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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 

1. 張子超（2013）。環境倫理與典範轉移的通識內涵。通識在線，46，14-16，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 

2. Chang, Fong-Ching& Liu, Chieh-Hsing& Liao, Li-Ling& Niu, Yu-Zhen& Cheng, Chi-Chia& Chou, 

Hsin-Pei& Chang, Tzu-Chau (2012). Facilit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icacy of health promoting 

schools via 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in Taiwan.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P.1~11(doi: 

10.1093/heapro/das055) (SSCI) 

3. Tzu-chau Chang & Weiru Lin (2012). Building Networks of Disaster Preparedness Schools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ety for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s. 

4. 何昕家，張子超（2012）。論環境心理、行為及教育關連性-以校園建成環境為論述基礎。通識教育

學報，臺中科技大學 。 

5. 何昕家，張子超（2012）。生態保育概念融入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探究分析。通識教育學刊，261-297，

慈濟大學。 

6. 何昕家，張子超（2011）。初探學校建築規畫設計脈絡。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舜耕學校建築

學術研究，203-218，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 

7. 何昕家，張子超（2011）。初探環境教育學習場域規劃設計：以學校與自然中心為例。通識教育與

跨域研究，10，93-114，南華大學。 

8. 何昕家，張子超（2011）。論永續發展教育概念融入校園環境空間規劃設計。環境與藝術學報，10，

28-53，南華大學。 

9. 何昕家，張子超（2011）。探究資源共享模式增進社區意識之策略-以少子化趨勢之校園議題為例。

環境與藝術學報，9，21-46，南華大學。 

10. 何昕家，張子超（2011）。初論臺灣地區生態設計迷思。新建築，135，73-75，華中科技大學。 

11. Su, H. Jenny & Chang, Tzu-chau (2010). An Investigation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Sustainability Literacy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11),163-172. (SSCI) 

12. 何昕家，張子超（2010）。校園學習環境空間領域性延伸至認同感。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舜

耕學校建築學術研究，191-203，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 

13. 何昕家，張子超（2010）。以大學城資源共享觀點探討綠色大學與生態社區合作策略。環境教育，

59-62，中國大陸，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14. 張子超，林韋伶（2009）。環保有功小學規劃環保生態校園的作法－以 2002～2007年為例。教育研

究月刊（184），頁 20-32。 

15. 張子超，林韋伶（2009）。「環保有功小學」推動環境教育的模式。教師天地（162），頁 14-20。 

16. 張子超（2009）。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數位學習課程的建置與應用。教育研究月刊（180），頁 18-27。 

17. 高翠霞、張子超（2009）。環境教育 97課綱的修訂及傳達的意義。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編），

第 8130期「環境教育課鋼微調工作坊」研習資料。臺北縣：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研討會論文 

1. 李岷駿、張子超（2013 年 11 月）。以 Ronald L. Sandler 環境德行倫理取徑探討環境倫理教學之蘊義。

2013 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 

2. 石純齊、張子超（2013年 11月）。「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通識課程經驗分享。2013年中華民國

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 



3. Chieh-Hsing Liu, Tzu-Chau Chang, Liling Liao, Chi-Chia Cheng, Hsueh -Yun Chi, Yu-Shan Lee (2013, 

November). A study on constructiong Taiwan children’s health literacy ability from health promotion view. 

APHA, Boston, Ma, United State.  

4. 劉潔心、張子超、廖梨伶、鄭其嘉、李育姍（2013 年 10月）。學童健康素養評價模式之發展與建構。

2013 公共衛生聯合年會，台北醫學大學（海報發表）。 

5. Chieh-Hsing Liu, Tzu-Chau Chang, Li-Ling Liao, Fong-Ching Chang, Chi-Chia Cheng, Yu- Zhen Niu, 

Hsin-Pei Chou (2013, August). Evidence-based Effect of “Taiwan Health-Promoting School” Supporting 

System and Network Maintenance. 21st IUHPE World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on, Pattaya, Thailand. 

6. Chieh-Hsing Liu , Chun-Chuan Wang , Richard H Osborne, Tzu-Chau Chang , Li-Ling Liao , Shu-Fang 

Shih , Hsueh -Yun Chi , Roy Batterham , Yu-shan Lee. (2013, August)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TAIWAN CHILDREN HEALTH LITERACY TEST. 21st 

IUHPE World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on, Pattaya, Thailand. 

