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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1】本所學生專業能力指標 



2 

環境教育研究所學生專業能力指標 
知識/認知層面 

 能瞭解自然環境基本原理，解讀人與環境互動影響歷程 

 能解讀永續發展、自然保育、環境保護、全球環境等領域之相關文獻與資料 

 具有探討環境的自然與人文面向訊息的能力，並能分析環境議題 

 具備以永續發展科學為基礎的永續教育知識與素養 

 具備環境倫理、環境解說、環境教學、環境教育系統規劃之相關知識與素養 

 具有環境調查、議題分析、教學方式、研究合作、方案評估等基本研究能力 

 
職能導向層面 

 具備在正規教育體系與非正規教育體系進行環境教育方案、環境解說系統、課程規劃設

計、及執行與評估能力 

 具備在自然保育環境、環境保護與文化襲產場域，進行環境教育系統規劃之能力 

 能因應環境場域及不同對象特質，發展環境學習教材與推動策略之能力 

 在學校中能進行學科整合，以進行環境管理及環境教育規劃 

 具有溝通、協調、或社會行銷的能力 

 具備創新、整合規劃、企畫撰寫的能力 

 
個人特質層面 

 對學術研究具有熱忱及好奇心 

 具有創新、獨立思考特質及批判反省能力 

 具有勤奮、專注、持續探索及研究耐力 

 喜愛自然與文化，對自然環境及多元文化社會具有欣賞及理解力 

 表達能力清楚、胸襟開闊、樂於接受新知與不同見解 

 樂於建立夥伴關係、富有同情心、具有協調能力 

 
價值與倫理層面 

 具有關切環境的情感與價值觀 

 具有環境哲學基礎及環境倫理 

 兼具全球思維及地方關懷，關心環境與社會之公平正義 

 主動參與社會環境議題討論或行動 

 追求真理，對環境教育維持堅定之專業信念 

 兼具科學及人文素養，欣賞多元知識體系價值，並尊重自然及文化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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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學生專業能力指標與課程對應表 

 

能力層面 1.知識 / 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 / 倫理 

指     

標 

1. 能瞭解自然環境基本原

理，解讀人與環境互動影響

歷程 

2. 能解讀永續發展、自然保

育、環境保護、全球環境等

領域之相關文獻與資料 

3. 具有探討環境的自然與人

文面向訊息的能力，並能分

析環境議題 

4. 具備以永續發展科學為基

礎的永續教育知識與素養 

5. 具備環境倫理、環境解說、

環境教學、環境教育系統規

劃之相關知識與素養 

6. 具有環境調查、議題分析、

教學方式、研究合作、方案

評估等基本研究能力 

1. 具備在正規教育體系與非

正規教育體系進行環境教

育方案、環境解說系統、

課程規劃設計、及執行與

評估能力 

2. 具備在自然保育環境、環

境保護與文化襲產場域，

進行環境教育系統規劃之

能力 

3. 能因應環境場域及不同對

象特質，發展環境學習教

材與推動策略之能力 

4. 在學校中能進行學科整

合，以進行環境管理及環

境教育規劃 

5. 具有溝通、協調、或社會

行銷的能力 

6. 具備創新、整合規劃、企

畫撰寫的能力 

1. 對學術研究具有熱忱及好

奇心 

2. 具有創新、獨立思考特質

及批判反省能力 

3. 具有勤奮、專注、持續探

索及研究耐力 

4. 喜愛自然與文化，對自然

環境及多元文化社會具有

欣賞及理解力 

5. 表達能力清楚、胸襟開

闊、樂於接受新知與不同

見解 

6. 樂於建立夥伴關係、富有

同情心、具有協調能力 

1. 具有關切環境的情感與價

值觀 

2. 具有環境哲學基礎及環境

倫理 

3. 兼具全球思維及地方關

懷，關心環境與社會之公

平正義 

4. 主動參與社會環境議題討

論或行動 

5. 追求真理，對環境教育維

持堅定之專業信念 

6. 兼具科學及人文素養，欣

賞多元知識體系價值，並

尊重自然及文化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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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博士班課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修課程 

環境教育議題

與發展趨勢 
●    ●            ● ●      ● 

專 題 討 論

（一）、（二） 
 ●          ● ●        ●    

選修課程 

環境教育哲學 ●             ●      ●     

生態哲學理念

與原理 
  ●             ●   ●      

生態議題分析

與評論 
  ●      ●        ●     ●   

永續科學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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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環境教育研究

典範 
    ●  ●    ●    ●    ●      

生態資訊分析

方法 
  ●         ●             

環境教育方案

評量 
 ●    ● ●           ●     ●  

環境教育與族

群專題研究 
          ●     ●     ● ●   

環境教育與環

境議題專題研

究 

     ●   ●    ●     ● ●  ● ●   

島嶼永續發展

專題研究 
● ●      ●     ● ●  ● ●  ●  ●   ● 

環境變遷人文

面向專題研究 
● ●  ●    ● ●    ●   ● ●   ● ● ●  ● 

環境倫理學 ●   ● ●     ●    ●  ●   ● ●   ●  

環境教育教學

法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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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環境解說專題

研究 
● ●    ● ●    ● ●     ● ● ● ●   ● ● 

環境論述與學

術寫作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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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碩博合開課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選修課程 

環境教育之學

習理論與課程

發展 

  ●  ● ● ●    ●  ● ●   ● ● ● ●   ●  

永續教育 ● ●  ● ●    ●   ● ● ●    ● ● ● ●  ●  

永續校園的規

劃與經營 
     ●    ●  ●     ● ●  ●   ●  

自然與文化資

源保育 
●        ●      ● ●   ●  ●   ● 

棲地生態評估

與經營 
     ●   ●      ● ●    ●    ● 

地方永續發展

議題與策略 
●  ● ●  ●  ● ●  ● ● ● ●   ●  ●  ● ●  ● 

綠色學校的經

營與管理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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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棲地生態研究

方法 
●  ●      ●    ●           ● 

環境教育國際

合作研究 
  ●   ●     ●  ●    ● ●   ●    

環境教育方案

與系統專題研

究 

     ● ●         ●    ●     

棲地生態專題

研究 
●  ●     ●       ● ●     ●   ● 

生態旅遊與生

態教育專題研

究 

 ● ●     ● ●    ●   ●   ● ●     

生態紀錄專題

研究 
 ● ●     ●       ● ●   ●    ●  

生態文化教育

專題研究 
  ●     ● ●      ● ●   ● ●     

環境教育數位

學習專題研究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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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環境解說  ●   ● ●  ● ●      ● ●  ● ●    ●  

社區環境教育   ●   ●  ●   ●      ● ● ●   ●   

環境學習中心

理論與實務 
    ● ●   ●  ● ●      ● ●    ●  

環境教育質化

研究法 
     ●   ●    ● ●     ● ●     

自然生態保育

專題研究 
●       ●     ●   ●   ● ●     

環境生態學專

題研究 
● ●      ●       ● ●   ●  ●   ● 

永續發展專題

研究 
   ●     ●      ● ●     ●   ● 

全球環境問題

專題研究 
●  ●     ● ●    ●   ●     ● ●   

環境傳播專題

研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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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環境教育教學

法專題研究 
  ●  ●    ●    ●   ●    ●   ●  

環境價值教育

專題研究 
●   ●   ●      ●   ●   ● ●   ●  

環境科學專題

研究 
 ●  ●    ●    ● ●  ● ●        ● 

都市環境教育

專題研究 
  ● ●    ●   ●  ●   ●      ●  ● 

環境教育系統

規畫 
    ● ●  ● ● ●    ●   ●  ●    ● ● 

環境哲學 ●   ●   ●      ● ● ●    ● ● ● ●   

環境系統分析  ●    ●     ● ●  ●   ●      ●  

水資源規劃與

管理 
 ●    ●   ●  ●    ●        ●  

全球環境議題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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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遊憩與休閒哲

學 
    ● ●   ●       ●   ●     ● 

環境社會學 ●  ●      ●      ●   ●   ● ● ●  

環境變遷與人

類文明 
● ● ●     ●     ● ●  ●   ●  ● ●  ● 

體驗教育 ●  ●   ● ●  ●  ●     ●  ● ● ●    ● 

綠色大學理論

與實務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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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碩士班課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修課程 

環境教育研究  ●    ● ●  ●    ●  ●     ●     

環境生態學 ●   ●    ● ●       ●    ●    ● 

環境科學   ●   ● ●   ●    ●       ●  ●  

環境教育研究

法 
 ●    ●     ● ●  ●   ●      ●  

專 題 討 論

（一）、（二） 
  ●  ● ●   ● ●   ●  ●      ●    

學校環境教育

實務 
  ●   ●    ●  ●      ● ●     ● 



13 

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社會環境教育

實務 
●  ●   ●   ●   ●    ●  ●   ● ●   

生態環境教育

教學實務 
●    ● ●  ●    ●    ●    ●   ●  

戶外環境教育

實務 
 ●   ● ● ●  ●   ●      ● ●   ● ●  

選修課程 

環境教育課程

設計 
●  ●  ●   ● ●     ●   ●  ●     ● 

環境行為學 ●        ●  ●     ●  ● ●  ●    

環境科學研究    ●  ●      ● ● ● ●        ● ● 

環境價值教育 ●    ●    ●  ●     ● ●   ● ●    

生態環境教育

教學實習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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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環境傳播  ●    ●     ● ●     ● ●    ● ●  

環境政策與管

理 
  ●   ●      ●    ●      ● ●  

環境保護研究 ● ●    ●  ●     ●   ●   ● ●     

社會科學研究   ●   ●      ● ●    ●     ●   

環境保育學 ● ●       ● ●   ● ●  ●   ● ●    ● 

保育生物學  ●      ●     ●   ●   ● ●    ● 

行為科學研究

法 
  ●   ● ●     ● ● ●        ●   

環境衛生學研

究 
     ●      ● ● ●        ●   

環境污染與防

治研討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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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環境教育研究

資料分析 
    ● ● ●     ● ●  ●  ●      ●  

河川環境教育 ● ●     ● ● ●   ● ●  ● ●   ●   ● ● ● 

環境教育研究

設計 
  ●   ● ● ● ● ● ● ●    ●   ● ● ● ● ● ● 

學校環境教育

專題研究 
  ●  ● ● ●  ● ●  ●     ●  ●   ●   

環境保護專題

研究 
 ●   ● ● ● ●    ● ● ● ● ● ●  ●    ● ● 

社會環境教育

專題研究 
  ●  ● ● ●  ●  ● ● ● ● ●  ● ● ●  ● ● ●  

環境保育專題

研究 
 ●   ● ● ● ●    ● ● ● ● ●   ● ●  ● ●  

環境教育課程

設計專題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環境政策與管

理專題研究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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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保育生物學專

題研究 
 ●   ● ● ●     ● ●  ● ●   ● ●   ●  

環境倫理學專

題研究 
● ●    ● ●      ● ●   ●  ● ●     

環境污染專題

研究 
   ● ● ●  ●    ● ● ●   ●  ●  ●    

戶外環境教育

專題研究 
●    ● ● ● ●    ● ● ●  ●     ● ●  ● 

環境教育行政     ●  ●    ● ●   ● ●     ●   ● 

生態教材教法   ●    ●  ●       ●     ●    

生態攝影與環

境教育 
●      ●       ●  ●     ●    

島嶼環境與發

展 
● ● ●   ●  ●    ● ●  ● ●   ●   ● ● ● 

自然保育思潮

與運動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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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生態環境影響

評估 
 ●   ● ●      ● ● ● ●      ●    

國家公園及保

護區：理論與

實務 

 ● ●    ●     ●  ●  ●  ●  ●    ● 

博物館環境教

育 
● ● ●   ● ●    ●   ●  ●     ● ● ●  

綠色學校的理

論與實務 
●  ●    ●  ● ●    ● ●   ●   ●   ● 

生態工法與環

境教育 
 ●   ●    ●     ●     ●  ●    

環境經濟學 ●   ●       ● ●  ●   ●    ●    

災害社會學   ● ●    ●      ●   ●     ● ●  

防災教育   ● ●   ● ●  ●      ●      ●   

綠色產業實務

分析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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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課程 

1.知識／認知 2.職能導向 3.個人特質 4.價值／倫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解說及環境資

源管理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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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1】本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97 年 10 月 13日 97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訂定本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

點」。 

二、 由所長擔任召集人，本所專任教師為當然委員。由本所博、碩士班各推薦

學生代表一名列席，參與討論課程規劃；必要時得納入校外專家學者、產

業界代表出列席。 

三、 本委員會之職掌： 

1、 審議本所課程及課程架構。 

2、 本所課程之規劃及改進。 

3、 規劃本所碩士班及博士班各學期開課課程及任課教師之排定。 

4、 提出專任、兼任教師之聘任需求。 

四、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 本委員會議需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議案需經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始得為決議。 

六、 本設置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核備，送交校課程委員會備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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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1】本所碩士班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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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2】本所博士班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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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本所碩士班修業辦法 

碩士班修業相關規定 
97 年10 月13 日 97 學年度第2 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入學辦法 

