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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內容共分結論與建議兩節，根據第一章所擬定之研究目的以及第四章之

研究結果，歸納分析本研究結論，最後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實務應用與未來研究做

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全球暖化行動力」STS教學模組進行全球暖化教學與

未進行教學的學生，學生在全球暖化行動力等方面是否有顯著差異，因量化之料

之面向較多，為方便閱讀與說明，研究者將量化結果整理成表 5-1： 

 
表 5-1 各變項之共變數分析結果彙整表 

變 項 

前測
獨立
t 檢
定 

組內成對 t 共
變
數
分
析 

備  註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全球暖化行動力      

 政治參與  ***  *** 透過課程後顯著成長。 

 政策支持     無顯著進步，但前後測分數皆很高。 

 環境行為  *    

選擇參與所需的成本      

 暖化知識總分  *** ** *** 
兩組皆有進步，但實驗組進步程度顯

著優於對照組。 

選擇參與的優勢      

 政策討論網絡  ***  *** 接受本模組教學後顯著進步。 

 環境價值觀 *    無顯著進步，但前後測分數皆很高。 

集體利益變項      

 覺知危機      

 影響他人的可能性  **  ** 透過課程後顯著成長。 

 個人影響力      

 對抗暖團體的信心      

註：*代表 p<.05、**代表 p<.01、***代表 p<.001；空白代表無顯著差異。 

 



 100 

除了量化資料外，本研究輔以訪談參與教師、實驗組學生以及研究者札記等

性資料，檢討本教學模組之優缺點。依據量與質的研究結果，獲致以下結論並綜

合討論分述如下： 
 

壹、 本教學可以有效提升學生「全球暖化行動力」中政治參與及環境行為的表

現；對政策支持無顯著影響，但學生已對環保政策有高度支持。 

本教學模組能有效的提升政治參與的表現，學生在上完課程後，更瞭解各種

利用群眾力量的方式，例如聯署、遊行、抗議或寫信給有關單位等。也更清楚知

道集合眾人力量是很有效的方法。學生也表示為了保護我們的環境，往後有機會

的話會多參加群眾力量的活動。 

另外，學生在環境行為的前、後測都是保持在「常常」實行。沒有顯著改變

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在部份選項，例如：購買產品、上下學的方式或是去較遠

的地方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等，學生可能較沒有自主權，但是在訪談中可發

現，學生對於本身在生活上可以立即實行的行為已有很大的改變，例如少吃肉與

拔掉不用的插頭最為頻繁。表示透過教學，學生為了抗暖化已改變部份生活習慣。 

在政策支持方面，學生在教學前後，不論以懲罰或獎勵的方式都表示支持政

府或學校制定環保政策，可見學生對環保政策的支持度很高，和趙姿婷（2008）

研究一般民眾政策支持的結果相似。進一步分析政策支持的選項可知，如果該政

策會直接影響到多數人的利益，像是提高油價，則對於該政策雖然仍表示支持，

但較為保守；相對的，如果該政策是特別獎勵比較環保，或是處罰破壞環境的人

或團體，對於該政策的支持度會較高。總之，雖然教學不影響學生的政策支持，

但學生原本就支持制定各種環保政策。 
 

貳、 本教學可以有效提升學生「選擇參與所需的成本」中的暖化知識。 

在選擇參與的成本中，有許多是屬於學生背景資料，如性別、年齡與教育程

度等等，這些並不會受到教學而改變，因此不討論教學對背景變項的影響，僅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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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選擇參與所需的成本中的暖化知識。 