7. Tzu-chau Chang(2013, July). From “Silent Spring”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e are experiencing a 

shift of environmental paradigm.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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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iu, Chieh-Hsing1 , Chang Tzu-Chau , Liao Li-Ling , Chang Fong-ching , Cheng Chi-chia , Niu Yu- Zhen , 

Chou, Hsin-Pei (2012, October). “Evidence-based Guidance of Taiwan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Promotional Strategy & Result of Second-Generation Health Promotion.” 2012 APHA, San Francisco, CA, 

United State. 

9. Chieh-Hsing Liu, Chang T.C., Liao L.L., Chang F.C., Cheng C.C., Niu Y.Z., Chou H.P.(2012,May) 

“Taiwan Health Promoting School” Promotional Strategy & Result of Second-Generation Health Promotion. 

2012 the Second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2012 APHPE). Fu Jen 

University, New Taipei City, Taiwan. 

10. Chang F.C., Chieh-Hsing Liu, Liao L.L., Niu, Y.Z, Cheng C.C., Chou H.P, Chang T.C.(2012, May) 

Moving toward Evidence-based Health Promoting Schools in Taiwan. 2012 the Second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2012 APHPE). Fu Jen University, New Taipei City, 

Taiwan. 

11. Li-Ling Liao, Chieh-Hsing Liu, Tzu-Chau, Chang (2012, May).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Tool for Children in Taiwan. 2012 the Second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2012 APHPE). Fu Jen University, New Taipei City, Taiwan. 

12. 鍾松晉、張子超、李文正、游愷庭、羅友伶（2012 年 11月）。防災校園教育網絡建置之研究。2012

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13. 李文正、張子超、鍾松晉（2012年 11月）。防災校園教育網絡建置之研究。2012年中華民國環境

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14. 何昕家、張子超（2012年 11月）。環境教育與通識教育融滲以「人與環境」通識課程為例。2012

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15. 陳家瑋、李孟發、方偉達、簡品芸、張子超（2012 年 11月）。故事行銷在環境教育的應用－以綠島

大象推廣「再利用」為例。2012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 

16. 陳清淨、張子超（2012年 11月）。臺北市越南籍新移民垃圾處理及分類行為之研究。2012年中華

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17. 廖淑珍、吳鈴筑、蕭淑碧、張子超、陳建志（2012 年 11月）。國小二年級學童環境覺知之探究－以

校園環境為例。2012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18. 方志豪、張子超（2012年 11月）。以環境教育目標探討本土企業的環境教育活動策略。2012年中

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19. 石純齊，張子超（2012年 6月）。大學生參與「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通識課程之學習歷程與環境

行動增進關係之研究。2012 年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臺中科技大學，

臺中市。 

20. 劉潔心、張子超、廖梨伶、張麗春、周昕蓓、彭惠翎（2011年 11月）。臺灣健康促進學校「健康體

位」之多元策略與行動研究方案（海報發表）。2011 年健康促進學校成果發表暨國際研討會，輔仁

大學，新北市。 

21. 何昕家，張子超（2011年 11月）。從「環境倫理」思維探究「學校建築」規劃設計。2011環境教

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東華大學，花蓮縣。 

22. Shinjia Ho&Tzuchau Chang, (2009).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tent for 

Campus Planning.NAAEE’s（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38th Annual 

Conference.Portland, Oregon. 

23. Shinjia Ho&Tzuchau Chang, (2009). The Resource Sharing View to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reenUniversities and Communities.5th Worl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ngress.Montrel,Canada. 

24. 林韋伶，張子超（2009）。環保有功小學推展環境教育模式之探討-以民國 91-96年為例。2009 環境

永續發展國際論壇，立德大學，臺南縣，2009.5.22。 

25. 焦妮娜，張子超（2009 ）。特色學校環境教育實施之研究─以臺北縣建安國小溪流課程為例。第二

屆海峽兩岸環境教育論壇議，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2009.11.08。 

專書 

1. 張子超（2012）。永續教育的理念、目的、策略與執行。2020教育願景（117-136）。臺北市，臺灣：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 高翠霞、張子超（2011）。修訂 2011年環境教育課程綱要的歷程和結果－對話中的課程慎思。載於

