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8年臺中市環境教育審議會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11月 18日（星期一）下午 3時 

貳、 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參、 主席：盧召集人秀燕                           紀錄：林淳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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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發委員聘書：（略） 

柒、 業務單位報告：（略）                           

捌、 討論提案 

案由：為強化環境教育的社會實踐，以四季為主題設定環境教育議

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規劃 109年環境教育主題活動「2020

永續地球年、夠就好生活」-以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

收、冬藏」為主題融入 109年環境教育活動辦理。 

二、 一年四季環境教育系列活動規劃概念如下： 

(一) 春耕-夠就好森活：空氣、水、土壤及氣候變遷 

(二) 夏耘-GO就好生活：50周年環境議題回顧 

(三) 秋收-夠就好生活：惜食、綠色消費 

(四) 冬藏-夠舊好生活：循環經濟、環境管理 

三、 請各局處於規劃 109年環境教育活動時，配合四季期程， 

融入前項 4大環境教育主題活動內容並露出成果，共同擴

大環境教育宣導成效。 

委員意見：摘要如附件。 

決議： 

一、 請各局處配合上述時序，結合重大及特色活動進行發揮。 

二、 請各局處依委員意見研議辦理，並於下次會議前提出辦理情

形說明。 

玖、 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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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8年度臺中市環境教育審議會第 2次會議 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摘要（呈現方式依姓氏筆劃由少至多）： 

白委員子易 

一、 政府單位於環境上有許多努力，且制定許多法律規範及政策，但

民眾對政府的立法及法律規範通常不甚了解，建議在未來相關環

境教育業務推動的同時，也能讓民眾了解環保方面的法規。 

二、 建議未來於製作教材、影片、直播，或辦理環境教育戲劇時，能

以當年度重大環保政策為主軸，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 文化部目前亦推動文化資產保存教育綱領，未來宜擴大各局處橫

向合作。 

林委員明瑞 

一、 建議在查看空氣污染 App時，煩請打開風向、風速的空氣流線

圖，以利判定空氣污染狀況與各空氣污染的關聯性。 

二、 臺中地區的空氣污染除了部分固定污染源需持續監控及逐漸退

場外，移動污染源也是主要元兇，在秋冬季節加上大氣擴散不良

(包括水平及垂直擴散)，垂直擴散不良難以控制，但水平擴散則

和都市規劃有密切關係，也就是是否在交通動線及建築群的規劃

上，是否有適當的風口設計，以利空氣污染物的水平擴散。 

三、 建議環保局和各局處之間互動，除了罰款外最好能居於夥伴關係，

可考慮多給予污染防治技術的協助。 

林委員素華 

一、 10月份參與美國 GEEP會議，在會議中討論 GEEP全球環境教

育夥伴亞洲中心的定位與角色，美國環保署相當重視這個中心，

12月 3日即將揭牌，請市長務必撥冗參加。另外，此中心之定

位及層級架構應釐清。 

二、 中正公園之規劃除應盡量不干擾生態環境，具有環境教育意涵

之外，應著重軟體結合漆器館規劃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另

外，環境教育潛力點開發十分重要，應結合輔導。 

三、 多元環境教育活動辦理應強化其質化的說明。 

四、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舞台及任用，設施場所之宣傳應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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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環境教育主題建議是否結合國際目前應推動，建議是否以永續

發展教育 17項原則做連結，如永續城市、氣候行動、海洋、陸

地生態、全球夥伴及消弭貧窮等，選擇臺中市市政方向結合國

際，主題及對象應加以考量。 

六、 建議未來審議會及基金委員會共同聘請。 

七、 審議會簡報資料各局處資料要整合，非只有環保局之資料。 

張委員明純 

一、 外埔生質能園區應儘速取得環境教育場域認證，並設計開發生質

能、生廚餘變成綠色能源的教案。目前園區只開放沒有車輛進出

的週三下午，但無法看到運作過程，講解也過於陽春、靜態與呆

板，如果市府重視空污，外埔生質能園區應當是更有合理且正當

性去強化營運、宣傳，並提升效能。希望半年內可以協助拿到場

域認證及教案研發。 

二、 各社區的社區環境保護志工及環保局的環境教育志工應當有更

深入的研習訓練，將之作為環境教育輸出者、政策資訊的分享者、

揭露者與推廣者，如生廚餘桶為何發送及空污政策現況等。 

三、 年度的環境教育應緊扣城市發展主軸，集中焦點，而非各局處室

各自舉辦，以免只呈現人數、場次，五花八門淋瑯滿目，但無法

評估效益。 

四、 農業局與環保局應合作，協助將可認證環境教育場域之生態農場、

友善環境農場取得認證，更有效推廣食農教育。 

張委員瓊芬 

一、 每年的環境教育可設定一重大指標，進行推動並評析其效益，可

營造亮點，讓民眾有感。 

二、 針對環境教育場域之推廣可作為各級學校的戶外教育場所，除了

增加民眾的參與度之外，也可使環境教育場所活絡並促進經濟永

續，亦可配合四季主題進行建議。 

三、 肯定環境教育教材編製，可依不同年齡推出合適的教材(初階、

進階)，另可考量電子書及相關電子媒介做為知識的媒介。 

四、 環境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影響，尤其是季節性的境外污染對臺中的

影響，建議可針對民眾關心的空污進行相關教材編寫，也可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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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概念」讓民眾瞭解污染量的來源(固定、移動、逸散)及相對污

