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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議題融入製造科技教學的重要性與教學活動設計 

 
*
伍建學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系碩士班 

 
一、前言： 

往往當人們遇到生存的阻礙，或是生活環境遭受破壞，才會意識到人相對

於自然環境是那麼的微不足道。從近幾年每到颱風、豪雨的季節到來，土石流就

越居於新聞媒體的頭版報導，令人聞之色變。總是造成重大的人力、物力損失，

曾幾何時土石流已是等同重大災害的代名詞。這都是因為人們只考慮為了自身的

利益，不斷地從大自然裡獲取資源，忽略了生態的平衡，以至造成大自然的反撲。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教育來檢討反省改變對自然環境的態度，藉著直接對環境的

接觸，使學習者能夠獲得更真實、更具體的環境經驗，瞭解人類生存是依賴自然

資源的提供，才能生生不息，所以人們對自然環境應負起保護的責任。 
因此在九年一貫新課程裡將環境教育列入六大議題之一，欲將環境教育融

入各領域之中，藉此建立學童正確的保育觀念，本文試著將環境教育融入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中製造科技的部分，針對國小學童高年級的課程作一整合論述，提

供教師對學生教學上的參考。 
 

二、製造科技發展與生活環境的連動 

由於科技的不斷進步，使得現今人們的生活可說是愈來愈加的便利與舒

適，從漁獵逐漸演進至畜牧、農耕、工業社會、到現在逐漸成形科技化的資訊社

會。在這發展的過程中製造科技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例如遊牧社會裡摘撿、漁

獲的工具；農業社會人們種植、飼養及製作維生食品及器物；近代工業社會以製

造及處理物質為生產核心，使用機器代替人力；及至資訊社會，各種科技產品不

斷的推陳出新，豐富及便利的物質生活逐漸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製造科技的發展可發現人們對自然環境態度的轉變，從早先為求生存而敬

畏自然環境，到人定勝天的想法，可改變及創造適合便利的生活空間，及至對自

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危害了自己的生存環境後，逐漸意識到自然生態平衡的重要

性，而開始對自然環境平衡的重視，讓我們所生存的空間能夠永續保存（黃盛豐，

民 91）。 
而從製造科技的流程，主要為輸入、製造、輸出的的製造系統來看，輸入

可看成是製造原料的取得，製造為製造過程，即將原料經過各種的加工程序處

理，把原物料轉換成成品的過程，輸出則可視為製造成品的完成與使用。以下就

從這三個層面來探討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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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製造原料與自然資源的枯竭 
在人類為求生活的更加便利與舒適，不斷的發明創新各種的器具，在日常

生活中提供我們生活所需，不過要產生這些器具產品，就得耗費大量天然資源，

如石油、各種礦石、金屬、林木、土地開發等。而天然資源是有限的，有的資源

是無法再生利用，雖然這些器具產品能提供我們生活更舒適、便利，卻也帶給我

們一個影響深遠的問題，在開發、運輸以及消費的過程中，不僅使的自然資源的

減少，亦造成許多環境污染的問題。 

 
（二）製造過程對自然環境的污染 

對自然環境的傷害，莫過於在製造過程中所產生的不良物質對環境的污

染，因此製造的過程裡，若沒有做好相關的處理，不僅對環境造成污染，對我們

的健康、生存空間、生命的安全更是一大危害。 

因此就製造過程所產生的污染大概可分為： 

（1） 空氣污染：主要來自工業的污染源，像火力發電廠的燃料燃燒所排放出來

二氧化碳、硫氧化物等廢氣，造成空氣污染，及各種類型的工廠，在生產

過程中，燃燒燃料所排放出的廢氣、煙塵等，若不經適當處理，會嚴重的

污染空氣，且因大量原始林地被開發，造成空氣超越環境『自淨作用』的

負荷，而使空氣品質更形惡化。最明顯的例子是大氣臭氧層的破壞，由於

人類大量使用一種叫『氟氯碳化物（CFCs）』的化學物質，而破壞了臭

氧層，使臭氧層出現破洞。因此在1987年『蒙特婁議定書』中，要求世界

各國自1996年1月1日起，完全禁止生產氟氯碳化物，共同挽救臭氧層，以

免遭受更嚴重的破壞。 

 

（2） 水污染問題：水汙染大部分是人為的因素，直接或間接將汙染物質倒入水

中，引起水質產生物理、化學特性的變化，以致影響到水的正常用途或造

成為害人類及其他生物的生存。一旦地下水源被污染，不僅須要投入龐大

的金錢和時間去改善，影響所及，不但水的衛生品質安全堪慮、自然生態

遭受破壞、人體健康受到威脅，且將阻礙了國家經濟、社會、工業等的平

衡發展，其損失相當嚴重。造成水污染的主因有： 

1. 工廠廢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台灣環保法規雖然規定嚴格，但仍有不少

不肖廠商，為省掉廢水處理費用，偷偷的將高污染的有毒液體直接到入

河中或直接排入地下水源，污染我們的水源。 

2. 農業廢水及禽畜糞便的污染：含高濃度鹽分和鈣等灌溉剩餘的農業廢

水、農藥殘餘物質，以及養殖業直接將動物的排泄物排入河川或直接以

河川作為養殖場（如養鴨業），造成水污染。（黃盛豐，民91） 

 