李子建主編，海峽兩岸及港澳可持續發展教育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3. 高翠霞、張子超（2009）。修訂 2011年環境教育課程綱要的歷程和結果－對話中的課程慎思。載於

李子建主編，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理論、研究與實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技術報告 

1. 國科會「環境教育法內涵與執行的比較研究」結案報告。計畫主持人。2011 年 8月 1日至 2013 年 7

月 31日止。 

2. 國科會「從環境心理學觀點探討永續校園計畫之永續性設施對師生環境行為之影響」結案報告。計

畫主持人。2010年 8月 1 日至 2012年 7月 31日止。 

3. 國科會「永續校園計畫提升國小師生永續素養之研究」結案報告。計畫主持人。2009年 8月 1日至

2011 年 7月 31日止。 

4. 國科會「校園環境規劃模式與永續教育之研究：以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為例」結案報告。計畫主

持人。2008年 8月 1日至 2010年 7月 31日止。 

5. 國科會「高中課程永續教育之研究－高中課程永續教育之研究～地球與環境科教學模組研發」結案

報告。計畫主持人。2007 年 8月 1日至 2009年 7 月 31日。 

6. 教育部「100年度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結案報告。計畫主持人。2011

年 8月 1日至 2012年 2月 29日止。 



7. 教育部「100年度「卓越師培特色議題計畫」─中等學校師資培育制度與課程精進（子計畫 II-11：「環

境教育」師資專業養成與社群網絡支持計畫」結案報告。計畫主持人。2011 年 4月 01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日。 

8. 教育部「99年度「永續發展教育」卓越師資培育計畫—以「聯合國區域永續發展教育中心」（UNESCO 

Regional Center of Expertise）概念建構臺灣永續發展教育區域跨界平臺」結案報告。計畫主持人。2010

年 2月 1日至 2010年 12月 31日。 

9. 教育部「98年度「永續發展教育」卓越師資培育計畫—永續發展教育透過數位學習網絡平臺應用計

畫」結案報告。計畫主持人。2009年 2月 1日至 2009年 12月 31日。 

10. 教育部「教育部「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數位學習課程之推廣與教學應用計畫」結案報告。計畫主

持人。2008年 5月 8日至 2009年 5月 7日止。  



汪靜明教授 

期刊論文 

1. Ta-Jen Chu , Daryi Wang , Hsien-Lu Haung , Feng-Jiau Lin , Ching-Ming Wang , Chun-Han Shih , 

Tzong-Der Tzeng , 2011. Genetic variations and expansion of whiskered velvet shrimp (Metapenaeopsis 

barbata) off China and Taiwan inferred from intron sequence. T.-J. Chu et al. /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39(2011) 520-525(SCI) 

2. Chun-Han Shih, Hsien-Lu Haung, Ta-Jen Chu, Ying-Chou Lee, Ching-Ming Wang  , Tzong-Der Tzeng , 

2011. Genetic diversity and historical demography of kuruma shrimp (Penaeus japonicus) species complex 

off China based on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African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10 (7): 1065-1072 

3. 汪靜明  2011  台灣永續發展中流域集水區管理與治理之生態保育作法  化工技術第 218期：

124-137。越吟出版社。 

4. 汪靜明、楊偉甫、王晉倫、施柏喬、傅桂霖、曾信耀、賴仟定、錢念圭  2009  石門水庫集水區整

治工程之棲地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生態檢核制度建立與推動現況  工程環境會刊第 23期：69-84。中

華民國工程環境學會出版。 

研討會論文 

1. 汪靜明、燕琍婷、陳雅萍（2013）。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資源整合暨環境教育推廣計畫(賡續計畫)。

陽明山國家公園 101年度委託研究暨保育計畫成果發表會論文集，陽明山國家管理處主辦。 

2. 汪靜明（2013）。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基地之評估。陽明山國家公園 101 年度委託研究暨保育

計畫成果發表會論文集，陽明山國家管理處主辦。 

3. 汪靜明、林永發、燕琍婷、陳雅萍、楊嘉芸、魏竹秀、周邑駿、胡至翰、林敬勛 (2012)。陽明山國

家公園環境教育發展推動實務。，陽明山國家管理處。 

4. 巫樾、汪靜明 (2012)。創作性戲劇教學法應用於環境教育-以陽明山國公園志工為例。2012中華民國

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 

5. 汪靜明（2011）。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資源整合暨環境教育推廣先期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 99 年度