染量，讓民眾未來在自身行動上可達內化永續。另循環經濟也可

以「垃圾」或「廚餘」(視臺中在地化需求)為主題，說明「錯置

資源」概念及案例。 

章委員日行 

一、 建議環境教育推動的方式採用在地議題，深入社區與民眾進行

交流，讓民眾理解周遭的環境問題，並理解政府的解決方案，透

過互動式的教育方式，促使民眾認同政府的作為。 

二、 不同區域的民眾有不同的環境敏感度，建議成立環境教育服務

團隊，深入了解社區，逐漸服務臺中市所有的社區，進而使社區

成為政府最佳後盾。 

三、 環境教育服務團隊的教學方式、教材與師資皆須妥善設計且應

地制宜，加入循環經濟的概念，才能達成共識。 

莊委員世滋 

一、 有關環境教育八大領域中的文化資產保存，有其主管機關-文化

局，特別是文化資產保存法中的各類文化資產(古蹟及歷史建築

等)，環境保護局應扮演溝通平臺，跨局處合作推廣。 

二、 環境涵蓋的範圍太大，包山包海，有山有水，因此環境教育會有

相當大的內涵，與其他局處相互重疊，因此環境教育的部分，是

否擬定主軸並由各局處配合，才會有主軸議題的推行。 

三、 結合環境場域、各級學校並盤點臺中市境內具環境教育潛力的

場域，再加以整合，以收宏效。 

四、 建議設置環境教育巡迴車，供各級機關活動申請，化被動為主

動，可以主動出擊。 

童委員翔新 

一、 針對以四季為主題之環境教育實踐議題，針對本市特質有以下

之建議，提供參考。 

(一) 春耕之守護空氣品質之作為，本季提出配合臺中燈會及媽祖文化

節之活動。 

(1) 由於在地之空氣品質維持交通運輸之貢獻幾乎占一半。2020 燈

會在臺中，勢必吸引市民及全國各地民眾前來參觀，故交通疏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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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及早規劃或增加既有市公車之班次或增設燈會專車之安排，以

減少交通運輸對空氣品質之負面影響。 

(2) 由於減香、減少金紙，已逐漸獲得民眾支持達成共識，但廟會活

動，另一項對空氣品質之威脅是鞭炮之燃放，請相關局處應集思

廣意，如何在本次媽祖文化季，思考能在不違民俗禮儀之前提，

但又能兼顧環境品質及民眾健康之平衡點。 

(二) 夏耘之主題有考慮提昇生活品質之連結，其中減少光害部分可由

路燈分時段減亮著手，由於大多數路燈因節電之考慮，多改設

LED光源，雖然亮度提昇，但也衍生出光害問題，建議可檢討不

同路段之特性，依不同時段如夜間 10 時至清晨 6 時減亮，既不

失安全性又能節能。 

賴委員嘉祥 

一、 秋收：感謝臺中市對空氣污染防治之努力，已逐步看到成效，

在秋天最容易聞到燃燒農業廢棄物之味道，雖然臺中已成立文

山及大甲資材中心及輔導廢稻稈之再利用，但宣導避免露天燃

燒仍有努力空間，建議可將廢木枝比照廢稻稈再利用之概念進

行宣導，也可結合社區發展協會推廣再利用產品之販售，以降

低過去傳統廢木資材只能焚化之錯誤觀念。 

二、 冬藏：建議可將校園仍堪用之課桌椅建立一個捐助平臺，讓其

延續生命週期，避免最後只能進焚化爐。 

三、 臺中特色觀光，部分業者仍使用露天方式在烘烤｢甕仔雞｣，導

致周遭空氣品質不良，建議觀光局及環保局可協力輔導業者改

善，以環境教育結合特色觀光模式，來鼓勵業者引入空氣污染

防治設備。 

羅委員金翔 

一、 建議環境教育聚焦於敏感族群，讓其積極主動提升自我防護意

識的微環境行動，宜可納入教育宣導。 

二、 環境教育的外延影響力，透過產業化、社企、社區創生，建構

未來一年的環境教育對應目標。 

三、 強化環境教育的素養鏈結，例如與 108課綱之素養教育串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