依照本校「研究所章程」及各項有關規章辦理。 

二、 指導教授之聘任 

（一） 研究生選定指導教授之前，由所長協調相關領域教授或導師為暫時之指

導教授，輔導學生修業事宜。 

（二） 研究生應於預定畢業時程至少三學期前，擇定指導教授至少包括本所助

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授一名，如有需要可增加一位本所兼任教師、或外

系外校之教師共同指導，並繳交「研究生指導教授同意函」存所備查。

（若研究生研究領域無適當指導教授時，得經所長同意後聘請校外學者

擔任） 

（三） 指導教授經選定後，無特殊理由不宜中途更改。有特殊理由須更換指導

教授時，須先報請所長與指導教授及相關教授協商同意，則再填繳一份

經前後兩位教授簽字之同意函備查後，始可更換指導教授。 

三、 課程及修業 

（一） 研究生之註冊、選課和修業等事項，悉依本校「研究所章程」及各項有

關規定辦理。 

（二） 研究生必修課程，合計15 學分（環境教育研究、環境教育研究法、環境 

生態學、專題討論、學校環境教育實務或社會環境教育實務或生態環境

教育教學實務或戶外環境教育實務中擇一即可）；總應修學分數為32 學

分。畢業授與理學碩士（Master of Science）學位。 

（三） 修課計畫：為能協助研究生依研究需要規劃修課項目，本所研究生自入

學後之第一學期結束前，應提交「碩士班研究生修課計畫表」，由所務

會議審議後建檔核備；往後如依實際研究需要有調整必要，可請指導老

師簽名後修正之。 

（四） 研究計畫： 

1. 論文計畫書第一、二章： 研究生應於預定畢業之前兩個學期於專題討論

課程時間提出書面研究計畫報告。 

2. 論文計畫書口試： 研究生應於預定畢業之前一個學期提報論文計畫書， 

於專題討論課程安排公開發表並審查(申請期限：第一學期─11 月底； 第

二學期─4 月底)。 

（五） 開課科目：本所課程規劃分為必修及選修。 

1. 必修：為本所研究生畢業前必需修習之課程，始可畢業。 

2. 選修：為配合本所發展方向或當代環境教育開設之選修課程，研究生可

自由選修。但研究生於研一上、下學期不得選修教育學程之專門科目。 

（六） 論文投稿：本所碩士班研究生於畢業前，至少需發表至少一篇文章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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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期刊或專業刊物或研討會論文；並以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為原則。 

（七） 論文口試初稿：研究生應依學校規定，於預定畢業之學期的「研究生學

位考試申請截止」日期前（5 月31 日或11 月30 日），提出論文初稿等

文件申請學位考試，並於學校規定之「研究生學位考試完畢」日期（6 月

30日或1 月31 日）前辦理論文口試；論文口試稿則應於口試前二星期交

給指導教授及論文口試委員，逾期拒絕受理。 

（八） 論文完成手續：論文必須依口試委員之建議修改，並經指導教授簽名及

所長簽名後始完成所內程序，並需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論文繳交程序。 

四、 修業年限 

（一） 碩士班研究生之修業年限依本校「研究所章程」之規定辦理。 

（二） 修習教育學程者其修業年為四年。 



25 

【附錄 2-2】本所博士班修業辦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經 96 年 3月 5日 95學年度第 3次所務會議通過 

經 97 年 5月 5日 96學年度第 6次所務會議修訂後通過 

經 98 年 5月 18 日 97學年度第 6次所務會議修訂後通過 

經 100年 6月 9 日 99學年度第 8次所務會議修訂後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本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相關事宜，特依相關辦法定本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所博士班課程依性質分「環境教育與哲學思想」、「環境與

永續科學」、「環境教育方法」、「研究方法」、「實務能力」

五個領域；各領域最低選修學分如下： 

一、 環境教育與哲學思想：基礎核心能力 

 最低選修學分：6學分 

二、 環境與永續科學：學習物理環境、生物環境、社會環境有

關之內涵，建構基本與紮實的環境知

識理論基礎與分析判斷能力 

 最低選修學分：6學分 

三、 環境教育方法：培養有效進行環境教育教學、解說與傳播

的能力，包括：理論、規劃、設計、實

做與報告 

 必修：3學分。 

 最低選修學分：9學分 

※ 非環境教育背景的博士班研究生，需先修「環境教育

研究」（不列入畢業學分） 

四、 研究方法：進行環境教育研究所須具備的研究方法學之理

論與技術 

 必修：4學分 

 最低選修學分：6學分 

五、 實務能力：修習博士學位期間，實際參與進行環境教育有

關的規劃、設計、執行、評估等有關的經驗與

能力培養 

 不規定學分，惟將視為畢業前應具有之環境教育專業

實務參與學習 

第三條 畢業最低學分數：博士班須修畢三十六學分；畢業論文另計。 

第四條 指導教授之申請： 

一、 博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二學期前繳交選定指導教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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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擇定指導教授至少包括本所副教授以上之專任教授一

名，如有需要可增加一位本所專兼任教師、或外系外校之

教師共同指導。 

二、 指導教授經選定後，如有特殊理由須變更指導教授時，需

經前後二位指導教授簽字同意並送所長備查；必要時，得

由所長召開所務會議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第五條 一、 本所博士班新生於入學時，經本所修課審核委員會評估是

否補修碩士班課程，並協調相關領域教授為暫時之指導教

授。補修學分不計入博士班畢業總學分之內。 

二、 博士班新生需於入學之第二學期前繳交「修課計畫」，由

指導教授暨修課審核委員會審核後備查。 

第六條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之上下限規定依照「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學則」規範。 

第七條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於申請學位考試前，應先通過博士學位候選

人資格考試，並應通過研究生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 

前項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及博士班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辦

法另定之。 

第八條  「環境教育及研究方法專業知識」為必考科目；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於申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前，如有

於本所在學期間，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之學術論著一

篇，並發表於下述期刊： 

 SCI、SSCI、或TSSCI期刊 

 Canad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JEE) 

 Austral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JE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ppli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則可抵免「研究發展領域專業知識」乙科之考試。 

 本項要點修訂後，適用於自100學年度第1學期起申請博士學

位候選人資格考試者。 

第九條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須通過學位考試始得畢業。學位考試實施辦

法另依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十條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要點得經所務會議檢討修正其中相關規定，並於修正時敘明

適用範圍實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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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本所相關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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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本所實務課程修習辦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實務課程修習辦法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了增進研究生運用環

境教育理論暨方法於正規環境教育或非正規環境教育之規劃執行與評估的專

業能力，並提供研究生獲得妥善並有效進行環境教育的專業實務發展機會，

特訂定此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執行及監督於必修課程「學校環境教育實務」或「社會環境教育實

務」或「生態環境教育教學實務」或「戶外環境教育實務」中擇一實施。 

第三條  已具備環境教育之規劃執行與評估專業能力的研究生赴校外場域進行專業實

務發展之規定如下： 

一、 研究生於研究所二年級第一學期開始選修，配合必修課程「學校

環境教育實務」或「社會環境教育實務」或「生態環境教育教學

實務」或「戶外環境教育實務」之要求，可於寒暑假或學期中進

行。（若有特殊情況，經所務會議決議通過後，研究生才准予於研

究所一年級第二學期選修。） 

二、 實務發展單位包括國內政府及民間環境教育推動機構與團體等，以

本所推薦之合作單位優先為原則，亦可由研究生視需求自行主動接

洽實務發展單位，研究生需於修習該課程前一學期結束三週前，繳

交實務發展單位所提供之「實務發展單位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一）

包含實務發展單位名稱、實務發展單位聯絡人、聯絡方式、實務發

展工作性質與項目、實務發展期間相關規定與限制以及實務發展名

額，經由授課教師及指導教師同意，向本所報備後使得前往實務發

展，否則不予承認。 

三、 研究生應於修習該課程前一學期結束三週前，繳交實務發展計畫書

一份，其內容包含欲前往實務發展單位、實務發展目標、預定實務

發展工作內容、實務發展時數分配等，交由授課教師及指導教師，

經授課教師及指導教師審定實務發展計畫書後，研究生應自行聯絡

實務發展單位，詢問前往報到之時間及地點，始可開始進行實務發

展。 

四、 實務發展總時數依「學校環境教育實務」或「社會環境教育實務」

或「生態環境教育教學實務」或「戶外環境教育實務」之課程要求

辦理。 

五、 研究生開始進行實務發展後，應遵守實務發展單位之規定及指導，

但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實務發展之目標要求，應儘速於一週內與授

課教師及指導教師聯繫協調之。經協調後，如在一週內實務發展單

位未能改善，得經報請授課教師及指導教師同意送本所核備後提出

辭呈，否則應完成實習工作，不得中途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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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實務發展過程中，研究生對其實務發展有任何問題需立即與授課

教師及指導教師聯絡。 

七、 研究生實務發展期滿時，由實務發展單位填寫本所設計之「研究生

實務發展整體績效評估表」（如附件二），逕寄本所。 

第四條  本所與實務發展單位相互合作之事項： 

一、 實務發展單位需填寫「實務發展單位基本資料表」說明其提供實務

發展之工作性質與對研究生之要求。 

二、 允諾參與實務課程之實務發展單位，需安排實務課程督導人員，其

督導人員需負責： 

1. 與本所協調實務課程相關事宜。 

2. 安排研究生在實務發展期間之工作。 

3. 考核研究生之實務發展成效，並每學期末繳交「研究

生實務發展整體績效評估表」（如附件二）。 

三、 本所協助研究生依據實務發展單位的要求，撰寫實務發展計畫書。

根據實務發展計畫書之內容協調本所、實務發展單位與研究生之共

同需求。 

四、 在實務發展過程中，本所與實務發展單位應共同維護研究生安全。

若研究生於實務發展期間有任何問題，實務發展單位需立即與授課

教師聯絡。 

第五條  實務課程考核評量由授課教師會同實務發展單位督導人員進行，評鑑項目

包括下列各項： 

一、 實務發展記錄，如協調會記錄、研習會記錄、參訪記錄等，依所分

配到之工作，佔總成績 40%。 

二、 每學期應於實務發展結束後，提交書面報告一份（三千字以上），

於學期期末考最後一天繳交。內容包括：實務發展單位簡介、實務

發展工作內容及心得、建議，並由所擇定日期進行公開口頭報告，

佔總成績 50%。 

三、 授課教師及督導人員之其他規定事項，佔總成績 5%。 

四、 實務發展報告繳交後，每位研究生需填寫「研究生實務發展經驗評

估及建議表」（如附件三），以供本所參考，佔總成績 5% 

第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之。 

第七條  本辦法之詳細實施要點由授課教師另訂之。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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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實務發展單位基本資料表」 
 

1. 實務發展單位名稱：                                             

2. 實務發展課程督導人員（職稱/姓名）：                             

3. 聯絡方式與方便聯絡時間：                                  

4. 實務發展的工作性質與項目：                                

                                                          

5. 可提供之實務發展名額：                                    

6. 相關規定與限制：                                                   

7. 是否有可能提供實務發展期間之交通、食宿或獎助金等支援： 

                                                            

                                                                 

8. 其他事項：                                                         

 此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研究所 

 

 

 

                                                            

（實務發展單位及實務發展課程督導人員簽章）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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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實務發展整體績效評估表」 
 
研究生姓名：                                                

實務發展單位名稱：                                                 

實務發展單位聯絡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請依該生實務發展之整體績效進行各項成果評估，各項評分為 0-100 

1. 實務發展計畫符合程度： 

 評分 

實務發展工作與實習計畫符合  

實務發展內容與預定實務發展工作內容符合  

實務發展內容在本單位落實執行  

研究生出勤與學習狀況  

2. 實務發展日誌及實務發展工作執行 

 評分 

確實參與本單位所交付之工作  

執行工作時態度良好  

實務發展成效與本單位預期成果符合  

提出之實務發展日誌及實務發展工作報告確實於實務發展期

間完成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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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務發展報告 

 評分 

報告中對本單位簡介詳實敘述  

報告中對實務發展工作內容記載確實詳細  

報告中對本單位之建議具有建設性  

 

本所殷切期盼  貴單位能繼續提供實務發展名額，若  貴單位欲與 

本所繼續合作煩請填寫下列資料： 

1. 實務發展單位名稱與聯絡人：                                

2. 可提供之實務發展名額：                                         

3. 聯絡方式與方便聯絡時間：                                  

若  貴單位對實務發展研究生或本所課程有任何意見，煩請儘速與本所授課

教師聯絡，本所將與研究生及 貴單位做進一步溝通，其聯絡方式如下： 

授課教師： 

聯絡地址：11677北市文山區汀州路 4段 88號（環境教育研究所） 

聯絡電話：02-7734-6551 

傳真：02-29336947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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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實務發展經驗評估及建議表」 
 
研究生姓名：                                                 

實務發展單位名稱：                                         

實務發展期間：                                             

各項評分為 0-100 

1. 是否達成預定之實務發展目標？ 

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                                                                

2.實務發展單位所安排的工作與預定的實務發展內容是否相符？ 

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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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務發展內容是否在實務發展單位落實？ 

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                                                     

 

4. 實務發展單位要求之參與期間是否配合實務課程之進行？ 

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                                                     

 

5. 綜合評估與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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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4-1】本所專任教師 Office Hour（學生諮詢時間） 

環境教育研究所 97學年第 1學期專任教師 Office Hour 

職稱 教師 
Office Hour 總

時

數 

地點及 E-MAIL 

星期 時間 

副教授 

兼所長 
蔡慧敏 

二 10:00-12: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7室 

hmtsai@ntnu.edu.tw 
四 10:00-12:00 

教授 汪靜明 

一 11:00-13: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4室 

ecoman@ntnu.edu.tw 
二 12:00-14:00 

教授 周儒 

三 12:00~14: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12室 

t73003@ntnu.edu.tw 
四 12:00~14:00 

教授 張子超 

一 11:00~13: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8室 

tcchang@ntnu.edu.tw 

五 8:00~10:00 

教授 
辛普生 

Steven Simpson 

三 14:00~16: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1室 

simpson.stev@ntnu.edu.tw 
四 14:00~16:00 

副教授 王順美 

一 12:00~14: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6室 

t73004@ntnu.edu.tw 
三 12:00~14:00 

註：教師 Office Hour需每週(1)總時數≧4小時；(2)天數≧2天；(3)每次≦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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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 97學年第 2學期專任教師 Office Hour 

職稱 教師 

Office Hour 總

時

數 

地點及 E-MAIL 

星期 時間 

副教授 

兼所長 
蔡慧敏 

二 10:00-12: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7室 

hmtsai@ntnu.edu.tw 
四 10:00-12:00 

教授 汪靜明 

一 11:00-13: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4室 

ecoman@ntnu.edu.tw 
二 12:00-14:00 

教授 周儒 

三 12:00~14: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12室 

t73003@ntnu.edu.tw 
四 12:00~14:00 

教授 張子超 

一 11:00~13: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8室 

tcchang@ntnu.edu.tw 

五 8:00~10:00 

教授 
辛普生 

Steven Simpson 

三 14:00~16: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1室 

simpson.stev@ntnu.edu.tw 
四 14:00~16:00 

教授 葉欣誠 

一 13:00~15: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6室 

scyeh@ntnu.edu.tw 
四 10:00~12:00 

副教授 王順美 

一 12:00~14: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6室 

t73004@ntnu.edu.tw 
三 12:00~14:00 

註：教師 Office Hour需每週(1)總時數≧4小時；(2)天數≧2天；(3)每次≦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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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 98年暑期（98.7.7~98.9.13）專任教師 Office Hour 

