，然後採取⾏動實踐。如環境教育的碳⾜跡議題，在思考如何從飲食習慣中減少碳

的排放，食物⾥程是⼀個重要的概念，⽽如何在⽣活飲食中選擇合適的食物，就是問題解決的技能與⾏動實踐的學

習。

五、就課程內涵⽽⾔，議題融入可以藉由議題的結構性及發展性促進領域知識內容的連結，包括跨領域知識內涵、

⽣活實務經驗與情境…等的連結。學校所教導的學科課程，都已經是成熟發展⽽且具有完整的知識概念架構，如物

理、化學、⽣物、數學、歷史、地理…等，相對之下，議題教育所處理的課程內涵則仍正在發展中，⽽且較不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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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知識概念結構。不過上述的限制因素，正可以成全跨領域的融合，以及知識建構的學習歷程，對教師的課程設

計及學⽣的學習會有助益。另⼀個重要的效益是議題教育與學⽣⽣活實務經驗與情境的連結，可以促進學⽣對學習

主題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

六、就學校課程發展策略⽽⾔，議題融入很適合搭配學校本位課程、探究與實作、適性化學習、彈性課程…等教育

⾰新的策略。議題教育所關切的主題或問題通常是⼈類社會所⾯對的挑戰和轉化的契機，非常適合作為「校本課

程」的主軸，也可以做為「探究與實作」的研究主題，或是「彈性課程」的學習課題。總之，議題教育很適合做為

學校整體課程發展的主題。

七、就國際趨勢⽽⾔，議題融入的教學⽬標可以促進PISA所重視的批判思考及問題解決的學習，也充分回應聯合國

17項永續發展⽬標（SDG）的內涵，特別是其中第四項永續教育的⽬標。永續發展是聯合國推動⼈類發展的主軸，

如何帶動全球均衡發展，消除⼈類的貧窮問題，是從1992年「地球⾼峰會（Earth Summit）以來，⼈類社會所共

同關切的重點（UNCED, 1992；UNESCO, 2014）。⼗⼆年國⺠基本教育融入環境教育議題的課程⽬標就是從瞭解

⼈類⾯臨的環境問題切入，藉由覺知、知識、態度、技能到⾏動的學習，以促進⼈類永續發展為⽬標。⼗⼆年國⺠

基本教育融入環境教育議題的課程⽬標如下（教育部，2014）：

        1、認識與理解⼈類⽣存與發展所⾯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氣候變遷、資源耗竭、⽣物多樣性消失及社會不正

義和環境不正義。

        2、思考個⼈發展、國家發展、與⼈類發展的意義。

        3、執⾏綠⾊、簡樸與永續的⽣活⾏動。

陸、議題教育的跨領域統整

       因為議題的複雜性及真實性，使得議題教育具有跨領域的特質，⽽且需要整體性的思考（holistic thinking），

價值分析與澄清的訓練，以及⾏為實踐的設計。議題教育的跨領域統整可以分成兩個層⾯：議題教育可以跨多個學

習領域，進⾏跨學習領域課程設計；另⼀個層⾯是跨多個議題進⾏議題教育，結合性質相近或是內涵互補的議題，

發展具跨領域統整特⾊的議題教育。

⼀、議題教育的跨學習領域課程融入

       議題教育通常需要跨不同的學習領域⽽進⾏統整，因為議題的處理需要⾃然領域的科學探究，也需要⼈文領域

的情意學習與價值思考，還有社會學領域的批判、決策、與⾏動。例如永續發展是重要的核⼼素養，也是環境教育

的重要議題，可以跨國語文、英語文、與數學三個學習領域，進⾏跨學習領域的課程設計。議題教育跨領域融入的

課程設計可以參考的原則如下（張⼦超，2017）：

        （⼀）以總綱核⼼素養為融入的基礎

        核⼼素養是⼗⼆年國⺠基本教育的引領⽬標，是各個學習領域的教育⽬標，也是各學習領域學習內涵與學習表

現的主旨；⽽這些核⼼素養的涵意與議題教育的⽬標及內涵頗為相近，甚⾄可以作為議題融入教育的依據。

        （⼆）議題內涵作為學習領域的學習內容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7年09月,第11期

議題教育的意義與課程融入──以環境教育為例

第 5 頁，共 8 頁



        議題教育的主題及內容具有⽣活情境的連結和實務應⽤的價值，很適合作為語文領域及數學領域的學習內容。

以永續發展的主題為例，既是國際趨勢也是臺灣國家發展的主軸，涵括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平衡發展，也探究⼈⼝