委託研究暨保育計畫成果發表會論文集，陽明山國家管理處主辦。 

6. 汪靜明（2011）。2011 台灣櫻花鉤吻鮭環境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出版，台

北市，269頁。 

7. 汪靜明（2011）。退壩還棲地於河_大甲溪流域台灣櫻花鉤吻鮭棲地改善工程生態檢核評估機制建立

於實作。2011 台灣櫻花鉤吻鮭環境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

教育研究所主辦，77-98。 

8. 汪靜明（2011）。台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保育中的環境教育行動。2011 台灣櫻花鉤吻鮭環境教育國際

研討會論文集，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主辦，253-269。 

9. 汪靜明、賴仟定 (2011)  iWATER 我們為台灣地區生態和西整合行動策略及案例分析，探索可持續

發展教育之路論文集，頁 103-117 中國環境出版社 北京。 

10. 汪靜明、朱達仁、賴仟定（2011），「工程生態檢核制度應用於流域管理」，第七屆永續水環境國

際研討會論文集。 

11. 汪靜明 (2010)，台灣永續發展中集水區環境治理與管理的新趨勢-生態保育、民眾參與、資訊公開  區

域發展與地方治理兩岸三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知識經濟發展研究院、社團法人



台灣民意學會主辦，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教育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財團法人台灣民主

基金會協辦 頁 1-1~1-17。 

12. 汪靜明、曾文齡、郭怡欣、李玉琥、陳冠榮、呂儼展（2009）。國家公園生態資訊整合及環境教育

平台推廣理念與建置構思－以台灣櫻花鉤吻鮭為例。發表於 2009陽明山國家公園建構新世代解說策

略與願景研討會。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13. 汪靜明等 (2009)，問題導向學習輔以網路合作模式應用於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環境教育成效評量之

研究  石門水庫集水區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頁 63-80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主辦、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承辦。 

14. 汪靜明等 (2009)，價值澄清法應用於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資源環境教育教學成效之影響研究～以國小

高年級學生為例  石門水庫集水區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頁 81-92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主辦、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承辦。 

15. 汪靜明等 (2009)，石門水庫集水區生物多樣性課程教學成效之研究以國小四年級學童為例  石門水

庫集水區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頁 93-108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主辦、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

教育研究所承辦。 

16. 汪靜明等 (2009)，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資源議題環境教育-以國小三年級進行環境-科學-技術-社會

(E-STS)  石門水庫集水區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頁 109-126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主辦、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承辦。 

17. 汪靜明  (2009)，台灣櫻花鉤吻鮭的生態保育暨環境教育概念－以 WHO-IDEA 思議方法建構為例  

台灣櫻花鉤吻鮭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台

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綠色陣線協會主辦。 

18. 汪靜明 (2009)，石門水庫集水區生態保育暨環境教育平台推動現況及教育成果  98年度石門水庫及

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執行成果交流研討會論文集  頁 191-226  經濟部水利署主辦、經濟部水利署北區

水資源局、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協辦。 

19. 汪靜明等 (2009)，石門水庫集水區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98年度石門水庫及其集

水區整治計畫執行成果研討會論文集  頁91-118  經濟部水利署主辦、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協辦。 

20. 汪靜明 (2009)，國家公園生態資訊整合暨環境教育平台推廣理念與建置構思-以台灣櫻花鉤吻鮭為例  

陽明山國家公園建構解說新世代解說策略與願景研討會論文集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主辦

（2009.9.29） 

21. 汪靜明 (2009)，以環境教育化平台友助民眾參與治水，關鍵時刻：氣候變遷 台灣準備，余紀忠文教

基金會，台北市，532-541。  

22. 汪靜明 (2009)，永續公共工程的生態保育落實方案～生態檢核  永續公共工程與節能減碳研討會-落

實方案篇論文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台灣營建研究院、台灣混凝土學會主辦  99-115頁   

23. 汪靜明 (2009)，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的生態檢核  河川生態與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指導，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主辦  12-38頁 

專書 

1. 汪靜明、全中平、曾啟銘 2012，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 2012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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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汪靜明 2011，石門水庫愛水環境教育教學活動設計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75頁 