職稱 教師 

Office Hour 總

時

數 

地點及 E-MAIL 

星期 時間 

副教授 

兼所長 
蔡慧敏 

一 9:00~12:00 

6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7室 

hmtsai@ntnu.edu.tw 
三 9:00~12:00 

教授 汪靜明 一 14:00-16:00 2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4室 

ecoman@ntnu.edu.tw 
※ 請事先電洽汪老師

0928-886-886 

教授 周儒 
請先以 email 

與老師約時間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12室 

t73003@ntnu.edu.tw 

教授 張子超 

一 08:00-10: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8室 

tcchang@ntnu.edu.tw 

四 08:00-10:00 

教授 
辛普生 

Steven Simpson 

98學年度 

留職停薪一年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1室 

simpson.stev@ntnu.edu.tw 

教授 葉欣誠 一 13:00-17: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6室 

scyeh@ntnu.edu.tw 
※ 所有新生都歡迎直接送

e-mail 直接約時間 

副教授 王順美 

一 10:00-12: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6室 

t73004@ntnu.edu.tw 
二 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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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 98學年第 1學期專任教師 Office Hour 

職稱 教師 

Office Hour 總

時

數 

地點及 E-MAIL 

星期 時間 

副教授 

兼所長 
蔡慧敏 

二 13:00-15: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7室 

hmtsai@ntnu.edu.tw 
三 13:00-15:00 

教授 汪靜明 

二 13:00-15: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4室 

ecoman@ntnu.edu.tw 
三 13:00-15:00 

教授 周儒 

一 13:00-15: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12室 

t73003@ntnu.edu.tw 
※請事先 email 與老師約定

時間 二 13:00-15:00 

教授 張子超 

二 8:00~9: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8室 

tcchang@ntnu.edu.tw 
三 8:00~10:00 

四 8:00~9:00 

教授 
辛普生 

Steven Simpson 

98學年度 

留職停薪一年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1室 

simpson.stev@ntnu.edu.tw 

教授 葉欣誠 

一 13:00-15: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6室 

scyeh@ntnu.edu.tw 二 13:00-15:00 

副教授 王順美 

一 12:00-14:00 

7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6室 

t73004@ntnu.edu.tw 二 9:00-12:00 

三 17:00-19:00 

註：教師 Office Hour需每週(1)總時數≧4小時；(2)天數≧2天；(3)每次≦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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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 98學年第 2學期專任教師 Office Hour 

職稱 教師 

Office Hour 總

時

數 

地點及 E-MAIL 

星期 時間 

副教授 

兼所長 
蔡慧敏 

獲國科會「99 年度

（第 48屆）補助科學

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

研究」補助案，出國

研究 （99年 2 月~6 月）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7室 

hmtsai@ntnu.edu.tw 

教授 汪靜明 

98學年度第 2學期 

教授休假研究 
（98年 10月 2日院教評備查）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4室 

ecoman@ntnu.edu.tw 

教授 周儒 

一 14:00-16: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12室 

t73003@ntnu.edu.tw 
※請事先 email 與老師約定

時間 三 9:00-11:00 

教授 張子超 

三 9:00-11: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8室 

tcchang@ntnu.edu.tw 
五 9:00-11:00 

教授 
辛普生 

Steven Simpson 

98學年度 

留職停薪一年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1室 

simpson.stev@ntnu.edu.tw 

教授 葉欣誠 

一 17:00-19: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6室 

scyeh@ntnu.edu.tw 
二 15:00-17:00 

副教授 王順美 

三 9:00-11: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6室 

t73004@ntnu.edu.tw 
四 9:00-11:00 

客座副教授 
Theresa 

Coble 

二 1:30-4:30 

6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1室 

※亦可另與老師約定時間 
三 1:30-4:30 

註：教師 Office Hour需每週(1)總時數≧4小時；(2)天數≧2天；(3)每次≦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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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 99年暑期（99.7.1~99.9.12） 

專任教師學生諮詢時間（Office Hour） 

職稱 教師 

Office Hour 
地點、E-MAIL 

、研究室聯絡電話 
星期 時間 

教授 汪靜明 
每週一~五 14:00~16:00 

7/31~8/8 出席國際會議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4 室 

ecoman@ntnu.edu.tw 

(02)7734-6560 
※ 請事先電洽汪老師

0928-886-886 

教授 周儒 
請先利用 email 或電話事先預約 

6/28~8/4 出國訪問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12 室 

t73003@ntnu.edu.tw 

(02)7734-6568 

教授 張子超 請先利用 email 或電話事先預約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8 室 

tcchang@ntnu.edu.tw 

(02)7734-6556 

教授 葉欣誠 
每週三全天或另外事先預約 

7/5~7/29 出國訪問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6 室 

scyeh@ntnu.edu.tw 

(02)7734-6563 
※ 歡迎直接送 e-mail預

約時間 

副教授 王順美 

每週二下午 

7/31~8/8 出席國際會議 

8/18 校外會議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6 室 

t73004@gmail.com 

(02)7734-6554 
※ 歡迎直接送 e-mail預

約時間 

副教授 蔡慧敏 

7/22- 8/11 每日 10:00-12:00 

8/12-8/31 出席國際會議 

9/1-9/10 每週二、四 10:00-12:00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7 室 

hmtsai@ntnu.edu.tw 

(02)7734-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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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 99學年第 1學期 

專任教師學生諮詢時間（Office Hours） 

職稱 教師 

Office Hour 總

時

數 

地點及 E-MAIL 

星期 時間 

教授 

兼所長 
葉欣誠 

一 10:00~12: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6室 

scyeh@ntnu.edu.tw 
二 10:00~12:00 

教授 汪靜明 

一 
12:00~13:00 

19:30~20:3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4室 

ecoman@ntnu.edu.tw 
三 15:00~17:00 

教授 周儒 

一 12:00~15: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12室 

t73003@ntnu.edu.tw 
※請事先 email 與老師約定

時間 三 12:00~13:00 

教授 張子超 

二 12:00~14: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8室 

tcchang@ntnu.edu.tw 
四 12:00~14:00 

副教授 王順美 

二 12:00~14: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6室 

t73004@gmail.com 

t73004@ntnu.edu.tw 三 12:00~14:00 

副教授 蔡慧敏 

二 14:00~16: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7室 

hmtsai@ntnu.edu.tw 
四 16:00~18:00 

註：教師 Office Hour需每週(1)總時數≧4小時；(2)天數≧2天；(3)每次≦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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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 99學年第 2學期 

專任教師學生諮詢時間（Office Hours） 

職稱 教師 

Office Hour 總

時

數 

地點及 E-MAIL 

星期 時間 

教授 

兼所長 
葉欣誠 

二 10:00~12: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6室 

scyeh@ntnu.edu.tw 
四 12:00~14:00 

教授 汪靜明 

一 12:00~14: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4室 

ecoman@ntnu.edu.tw 
三 12:00~14:00 

教授 周儒 

一 8:00~10: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12室 

t73003@ntnu.edu.tw 
※請事先 email 與老師約定

時間 二 13:00~15:00 

教授 張子超 

一 8:00~10: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8室 

tcchang@ntnu.edu.tw 
五 8:00~10:00 

副教授 王順美 

一 12:00-14: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6室 

t73004@gmail.com 

t73004@ntnu.edu.tw 三 12:00-14:00 

副教授 蔡慧敏 

一 10:00-12: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7室 

hmtsai@ntnu.edu.tw 
二 10:00-12:00 

註：教師 Office Hour需每週(1)總時數≧4小時；(2)天數≧2天；(3)每次≦2小時



45 

環境教育研究所 100年暑期（100.7.1~100.9.13） 

專任教師學生諮詢時間（Office Hours） 

職稱 教師 

Office Hour 總

時

數 

地點及 E-MAIL 

星期 時間 

教授 

兼所長 
葉欣誠 

請事先 email 與老師約定

時間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6室 

scyeh@ntnu.edu.tw 
※ 請事先 email 與老師約定時間 

教授 汪靜明 三 下午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4室 

ecoman@ntnu.edu.tw 
※ 請事先 email 與老師約定時間 

※ 7 月中旬~8月中旬 

教授 周儒 
※ 請事先 email 與老師約

定時間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12室 

t73003@ntnu.edu.tw 
※ 請事先 email 與老師約定時間 

教授 張子超 

一 8:00~9: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8室 

tcchang@ntnu.edu.tw 
※ 請事先 email 與老師約定時間 

二 8:00~9:00 

三 8:00~9:00 

四 8:00~9:00 

副教授 王順美 

二 12:00~14: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6室 

t73004@gmail.com 
※ 請事先 email 與老師約定時間 三 12:00~14:00 

副教授 蔡慧敏 

※ 7月份請事先 email 與

老師約定時間 

※ 8月份將出席國際會議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7室 

hmtsai@ntnu.edu.tw 
※ 請事先 email 與老師約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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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 100學年度第 1學期 

專任教師學生諮詢時間（Office Hours） 

職稱 教師 

Office Hour 總

時

數 

地點及 E-MAIL 

星期 時間 

教授 

兼所長 
葉欣誠 

二 14:00~16: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6室 

scyeh@ntnu.edu.tw 
五 10:00~12:00 

教授 汪靜明 

一 10:00~12: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4室 

ecoman@ntnu.edu.tw 
二 19:30~21:30 

教授 周儒 

一 10:00~12: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12室 

t73003@ntnu.edu.tw 
※請事先 email 與老師約定

時間 二 8:00~10:00 

教授 張子超 

一 
8:00~9:00 

12:00~13: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8室 

tcchang@ntnu.edu.tw 
二 

8:00~9:00 

12:00~13:00 

副教授 王順美 

二 12:00~14: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306室 

t73004@gmail.com 

t73004@ntnu.edu.tw 三 12:00~14:00 

副教授 蔡慧敏 

二 14:00~16:00 

4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407室 

hmtsai@ntnu.edu.tw 
四 12:00~14:00 

註：教師Office Hour需每週(1)總時數≧4小時；(2)天數≧2天；(3)每次≦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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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1-1】本所專任教師著作目錄 

葉欣誠著作目錄 

 
(A)期刊論文： 

 
1. Y. P. Cai, G. H. Huang, S. C. Yeh, L. Liu, and Q. Tan, A modeling approach for 

investigating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renewable energy utilization, Published 

online in Wiley Online Library (wileyonlinelibrary.com). DOI: 10.1002/er.1831,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Research, 2011 (SCI) 

 

2. Shu-Kuang Ning, Shin-Cheng Yeh, Jeng-Chung Chen, Ming-Chien Hung, Q. G. 

Lind and Ya-Han Yeh, Identification of optimal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energy 

management in Taiwan, published online in Wiley Online Library 

(wileyonlinelibrary.com). DOI: 10.1002/er.1913,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Research, 2011 (SCI) 

 

3. Chang,H.T., Yang, L., and Yeh, Shin-Cheng, Establishing an Assessment System 

for Constructed Wetlands,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Research, 21(1), 2011, pp. 

73-79. 

 

4. Yeh, Shin-Cheng, J. C. Chen, and Y. L. Chen,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utilizing 

swine manure as an energy source in Southwest Taiwan”, Energy Sources Part A, 

33, 2011, pp. 229–243. (SCI) 

 

5. Chung-Ming Liu, Ming-Lone Liou, Shin-Cheng Yeh, Neng-Chou Shang, 

“Target-aimed versus Wishful-Thinking in Designing Efficient GHG Reduction 

Strategies for a Metropolitan City: Taipei”, Energy Policy, 37(2), 2009, pp. 

400~406. (SSCI). 

 

6. Yeh, Shin-Cheng, C. Sullivan, S. H. Chen, M. L. Liou, and J. Meigh,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a Local Water Poverty Index in Taiwan”, 

accepted b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cs, 2011  

 

7. Yeh, Shin-Cheng, “Greening the University Campuses in Taiwan: Development 

of a Green Univers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6(2), 2006, pp. 69~81. 

 

8. Yeh, Shin-Cheng, Chao-An Wang, and Hui-Ching Yu, “Simulation of soil erosion 

and nutrient impact using an integrated system dynamics model in a watershed in 

Taiwan”,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and Software, 21, 2006, pp. 937~948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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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iou, M. L, S. C. Yeh, and Y. H. Yu, “Reconstruct and Systemize the 

Methodologies of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 Taiwa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6, 2006, pp. 170~184 (SSCI). 

 

10. Liou, M. L., S. C. Yeh, Y. C. Ling, and C. M. Chen, “The Need of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for fishery product regulations in Taiwan Strait: 

taking health perspectives of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in seafood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Huma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12, 2006, pp. 1~12 (SCI). 

 

11. Yeh, Shin-Cheng and C.P. Tung, “Optimal Balance Between Land Development 

and Groundwater Conservation in an Uncertain Coastal Environment”,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 20(2), 2003, pp. 61~81(SCI). 

 

12. Yeh, Shin-Cheng, Yun-Peng Chu, Chin-Wei Kuo, and Chia-Shan Chen, 

“Scenario Simulations of Air Pollution and Green GDP in Taiwa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2(3), 2002, pp. 193~207. 

 

13. Chang, Ni-Bin, S.C. Yeh, and G.C. Wu, “Stability Analysis of Grey Compromise 

Programming and Its Application on Watershed Land-use Plan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30(6), 1999, pp. 571~589. (SCI) 

 

14. 黃舒琳、劉湘瑤、葉欣誠，，我國大學生對生質燃料的知識與態度，環境教

育研究，8（2），99-136，2011。 

 

15. 葉欣誠，「工程教育中的永續發展基礎」，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刊，Vol. 83, No. 