本模組教學後，學生在暖化知識有顯著的提升。透過分組報告的方式，清楚

瞭解暖化會對我們造成哪些危機，例如海平面上升或物種滅絕等，對於報告中的

影片與同學表現記憶深刻；另外透過有獎徵答以及計算碳足跡的活動，學生在遊

戲中學習，明白暖化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知道平常用電、開車甚至是吃肉都

會直接或間接造成全球暖化。 

課程並沒有直接教導哪些是抗暖化的方法，但是學生能從暖化的原因推導出

抗暖化的方法，例如考學生「為什麼要購買在地的產品？」學生可以自己聯想出

因為交通運輸的時候會產生許多二氧化碳而造成暖化，表示學生能夠活用知識，

並非死記。因此在腦力激盪的活動中，學生能夠不斷提出各種抗暖化的方法。 
 

參、 本教學可以有效提升學生「選擇參與的優勢」中的政策討論網絡表現；對

環境價值觀無顯著影響，但學生已有良好的環境價值觀。 

學生感受到邀請他人共同抗暖化的重要性，認為如果只有自己抗暖化的力量

是不夠的，應該要邀請大家一起來抗暖化。教學後，學生和他人一起討論環境問

題的頻率增加，通常先討論的對象會從較親近的人開始，如父母、兄弟姊妹或同

學。每位學生和他人討論的情形也各自不同，有些人會遇到對方不理會、不關心

暖化方面的事情，也有些會很積極的和學生一起討論暖化問題。從訪談中可以發

現，學生和一開始討論的對象較有互動，對學生有很大的鼓勵，這樣的學生會比

較積極繼續和其他人討論暖化問題，甚至會更努力的去實行抗暖化的行為。 

學生環境價值觀的表現上，從量化資料顯示，學生的環境價值觀並沒有顯著

改變，但得分很高；再從訪談中可發現，學生認為現在的環境已經受到人類過多

的破壞，我們應該要保護地球，不應為了自己的私心破壞環境，要負起環境破壞

的責任，多重視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生存權等等。由上述可知，本教學能有效提升

學生政策討論網絡的表現，但對學生環境價值觀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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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本教學可以有效提升學生「集體利益變項」中的覺知危機與影響他人的可

能性；但在個人影響力與對抗暖團體的信心無顯著影響 

學生覺知危機的表現，雖然在量化結果中沒有看出顯著改變，但是從訪談分

析中可發現，學生在教學前對於暖化的危機概念是不清楚的，學生大多只知道部

份的暖化問題，例如北極熊會死掉或天氣會變熱等。在透過教學後，學生表示原

來有很多暖化問題是他不知道的，例如：海平面上升會淹沒陸地或有更極端的氣

候（例如颱風）會引發災害，比原來想像的還要嚴重很多。由此可知，雖然前、

後測問卷得分並沒有顯著差異，但訪談資料表示，學生對於暖化危機的感受有程

度上的增加。 

另外，學生認為自己的暖化知識增加了，不僅知道該和他人討論哪些暖化主

題，且「更有信心能夠影響他人一起抗暖化」。有不少學生確實改變同學或家人

的成功例子，例如和同學約定一周三天不吃肉或和家人一起實行拔掉不用的插頭

等，這些成功的經驗對於學生也是一種正向的鼓勵。表示學生因暖化知識增加，

且更有信心影響他人。 

而在學生個人影響力與對抗暖團體的信心方面，皆無顯著改變。本教學以政

治參與及政策討論網絡為主，因此在教學時主要強調，雖然每個人的力量都很重

要，但仍要積少成多、集腋成裘，透過自己去影響他人，使更多人一起抗暖化的

效果會更好；另一方面，因為個人影響力屬於個人的價值判斷，可能需要學生多

花一些時間才能改變這項觀念。所以可能導致教學對學生在個人抗暖化的信心影

響不大。 

在對抗暖團體的信心方面，因教學目標未針對各抗暖團體進行教學，學生在

課堂上除了自己查到的暖化團體外，只對教師舉例的團體有所認識，例如綠色和

平、環保署。其他上課沒有提到的抗暖團體，大多是從電視媒體中得知，例如慈

濟團體。在訪談過程中可知，學生對於其他環保團體的認識十分粗淺，甚至不知

道其他團體有做過哪些抗暖化的事情。因此學生在個人影響力和對抗暖團體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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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並無顯著影響。 
 

