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當今世界，我們正面臨著一連串重要的環境和社會挑戰，包括氣候變化、

生態破壞、貧困和不平等，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具體指出17個真實世界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這些課題需要我們

思考和行動，以確保我們的未來和地球的永續性。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成為回應這些挑戰的關鍵，永續思維在教科書中

無所不在，只是我們是否有覺察、看見、引導與透過永續思維架起學生連結真實

世界的橋。

永續思維：教科書的基石
　　教科書一直在教育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們是知識的媒介，也是學生

對世界的窗口，其中的內容和理念深深影響他們的思考和行為。永續思維在教科

書扮演以下角色：

1.整合核心概念

　　永續思維貫穿於教科書中，將核心概念(例如：環境保護、社會公正和經濟)的

永續性融入並整合到各種學科中。教科書透過整合幫助學生理解這些概念如何相

互關聯，以及它們對真實世界的影響。

2.啟發批判性思維

　　永續思維期盼學生以批判性眼光看待問題、提出問題、挑戰現狀，並思考可行的

解決方案。教科書的設計應該啟發學生思考並鼓勵他們參與討論，以促進深度學習。

循著永續的道路，看見SDGs永續思維在教科書中無所不在

架起學生連結真實世界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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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實際案例和行動

　　教科書可以透過提供實際案例和行動建議，將學生引導到真實世界中的情

境。這些案例包括推動地方社區的永續發展，以及迎向全球性挑戰的示例。學生

可以透過這些案例研究，將理論應用到實際情境中，進而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4.跨學科連接

　　永續思維跨足不同學科，涵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數學和人文學科等領

域。教科書可以透過跨學科整合，幫助學生看到不同領域之間的關聯性，進而提

供更深刻的理解。

▲ 課程地圖可以幫助老師依據不同的條件篩選，例如：以選擇SDG6為例，可以看
見國語、生活、自然科學和社會等領域跨學科的關聯性。(資料來源：康軒文教集
團永續教育╳成就未來網站 https://sdgs.knsh.com.tw/)

教科書：連接真實世界的橋梁

　　教科書透過永續思維，為學生提供了連接真實世界的橋梁。當學生瞭解他們

的行為如何影響地球，以及他們可以採取哪些行動來實踐永續發展，他們會更有

動力參與社區活動、倡議變革，並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永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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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軒在接下來兩週將進行「SDGs永續週」活動，提供全領域教材融入SDGs

的示例及教學資源，從提問與反思、生活中的行動及實例分享，帶領學生逐步建

構永續思維。例如：國語領域教科書透過資料蒐集、文史踏查，進一步理解並欣

賞在臺灣多元文化中，城市或社區的歷史遺跡，建立自我身分的認同，同時產生

對環境的責任感；進一步以實際行動，努力保護全球的文化與自然遺產，創造更

宜居而永續的地球環境。

▲在康軒SDGs專區中，提供融入教科書的相關單元與豐富的教學資源。

SDGs 永續教育

●配合國語3上 第 8課 安平古堡參觀記

●設計者：洪琬喻老師

提問與反思

1.本課中談到哪些文史遺跡？各有什麼特色？
　（本課中談到安平古堡的文史遺跡與它的特色，包括：

　 ⑴博物館：館裡放著許多文物，包含史料、古城模型，還有地圖和照片。敘述著荷蘭人建

城和鄭成功駐守在安平地區的歷史。

　 ⑵古炮平臺：炮口對著遠方的一排古炮，像是長久堅守這片土地的士兵，想念以前風光的

日子。

　 ⑶瞭望臺：瞭望臺有紅紅的屋頂，白色的牆，又高又大，是這裡的地標。站上去，可以看

到附近美麗的風光。

　 ⑷老城牆：牆上長滿樹根的老城牆仍然堅固，安靜的站在公園裡，像在說著過往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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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11永續城市與社區
讓城市和人類住區具包容性、安全性、有復原力和永續力。

重要性：�在未來的發展中，95%的城市擴張將發生在開發中國家。

聯合國目標內涵 �

　　2014年至2018年期間，全球城市人口居住在貧民窟的比例從23%增加到24%，相當於
超過10億貧民窟居民。2019年統計，世界上只有一半的城市人口可以方便的使用公共交
通。

　　永續發展的城市，是一個從社會、經濟和環境角度尊重永續發展為優先的城市，使

居民能夠在生活良好的條件下，與周圍的自然環境取得平衡，讓城市和住宅兼具包容

性、安全性、靈活度與永續性。

臺灣教育脈絡 �

　　天然災害是臺灣人必須面對的威脅，921地震、莫拉克風災等慘痛的衝擊，已經深深
烙印在臺灣人的心中，如何從認識天然災害成因、災害風險的管理及災害防救的演練，

以降低災害的影響，是國民基礎教育必要的課題。

　　除了學會降低災害的影響外，可透過生活的社區或校園的調查，辨別分析自然環境

對居住地影響，融入永續概念，更進一步提升都市綠化及綠覆率，發展創造宜居的城市

和社區。

與課程的關聯 �

　　每一座文史古蹟都像在地的耆老，以斑駁的刻痕娓娓道出城市的過去、現在與可能

的未來。透過資料蒐集、文史踏查，進一步理解並欣賞在臺灣多元文化中，城市或社區

的歷史遺跡，建立自我身分的認同，同時產生對環境的責任感。進一步以實際行動，努

力保護全球的文化與自然遺產，創造更宜居而永續的地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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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發展教育是培養下一代迎接未來挑戰的關鍵，教科書在其中擔當關鍵重

要角色。期盼透過在教科書中融入永續思維，讓學生不僅瞭解永續發展的概念，

還能將這些概念轉化為日常生活中的行動。因此，我們應該重視教科書的選擇和

設計，確保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觀和原則，唯有這樣，我們才能為下一代建立一

個真正永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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