3, pp. 65~75, 2010 年六月。 

 

16. 洪銘謙、甯蜀光、葉欣誠、周亞璇，「核能電力投入時機對能源供應結構影

響之評估」，燃燒期刊（Combustion Quarterly）, Vol. 19, No. 2, Aug 2010, pp. 

2-12 

 

17. 林之丞、葉欣誠、劉湘瑤。新環境哲學：生態現象學的探索。環境教育研究, 

6(2), 77-106，2009。 

 

18. 葉欣誠，邱于庭，「市民與城市的空間對話：由高雄市小學上下學交通秩序

看待城市進步的可能性」，「城市發展」第 7期，pp. 8~29, 2009. 

 

19. 葉欣誠、劉銘龍、於幼華，「環境永續性指數之再探討」，「都市與計畫」第

33卷第二期，pp.111～142, 2006(TSSCI) 

 

20. 葉欣誠、陳珊玫，「都市廢污水再利用之標的選擇－以高雄市中區污水處理

廠為例」，「高師大學報」，第 16期，pp. 385~402，2004。（TSSCI觀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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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葉欣誠、莊育禎，「綠色大學評量指標系統建構之研究」，「教育研究月刊」，

第 128期，2004。 

 

22. 葉欣誠、劉銘龍、於幼華，「我國政策環境影響評估方法學修訂之建議」，「高

師大學報」，第 17期，pp. 269~289，2004。 

 

23. 劉銘龍、葉欣誠、郭乃文、於幼華，「我國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回顧與

展望」，「工程」第 76卷第三期，pp. 3~26, 2003. 

 

24. 朱雲鵬、陳凱俐、李育明、葉欣誠，「綠色所得：淡水河流域水污染與有害

事業廢棄物污染」，「永續發展簡訊」（國科會永續發展研究推動委員會），第

5卷，第 2期，2003。 

 

25. 葉欣誠，「地方永續發展之執行與追蹤」，「永續發展簡訊」（國科會永續發展

研究推動委員會），第 5卷，第 4期，2003。 

 

26. 葉欣誠、於幼華、郭彥宏，「我們在地球村中的哪一個位置？台灣地區環境

永續性指數之計算及分析」，「都市與計畫」第 29 卷第三期，pp. 445~479, 

2002(TSSCI)。 

 

27. 周裕豐、朱雲鵬、葉欣誠、陳嘉尚，「台灣廢棄物處理之動態模型分析」，「經

濟預測」第 31卷第二期，pp. 131~170, 2001。 

 

(B)研討會論文 

 

1. Shin-Cheng Yeh, Y. C. Chien, and T. F. Cheung, Survey and Analysis of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ur in Waste Management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lid Waste 2011 –Moving Towards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Hong Kong, May 2~5, 2011. 

 

2. Shin-Cheng Yeh, Drafting a Sustainability Framework for the creation and 

operation of Tri Viet University, What Makes a “GREEN” UNIVERSITY IN 

VIETNAM, Ho Chi Minh City, Viet Nam, Dec 3 and 4, 2010. 

 

3. Hui-Ching Yu and Shin-Cheng Yeh, Surve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Infrastructure Related Literacy in Taiwan, NAAEE Annual Conference, 

September 29
th
 ~October 2

nd
, Buffalo, New York, USA, 2010. 

 

4. Shin-Cheng Yeh and Hui-Ching Yu, Developing Concept Map, Examining 

Literacy of Global Warming in Taiwan, NAAEE Annual Conference, September 

29
th
 ~October 2

nd
, Buffalo, New York, US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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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hin-Cheng Yeh, Deriving the potential optimal energy structure for meeting the 

goals of energy security and GHG reduction, Climate Change Technical Experts 

Forum（台菲氣候變遷論壇）, Manila, Philippines, April 7~8, 2010 

 

6. Shin-Cheng Yeh, Y. H. Wang, and H. C. Yu, “The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Intention about Global Warming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NAAEE Annual Conference, Wichita, Kansas, USA, 2008. 

 

7. Hui-Ching Yu, and S. C. Yeh, “Mismanagement of Transnational Waters of the 

Aral Sea Basin: What can we learn?”, NAAEE Annual Conference, Wichita, 

Kansas, USA, 2008. 

 

8. Shin-Cheng Yeh, “Cross Strait CBM on Environment: History and Prospect”, 

FICS-CSIS Workshop on Cross-Strait CBM, Taipei, Taiwan, April 16, 2008. 

 

9. Shin-Cheng Yeh, H. C. Yu, and C. H. Huang, “Development, Quan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 Green Univers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 Taiwan”,  

presented in Greening of the Campuses XII, September 6-8, Ball State University, 

Muncie, Indiana, USA, 2007. 

 

10. Shin-Cheng Yeh and H. C. Yu, “How and why Taiwan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ranked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related index systems?”, 21
st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Okinawa, Japan, 2007. 

 

11. Yeh, Shin-Cheng, Y. C. Chuang, and Y. C. Chen, “Development of a Green 

Univers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 Taiwan”, presented in Greening of the 

Campuses XI, September 15-17, Ball State University, Muncie, Indiana, USA, 

2005. 

 

12. Yeh, Shin-Cheng and H. C. Yu, “Simulation of Soil Erosion Using A System 

Dynamics Based Integrated Model”, presented in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iques to 

Environmental Studies, 2 - 4 June 2004, Ancona, Italy. (擔任該研討會學術委員

會委員) 

 

13. Yeh, Shin-Cheng, “Review of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Experience in 

Chinese Taipei “, APEC Training Workshop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nalysi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Measures - Methodology and Case Study", July 

6-8, 2004, Taipei, Taiwan. 

 

14. Yeh, Shin-Cheng, “Spiritu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Water Education in schools”, 

presented in the 2004 Goldi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and Peace 

Spiritu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 Water: the Common Element, November 6~12, 

2004, Taipei, Taiwan. 



51 

 

15. Yeh, Shin-Cheng, C. A. Sullivan, J. Meigh, and M. L. Liou, “Computation and 

analysis of Water Poverty Index for Taiwan, Asia, and the World”,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water resources, 

November 28~30, 2004, Kathmandu, Nepal. 

 

16. Yu, H. C. and S. C. Yeh, “Th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 for Taiwan and 

Other Major Asian Countries: Computation and Analysis”,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system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 Siena, 

Italy, May 4-6, 2003. (擔任該研討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17. Yeh, Shin-Cheng and Y. P. Chu, “Economic-Environmental Scenario Simulations 

to Mea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aiwan”,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ustainabl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003, Skiathos Island, 

Greece, October 1~3, 2003. 

 

18. Yeh, Shin-Cheng, C-A Wang, and H-C Yu, “An Integrated Model to Simulate the 

Soil Erosion and Nutrient in Keelung Watershed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saster Mitigation and Basin-wide Water 

Management, Niigata, Japan, Dec. 7~10, 2003. 

 

19. Yeh, Shin-Cheng, Y.P. Chu, and H.C. Yu, “Dynamic Simulation of Waste 

Pollution in Taiwa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Computer Techniques to 

Environmental Studies IX, Edited by C. A. Brebbia and P. Zannetti, pp. 289~ 298,  

WIT Press, Southampton. UK, 2002. 

 

20. Yeh, Shin-Cheng and Y. P Chu, “An Economic-Environmental Scenario 

Simulation Model of BOD Pollution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2
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lood Defense, Edited by Wu, B., Z. Y. Wang, G. 

Wang, G. H. Huang, H. Fang, and J. Huang, pp. 1281~1288, Sep. 10~13, 2002, 

Beijing, China. 

 

21. Yeh, Shin-Cheng, L.F. Chang, and H.C. Yu, “Integrated Management Policies for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of Dachia Watershed in Taiwan”, in Ecosystem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I, Edited by Villacampa, Y, C. A. Brebbia, and J.-L. 

Uso, pp. 533~542, WIT Press, Southampton. UK, 2001 

 

22. Yeh, Shin-Cheng, Y. P. Chu, Y. M. Lee, and H. M. Lin, “The Index and Scenario 

Simu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Taiwan”, presented in the 

Worksho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ommittee for START, November 17-19, 2001,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inv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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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Yeh, Shin-Cheng, “Measurement of Sustainability and Eco-efficiency”, presented 

in the Forum on B2B Cooperation on Electronic-Eco-Commerce, Asia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November 20-24, 2001, Taipei, Taiwan. (invited) 

 

24. Yeh, Shin-Cheng, “comprehensive Report of the Downstream Effects of Dams in 

Taiwan”, presented in the 1998 AGU West pacific Meeting, Taipei, Taiwan, ROC, 

July 21 to 24, 1998. （受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之邀請發表之論文） 

 

25. Yeh, Shin-Cheng, Y.H. Yu, H.H. Chen, and C.P. Yu, “The Basic Phenomena and 

Mechanisms of Disinfection by Ozone”,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NTU-KU-KAIST Tri-Lateral Seminar/Workshop on Civil Engineering, 1997, 

Kyoto, Japan. 

 

26. Yu, Yue-Hwa, K.H. Chen, and S.C. Yeh, “The Disinfecting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Some Species of the Activated Oxygens”,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NTU-KU-KAIST Tri-Lateral Seminar/Workshop on Civil Engineering, 1996, 

Taejon. Korea. 

 

27. Huang, G.H., D.P. Loucks, S.-C. Yeh, and B. Bass, “Inexact Two-Stage Stochastic 

Optimization; Application to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Proceedings of 1996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Civil 

Engineering, May 29 to June 1, 1996, Edmonton, Canada.  

 

28. 葉欣誠、於幼華、許正柔，「台灣綠色大學之發展概述」，第二屆兩岸四地環

境教育論壇，2009年 11月，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台北市。 

 

29. 葉欣誠、林韋如，「我國國小學童關於全球暖化現象之相關知識、態度與行

為意向調查研究」，2009 年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11 月 7~9 日，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台北市。 

 

30. 葉欣誠、於幼華、許正柔，「台灣綠色大學計畫之啟動與遠景」，2008 年海

峽兩岸環境教育研討會，2008年 7月，上海師範大學，中國上海。 

 

31. 葉欣誠，「高雄水環境現況與未來遠景」，水環境教育師資研習計畫暨水環境

教育資源網站建置計畫論文集，2008 年 6 月，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台灣水

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計畫。 

 

32. 葉欣誠、于蕙清、黃瓊慧，「臺灣綠色大學評量系統之建構與實驗」，海峽兩

岸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 7月，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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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葉欣誠、楊珮姚、于蕙清，「民眾對愛河污染整治概況的認知與態度之研究」，

二○○七年環境資源經濟、管理暨系統分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 9月，

國立台北大學資源管理研究所。 

 

34. 蘇怡婷、葉欣誠，「屏東縣居民在用水風險管理之知識與態度研究」，中華民

國環境工程學會 2007 公安衛/防災研討會，2007 年 11 月 23~24 日，國立高

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高雄市。 

 

35. 葉欣誠，「環境教育之宗旨與策略」，水環境教育師資研習計畫暨水環境教育

資源網站建置計畫論文集，2006 年 2 月，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

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計畫。 

 

36. 葉欣誠，「台灣三大都市永續發展指標之建構與比較評價」，二○○六年環境

資源經濟、管理暨系統分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 年 9 月，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 

 

37. 郭育彰、葉欣誠、洪木利，「高屏地區國小學童環境價值觀之研究」，2006

年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 9月 16、17日，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

中市。 

 

38. 葉欣誠、吳燿任、劉湘瑤、于蕙清，「我國國民小學階段防災素養建構之研

究」，2006 年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6 年 9 月 16、17 日，國立台中教

育大學，台中市。 

 

39. 詹麗足、葉欣誠 、洪木利，「繪本媽媽環境議題覺知及教學技巧改變之研

究」，2006年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 9月 16、17日，國立台中教

育大學，台中市。 

 

40. 俞佳瑩、葉欣誠、洪木利，「社區領導者的環境信念對社區發展影響之研究」，

2006年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 9月 16、17日，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台中市。 

 

41. 葉欣誠、黃瓊慧，「我國綠色大學指標之建構與量化之研究」，2006 年環境

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 9月 16、17日，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中市。 

 

42. 葉欣誠、蘇建霖、蘇怡婷，「高雄市各級學校環境教育競賽網頁之內涵分析」，

2006年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 9月 16、17日，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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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曾玉如、葉欣誠，「從「黑面琵鷺集體死亡事件」之報導探討我國報紙之環

境教育功能」，2005年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5年 10月 22、23日，台

北市立教育大學，台北市。 

 

44. 葉欣誠、莊育禎、黃瓊慧，「綠色大學之評鑑工具發展」，第二屆綠色大學理

論與實務研習會論文集，2005年 11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45. 葉欣誠、陳美雯，「地方自然公園永續發展評量指標之建構」，2005 年環境

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5年 10月 22、23 日，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台北市。 

 

46. 葉欣誠、李育明、廖述良，「以系統動態模型評估環境永續性指標」，經濟成

長與永續發展模型研討會，2005 年 6 月 9 日，國立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研究

中心，中壢市。（已編輯為專書印行） 

 

47. 葉欣誠、莊育禎、黃瓊慧，「綠色大學概念與實務分析：以指標應用為例」，

二○○五年環境資源經濟、管理暨系統分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年 9月，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48. 葉欣誠、于蕙清，「國際環境永續性指標之探討」，永續環境管理之制度與方

法研討會，2005年 9月 30日，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中壢市。 

 

49. 游忠豪、葉欣誠、洪木利，「大高雄地區中學生對呼吸道傳染病知識和態度

之研究」，2005年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5年 10月 22、23日，台北市

立教育大學，台北市。 

 

50. 葉欣誠、王柔淳，「層級分析法應用於評估我國綠色飯店認證制度之研究」，

2005 年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5 年 10 月 22、23 日，台北市立教育大

學，台北市。 

 

51. 葉欣誠、祁祥玉，「排放交易制度融入我國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研究」，

2005 年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5 年 10 月 22、23 日，台北市立教育大

學，台北市。 

 

52. 葉欣誠、陳彥傑、葉亞涵，「應用地理資訊系統於台灣地區各縣市氣候脆弱

度指數之評比」，2005年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5 年 10 月 22、23 日，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台北市。 

 