（3） 土地污染問題：台灣地區土壤因工業廢水導致污染，約佔80﹪，因空氣落

塵所造成的污染，約佔13﹪，其餘的廢棄物、農藥、肥料、酸雨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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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對土壤造成大小不同的傷害衝擊。不僅使土壤的品質惡化，生長在這些

受到污染土壤上的生物也會受到波及，甚至影響到地下水源，這些都是值

得我們正視的問題。 

 
（三）製造成品對生活環境的影響 

由於製造科技的進步，在生活的周圍有非常多的科技產品，這些產品依據

各種不同的目的與用途製造生產出來，雖然帶來眾多的便利但也對生活環境帶來

不少負面的影響： 
（1） 加重空氣的污染源：交通污染如汽、機車、飛機、火車和船舶等交通工具，

其排放出的廢氣中含有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及鉛等污染物。

這些交通污染源和工業污染相比，是屬於比較小型、分散、流動的，但是

因為數量龐大，所以排出的污染物的總量， 也是具有相當大的破壞力。

生活污染源如日常生活也會產生污染空氣的物質，如二手煙、炒菜的油

煙，以及電冰箱、冷氣機洩漏出的冷媒等，都會污染空氣。 

 

（2） 水污染：家庭污水、下水道管路及化糞池破損外洩的污水、垃圾掩埋場處

理不當形成的垃圾污水，以及醫院排出具有感染性的污水，皆能轉入地下

造成水源污染。根據統計，70％ 的水污染是來自家庭，鍋底的油、洗衣

服、洗碗筷的清潔劑、拖地板、抹桌椅以及沖馬桶的污水等，這些含有不

易分解的清潔劑、化學藥劑的污水，一旦滲入泥土，流入河川，必將造成

嚴重的污染。如汽車修理回收之機油、電池、油管破裂、化工廠化學品外

洩、運送化學成品車發生交通意外、遊樂區廢棄物…等等不勝枚舉、均為

製造污染地下水的元凶。 

 

（3） 電磁波的傷害：近幾年因手機的成長快速及所帶來的方便性，使得每個人

人手一機，甚至更多，為讓通訊更加清晰及無障礙，處處可接收到訊號，

因此基地台便需不斷的增設，因此在設置基地台附近的居民害怕電磁波的

傷害，常可聽聞衝突抗爭的事件，而台電變電所的興建設置亦常常面臨相

同的情況。 
 
（4） 焚化爐、垃圾掩埋場的興建：近年來，由於環保意識抬頭，垃圾問題屢見

不鮮，因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總是希望垃圾能離自己住的地方愈遠愈

好，可以蓋在其他地方，就是不能蓋在自己住的地方。雖然地方政府積極

進行規畫、設立垃圾掩埋場與焚化爐，試圖解決目前的垃圾問題，但因台

灣地少人稠，興建土地難覓，就是找到了也因當地居民的抗爭與阻擾，而

遲遲無法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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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保護與製造科技發展應取得均衡 

早期台灣為求經濟的發展，不論是政府著眼的是如何讓台灣的經濟起飛，

致力於由開發中國家追上已開發國家之列，重視的是一些相關經濟指標與數據的

成長，而忽略掉對環境保護制定相關的法規與執行，或是民間企業為求降低成本

追求利潤，而犧牲了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在經濟快速的發展之下，雖然成就了所

謂的台灣經濟奇蹟，實際上卻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對我們所居住的這塊土地及

自然環境已造成莫大的傷害。 

因而台灣近年來，由於國內環保意識抬頭，環保觀念的逐漸萌芽，人們開

始注重環境保護的議題。而在製造科技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了解到許多產業在增

加投資、擴大經營規模的同時，對環境的破壞亦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

不論是政府在相關的法規上，或是當地的居民，對於其環境評估的要求也愈來愈

加嚴格。 
在環境影響的評估要求愈來愈嚴格的情況之下，雖然相關的產業在製造原

料的取得與製造過程中對附近自然生態的環境評估方面，製造科技業者受到政府

法律的相關規範，而減少對環境污染的傷害並加以控制。但是有時為了發展地方

經濟，相關單位在執行上卻無法真正落實。例如為了增加地方財源，常可看見地

方政府相關單位核准業者在稀有的自然景觀及生態環境下開採原料，或是在山坡

地未嚴格要求做好水土保持，即逕行開發。更有甚者，一些不肖業者盜採林木及

河川沿岸砂石，造成對自然環境嚴重的破壞。而製造成品部份，除了製造廠商對

其所製造的成品可回收的部分，需有完整的回收制度、資源再利用之外，還必須

結合一般消費大眾須有相對及正確的環保觀念，才能使得製造科技在發展過程對

環境的破壞降到最低。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強調自然環境保育的同時，亦需取得環境保護與製

