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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環境教育夥伴亞太中心 

2021年【為永續世界而相互學習】 

國際交流線上工作坊 

2021 Let’s Learn from Each Other for a Sustainable World 

一、 計畫緣起 

我國環保署與美國環保署以及北美環境教育學會(NAAEE)於

西元（下同）2014 年共同發起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 (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nership, GEEP)，致力於推動區域及全

球環境教育專案，期望透過教育的力量創造更公平、更永續的未來。 

2019 年於臺灣成立 GEEP 亞太中心（Asia-Pacific Regional 

Center, APRC，以下簡稱亞太中心），隸屬於 GEEP 之下，現由中華

民國環境教育學會擔任秘書處，協助營運中心的各項事務。亞太中

心主要負責與亞太地區各國政府、產學界及非政府組織等專家合作
與知識交流工作，並推廣環境教育至亞太地區。同時將辦理亞太地

區人才培訓、整合教育資源、研擬行動方案等工作，以提升區域乃

至於國際間因應環境變化的能力，形成跨國的永續發展合作網絡。 

亞太中心特於 2021 年 9 月，以【為永續世界而相互學習】為

題，首次辦理國際交流線上工作坊，規劃亞太地區專家學者與國內

與談人進行分享對話，並邀請國內環境教育專家學者與資深實務工

作者共同參與，擴大交流效益。 

二、 活動目的 

（一） 展現我國在亞太地區環境教育發展領先地位。 

（二） 擴大臺灣的影響力，促進國際（亞太地區）交流合作。 

（三） 展現對於促進「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價值及影響力。 

三、 活動名稱 

【為永續世界而相互學習】 

Let’s Learn from Each Other for a Sustainabl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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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單位 

主辧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承辦單位：全球環境教育夥伴亞太中心（GEEP APRC，由中華

民國環境教育學會營運）、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五、 辦理日期：2021 年 9 月 3 日（五）至 9 月 4 日（六）。  

六、 辦理方式 

本工作坊採全英語進行，含線上及實體課程。以亞太中心顧問

為核心成員，搭配臺灣講者，進行案例交流與實作討論（註：將視

COVID-19 疫情變化及中央防疫政策彈性調整活動方式，敬請見諒）。 

七、 活動對象 

（一） 實體課程：採邀請制，以專家學者及資深實務工作者

為主，共計20人。 

（二） 線上課程：開放一般民眾報名，人數限額100人。 

八、 線上報名方式及日期 

採網路報名（https://reurl.cc/4aOVzV）。自 2021 年

8 月 10 日（二）上午 9 時開放報名，額滿為止。活動
前將寄發會議連結至報名者信箱。現場與線上參與都

會全程錄影，註冊本工作坊代表您同意被錄影。 

九、 實體課程地點 

頭城休閒農場（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 125-1 號）。 

十、 聯絡資訊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郭怡欣小姐、02-2311-7722#2726、ihkuo@epa.gov.tw 

（二）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劉冠妙小姐、03-9221613#20、miaomiao@eeft.org.tw 

https://reurl.cc/4aOVzV
mailto:ihkuo@epa.gov.tw
mailto:miaomiao@eef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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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活動議程 

2021年 9月 3日（星期五） 

線上視訊課程 

08:30-09:00 報到 

09:00-09:25 開幕式 

貴賓介紹、開幕致詞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綜合計畫處 劉宗勇處長 

• 北美環境教育學會執行長 Judy Braus女士 

•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張子超教授（GEEP亞太

中心計畫主持人） 

09:25-09:40 開幕影片 

臺灣環境教育影片：環境教育處處在，天天都是綠生活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Everywhere 

Let’s Make “Being Green”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09:40-10:10 專題演講 

引言人：張子超教授 

臺灣環境教育推動歷程與策略 

邱文彥/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榮譽教授

（臺灣） 

10:10-10:20 休息 

10:20-12:00 

主題 A 

 

法規與 

政策溝通 

主持人：王鴻濬/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5分鐘） 

發表人：（每人 20分鐘） 

A-1、環境教育法的推動經驗 

主講人：Elenida del Rosario Basu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n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DENR/ Director（菲律賓） 

A-2、越南環境政策公眾溝通案例 

主講人：Nguyễn Việt Dũng/ Director General、Nguyen Thi 

Ngoc Mai/ Head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Center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Vietnam 

（越南） 

A-3、日本環境政策溝通案例 

主講人：Kumi Tashir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Japan /Deputy 

Director（日本） 

綜合討論（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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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5:00 

主題 B 

 

社區 

環境教育 

主持人：樊國恕/高雄科技大學退休教授（5分鐘） 

發表人：（每人 20分鐘） 

B-1、泰國社區環境教育案例 

主講人：Fuangarun Preededil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Faculty of Education/ Professor（泰國） 