伍、 STS教學方法能有效提高學生學習意願 

STS的教學方法是以學生為主，教師為輔的方式進行。學生認為傳統的講述

教學過於單調，比較喜歡本教學的上課方式，因為可以自己上網查資料，也可以

和同學互相討論，感覺比較活潑有趣。有部份同學甚至在課間活動時間，主動找

研究者詢問下次上課內容，表示學生十分期待本教學的課程。研究者上課時也觀

察到，即使是學業低成就的學童也十分投入本教學課程，可見本教學課程可以提

高學生的學習意願。 

第二節  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及對相關研究之探討，提出下述建議，以提供有意從事進一步

活動之實務者和研究者參考。 
 

壹、 對未來暖化教學活動的建議 

一、 教學時間可以拉長，並適時輔助說明 

本教學模組的教學方式與傳統教學有很大的不同，學生在找資料、討論的

時間較難掌控，且依照學生對課程的討論情況，可以適當加強、加深討論或發

表的時間效果會更好。教師應善加利用學生發表時或發表結束後的機會，輔助

說明，避免學生因表達不熟練而讓其他同學對暖化知識有誤解。 

二、 建議教師教學前可先和家長溝通 

本研究發現家長對於暖化的概念大多都不瞭解，在學生嘗試和家長討論暖

化問題時，不少家長表現沒有耐心。但學生初次嘗試討論的對象往往就是家

長，如果教師能先跟家長溝通，發下有關此課程的說明通知單，讓家長也較願

意聽學生的分享，應該更能增進學生和他人討論的信心。 

三、 教學時更注重個人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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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除了強調影響他人的重要性外，也要加強學生個人對抗暖能力的信

心。例如研究者建議可在碳足跡計算教學的時候，舉例學生每天少吃一份牛排

就等於少砍一顆大樹，如果可以持續多天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強調個人持之

以恆的效果，應可加強學生個人對抗暖影響的信心。 

四、 加強學生對抗暖團體的認識與信心方面的教學 

可以依照本研究的教學方式，以抗暖團體的介紹為主題，讓學生親自找資

料分享報告，多瞭解其他抗團體做了哪些努力，或是分享該團體在環境保護的

成功例子，讓學生對抗暖團體更有信心。 
 

貳、 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 擴展研究對象 

本次研究僅以彰化縣 G國小的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建議未來可將實驗

對象擴及於不同年齡層，如五年級或國中，或不同地區的樣本，以比較結果之

異同。 

二、 持續觀察學生的行為改變 

本研究教學後發現學生有許多行為與想法上的改變，但究竟對學生能持續

多久，例如拔插頭、少吃肉的維持時間，可以進行長期的追蹤討論。 

三、 探討教學活動對其他人的影響 

本教學說服他人和聯署的活動時，學生會向其他教師、同學或自己家長討

論暖化問題。有部份老師因此對活動教學很感興趣，表示想要多瞭解這樣的教

學課程，也有其他班級的學生受到影響，表示想要配合不吃肉的建議。建議可

以探討教學活動對其他教師、同學或學生家長的影響。 

四、 分別探討各單元教學活動的影響 

本教學模組要使用十堂課的時間，有時因學生找資料或討論，時間可能會

延長。因此建議可探討單獨進行各單元或只結合某幾個單元教學時，是否能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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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樣的教學成效。 

五、 問卷的量表建議 

本研究問卷量表是參考 Lubell 等人(2007)的量表編製，沿用原本量表類

型，有四點量表、五點量表和是非題等。但實際統計問卷時，發現量表類型過

多，在說明問卷結果時較為複雜。且以覺知危機的四點量表為例，訪談時學生

表示上課前對覺得暖化的危機「還好」，但教學後覺得「很危險」。但四點量表

並沒有中間選項，可能導致學生在教學前、後皆選擇「很危險」，使得問卷較

難以看出差異。因此建議往後研究者可統一為五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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