53. 葉欣誠、莊育禎，「綠色大學理論與實務探討-以指標系統建構為例」，2005

年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2005 年 10 月 22、23 日，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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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葉欣誠、呂文銘、林吳銑、俞佳瑩、陳枋諴、莊育禎、莊慧鈴、曾玉如、游

忠豪，「我國防災教育課程發展與規劃之研究」，二○○四年環境教育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2004年 10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55. 葉欣誠、呂文銘、林吳銑、陳枋諴、莊慧鈴、游忠豪，「我國九年一貫與高

中學習階段人為災害防災教育之教材設計研究」，二○○四年環境教育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2004年 10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56. 葉欣誠、俞佳瑩、莊育禎、曾玉如，「九年一貫學習階段天然防災教育之教

學計畫」，二○○四年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 年 10 月，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57. 李如珍、葉欣誠、洪木利，「高雄都會公園解說志工解說能力養成因素及解

說現況之研究」，二○○四年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 年 10 月，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58. 葉欣誠、莊育禎，「綠色大學評量指標系統建構之研究」，二○○四年環境教

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年 10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59. 葉欣誠、郭彥宏，「環境永續性指數之應用與潛在之問題」，二○○三年環境

資源經濟、管理暨系統分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 年 9 月，國立台北大

學資源管理研究所。 

 

60. 葉欣誠、陳永昌、莊育禎、呂文銘，「我國綠色大學評量指標系統」，二○○

三年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 10月，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

究所。 

 

61. 葉欣誠、莊育禎，「綠色大學理論與實務探討-以指標系統建構為例」，2005

葉欣誠、朱雲鵬、陳彥亨、陳嘉尚，「台灣水污染狀況之模型分析」，水的關

懷—二十一世紀的海島願景研討會，2000年九月二十一日，時報文教基金

會。（受邀發表之論文） 

 

62. 周裕豐、朱雲鵬、葉欣誠、陳嘉尚，「台灣廢棄物處理之動態模型分析」，台

灣廢棄物何去何從專題討論會，2000年 11月 4日，中央研究院社會問題研

究推動委員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台北市。 

 

63. 葉欣誠、朱雲鵬，「全球化下知識密集產業在兩岸的發展：電子電機業的成

長與變革」，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第六屆國際研討會， 2000年 11月 25~27日，

中國廣州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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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葉欣誠、郭彥宏，「高雄中洲污水處理廠及海洋放流管之成本分析與優選初

探」，第十三屆環境規劃與管理研討會論文集，2000，交通大學。 

 

65. 葉欣誠、朱雲鵬、陳嘉尚、陳彥亨，「台灣地區水污染狀況之環境經濟趨勢

模擬分析」，二０００年環境資源經濟、管理暨系統分析學術研討會，2000

年 12月 20日，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台北大

學資源管理研究所，台北市。 

 

66. 葉欣誠、陳永昌，「我國綠色大學評量指標系統構想」，二○○二年海峽兩岸

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 年 9 月，國立台中師範學院環境教育研

究所。 

 

67. 葉欣誠、郭彥宏、李育明，「我國環境永續性指數之計算與分析」，二○○二

年環境資源經濟、管理暨系統分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 年 9 月，國立

台北大學資源管理研究所。 

 

68. 樊國恕、葉欣誠，「地方環保團隊在環境資料庫建置上之機制」，地方環境資

料庫及環境資料品質系統建置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 12月，國立台灣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69. 葉欣誠、張黎方，「大甲溪流域水資源運用評估研究」，第七屆海峽兩岸環境

保護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 4月 21~22日，武漢大學。 

 

70. 葉欣誠、朱雲鵬、郭瑾瑋、陳嘉尚、陳彥亨，「台灣地區空氣污染之環境經

濟動態模型分析」，第十四屆環境規劃與管理研討會論文集，2001 年 12 月，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71. 葉欣誠、張乃斌、張進賢、郭彥宏，「高雄中區污水處理廠及海洋放流管之

擴建方案優選分析」，二○○一年環境資源經濟、管理暨系統分析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2001年 11月，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72. 葉欣誠、童慶斌，「沿海地層下陷地區水資源與土地利用之最佳化－以雲林

沿海四鄉鎮為例」，第八屆都市環境與環境管理研討會論文集，1998，國立

中山大學。 

 

73. 葉欣誠，「跨世紀企業環保理念－生態效益」，清潔生產/生態效益與環績效

指標研討會論文集，經濟部技術處、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中華民國

清潔生產中心、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合辦，1998，台北市國際會議中心。

（受邀發表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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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葉欣誠， 「灰色規劃於環境系統分析之應用的回顧與前瞻」，第一屆環境系

統分析研討會論文集，1998，國立成功大學。 

 

75. 葉欣誠、李育明，「模糊灰色多目標規劃之理論發展與應用」，第十一屆環境

規劃與管理研討會論文集，1998，國立中山大學。 

 

76. 葉欣誠、張乃斌，「應用灰色非線性規劃於廢水處理與海洋流系統之最佳化

規劃－以急水溪海洋排放管為例」，第十屆環境規劃與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1997，東海大學。 

 

77. 葉欣誠，「灰色規劃在水資源規劃與管理上之應用」，第九屆環境規劃與管理

研討會論文集，1996，國立台灣大學。 

 

78. 葉欣誠，「結合性灰色動態規劃在蓄水庫管理之應用」，中華民國農業工程學

會八十五年度研討會論文集，1996，彰化農田水利會。 

 

(C)專書及專書論文 

 

1. 葉欣誠，「抗暖化關鍵報告」，新自然主義，台北市，2010。 

 

2. 楊朝仲、張良正、葉欣誠、陳昶憲、葉昭憲，「系統動力學－思維與應用」，

五南圖書，台北市，2007。 

 

3. 葉欣誠，「地球暖化怎麼辦？」，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與新自然主義有限公

司發行，台北市，2006。 

 

4. 李誠、朱雲鵬、林師模、李育明、葉欣誠，「福爾摩沙報告書 2004」，天下文

化，2004年 12月。 

 

5. 朱雲鵬、林師模、李育明、葉欣誠，「變遷中的福爾摩沙 2002」，中華民國企

業永續發展協會，2002年 1月。 

 

6. 朱雲鵬、林師模、李育明、葉欣誠，「變遷中的福爾摩沙」，中華民國企業永

續發展協會，1999年 11月。 

 

7. Yeh, Shin-Cheng, “Grey Programm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h.D.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Graduate School,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 USA, 1996. 

 

8. 葉欣誠，「臭氧消毒之機制與基本現象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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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技術報告及其他： 

 

1. 葉欣誠、劉銘龍，「水資源綜合評比發布及國際參與」，經濟部水利署委託財

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研究報告，2008年 8月。 

 

2. 劉湘瑤、葉欣誠，「災害防救教育推動成效評估計畫」，教育部顧問室委託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2008年 7月。 

 

3. 葉欣誠、劉湘瑤、于蕙清，「各級師生防災及安全生活文化素養檢測計畫」，

教育部顧問室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研究計畫，2007 年 12

月。 

 

4. 葉欣誠、劉湘瑤、于蕙清，「各學習階段學生與中小學教師防災素養調查規

劃計畫」，教育部顧問室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研究計畫，

2006年 12月。 

 

5. 葉欣誠、劉銘龍，「我國水貧乏指數國際參與與政策連結之決策支援研究」，

經濟部水利署委託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研究計

畫，2006年 12月。 

 

6. 葉欣誠、劉銘龍，「台灣地區水貧乏指數之國際合作研究」，經濟部水利署委

託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研究報告，2005年 12月。 

 

7. 葉欣誠、劉湘瑤，「防災科技教育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第一期規劃(九年一貫

試教)」成果報告，教育部顧問室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研

究計畫，2005年 12月。 

 

8. 葉欣誠、陳彥傑，「防災科技教育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成果落實暨第二期

中程綱要規劃計畫。子計畫一：教案發展及教學推廣之規劃」，教育部顧問

室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研究計畫，2005年 12月。 

 

9. 葉欣誠、劉湘瑤，「94 年度創意教師行動研究計畫」，教育部顧問室委託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研究計畫，2005年 12月。 

 

10. 葉欣誠、劉湘瑤、于蕙清，「防災科技教育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第二期規劃

(教材試教與推廣)」，教育部顧問室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研

究計畫，2005年 12月。 

 

11. 葉欣誠、于蕙清，「永續台灣展示廳展示內容規劃」研究報告，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研究計畫，2005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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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葉欣誠，「屏東縣無菸校園示範輔導計畫」（II），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委託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研究報告，2004年 12月。 

 

13. 葉欣誠、劉銘龍，「台灣地區水貧乏指數之應用與研究」，經濟部水利署委託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研究報告，2004年 12月。 

 

14. 葉欣誠、劉湘瑤，「九年一貫人為防災教育教材之編定試教與師資培訓」成

果報告，教育部顧問室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研究計畫，

2004年 12月。 

 

15. 葉欣誠、劉湘瑤、于蕙清，「永續發展教育融入高中職國民中小學課程資料

庫：高中水資源組」，教育部顧問室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研究計畫，2004年 12月。 

 

16. 於幼華、劉銘龍、葉欣誠，「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檢討與修正」，環

保署委託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研究計畫，2004年 12月。 

 

17. 葉欣誠，「天然防災計畫：我國各學習階段防災教育之規劃與推動」，教育部

顧問室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研究計畫，2003年 12月。 

 

18. 葉欣誠，「屏東縣無菸校園示範輔導計畫」（I），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委託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研究報告，2003年 12月。 

 

19. 葉欣誠、劉銘龍，「台灣地區水貧乏指數之探討」，經濟部水利署委託環境品

質文教基金會研究報告，2003年 12月。 

 

20. 葉欣誠，「天然防災計畫：我國九年一貫與高中學習階段防災教育之教材設

計與種子教師培育計畫」成果報告，教育部顧問室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

境教育研究所研究計畫，2003年 12月。 

 

21. 葉欣誠、于蕙清，「人為防災計畫：本土化與整合性的人為災害防災教育課

程規劃計畫—高中職、國中小防災教育知識融入現有的課程規劃」成果報

告，教育部顧問室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研究計畫，2003

年 12月。 

 

22. 葉欣誠、劉潔心，「我國大專院校菸害防制調查與建議計畫」，衛生署國民健

康局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研究報告，2003年 9月。 

 

23. 葉欣誠、朱耀明、洪木利、林金虎，「嘉義縣鹿草鄉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環

保教育展示館規劃案」，嘉義縣環保局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

所研究計畫，2003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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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葉欣誠，「師資培育機構研發高中職國民中小學環境教育教學內容計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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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研究所主辦 

汪靜明、曾文齡、賴仟定、薛加湧 2007 《大甲溪生物多樣性之美》生態數位

教材規劃與設計2007年以社區為基礎的生物多樣性保育研討會論文集，57-81

頁台中縣政府主辦、靜宜大學承辦 

汪靜明 2006 集水區水土生態保育的新思維第59至70頁於水土保持思維與展望

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水土保持學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主辦  

汪靜明 2006 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作中學者之生態保育角色第49頁至第

52頁於石門水庫治理及水資源再利用研討會中華民國工程環境學會主辦  

汪靜明、曾啟銘、徐健倫2006 生態武陵生物多樣性與環境教育課程設計第108

頁至第121頁於2006年環境教育課程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

環境教育研究所 

汪靜明、陳儀玲、徐健倫2006 后番子坑生態工法教學園區環境教育發展模式及

策略第61頁至第70頁於2006年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教育大學環境

教育研究所主辦 

汪靜明、蔡幸舜、沈奐均、薛加湧、葉品妤 2006 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旅遊地

環境衝擊調查與監測第53頁至第67頁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94年度研究計

畫成果發表研討會論文集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汪靜明、曾啟銘、徐健倫、曾文齡、程藍萱、俞錚皞 2006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

與應用-以生態武陵多媒體教材為例第73頁至第83頁於2006年環境教育課程研

討會論文集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  

曾啟銘、汪靜明2006 鳥類生態教育內涵概念階層架構之研究第597頁至第606頁

於2006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研

究所、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主辦 

徐健倫、曾啟銘、汪靜明2006 以生態武陵多媒體教材應用於國中生物科為例第

122頁至第132頁於2006年環境教育課程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生態

與環境教育研究所 

陳錦雪、汪靜明2006 水環境概念融入社會和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之探究第133

頁至第147頁於2006年環境教育課程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

環境教育研究所 

汪靜明、曾文齡、徐健倫、程藍萱2006 教學媒體與永續發展教育策略--以《生

態武陵》多媒體教材之環境教育與情境設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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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靜明、賴仟定、薛加湧、黃嘉龍、曾郁娟 2005 河溪棲地生態資訊整合分析

方法及示例第7頁至第20頁於2005第二屆生態工程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生物

環境工程系統工程學系主辦 

汪靜明、黃國鋒、莊棋凱、陳儀玲 2005 后番子坑生態工法教學園區的SWEET

教育推廣計畫水與土通訊（66）：16-2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立台灣大學、

中華水土保持學會 

汪靜明、徐健倫2005.10 台灣河川環境概念及指標生物認知研究—以中小學職前

教師為例第357頁至364頁於2005年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環

境教育所暨中心、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主辦 

汪靜明、莊棋凱2005.10 台灣河川生態保育之環境行動模式及參與者角色分析—

以大屯溪為例第299頁至第307頁於2005年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

立教育大學環境教育所暨中心、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主辦 

汪靜明、莊棋凱、陳儀玲2005.10 台灣河川生態保育暨環境教育議題及策略—以

后番子坑生態工法教學園區為例第457頁至第464頁於2005年環境教育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環境教育所暨中心、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

究所主辦 

汪靜明 2004.11 以生態工法進行魚類棲地改善之生態評估研究模式第一屆生態

工程學術研討會第60頁至第77頁於第一屆生態工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大

學生物系統工程學系主辦 

汪靜明 2004.06 生態視窗—野生物對話的生態寓言第1頁至第32頁於生物多樣

性與環境倫理教育研討會—理論與實務的對話會議實錄暨論文集銘傳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 

