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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民族實中 113 學年度上學期□ 1■ 2 學季教學進度計畫表  

課程名稱 環境守門員 授課教師 鄺宜玲 

授課班別 901~904 
教材 

版本 
自編 每週授課節數 1 

課程屬性 

■學科系統： 

□議題系統： 

      (1)生態課程 □莫內小農場 7-3/9-1 □愛樹特派員 7-1/8-1 □蟾蜍好鄰居 7-4/8-3 

                  □城南走讀趣 8-2/9-4 □綠色生活家 7-2/8-4 ■環境守門員 9-2/9-3 

      (2)家族課程 □綠色科技 □生態永續 □薪傳人文 □循環經濟 

      (3)自主選修課程 

□其他課程 :                      

知能範圍：□1 國文□2 英語□3 數學■4 社會□5 自然□6 科技□7 藝術□8 健體□9 綜合(可複選) 

          □非領域分類 

補充說明:                       

核心素養 

社-J-A2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環境倫

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
的互動關係。 

教學目標 

環 E8認識天氣的溫度、雨量要素與覺察氣候的趨勢及極端氣候的現象。 

環 E9覺知氣候變遷 會對生活、社會及環境造成衝擊。 

環 E10覺知人類的行為是導致氣候變遷的原因。 

環 J7透過「碳循環」，了解化石燃料與溫室氣體、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關係。 

環 U6 探究國際與國內對氣候變遷的應對措施，了解因應氣候變遷的國際公約的精神。 

授課進度表及課程內容大綱 

週
次 

日期 授課內容（Subject/Topics） 備註 

一 8/23 課程簡介與評量標準 8/23 第 1 學季開學日 

二 8/26-8/30   

三 9/2-9/6   

四 9/9-9/13  
9/9九年級晚讀、九年級第

8 節開始 

五 9/16-9/20  
9/17(二) 

中秋節放假 1 日 

六 9/23-9/27   

七 9/30-10/4   

八 
10/7-10/1

1 
 

10/10(四) 

國慶放假 1 日 

九 
10/14-1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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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0/21-10/

25 
 

10/24-25 

成就評量 

秋
假 

10/28-11/
1 

備課週 秋假 

一 11/4-11/8 電動車 11/4 第 2 學季開學日 

二 
11/11-11/

15 
藍碳、綠碳、黃碳  

三 
11/18-11/

22 

在奧地利的冰川中，有 0.957比率正在消退中。當全球有 1/3的物種正
面臨滅絕威脅，40%南極冰川正在融化，世界各地的森林大火與暴雨洪水
災難頻傳，是立即迎戰的緊急狀態。2020年夏天，西伯利亞：熱浪、永
凍土融化造成的石油洩漏，以及嚴重的森林大火。若照人類目前的方式
繼續排碳，到本世紀末，平均海平面會上升 1至 6公尺，隨著格陵蘭島
融冰情況加劇，海平面如果上升至 15公尺，整個臺北將淹沒在海中，多
數太平洋的沿岸城市，都難以倖免於難。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說，要讓全球升溫不高於工
業革命前攝氏 1.5度，才能降低氣候危機的風險，然而目前的升溫幅度
可能已經到了攝氏 0.8至 1.2度，必須在 2030年前減碳至少 50%，才能
阻止暖化超過攝氏 1.5度的危險邊界。 

 

四 
11/25-11/

29 

臺灣：鴻海宣布2040年100%使用再生能源，由於鴻海是蘋果、微軟的主

要供應鏈廠商，更是全球用電大戶之一，為了符合國際科技產業的淨零

目標，維持產業競爭力必須轉用綠電。歐洲人權法院判瑞士政府違反人

權，2024年4月9日，瑞士「年長婦女氣候保護協會」控告瑞士政府保障

人民不力、違反人權，獲歐洲人權法院裁定勝訴，為氣候正義迎來重要

勝利。 

25-29 113 上公開觀課

週 

五 12/2-12/6 

全球：歐盟高票決議批准《全球海洋公約》，為海洋生態提供安全的活

動與哺育環境。2024年 4月 24日，歐盟以 556票比 36票的壓倒性表決

結果，批准《全球海洋公約》。歐盟 27成員國將邁向 2030年保護 30%

海洋的目標。 

 

六 
12/9-12/1

3 

「碳盤查需要跨部門合作」。解決方案:數位化協同合作平台。協助公司
內跨部門／廠區的協同作業，透過版本控管讓作業流程、進度、分工被
透明化記錄。透過雲端服務，各公司的碳盤查／ESG負責人可以輕易地
設定邊界，讓子公司及不同執掌的人參與提供資料。企業「碳盤查進入
障礙」:碳盤查的瞭解，學習與跨部門的資訊整合，創造部分門檻，很多
部門員工提供資料時容易產生懷疑，卻無人可以諮詢。解決方案:資訊揭
露輔導諮詢，透過問題引導顯示必填欄位。提供教材說明，依據說明就
可以完成碳盤查計算，結合線上顧問諮詢。 