B-2、臺灣社區環境教育推動歷程 

主講人：彭衍順/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系教授

（臺灣） 

B-3、屏東縣滿州鄉里德社區環境教育推動案例 

主講人：潘武璋/屏東縣滿州鄉里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臺灣） 

B-4、臺東縣鹿野鄉永安社區推動環境教育案例 

主講人：廖中勳/臺東縣鹿野鄉永安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臺灣） 

綜合討論（20分鐘） 

2021年 9月 3日（星期五） 

實體活動 

15:00-18:00 觀摩體驗 

頭城農場戶外觀摩-森林餐桌 

森林餐桌利用食物設計的理念邀請參與的學員，進入鳥類、

蜜蜂、哺乳類動物在森林中享用森林資源的情境。透過故事，

讓學員了解現有生物所面臨的生態危機，活動的內容充滿五

感的體驗，且有豐富的人文與美學內涵迴盪在教案體驗過程

當中。 

18:00-18:30 心得分享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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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4日（星期六） 

線上視訊課程 

09:30-10:00 報到 

10:00-12:00 

主題 C 

 

環境教育

推廣教材 

主持人：王雅玢/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授（5分鐘） 

發表人：（每人 20分鐘） 

C-1、馬來西亞環境教育教材案例 

主講人：Thiaga Nadeson/ Market Transformation Initiates 

(MTI) an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 at 

WWF-Malaysia/ Chief（馬來西亞） 

C-2、"Ecology Note" 

主講人：Ugyen Tshomo（Kingdom of Bhutan government,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 Commission Secretariat）（不丹） 

C-3、臺灣教育部推動環境教育經驗 

主講人：廖雙慶/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專門委員、李彥

頤/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教授（臺灣） 

C-4、臺北市立動物園環境教育主題教材模組案例 

主講人：吳倩菊/臺北市立動物園推廣組研究助理（臺灣） 

綜合討論（20分鐘）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5:00 

主題 D 

 

環境教育 

人員培力 

實務 

主持人：梁明煌/東華大學退休教授（5分鐘） 

發表人： 

D-1、環境教育專業成長指引（工作坊，70分鐘） 

主講人：Kumi Tashir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Japan 

/Deputy Director（日本） 

D-2、環境教育人員培力實務（20分鐘） 

主講人：王書貞執行長、邱韻璇主任/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

司（臺灣） 

綜合討論（20分鐘） 

15:10-15:40 綜合討論 
亞太地區環境教育交流合作 

主持人：袁孝維/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授 

15:40-15:50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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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實體戶外學習課程說明 

本次戶外課程規劃體驗「森林餐桌」課程，主要係利用食物設

計的理念邀請參與的學員，進入鳥類、蜜蜂、哺乳類動物在森林中
享用森林資源的情境。透過故事，讓學員了解現有生物所面臨的生

態危機，整個活動的內容充滿五感體驗，並具有豐富的人文與美學

內涵迴盪於體驗過程當中。 

  

十三、 參與實體活動注意事項 

（一） 承辦單位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保障報名者個人

資料安全責任，在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下處理及利用

個人資料。並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實聯制措

施指引」使用。 

（二） 參加者同意主辦單位全程拍攝活動紀錄影片及照片，

並同意主辦單位後續為教育推廣及行銷之目的，得將

前述影（照）片於世界各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

開傳輸及使用於報章雜誌、網站、展間或任何形式媒

體上。如有不同意者，請勿參與本活動。 

（三） 工作坊期間備有餐點，請於報名時註明飲食需求（葷

食、素食、食物過敏原等），並自備環保杯、環保餐具。 

（四） 住宿旅店僅提供毛巾，不提供一次性用品，請自備盥

洗用品（牙膏、牙刷、沐浴乳、洗髮乳、拖鞋等）。 

（五） 為確保活動品質並響應節能減碳，請參加者儘量於集

合地點一同搭乘接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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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之防疫措施，敬請配合下列事項： 

1. 活動入口處將設專人量測體溫，進入會場人員額溫如

高於攝氏37.5度，將拒絕入場並勸導就醫。 

2. 承辦單位將設置酒精消毒用品及清潔防護用品供使用。 

3. 參與會議期間請全程保持社交距離或配戴口罩。 

4. 倘若14天內有類流感症狀：發燒（≧37.5℃）、咳嗽、

喉嚨痛、呼吸道窘迫、流鼻水、肌肉或關節酸痛、頭痛

等，請勿參加。 

十四、  頭城農場交通資訊及位置圖 

（一） 自行開車 

1. 由雪山隧道行徑：國道5號由頭城交流道下後向右轉往

頭城、基隆方向，跨越梗枋橋約129.5公里處後即刻左

轉，沿指標前進。 

2. 由濱海公路前往：從濱海公路往宜蘭方向，途經福隆、

大里、大溪、北關、海潮、梗枋約129.5公里處即可看

到梗枋橋，由橋墩旁道路沿指標前進就能到達農場。 

 

3. 由北宜公路前往：從北宜公路可由新店往宜蘭方向行

駛，途經新店、坪林、礁溪、至頭城接2號省道（即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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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公路）經梗枋（129.5公里處），跨越梗枋橋約129.5

公里處後即刻左轉，沿指標前進。 

（二） 搭火車前往 

1. 龜山火車站：電聯車停靠，步行至農場約30分鐘，平日

提供7人座接駁，請先來電預約。 

2. 頭城火車站：排班計程車，到農場約$270至$320元/趟。 

（三） 農場園區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