汪靜明 2004.10 永續大學環境教育暨環境保護議題及策略—以台灣師大環教中

心轉型及環保中心發展為例152~160頁2004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主辦  

汪靜明 2003.11 后番子坑溪生態系統及其生態工法教育策略第3-1至3-22頁於后

番子坑溪生態工法教學活動設計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師範大學環境保護中心、

水土保持局第一工程所主辦 

汪靜明、魏子仁 2003.11 后番子坑溪生態工法教學活動設計理念與示例第5-1至

5-93頁於后番子坑溪生態工法教學活動設計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師範大學環境

保護中心、水土保持局第一工程所主辦 

汪靜明、陳錦雪 2003.11 大屯溪生態工法教學活動設計理念與示例第7-1至7-53

頁於大屯溪生態工法教育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師大環境保護中心主辦  

汪靜明 2003.10 生態工法之生態評估模式探討第92-108頁於近自然生態工法國

際研討會論文集國際水利環境學院主辦  

汪靜明、邱健介2004 河溪棲地復育原理及美國實務案例第501頁-532頁於2004



68 

年生態工法案例編選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台北市 532頁 

汪靜明 2002.11 河溪生態與工程變遷於自然生態工法研究會﹙主管班﹚論文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環境綠化協會主辦  

汪靜明 2002.09 台灣的河川生態第15~23頁於海峽兩岸水資源暨環境保護上海

論壇論文集上海同濟大學、上海市水利學會、上海市環境學會、上海市海洋

與湖沼學會、時報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511頁 

汪靜明 2002.08 生態工法之生態內涵第4-1至4-17頁於2002生態工法講習班論文

集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北科技大學水環境研究中心主辦  

汪靜明 2002.06 台中之母—生態大甲溪第35~63頁於認識台灣學習列車—自然

與人文生態研討會金車教育基金會，台北市 76頁 

汪靜明 2002.05 栗栖溪河川生態保育研究及生態管理第53~93頁於2002中台灣

自然保育研討會—與水共舞論文集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內政部營建署雪霸

國家公園管理處、台中縣政府、東海大學，台中縣174頁 

汪靜明2002.03 守望國寶魚—台灣櫻花鉤吻鮭保育的生態觀第78~89頁於與台灣

櫻花鉤吻鮭有約—保育研討會論文集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台中縣 89頁 

汪靜明 2001.10 環境解說的生態觀第5.1-5.11頁於2001年生態教材教法講習會

資料集（汪靜明編）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台北市 180頁 

汪靜明、邱鴻麟、曾啟銘 2001.10 生態數位教材編制與應用之基本概念第

7.1-7.14頁於2001年生態教材教法講習會資料集（汪靜明編）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環境教育中心，台北市180頁 

汪靜明、曾啟銘、柯美如2001.10 環境教育活動設計—國寶魚生態教學模組第

8.1-8.63頁於2001年生態教材教法講習會資料集（汪靜明編）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環境教育中心，台北市180頁 

汪靜明、曾啟銘、柯美如2001.10 環境教育活動設計—國寶魚生態教學模組第

8.1-8.63頁於2001年生態教材教法講習會資料集（汪靜明編）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環境教育中心，台北市180頁 

汪靜明 2001.7 「農田水利工程與自然生態環境關係」評論─農田水利工程的生

態觀第80-88頁於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廿一世紀

農業工程新展望論文集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桃園縣 144頁 

汪靜明 2001.6 環境生態觀與河川希望工程—大屯溪第63-69頁於美的困境—生

態工法執行問題座談會會議資料集公共電視台、台北科技大學水環境研究中

心，台北市 

汪靜明、林文源、莊棋凱、柯善勇 2001.1 河川生態基流量及魚類棲地改善之規

劃--以濁水溪上游栗栖溪為例第23-48頁於中國生物學會、中華民國溪流環境

協會九十年聯合年會暨論文發表會大會手冊與論文摘要集中國生物學會、中

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台北市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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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靜明 2000.12 生態旅遊的生態觀第53-56頁於「推動永續生態觀光」研討會書

面資料交通部觀光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27頁 

汪靜明 2000.12 台灣環境教育、生態旅遊與生物多樣性推動課題與對策第

202-203頁於2000生物多樣性保育展望大會論文集（楊平世、蔡惠卿編）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246頁 

汪靜明 2000.11 環境教育哲學的生態觀第1-44頁於第四屆當代教育哲學--環境

教育哲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台北市 104頁 

王迎春、陳坤淼、汪靜明、林文源 2000.10 電腦互動媒體技術層面之探討--以大

甲溪河川生態網際網路導覽教學示例第7.1-7.16頁於2000年台灣河川生態教育

講習會資料集（汪靜明編）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台北市 109頁 

汪靜明、林文源、莊棋凱2000.9 河川生態基流量及魚類棲地改善之規劃--以栗栖

溪為例第63-86頁於八十九年度近自然工法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南投縣240頁 

汪靜明 2000.4 台灣櫻花鉤吻鮭復育策略第290-295頁於櫻花鉤吻鮭保育研究研

討會論文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 南投縣 310頁 

汪靜明 2000.4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運作現況及展望第16~21頁於

2000年環境教育研討會手冊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 高雄市 413頁 

汪靜明 2000.1 學校環境教育的理念與推動2000年民間環保政策白皮書研討會

論文厚生基金會於2000.1.26-27假國立台灣大學舉辦 

汪靜明 1998.6 台灣河川環境的生態教育第41-59頁於1998國家環境生態週系列

研討會論文集（汪靜明、杜銘章編）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台北市

212頁 

汪靜明 1998.6 大甲溪魚類棲地改善及其生態評估研究第151-182頁於中日溪流

生態保育研討會論文集（汪靜明、曹先紹編）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

心台北市 254頁 

汪靜明 1997 自然哲學的生態觀自然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中華自然文化學會 

台中市 第27-40頁 

汪靜明 1997.12 我國環境教育推廣者之河川環境概念來源與生物歧異度概念認

知之研究第432-442頁中華民國第十三屆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及短篇

論文彙編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台北市

758頁 

汪靜明 1997.3 河川生態保育原理第61-105頁於水之愛經濟部水資源局，台北市

305頁 

汪靜明 1997.2 生物歧異度概念整合於河川環境教育及環境素養評量之研究：

（Ⅱ）我國環境教育推廣者之河川環境概念來源與生物歧異度概念認知之研

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8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NSC86-2511-S-003-002)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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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會論文摘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台北市 8頁 

汪靜明 1995.6 自然保育與社會環境教育第137-190頁於自然保育教育研討會專

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台北市 338頁 

汪靜明 1995.2 評論大甲溪集水區治理現況與問題分析第75-87頁於河川保護、

地方自治與民眾參與研討會：大甲溪的整治專集中國時報河川保護小組 台北

市 229頁 

汪靜明 1994.5 河川生態保育第109-142頁於「生命的泉源－水」經濟部台北市

151頁 

汪靜明 1994.4 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教育資源特性及其推動策略第45-69頁於區域

性環境保護策略研討會論文集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台中市  

汪靜明 1993 北港溪水域生態及其魚類資源保育蕙蓀實驗林場自然中心八十二

年度國民中小學教師戶外教學研習會 

汪靜明 1993 台灣的水環境問題日台水問題交流訪問研討會 日本生活協同連

合會主辦 

汪靜明 1993.5 河川生態系第107-123頁於「大自然的恩賜─水」國立中興大學環

境工程學系編印台中市 

汪靜明 1992 河川環境教育活動設計第102-104頁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研

討會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編印  

汪靜明 1992 河川生態系愛護水資源研討會資料集 經濟部、國立中興大學環境

工程學系台中市  

汪靜明 1992.8 台灣淡水魚的生態保育第149-154頁於首屆海峽兩岸保護野生動

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東海大學環境科技研究中心 台中市 261頁 

汪靜明 1991.10 河川魚類棲地生態調查之基本原則與技術第119-137頁於森林

溪流淡水魚保育訓練班論文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灣省農林廳林務局台北

市 

汪靜明 1990 鯝魚生殖生態學研究第15頁於中華民國第一屆魚類研討會論文摘

要集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生命科學推動中心主辦  

汪靜明 1990 鯝魚食性及生態區位之研究第14頁於中華民國第一屆魚類研討會

論文摘要集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生命科學推動中心主辦  

汪靜明 1990 大甲溪魚類生態學之研究第13頁於中華民國第一屆魚類研討會論

文摘要集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生命科學推動中心主辦  

汪靜明 1990.6 溪流生物群聚生態模式第13-15頁於森林溪流淡水魚保育研討會

摘要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台北市  

汪靜明 1990.5 農業活動對於溪流及魚類生態之影響第136-161頁於第二屆現代

科技及應用研習會論文集東海大學 台中市 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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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2-1】本所專任教師 95學年度第 1學期~10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科目及時數統計 

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  
09:00 

    
環境教育數位學習 

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15 
（張子超） 

3F 

2 
09:10 

~  
10:00 

專題討論

(一) 

碩一 

『必修』1 

EEM0072 
（汪靜明） 

3F 

專題討論

(二) 

碩二 

『必修』1 

EEM0073 
（蔡慧敏） 

3F 

專題討論

(一) 

『必修』1 

博一 

EED0006 
（周儒） 

3F 

環境教育議題與發展趨勢 

博 

『必修』3 

EED0003 
（周儒、汪靜明、 

王順美、蔡慧敏） 

3F 

島嶼環境與發展 

碩 

選修 3 

EEM0057 
（蔡慧敏） 

3F 

環境教育 

質化研究法 

選修 3 

碩博 

EEC0019 
（張子超） 

3F 

 

3 
10:10 

~  
11:00 

環境教育 

公領三 2 

（周儒、 

王順美、 

蔡慧敏） 

戶外環境 

教育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71 
（周儒） 

3F 

社會環境 

教育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69 
（蔡慧敏） 

3F 

4 
11:10 

~  
12:00 

 

5 12:10      

6 
13:10 

~  
14:00 環境生態學 

碩 

『必修』3 

EEM0003 
（汪靜明） 

3F 

環境教育 

系統規劃 

碩 

選修 3 

EEM0050 
（周儒） 

4F 

環境解說 

碩博 

選修 3 

EEC0016 

（周儒） 

3F 

  
環境科學 

研究 

碩 

選修 2 

EEM0007 
（張子超） 

3F 

地方永續發

展議題與策

略 

碩博 

選修 3 

EEC0006 
（蔡慧敏） 

4F 

 

7 
14:10 

~  
15:00 

棲地生態 

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11 
（汪靜明） 

4F 

  

8 
15:10 

~  
16:00 環境教育研究 

碩 

『必修』3 

EEM0001 
（王順美） 

3F 

環境倫理學 

博 

選修 3 

EED0015 
（楊冠政） 

4F 

  

9 
16:10 

~  
17:00 

生態紀錄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13 
（汪靜明） 

4F 

永續校園的規劃與經營 

碩博 

選修 3 

EEC0003 
（張子超） 

4F 

導師時間 

碩一 汪靜明 

碩二 周  儒 

博一 蔡慧敏 

綠色學校的經營與管理 

碩博 

選修 3 

EEC0007 
（王順美） 

4F 

10 
17:10 

~  
18:00 

11 
18:30 

~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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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環教所教師學分數統計 

 授課時數總計 備註 

王順美副教授兼所長（5） 7.41 主任導師 

汪靜明教授（8） 9 碩一導師 

周儒教授（8） 11.41 碩二導師 

張子超副教授（9） 10  

蔡慧敏副教授（9） 11.41 博一導師 

楊冠政教授（兼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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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  
09:00 

     

2 
09:10 

~  
10:00 

專題討論

(一) 

碩一 

『必修』1 

EEM0072 
（王順美） 

3F 

專題討論

(二) 

碩二 

『必修』1 

EEM0073 
（張子超） 

3F 

專題討論

(一) 

博一 

『必修』1 

EED0006 
（周儒） 

3F 

環境行為學 

碩 

選修 3  

EEM0006 
（王順美） 

3F 

環境變遷與 

人類文明 

碩 

選修 3 

EEM0058 
（蔡慧敏） 

3F 

環境教育方案

評量 

博 

選修 3 

EED0010 
（周儒） 

4F 

環境教育 

課程設計 

碩 

選修 3  

EEM0005 
（張子超） 

3F 

 
環境教育質化研究法 

碩、博 

選修 3 

EEC0019 
（張子超） 

3F 

3 
10:10 

~  
11:00 

環保教育（教） 

英一丙 選 2 

00UE048 
正 404 

（周儒） 4 
11:10 

~  
12:00 

 

5 12:10      

6 
13:10 

~  
14:00 環境教育 

研究法 

碩 

『必修』3 

EEM0004 
（周儒） 

3F 

 

環境學習中心 

理論與實務 

碩、博 

選修 3 

EEC0018 
（周儒） 

3F 

 

博物館環境教

育 

碩 

選修 3 

EEM0062 
（蔡慧敏） 

3F 

 
學校環境教育實務 

碩 

『必修』2 

EEM0068 
（張子超） 

3F 
7 

14:10 

~  
15:00 

自然生態保育 

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20 
（汪靜明） 

4F 

社區環境 

教育 

碩、博 

選修 3 

EEC0017 
（王順美） 

3F 

環境變遷 

人文面向 

專題研究 

博 

選修 2 

EED0014 
（蔡慧敏） 

4F 

環境教育 

哲學 

博 

選修 3 

EED0001 
（王順美） 

4F 

環境倫理與

永續發展 

通識 2 

0NUG227 
正 306 

（張子超） 

8 
15:10 

~  
16:00 

導師時間 

碩一 汪靜明 

碩二 周  儒 

博一 蔡慧敏 

9 
16:10 

~  
17:00 棲地生態評估與經營 

碩、博 

選修 3 

EEC0005 
（汪靜明） 

4F 

棲地生態 

研究方法 

碩、博 

選修 3 

EEC0008 
（汪靜明） 

4F 

 
全球環境問題 

碩 

選修 2 

EEM0015 
（蔡慧敏） 

3F 

 

10 
17:10 

~  
18:00 環境傳播 

碩 

選修 3 

EEM0014 
（呂理德） 

3F 

  

11 
18:30 

~  
19:20 

  