造科技發展兩者之間均衡的共識。否則很容易變成將環保議題奉為無限上綱，進

行不理性的抗爭活動，造成重大投資的阻礙，使得企業望而卻步不願投資，這是

我們所不樂意見到的情況。因此，面對如此的情況下，使得肩負教育下一代重責

大任的我們，不得不認真的來思索與面對。 
 

四、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施 

根據以上的論述，可以從製造原料、製造過程、製造成品、資源回收、環

保觀念等切入，將環境教育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製造科技的部分，設計相

關的教學活動，並可作為教師的補充說明資料。以下就以製造原料的觀點為例，

設計一單元教學活動並實際教學做一說明。 
 

（一）教案活動設計 

（1）活動單元：產品原料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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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目標： 

1. 透過收集資料，認識生活週遭眾多物品的製造原料。 

2. 透過分組討論發表，增進對物品製造原料的認知。 

（3）教學時間：三節課 

（4）教學活動： 

 

節數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教具器材 備註

3 一、準備活動 

1. 事先將學生分組，每組 5~6

人。 

2. 說明簡介製造原物料的相

關內容。 

3. 說明活動進行規則。 

4. 說明如何填寫各組的資料

收集過程及工作分配。 

 

二、發展活動 

1. 引導學生各組報告的順序。

2. 填寫各組評分表。 

3. 紀錄各組報告的優缺點。 

 

 

 

 

 

三、綜合活動 

1. 最後再由教師對各組的報

告做一總評。 

2. 補充各組報告未提及的相

關資料。 

 

 

準備其事先所收集到

的各種相關資料或實

物。 

學生仔細聆聽 

填寫工作步驟與分配

表，及組內互評表。 

 

 

 

各組依序上台報告，

每組報告所收集的內

容，收集到製造原料

的種類愈多愈好。 

其他各組學生注意聆

聽，並填寫評分紀錄

表。 

 

 

 

 

 

補充說明資

料。 

工作步驟與

分配表、組內

互評表。 

 

 

 

 

各組評分表。 

 

 

 

 

 

 

教師自製的

投影片、補充

說明資料。 

 

 

（5）小組互評表 

組別 工作步驟與分配

表 

報告的呈現

方式 

報告者的

聲音 

報告者的

台風 

各組報告

成果 

各組聆聽

態度 

×       

… （視實際需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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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組內互評表 

組員 參與程度 貢獻程度 備註 

×××    

… （視實際需要增加）   

 

（7）工作步驟與分配表 

步驟 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完成度 備註 

×     

… （視實際需要增加）    

 

（二）教學實施 

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由於實施教學的對象為國小五年級的學童，加以該

班級的學童對於給予主題、分組及分配工作、收集資料、整理及歸納、報告方式

等此種學習方式，為首次接觸。因此實際教學時，在準備活動上所花費的時間比

原先預期的要多一些，必須針對各部分做一明確詳細的說明，讓學童清楚了解學

習活動的方式。並且在學習活動進行時，必須適時的給予指導與協助，才能使活

動順利進行。 

從學童的學習反應及表現，可明顯的感受到每組的成員大部分都能很投入

並認真的收集資料、討論、整理、歸納，對於少數幾位較被動的學童，則從旁給

予較多的協助，整體來說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對於報告的呈現方式，各組則均

選擇以海報的方式呈現，也許是此種學習經驗不足，各組仍以互相模仿為主。因

此所呈現出來及報告進行的方式狀況就很多，必須適時的介入與引導。因為是首

次以此方式學習，教師介入的次數與時間相對較多，才能使活動聚焦與進行。往

後若採相同方式進行教學，應就會比較流暢。雖然在活動的進行中較吵雜些，但

相對上卻可感受到學童的表現較生動活潑，參與的程度也較積極。 

 

五、結論 

由於國民中小學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整個課程更具彈性化、自主化，中

小學可以依據學校現有特色去發展學校的本位課程，讓學生能獲得更多樣性、符

合社會變遷、適性的學習。老師將成為課程的發展者，同時也是老師發揮專業自

主的最佳途徑（張素貞，民90）。因此若能將環境議題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

域的製造科技部分，以製造科技為主體，環境教育為枝幹，來設計發展教學活動，

不只讓學生了解到製造科技，對自然環境及生態能有更深入的認識，建立並形成

正確的價值觀，在這強調科技的實用與便利的社會裡，也應該尊重及愛護我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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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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