3. 汪靜明 2011，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 2011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4. 汪靜明 2010， iFISHBOOK 國寶魚書-台灣櫻花鉤吻鮭  內政部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苗栗縣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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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汪靜明 2010，跨區域調水對河川生態環境影響及棲地生態保育-中國南水北調中線與台灣日月潭引水

工程之案例  第 232-251頁於泛長江度黃河我們看南水北調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台北市 

6. 汪靜明 2010，石門水庫注釋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58頁 

7. 汪靜明 2009，以環境教育化平台友助民眾參與治水，關鍵時刻：氣候變遷 台灣準備，余紀忠文教

基金會，台北市，53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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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n, S. L., Wu, H. C., Chou, J., & Simpson, S. (2012). Influence of Activity Involvement and Place 

Attachment on Volunteer Interpreters’ Satisfac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17(2), 

7-22. 

2. Lin, H. N., Chou, J. & Morgan, M. (2012).  Interpretation in Taiwan: A public involvement 

perspective.  Legacy, 23(3), 32-35. 

3. 周儒、潘淑蘭、吳忠宏(2013)：〈大學生面對全球暖化議題採取行動之影響因子研究〉。《環境教育

研究》。第 10卷，第 1期，1-34。 

4. 周儒、姜永浚(2013)：〈透過德懷術探討優質環境學習中心之特質〉。《環境教育研究》。第 9 卷，

第 2期，1-32。 

5. 周儒、陳湘寧(2012)：〈台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人員專業知能與發展需求〉。《南京林業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2卷，第 2期，37-45。 

6. 王喜青、林慧年、陳維立、周儒(2011)：〈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環境教育教師專業職能表現及成長需

求初探〉。《環境教育研究》。第 9卷，第 1期，75-108頁。 

7. 周儒、王書貞(2011)：〈許一個綠色幸福產業的夢〉。《農訓雜誌》。第 260期，28-30頁。 

研討會論文 

1. Chou, J., & Pan, S. L. (2013). Exploring the operation status and improvement needs of Taiwan’s 

environmental learning centers. Article presented at the 7th Worl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ngress. 

June 9-14, 2013 in Marrakech, Morocco. 

2. Chou, J., & Pan, S. L. (2012, May). Application Logic Model to develop, implement, and evaluate 

interpretive program in Taiwan’s nature cent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th annual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Kailua-Kona, Hawaii, USA. 

3. Chou, J., & Pan, S. L. (2011).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Routine-Bas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 in Nature Center. Article presented at the 6th Worl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ngress. 19-23, July, 2011. Brisbane, Queensland, Australia. 

4. Chou, J., Pan, S. L., & Wu, H. C. (2009). Factors resulting in college students’ behaviors of stopping 

global warming. Article presented at the 38th 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AEE) Annual conference. October 7-10, 2009. Portland, Oregon, USA.  

5. Chou, J., & Lin, H. N. (2009). Trends in Taiwanese interpretation - A public involvement perspective. 

Article presented at Tsunagu-Hito Symposium: Aiming for Asian Interpreters Network. September 5, 2009. 

Rikkyo University, Tokyo, Japan. 

6. Chou, J., Guo, Y. R., Lin, H. J., & Liu, K. M. (2009). Development of Taiwan Forestry Bureau’s nature 

center system. Article presented at the 5th Worl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ngress. May 10-14, 2009. 

Montreal,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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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評鑑指標系統之發展〉。《2013年中  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論文集》，1007-1020

頁。台中：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8. 徐子惠、周儒（2013年 11 月）：〈人與自然的連結：自然關聯性內涵之初探〉。《2013年中華民

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論文集》，1189-1199頁。台中：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9. 吳郁煌、周儒(2013年 11月)： (臺灣大型垃圾焚化廠環境教育服務之狀況調查)。(2013年中華民國

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 )發表。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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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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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及實務交流研討會》。2012 年 11月 9-11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4. 潘淑蘭、周儒（2011 年 9月）。〈朝向生態旅遊：在自然環境地區發展與評量環境教育方案〉。《第

13 屆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暨國際論壇》。2011年 9月 9-10日。世新大學。 