12 
19:30 

~  
20:20 

    

 



126 

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環教所教師學分數統計 

 授課時數總計 備註 

王順美副教授兼所長（5） 11 主任導師 

汪靜明教授（8） 8 碩一導師 

周儒教授（8） 13 碩二導師 

張子超副教授（9） 12  

蔡慧敏副教授（9） 10 博一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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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  
09:00 

    
戶外環境教育專題研究 

碩 

選修 2 

EEM0051 
（周儒） 

3F 

2 
09:10 

~  
10:00 

專題討論

(一) 

碩一 

『必修』1 

EEM0072 
（王順

美） 

3F 

專題討論

(二) 

碩二 

『必修』1 

EEM0073 
（張子超） 

3F 

專題討論

(一) 

博一 

『必修』1 

EED0006 
（汪靜

明） 

406 

專題討論

(二) 

博二 

『必修』1 

EED0007 
（周儒） 

406 

環境教育議題 

與發展趨勢 

博 

『必修』3 

 EED0003 
（周儒、汪靜明、 

張子超、蔡慧敏） 

406 

 

島嶼環境與發展 

碩 

選修 3 

EEM0057 
（蔡慧敏） 

3F 

3 
10:10 

~  
11:00 

環境教育 

公領三 2 

（汪靜明、周儒、 

王順美、張子超） 

戶外環境 

教育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71 
（周儒） 

3F 

社會環境 

教育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69 
（王順美） 

3F 
4 

11:10 

~  
12:00 

 

5 12:10      

6 
13:10 

~  
14:00 環境生態學 

碩 

『必修』3 

EEM0003 
（汪靜明） 

3F 

環境教育 

系統規劃 

碩博 

選修 3 

 EEC0029 
（周儒） 

4F 

島嶼永續發展

專題研究 

博 

選修 2 

EED0013 
（蔡慧敏） 

406 

環境教育 

研究法 

碩 

『必修』3 

EEM0004 

（張子超） 

3F 

  

環境教育質化研究法 

碩博 

選修 3 

EEC0019 
（張子超） 

3F 

7 
14:10 

~  
15:00 

 
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 

通識 2 

0NUG227 
（張子超） 

本部 e 化教室 8 
15:10 

~  
16:00 

 
環境教育 

研究 

碩 

『必修』3 

EEM0001 
（王順美） 

3F 

環境倫理學 

博 

選修 3 

EED0015 
（楊冠政） 

4F 

9 
16:10 

~  
17:00 

生態攝影與

環境教育 

碩 

選修 3 

 EEM0055 
（汪靜明） 

4F 

環境教育教學法 

博 

選 3 

EED0016 
（王順美） 

3F 

生態環境教育

教學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70 
（汪靜明） 

4F 

社區環境教育 

碩博 

選 3 

EEC0017 

（王順美） 

3F 

導師時間 

碩一、博一、二 王順美 

碩二 汪靜明 

 

10 
17:10 

~  
18:00 

 

11 
18:30 

~  
19:20 

    

 



128 

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環教所教師學分數統計 

 授課時數總計 備註 

蔡慧敏副教授兼所長（5） 5.75 主任導師 

汪靜明教授（8） 11.25 碩二導師 

周儒教授（8） 10.25  

張子超教授（8） 11.25  

王順美副教授（9） 13.5 碩一、博士生導師 

楊冠政教授（兼任） 3  

 



129 

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00 

~  
08:50 

     

2 
09:00 

~  
09:50 

專題討論

(一) 

碩一 

『必修』1 

EEM0072 

（王順美） 

3F 

專題討論

(二) 

碩二 

『必修』1 

EEM0073 

（張子超） 

3F 

專題討論

(一) 

博一 

『必修』1 

EED0006 

（汪靜明） 

406 

專題討論

(二) 

博二 

『必修』1 

EED0007 

（周儒） 

406 

環境解說 

碩、博 

選修3 

EEC0016 

（周儒） 

3F 

環境教育 

課程設計 

碩 

選修 3 

EEM0005 

（張子超） 

3F 

環境變遷與 

人類文明 

碩 

選修 3 

EEM0058 

（蔡慧敏） 

4F 

  

3 
10:10 

~  
11:00 

環境教育與環

境議題 

專題研究 

博 

選修 2 

EED0012 

（王順美） 

406 

環境科學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27 

（張子超） 

4F 
4 

11:10 

~  
12:00 

 

5 12:10      

6 
13:10 

~  
14:00 

生態旅遊與 

生態教育 

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12 

（汪靜明） 

406 

環境行為學 

碩 

選修 3 

 EEM0006 

（王順美） 

3F 

環境教育 

方案與系統專

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10 

 （周儒） 

4F 

環境學習中心 

理論與實務 

碩、博 

選修 3 

EEC0018 

（周儒） 

3F 

  

 

7 
14:10 

~  
15:00 綠色學校的 

經營與管理 

碩、博 

選修 3 

EEC0007 

（王順美） 

3F 

環境教育哲學 

博 

選修 3 

EED0001 

（王順美） 

406 

環境倫理與永

續發展 

通識 2 

0NUG227 

正 205 

（張子超） 8 
15:10 

~  
16:00 

生態紀錄 

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13 

（汪靜明） 

406 

 

導師時間 

碩一、博一、二 王順美 

碩二 汪靜明 9 
16:10 

~  
17:00 

 
博物館 

環境教育 

碩 

選修 3 

EEM0062 

（蔡慧敏） 

3F 

（4:30~7:30） 

 

10 
17:10 

~  
18:00 

棲地生態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11 

（汪靜明） 

406 

   

11 
18:30 

~  
19:20 

   



130 

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環教所教師學分數統計 

 授課時數總計 備註 

蔡慧敏副教授兼所長（5） 6 主任導師 

汪靜明教授（8） 8 碩二導師 

周儒教授（8） 10  

張子超教授（8） 9  

王順美副教授（9） 13 碩一、博士生導師 



131 

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  
09:00 

     

2 
09:10 

~  
10:00 

專題討論

(一) 

碩一 

『必修』1 

EEM0072 
（張子超） 

304 會議室 

專題討論

(二) 

碩二 

『必修』1 

EEM0073 
（Simpson） 

304 會議室 

專題討論

(一) 

博一 

『必修』1 

EED0006 
（王順美） 

406 討論室 

專題討論

(二) 

博二 

『必修』1 

EED0007 
（汪靜明） 

406 討論室 

環境教育議題 

與發展趨勢 

博 

『必修』3  

EED0003 
（汪靜明 0.75、 

張子超 0.75、 

Simpson 0.75、 

蔡慧敏 0.75） 

406 討論室 

 
島嶼環境 

與發展 

碩 

選修 3 

EEM0057 
（蔡慧敏） 

304 會議室 

 

3 
10:10 

~  
11:00 

環境教育 

公領三 2 

（汪靜明、 

張子超 0.25、 

Simpson 1、 

王順美 0.5） 

誠 208 

戶外環境 

教育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71 
（Simpson） 

304 會議室 

社會環境 

教育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69 
（王順美） 

304 會議室 

4 
11:10 

~  
12:00 

 

5 12:10      

6 
13:10 

~  
14:00 環境生態學 

碩 

『必修』3 

EEM0003 
（汪靜明） 
304 會議室 

環境教育質化研究法 

碩博 

選修 3 

EEC0019 
（張子超） 

409 會議室 

生態環境教

育教學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70 
（汪靜明） 
406 討論室 

  

環境哲學 

碩博 

選修 3 

EEC0030 
（Simpson） 

304 會議室 

島嶼永續發展專題研究 

博 

選修 2 

EED0013 
（蔡慧敏） 

304 會議室 

7 
14:10 

~  
15:00 

社區環境教

育 

碩博 

選修 3 

EEC0017 
（王順美） 

304 會議室 

環境教育

研究 

碩 

『必修』3 

EEM0001 
（王順美） 

304會議室 

環境倫理與永

續發展 

通識 2 

0NUG227 
（張子超） 

本部 e 化教室 8 
15:10 

~  
16:00 

  

9 
16:10 

~  
17:00 

生態文化教育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14 
（汪靜明） 

406 討論室 

  
導師時間 

碩一張子超 

博一汪靜明 

 

10 
17:10 

~  
18:00 

   

 



132 

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 

教師學分數統計 

 授課時數總計 備註 

蔡慧敏副教授兼所長（4） 5.75 主任導師 

汪靜明教授（8） 10  

周儒教授（8） - 971休假研究 

張子超教授（5） 8  

Prof. Steven Simpson（8） 8.75  

王順美副教授（9） 10.5  

 



133 

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00 

~  
08:50 

     

2 
09:00 

~  
09:50 

專題討論

(一) 

碩一 

『必修』1 

EEM0072 
（張子超） 

304 

專題討論

(二) 

碩二 

『必修』1 

EEM0073 
（葉欣誠） 

304 

專題討論

(一) 

博一 

『必修』1 

EED0006 
（王順美） 

409 

專題討論

(二) 

博二 

『必修』1 

EED0007 
（汪靜明） 

409 

環境解說 

碩、博 

選修3 

EEC0016 
（周儒） 

304 

遊憩與休閒哲學 

碩、博 

選修 3 

EEC0035 
（Simpson） 

304 

環境教育 

課程設計 

碩 

選修 3 

EEM0005 
（張子超） 

409 

環境經濟學 

碩 

選修 3 

EEM0075 
（葉欣誠） 

409 

3 
10:10 

~  
11:00 

4 
11:10 

~  
12:00 

 

5 12:10      

6 
13:10 

~  
14:00 

棲地生態 

評估與經營 

碩、博 

選修 3 

EEC0005 
（汪靜明） 

4F 

 環境教育 

方案評量 

博 

選修 3 

EED0010 
 （周儒） 

409 

環境學習中心 

理論與實務 

碩、博 

選修 3 

EEC0018 
（周儒） 

304 

 綠色大學 

理論與實務 

碩、博 

選修 3 

EEC0039 
（葉欣誠） 

304 

 
環境論述與學術寫作 

博 

選修 3 

 EED0018 
（Simpson） 

304 

7 
14:10 

~  
15:00 體驗教育 

碩、博 

選修 3 

EEC0038 
（Simpson） 

304 

環境教育 

研究法 

碩 

『必修』3 

EEM0004 

（王順美） 

304 

環境倫理與 

永續發展 

通識 2 

0NUG227 
（張子超） 

 

環境教育教學法 

博 

選修 3 

EED0016 
（王順美） 

409 

8 
15:10 

~  
16:00 

9 
16:10 

~  
17:00 

  
地方永續發展議題與策略 

碩、博 

選修 3 

EEC0006 
（蔡慧敏） 

304 

 環境變遷與 

人類文明 

碩、博 

選修 3 

EEC0037 
（蔡慧敏） 

304 

 

10 
17:10 

~  
18:00 

  
生態議題分析與評論 

博 

選修 3 

EED0004 
（汪靜明） 

4F 

導師時間 

碩 王順美 

博 汪靜明 

 

11 
18:30 

~  
19:20 

  

12 
19:30 

~  
20:20 

    



134 

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學分數統計 

 授課時數總計 備註 

蔡慧敏副教授兼所長（4） 6 主任導師 

汪靜明教授（8） 8 博士班導師 

汪靜明教授（8） 10  

周儒教授（8） 9  

張子超教授（5） 7  

Prof. Steven Simpson（8） 9  

葉欣誠教授（8） 8  

王順美副教授（9） 8 碩士班導師 



135 

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00 

~  
08:50 

專題討論(一) 

博一 

『必修』1 

EED0006 
（周儒） 

304 

專題討論(二) 

博二 

『必修』1 

EED0007 
（張子超） 

304 

   
環境解說專題研究 

博 

選修 2 

EED0017 
（周儒） 

304 

2 
09:00 

~  
09:50 

環境教育議題 

與發展趨勢 

博 

『必修』3 

 EED0003 
（蔡慧敏、汪靜明、 

周儒、張子超、 

王順美、葉欣誠） 

409 

 

永續校園的規劃與經營 

碩博 

選修 3 

EEC0003 
（張子超） 

304 

3 
10:10 

~  
11:00 

專題討論(一) 

碩一 

『必修』1 

EEM0072 
（葉欣誠） 

304 

專題討論(二) 

碩二 

『必修』1 

EEM0073 
（王順美） 

304 

環境教育 

公領三 2 

（葉欣誠） 

樸 401 
（本部） 

社會環境 

教育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69 
（王順美） 

304 

戶外環境 

教育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71 
（周儒） 

304 

4 
11:10 

~  
12:00 

5 12:10      

6 
13:10 

~  
14:00 環境生態學 

碩 

『必修』3 

EEM0003 
（汪靜明） 

304 

環境教育 

質化研究法 

碩博 

選修 3 

EEC0019 
（張子超） 

409 

  
環境教育 

系統規劃 

碩博 

選修 3 

 EEC0029 
（周儒） 

409 

 

島嶼環境與發展 
碩 

選修 3 

EEM0057 
（蔡慧敏） 

304 

 

7 
14:10 

~  
15:00 社區環境教育 

碩博 

選修 3 

EEC0017 
(王順美) 

304 

環境教育 

研究 

碩 

『必修』3 

EEM0001 
（王順美） 

304 

環境倫理與

永續發展 

通識 2 

06UG006 
（張子超） 

樸 206 
（本部） 

全球環境問題 

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23 
（蔡慧敏） 

304 

8 
15:10 

~  
16:00 

9 
16:10 

~  
17:00 

環境科學 

碩 

『必修』3 

EEM0083 
（葉欣誠） 

304 

棲地生態研究方法 

碩博 

選 3 

EEC0008 
（汪靜明） 

4 樓 

生態資訊分析方法 

博 

選 3 

EED0009 
（汪靜明） 

4 樓 

 

 

10 
17:10 

~  
18:00 

  
博物館環境教育 

碩 

選修 3 

EEM0062 
（蔡慧敏） 

304 

導師時間 

碩一 葉欣誠 

碩二 王順美 

博 周儒 11 
18:30 

~  
19:20 

  

12 
19:30 

~  
20:20 

     