 

七 
12/16-12/

20 

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企業必須評估法規及消費者行為的變化，並重新

將氣候風險及機會整合至營運策略中。企業採取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是營

運模式的創新和轉型。企業藉由開發永續商業模式，投資數位化工具，

改善生產和運營效率，以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減碳除了以科技

為主的碳捕獲、再利用及封存外，透過大自然增加碳匯是少數能夠直接

減抵企業碳排放之關鍵技術。藉此評估營運對大自然的衝擊以及對自身

的影響，可發展維護大自然碳匯系統的自然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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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2/23-12/

27 

不平等問題已成為2024年影響企業永續發展的趨勢之一。企業必須開始

關注DEI與TIFD議題。 

DEI強調在職場及社會中尊重每個人的獨特性及有平等的參與權利。 

TIFD則是在協助企業辨認與管理不平等相關風險與機會，並透過財務揭

露向利害關係人溝通其在不平等問題上的表現和承諾。 

企業重視DEI文化可提升自身競爭力及員工滿意度，並減少相關風險，以

強化形象並符合利害關係人期待。 

企業在評估現況後，可將行動方案排序並設定目標。再將策略進行整合
後，實行並評估績效，再將結果向外溝通。 

 

九 12/30-1/3 

勞動人權及相關資訊的透明度變成國際關注焦點，從自願性的資訊揭露
到強制性的法規要求，企業需要將勞動人權保護議題納入企業永續治理
制度中，不單是為了創造更多訂單，更可以讓企業藉由人權管理，避免
違反國際勞動基準。國際重要的揭露法令及準則如「企業永續報導指
令」、「歐洲永續發展報告準則」與「企業永續性盡職調查指令」等皆強
調重視「人權」和「盡職調查」的資訊揭露。 

1/1(三)元旦放假 1日 

十 1/6-1/10 

ISO國際標準組織為氣候變遷管理，過渡至淨零轉型打造的第一部標準
文件「碳中和國際標準」，ISO 14068提供企業實行碳中和作業 PDCA流
程，透過「先減排、再增碳匯，最終抵換」的優先順序，提出與國際科
學基礎淨零目標一致的碳管理原則，要求企業致力於價值鏈內的碳排削
減，最後才允許採用碳權抵銷剩餘排放，達成碳中和。在國際社會持續
實現「巴黎協定」氣候目標與建構低碳經濟，企業導入 ISO 14068碳中
和標準。 

 

十
一 

1/13-1/17 

綠色和平揭露零售品牌缺乏追蹤棕櫚油、紙漿源頭，可能使用到涉及毀
林的原料；而儲碳能力極強的泥炭地一經開挖，更猶如引爆「碳炸彈」，
釋放大量溫室氣體。 
俄羅斯政府考量成本效益，把國內 50% 林地列為任由焚燒的「控制區」，
令 2019年俄羅斯發生的森林大火逐漸失控，甚至波及鄰近居民。2019
年 10月當地政府及伐木企業簽署協議，將俄羅斯最大、年代最久遠之一
的 30萬公頃德溫斯基（Dvinsky）原始森林納入保護區。 

1/17 成就評量 

 

十
二 

1/20 

綠色和平組織:全球海平面正以每年 1.9公釐的速度上升，臺灣因為受到
地理位置與洋流影響，赤道海水向西累積至西太平洋，臺灣周邊海平面
上升速度更為全球平均的 2 倍。若不積極減碳，到了 2050年，臺灣將
有約 1400平方公里的地區會淹沒在海水中，西岸的主要都市都難逃滅頂
危機。 
當氣候變遷帶來災害，處於沿海平坦地區的城市首當其衝。以臺灣而言，
六都聚集了全臺超過七成的人口，未來一旦海平面上升，又遇風暴潮，
除了臺北市與高雄市，臺南可能遭淹沒的面積最多，約 426平方公里，
人口稠密的新北市則有最多人將受影響約 75萬人。 

1/20 休業式 

教學資源需求 平板、學習單【←老師可自行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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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規劃 

【以下範例，老師可自行增修】 

 

■平時評量：60％   （作業/隨堂測驗/學習單） 

勾選 項目 佔比% 說明 

 作業 20 

1、法律結構心智圖 50%(知識邏輯性 70%、美感 15%、創

意 15%) 

2、課堂筆記 50%(完整性 70%、美感 15%、創意 15%) 

 隨堂測驗 20 取最高 5次成績平均 

 學習單 10 寒假與課堂學習單分數平均 

 課堂表現 10 
1、參與討論，優質發問，課堂競賽……(加分) 

2、不參與活動，擾亂秩序……(扣分) 

 其他   

■期中評量： 20 ％ 

■期末評量： 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