15. 周儒（2011年 11月）：〈台灣森林環境教育基礎概念之建構與應用—以自然教育中心方案為例〉。

《「2011年環境教育基地論壇暨中日技術合作森林學習主題研討會」》。2011年 11月 22-25日。廣

州：中國環境保護部宣傳教育中心。 

16. 周儒、葉育瑜（2011年 11 月）：〈戶外解說牌中文內容適當字數探討〉。《2011年環境教育學術

暨實務交流研討會—環境公民與環境教育》，26-27頁。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17. 潘淑蘭、周儒 （2011年 9 月）：〈朝向生態旅遊：在自然環境地區發展與評量環境教育方案〉。《2011

第 13屆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暨國際論壇》發表。台北：世新大學。 

18. 張瑞恬、周儒（2011年 1月）：〈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執行戶外教學方案之評估─以「森林水故鄉」

為例〉。《2011年動物行為、生態暨環境教育研討會》發表。台南市：台南大學。 

19. 潘淑蘭、周儒、游木村、楊進忠、陳美雲、陳仕泓、朱雅芬、姜永浚、林益在、金珮（2010）：〈學

校可以更常利用自然中心-以關渡自然中心與關渡國小共同發展持續型環境教育方案為例〉。《2010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實務分享議題》。台北：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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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謝純雅、周儒( 2010)：〈臺北市國小教師利用親山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需求分析〉。《2010旅遊

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85-96頁。台北：國立台北護理學院旅遊健康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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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心推動發展研討會論文集》，54-68頁。2009 年 12月 18-19日。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23. 張耕碩、周儒（2009）：〈國中、小根與芽教師參與根與芽計畫狀況之初探〉。《2009環境教育實

務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663-677頁。台北：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24. 王啟業、周儒 (2009)：〈教育部推動特色學校方案與國小戶外環境教育之影響〉。《環境教育實務

交流暨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77頁。台北：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25. 潘淑蘭、郭珮斳、曾鈺琪、周儒 (2009，11月)：〈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美國 IslandWood 環境學

習中心實習成果發表〉。《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專書 

1. 周儒(2013)：《自然是最好的學校－臺灣環境教育實踐》。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 周儒(2012)：〈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規劃與管理〉，《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規劃暨營運管理實務班授課講

義》，11-43頁。台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人員訓練所。 

3. 周儒(2012)：〈環境教育導論〉，《公害防治領域環境教育訓練課程（環境教育人員和新科目 30 小

時研習），1-17頁。台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人員訓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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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海峽兩岸及港澳可持續發展教育研究》，18-38頁。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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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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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ui-Ting Chang, Lei Yang, and Shin-Cheng Yeh (2011, Jan). Establishing an Assessment Syste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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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C Yeh, J-C Chen, and Y-L Chen (2011).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utilizing swine manure as a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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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6. Ni-Bin Chang, Shin-Cheng Yeh, Chin-Hsien Chang (2011). Optimal expansion of a coastal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ocean outfall system under uncertainty (II): optimisation analysis.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 28(1), 39-59. DOI:10.1080/10286600903243138. (SCI) 

7. Shin-Cheng Yeh, Ni-Bin Chang, Hoping Wei, Chin-Hsien Chang, Haibo Chai & Juewen Huang (2011, Jan). 

Optimal expansion of a coastal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ocean outfall system under uncertainty (I): 

simulation analysis.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 28(1), 19-38. DOI: 

10.1080/1028660090324312 (SCI) 

8. Chung-Ming Liu, Ming-Lone Liou, Shin-Cheng Yeh, Neng-Chou Shang (2009, Feb). Target-aimed versus 

wishful-thinking in designing efficient GHG reduction strategies for a metropolitan city: Taipei. Energy 

policy, 400-406. (SSCI). 

9. 楊樺、葉欣誠（2012年 09 月）。新聞媒體在天然災難事件中的角色和影響力。危機管理學刊，9(2)，

63-70。 

10. 葉欣誠、陳建中、陳翰、甯蜀光、梁明煌（2012 年 5 月）。臺灣能源教育模型建構與教育推廣。燃

燒季刊，77，50-62。 

11. 黃舒琳、劉湘瑤、葉欣誠（2011 年 3 月）。我國大學生對生質燃料的知識與態度。環境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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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葉欣誠(2010)。工程教育中的永續發展基礎。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刊，83(3)，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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