註 1：「環境生態學」及「環境科學」為二擇一必選修，自 98 學年度入學學生實施。 

註 2：「學校環境教育實務」、「社會環境教育實務」、「生態環境教育教學實務」、「戶外環境教育實務」為四擇一必選修，於碩士二年級第一學期起始可規劃修習。 



136 

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 

環教所教師學分數統計 

 授課時數總計 備註 

蔡慧敏副教授兼所長（4） 8.4 主任導師 

汪靜明教授（8） 9.4  

周儒教授（8） 9.4 博士班導師 

張子超教授（5） 10.4  

Prof. Steven Simpson（8） 留職停薪  

葉欣誠教授（8） 8  碩士班導師 

王順美副教授（9） 10.4  碩士班導師 



137 

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00 

~  
08:50 

專題討論(一) 

博一 

『必修』1 

EED0006 
（周儒） 

409 

專題討論(二) 

博二 

『必修』1 

EED0007 
（張子超） 

409 

    

2 
09:00 

~  
09:50 環境解說 

碩、博 

選修3 

EEC0016 
（周儒、Dr. Coble） 

304 

解說及環境資源管理 

碩 

選修 3 

EEM0082 
（Dr. Coble） 

304 

環境教育 

課程設計 

碩 

選修 3 

EEM0005 
（張子超） 

304 

 

3 
10:10 

~  
11:00 

專題討論(一) 

碩一 

『必修』1 

EEM0072 
（葉欣誠） 

304 

專題討論(二) 

碩二 

『必修』1 

EEM0073 
（王順美） 

304 

 

4 
11:10 

~  
12:00 

 

5 12:10    環境解說 

專題研究 

博 

選修 2 

EED0017 
 （Dr. Coble） 

304 

  

6 
13:10 

~  
14:00 

 
環境行為學 

碩 

選修 3 

 EEM0006 
（王順美） 

304 

環境學習中心 

理論與實務 

碩、博 

選修 3 

EEC0018 
（周儒） 

304 

綠色大學 

理論與實務 

碩、博 

選修 3 

EEC0039 
（葉欣誠） 

409 

 

7 
14:10 

~  
15:00 環境經濟學 

碩 

選修 3 

EEM0075 
（葉欣誠） 

409 

環境教育 

研究法 

碩 

『必修』3 

EEM0004 

（王順美） 

304 

環境倫理與 

永續發展 

通識 2 

06UG006 
（張子超） 

誠 108 

 

8 
15:10 

~  
16:00 

 

9 
16:10 

~  
17:00 

環境教育與環境

議題專題研究 

博 

選修 2 

EED0012 
（王順美） 

304 

永續發展 

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22 
（張子超） 

409 

 

環境教育國際合作研究 

碩、博 

選修 3 

EEC0009 
（葉欣誠） 

409 

 

10 
17:10 

~  
18:00 

 導師時間 

碩一 葉欣誠 

碩二 王順美 

博   周儒 

 

11 
18:30 

~  
19:20 

   



138 

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師學分數統計 
 授課時數總計 備註 

蔡慧敏副教授兼所長（4） 
獲國科會「99年度（第 48屆）補助科學與

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補助案，出國研究 

（99年 2 月~6 月） 

 

汪靜明教授（8） 
98學年度第 2學期 

教授休假研究 
（98年 10月 2日院教評備查） 

 

周儒教授（8） 7 博士班導師 

張子超教授（5） 9  

Prof. Steven Simpson（8） 98 學年度 

留職停薪一年 
 

葉欣誠教授（8） 11 碩士班導師 

王順美副教授（9） 10 碩士班導師 

Dr. Theresa Coble 

客座副教授 
6 Fulbright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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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00 

~  
08:50 

專題討論(一) 

博一 

『必修』1 

EED0006 
（蔡慧敏） 

409 

專題討論(二) 

博二 

『必修』1 

EED0007 
（葉欣誠） 

409 

    

2 
09:00 

~  
09:50 

環境教育議題 

與發展趨勢 

博 

『必修』3 

 EED0003 
（張子超 1、 

王順美 1、 

蔡慧敏 1） 

409 

環境教育 

方案評量 

博 

選修 3 

 EED0010 
（周儒） 

409 

海洋政策與 

國際島嶼社會 

碩博 

選修 3 

EEC0040 
（蔡慧敏） 

S102 

 

3 
10:10 

~  
11:00 

專題討論(一) 

碩一 

『必修』1 

EEM0072 
（張子超） 

304 

專題討論(二) 

碩二 

『必修』1 

EEM0073 
（汪靜明） 

304 

社會環境 

教育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69 
（王順美） 

304 

戶外環境 

教育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71 
（周儒） 

304 

環境倫理與永

續發展 

通識 2 

階梯一 

（張子超） 

 
（林口） 

4 
11:10 

~  
12:00 

5 12:10      

6 
13:10 

~  
14:00 環境生態學 

碩 

『必修』3 

EEM0003 
（汪靜明） 

304 

環境教育 

質化研究法 

碩博 

選修 3 

EEC0019 
（張子超） 

409 

  
環境教育 

系統規劃 

碩博 

選修 3 

 EEC0029 
（周儒） 

409 

 

生態環境教育教學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70 
（汪靜明） 

4 樓 
7 

14:10 

~  
15:00 

環境教育 

教學法 

博 

選 3 

EED0016 
（王順美） 

304 

水資源規劃

與管理 

碩博 

選修 3 

EEC0032 
（葉欣誠） 

409 

全球環境問

題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23 
（蔡慧敏） 

（公）綜 202 

環境教育 

研究 

碩 

『必修』3 

EEM0001 
（王順美） 

304 

 

8 
15:10 

~  
16:00 

 

 

9 
16:10 

~  
17:00 

環境科學 

碩 

『必修』3 

EEM0083 
（葉欣誠） 

304 

生態攝影 

與環境教育 

碩 

選 3 

EEM0055 
（汪靜明） 

4 樓 

 
環境倫理學 

博 

選修 3 

EED0015 
（楊冠政、 

張子超） 

409 

 

10 
17:10 

~  
18:00 

 
生態資訊 

分析方法 

博 

選 3 

EED0009 
（汪靜明） 

4 樓 

導師時間 

碩一 周  儒 1.33

碩二 葉欣誠 1.33 

博   蔡慧敏 1.33 

綠色學校的

經營與管理 

碩博 

選修 3 

EEC0007 
(王順美) 

304 

11 
18:30 

~  
19:20 

 

12 
19:30 

~  
20:20 

    

註 1：「環境生態學」及「環境科學」為二擇一必選修，自 98 學年度入學學生實施。 

註 2：「學校環境教育實務」、「社會環境教育實務」、「生態環境教育教學實務」、「戶外環境教育實務」為四擇一必選修，於碩士二年級第一學期起始可規劃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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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 

環教所教師學分數統計 

 授課時數總計 備註 

葉欣誠教授兼所長（4） 9.33 
主任導師 

碩士班導師 

汪靜明教授（8） 13  

周儒教授（8） 9.33 碩士班導師 

張子超教授（8） 12  

王順美副教授（9） 12  

蔡慧敏副教授（9） 9.33 博士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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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 

節

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00 

~  
08:50 

     

2 
09:00 

~  
09:50 環境行為學 

碩 

選修3 

EEM0006 

（王順美） 

304 
 

環境解說 

碩博 

選修3 

EEC0016 
（周儒） 

304 
 

 環境教育 

課程設計 

碩 

選修 3  

EEM0005 
（張子超） 

304 

 

3 
10:10 

~  
11:00 環境教育 

公領三 2 

（蔡慧敏） 
（本部） 

永續發展 

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22 

（王順美） 

304 

戶外環境教育專題研究 

碩 

選修 2 

EEM0051 
（周儒） 

4 
11:10 

~  
12:00 

5 12:10      

6 
13:10 

~  
14:00 

專題討論(一) 

碩一 

『必修』1 

EEM0072 
（葉欣誠） 

304 

專題討論(二) 

碩二 

『必修』1 

EEM0073 
（張子超） 

304 

  
環境學習中心 

理論與實務 

碩博 

選修 3 

EEC0018 
（周儒） 

304 

綠色大學 

理論與實務 

碩博 

選修 3 

EEC0039 
（葉欣誠） 

409 

 

7 
14:10 

~  
15:00 環境經濟學 

碩 

選修 3 

EEM0075 
（葉欣誠） 

304 

環境變遷人文

面向專題研究 

博 

選修 2 

EED0014 
（蔡慧敏） 

409 

環境倫理與 

永續發展 

通識 2 

06UG006 
（張子超） 

 

環境教育 

研究法 

碩 

『必修』3  

EEM0004 

（王順美） 

304 

生態議題分析

與評論 
博 

選修 3 
EED0004 

（汪靜明） 

4 樓 

 

8 
15:10 

~  
16:00 

專題討論(一) 

博一 

『必修』1 

EED0006 
（蔡慧敏） 

409 

專題討論(二) 

博二 

『必修』1 

EED0007 
（汪靜明） 

409 

 

9 
16:10 

~  
17:00 

地方永續發展

議題與策略 

碩博 

選修 3 

EEC0006 
(蔡慧敏) 

409 

   

10 
17:10 

~  
18:00 

永續校園的規

劃與經營 

碩博 

選修 3  

EEC0003 
（張子超） 

304 

環境教育行政 

碩 

選修 3 

EEM0052 
（汪靜明） 

4 樓 

 
自然生態保育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20 
（汪靜明） 

4 樓 

導師時間 

碩一 周  儒 

碩二 王順美 

博    蔡慧敏 

 

11 
18:30 

~  
19:20 

  

12 
19:30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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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 

環教所教師學分數統計 

 授課時數總計 備註 

葉欣誠教授兼所長（4） 8 主任導師 

汪靜明教授（8） 10  

周儒教授（8） 9.34 碩一導師 

張子超教授（8） 10  

王順美副教授（9） 9.33 碩二導師 

蔡慧敏副教授（9） 10.33 博士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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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一ＯＯ學年度第一學期 

節

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00 

~  
08:50 

     

2 
09:00 

~  
09:50 環境科學 

碩 

『必修』3 

EEM0083 
（葉欣誠） 

304 

環境教育 

質化研究法 

碩博 

選修 3 

EEC0019 
（張子超） 

409 
 

環境教育議題 

與發展趨勢 

博 

『必修』3 

 EED0003 
（葉欣誠、汪靜明、 

周儒、張子超 

王順美、蔡慧敏） 

409 

 
國家公園及保護區： 

理論與實務 

碩 

選修 3 

EEM0061 
（蔡慧敏） 

409 

 

3 
10:10 

~  
11:00 

永續發展 

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22 
（張子超） 

304 

環境教育 

公領三 

選修 2 

 
（周儒） 
本部誠 107 

社會環境 

教育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69 
（王順美） 

304 

戶外環境 

教育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71 
（周儒） 

304 

4 
11:10 

~  
12:00 

5 12:10      

6 
13:10 

~  
14:00 

專題討論(一) 

碩一 

『必修』1 

EEM0072 
（葉欣誠） 

304 

專題討論

(二) 

碩二 

『必修』1 

EEM0073 
（蔡慧敏） 

304 

生態 

教材教法 

碩 

選修 2 

EEM0053 
（汪靜明） 

4 樓 

  
環境教育

系統規畫 

碩博 

選修 3 

EEC0029 
（周儒） 

409 
 

   

7 
14:10 

~  
15:00 

社區 

環境教育 

碩博 

選修 3 

EEC0017 
(王順美) 

304 

 

環境教育 

研究 

碩 

『必修』3 

EEM0001 
（王順美） 

304 

環境倫理與 

永續發展 

通識 2 

06UG006 
（張子超） 

本部誠 208 

氣候變遷與 

綠色大學 

通識 2 

06UG015 
（葉欣誠） 

本部誠 107 

環境變遷與 

人類文明 

碩博 

選修 3 

EEC0037 
（蔡慧敏） 

409 

 

8 
15:10 

~  
16:00 

專題討論(一) 

博一 

『必修』1 

EED0006 
（周儒） 

409 
 

專題討論(二) 

博二 

『必修』1 

EED0007 
（王順美） 

409 
 

環境生態學 

碩 

『必修』3 

EEM0003 
（汪靜明） 

304 

生態環境 

教育實務 

碩二 

『必修』2 

EEM0070 
（汪靜明） 

4 樓 

 

9 
16:10 

~  
17:00 

  

10 
17:10 

~  
18:00 

環境價值教育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26 
（張子超） 

304 

生態文化教育 

專題研究 

碩博 

選修 2 

EEC0014 

（汪靜明） 

4 樓 

 
導師時間 

碩一 張子超 

碩二 周儒 

博   王順美 

 

11 
18:30 

~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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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究所一ＯＯ學年度第一學期 

環教所教師學分數統計 

 

 

 授課時數總計 備註 

葉欣誠教授兼所長（4） 7 主任導師 

汪靜明教授（8） 9  

周儒教授（8） 9 碩二導師 

張子超教授（8） 9 碩一導師 

王順美副教授（9） 10 博士班導師 

蔡慧敏副教授（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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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3-1】環境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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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3-2】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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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159 

【附錄 5-4-1】本所學生外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標準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學生外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標準表」                                            

※ 本標準經本所 99 年 8 月 12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 本標準適用於 100 學年度入學之博、碩士新生。 

※ 本所學生於畢業前，取得入學後之下述語言能力檢測標準（四項擇一），並於辦理離校前檢附相關證明，

視為已達本所語文能力畢業門檻。 

外語種類 畢業資格檢定標準 配套措施或抵免規定 

英語 

1.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 

2. 托福（TOEFL-iBT）88 分以上 

3. 托福（TOEFL-CBT）230 分以上 

4. 多益測驗（TOEIC）800 分以上 

1. 已於英語系國家取得學位者不在此限。 

2. 依據本校『非英語系學生英語補救課程（精進英

語課程）』辦理。 

 
備註： 

一、相關配套措施係包括可經本校英文會考及格或修習相關課程合格或參加精進英語課程合於其各級標準等，抵免規定係指通過其他外語檢

定考試標準等。 

二、有關學生外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標準須經系、所務會議決議，並公告於學系、所、學位學程網頁上週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