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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臺中市環境教育審議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 地點：臺中僑園飯店二樓麗池廳 

參、 主席：盧召集人秀燕 

肆、 出席人員：本會委員、本府一級機關（詳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頒發委員感謝紀念品：（略） 

柒、 業務單位報告：（略）                                紀錄：林淳鎂 

捌、 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正「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附表 1，提請討論。 

說明：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係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

案(105 年 8 月 17 日行政院備查)」擬定之，經查行動方案執行成果部分

工作項目實施方式如環境保護局「環境教育行動專車」、「全民 E 學

堂」、文化局「文化專車」、「國際飲食節」等皆已停辦，爰將予以刪

除，並依環境教育法第 7 條規定，提報該署備查。 

案由二、輔導豐原漆藝館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提案人：林素華委員) 

說明：豐原漆藝館位於中正公園裡，惟中正公園環境需再整理，並建議可編列

相關經費結合現有資源，進行「環境資源盤點」及「課程規劃」。  

案由三、永續發展學程合作提案。(提案人：陳鶴文委員) 

說明：東海大學預計於 108 年成立環境治理學院，學程包含環境教育、環境評

估、都市治理、數位學院、智慧都市，以在地性進行規劃，爰希望與市

府及鄰近都市合作，以議題導向方式整合社會、經濟及環境等，未來俟

合作計畫完成後，再與市府進行討論及合作。 

案由四、農業害蟲生態防治諮詢。(提案人：賴嘉祥委員) 

說明：建議環境教育課納入害蟲生態議題，中台科技大學現今發展生態防治

「平腹小蜂卵犬」議題，希望市府可以提供相關專家進行資源，該校未

來亦可成為示範場域，未來推廣至別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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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決議： 

一、 案由一修正內容於下次會議研議討論。 

二、 中正公園請建設局進行整理作業時，諮詢委員結合環境教育認證相關元

素。 

三、 東海大學合作計畫完成後歡迎與市府進行合作討論。 

四、 農業害蟲生態防治諮詢請農業局協助辦理。 

五、 請環保局側面了解臺中女中太陽能板裝設工程問題，並請教育局協助，

以減少民眾對綠能發展之負面印象。 

六、 請相關局處依委員意見配合辦理，並於下次會議前提出辦理情形說明。 

拾、 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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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8 年度臺中市環境教育審議會 委員建議意見 

委員意見摘要（呈現方式依姓氏筆劃由少至多）： 

林委員素華 

一、 大雅分館已辦理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輔導作業，建議目前應先

累積三年推動環境教育經驗，另外該館反映分館人手不足，是否由

總館進行協助申請認證。 

二、 觀光旅遊局大安遊客中心希望藉由環境教育將臺中市推廣環境教育

的用心讓全國了解。 

三、 今年度環境教育考核獲 100 分很不容易，請持續保持。 

四、 建議可參考苗栗縣結合企業產觀學共同合作，以縣層級於西湖渡假

村設置「環境教育中心」，結合觀光及環境教育將縣內資源包括社

區、景點規畫整合，互相支援，提升縣內環境教育觀光品質，包裝

整合本市農業局「休閒農場」、觀光旅遊局及文化局等相關資源，

提升臺中市環境教育及觀光品質。 

五、 建議環保局找企業一同協助推動環境教育，讓本市更進步。 

六、 荔枝椿象的防治與推動可以做為環境教育教材。 

 

張委員明琴 

    本市環境教育基金來自於空污基金之比例最高，建議未來規劃強化對於全

市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之宣導，例如除了持續各級學校教育宣導外，可規劃擴及

全體市民，年度彙整空品主題之成果，以彰顯臺中市環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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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委員彰良 

一、 可否了解臺中市沿海地區可提供浮潛與深潛的可解性及夜間觀察

潮間帶生態的場所，並結合觀光讓市民更了解沿海的環境污染情

形（含塑料）與生態變化可再結合淨灘及畢業旅行。 

二、 有關十多所的生態園區，可否能設計結合相關的設施（如滅火器

製造商）來進行環保巴士一日遊(補助國小等意願)在一天內可了

解多元的環保議題，並體驗即期之滅火器實際操作。 

三、 前項巴士一日遊可否讓主婦聯盟也參與加大實施效益。 

 

陳委員鶴文 

一、 臺中市需進行資源盤查，如環境教育場域、現有資源及環境教育

人員比例不同，以前瞻性角度來說，環境教育應區分全球與在地

問題，建議臺中市未來在氣候變遷議題可著墨於都市調適，透過

跨局處合作將不同議題環境教育導入並加入在地性，並導入觀

光、企業經營發展。 

二、 環境教育可依策略規劃、人員及教材管理、在地實踐三部分同時

規劃，建議未來可從管理面、規劃面進行資源整合，以得到更大

效益。 

三、 現今環境教育問題是供給與需求不平衡，很多教材與教案散居在

不同環境教育位置，建議可建立整合的資訊平台、供需平臺，以

及整合性的課程分享，透過分享與改善讓教材及教案於平臺內可

以被使用。 

四、 與水利局合作整治東大溪「水資源前瞻計畫」，以進行東大溪生

態及環境調查，並將整治前、中、後拍攝成微電影，希望市府能

給予相關經費協助，期望可以將整治過程作為示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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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委員嘉祥 

一、 環境教育未來可納入農業害蟲可能會入侵校園、影響民眾生活品質

之預防健康危害及生態防治之議題。亦可加入"示範生態防治"之實

地教學"平腹小蜂卵犬"之施放方式。 

二、 建議研擬如何提高環境講習到課率達 100%之方案，以教育違法機關

人員可落實改善防制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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