發展、糧食供應及營養健康的公平正義。

       （三）結合議題教育的⽬標與學習領域的學習表現

       議題教育強調覺知與敏感度、價值觀及⾏動，能呼應各個學習領域的學習表現；以永續發展為主題的環境教育

能充分呼應國語文的體認個⼈的社群關係及文化內涵的學習表現，英語文強調世界觀的學習表現，以及數學領域運

⽤圖表溝通的學習表現。

       （四）以議題教育的議題探索、價值觀分析與澄清、及決策與⾏動的教學策略增進領域學習的深刻與影響。

⼆、議題教育的跨多個議題課程融入

       議題教育強調公平正義與尊重關懷的價值學習與⾏動實踐，⽽且相對於各個學習領域，議題教育的知識結構及

概念內涵較為鬆散，因此採⾏課程融入的策略。⼗⼆年⼀貫的國⺠基本教育必須融入⼗九個議題，這對於課綱發

展、課程設計、及實務教學都是⼀種負擔。這些議題具有適度的相關性，彼此可以連結⽽發展成跨多個議題的課程

融入設計。議題的相關性可歸納成三類：

           1、⼈與⾃然：環境教育、海洋教育、能源教育、科技教育、⼾外教育、防災教育

           2、⼈與社會：⼈權教育、性平教育、家庭教育、國際教育、資訊教育、安全教育、法治教育、原住⺠教育、

多元文化

           3、⼈與⾃⼰：品德教育、⽣涯發展、⽣命教育、閱讀素養

        屬於同⼀類的議題可以連結並統整為⼀項議題教育，例如「綠⾊能源」的議題教育就可以結合能源教育、科技

教育、環境教育與海洋教育；「偏鄉發展」的議題教育可以統整多元文化、原住⺠教育、家庭教育、性平教育…

等。不屬於同類的議題也可以藉由跨領域的主題⽽連結，⼀個具代表性的例⼦是「永續發展」，其內涵包括環境保

育、社會正義、及合理發展，正好可以連結「⼈與⾃然」的環境教育、海洋教育…、「⼈與社會」的⼈權教育、性

平教育、多元文化…、與「⼈與⾃⼰」的⽣涯發展、⽣命教育…等議題教育。

柒、環境教育議題融入的課程發展

       在九年⼀貫課程及⼗⼆年國⺠基本教育的課綱中，環境教育是必須融入的⼀項議題，雖然不是獨立的學習領

域，卻因為必須融入在各個學習領域中，反⽽更具全⾯性與統整性。環境教育的課程發展必須奠基在環境倫理與永

續發展的理念，以環境教育⽬標為指引，聚焦在環境教育的概念內涵，關切影響⼈類⽣存與發展的環境議題，然後

思考教學的策略，⽽最終是落實在⽣活實踐。環境教育議題融入須具備以下幾個原則：

⼀、環境教育課程的發展必須兼顧環境教育的⽬標與內涵

       （⼀）環境教育的⽬標包括環境議題的覺知、環境知識的理解、環境價值的澄清、環境技能的學習、及環境⾏

為的實踐；覺知、理解、價值觀、技能、及⾏動組成了環境教育的⽬標架構，環境教育課程發展必須完備這五項⽬

標並注意從覺知、知識、價值觀、技能、及⾏動的先後次序〈張⼦超，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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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教育的內涵包括環境倫理、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災害防救、及能源資源的永續利⽤；環境倫理探

討⼈與⽣態環境的倫理關係、永續發展在思考⼈類的發展策略、氣候變遷強調地球環境的變動與衝擊、災害防救介

紹災害的成因與影響、能源資源永續利⽤則是環境知識的基礎理論與原則〈⾼翠霞、張⼦超，2016〉。環境教育課

程發展必須完整包含這五個主題，⽽且注意五個主題的相互關聯性。

⼆、環境教育課程發展可以結合重⼤環境議題事件，以議題為教學主題，融入相關學習領域或是應⽤彈性課程，進

⾏環境教育；如藉由「看⾒臺灣」紀錄片所引發的關注，可以發展以環境價值觀為⽬標及永續發展為課程內涵的環

境教育課程。

三、環境教育課程發展可以配合校園環境經營與學⽣的⽣活學習，能源與資源的永續利⽤可以應⽤在校園的環境經

營，⽽且結合環境覺知與環境⾏動的教育⽬標。

四、環境教育是相對新興的課題，也是與時俱進⽽且與⼈類密切相關，因此教材的編選須要掌握環境議題的內涵、

趨勢、與衝擊。如環境倫理的內涵包括對⼈的關懷（如社會正義、世代正義…）、對⽣命的關懷（如動物福

利…）、及對環境的關懷（如環境體驗、⽣態保育…），教材可以應⽤東⻄文化中環境倫理的著作與論述，如中華

文化中對簡樸、謙恭、及呼應⾃然運作的理念思維，及⻄⽅文化反思環境汙染與⽣態破壞的文學著作。

五、環境教育的議題內涵具有跨學科領域、與時俱進及全球視野等特⾊，應由學校組成教學研究⼩組，規畫研習培

訓、課程發展及教材設計。環境教育不僅融入於學校之正式課程與教學中，更應在校園⽣活與活動等非正式或潛在

課程中實踐。

六、環境教育的教學資源非常豐富，包括地區或是全球正在發⽣的環境議題、政府或⺠間團體推動的環保活動、具

有豐富⾃然⽣態與環境學習的場域或設施場所、環境教育相關的影⾳資料、以及教育部推動的環境教育輔導及研

習…等，都可以善加利⽤做為環境教育的教學資源。

七、環境教育的學習評量必須回應環境教育的教育⽬標及課程融入的理念；環境教育的教學⽬標不限縮在知識的學

習，⽽環境教育的融入，在強調環境知識與視野的融通與⾼遠。

柒、結語

       從芬蘭啟動跨領域主題式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的課程改⾰，已經可以預⾒議題教育將逐漸

受到重視也成為國際教育的趨勢。從九年⼀貫課程開始，持續到⼗⼆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規劃，議題融入國

家課程綱要已成為臺灣課程改⾰與發展的重要特⾊。議題教育具有「以⽣活中⾯對的議題為主題」、「尊重多元觀

點的學習」、「具價值分析與澄清的反思學習意義」、及「提供問題解決的學習與實踐」等四個特⾊，問題解決的

能⼒、多元尊重的涵養、價值澄清與反思學習、及⾏動實踐都是教育改⾰的教育⽬標，充分符合前瞻教育的理念及

論述。此外，議題教育很適合作為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的基⽯，可以結合探究與實作的課程發展，提升學習內涵的

意義性與重要性，進⽽促進教師教學與學⽣學習的動機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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