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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領域 

 範疇(圖 1)：包含由學齡前到大學等具有層級架構之環境教育；針對社會

大眾而設計之環境教育活動；及透過大眾媒體等方式傳遞環境教育之理

念。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可分為正規教育、非正規及非正式教育等三大

次領域分類。 

在正規與非正規教育
之外，透過其他方式
傳達環境教育之概念，
並能啟發環境行動力
之方式，包含大眾媒
體、多媒體、大眾溝
通等

非正式教育

指從學齡前到大學
等，具有層級架構
及系統之教育體制

正規教育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包含由學齡前到大學等

具有層級架構之環境教

育；針對社會大眾而設

計之環境教育活動；及

透過大眾媒體等方式傳

遞環境教育之理念

指在正規教育體制
以外，可執行終身
學習的組織(如：
博物館及環境學習
中心等)，針對特
定目的或對象而設
計之環境教育活動

非正規教育

 

圖 1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領域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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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氣候變遷領域 

 範疇(圖 2)：包括氣候自然變遷與人類活動影響下氣候變化，及透過各種

措施以減緩全球暖化，並能透過調適策略及能力建構予以因應，以及如

何藉由「減緩」與「調適」等措施予以因應。氣候變遷可分為科學面、

衝擊與調適、減緩等三大次領域分類。 

觀測自然及人類活
動改變地球大氣組
成而造成氣候變化
之科學方法及研究

透過政策法規及各
種方法及措施，以
減緩全球暖化，包
括國際公約、綠色
經濟、再生能源等

全球暖化所造成的
衝擊之分析探討及
因應全球暖化之調
適策略及能力建構

衝擊與調適

科學面

減緩

氣候變遷

包括氣候自然變遷與人

類活動影響下氣候變化

，及透過各種措施以減

緩全球暖化，並能透過

調適策略及能力建構予

以因應，以及如何藉由

「減緩」與「調適」等

措施予以因應
 

圖 2 氣候變遷領域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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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災害防救領域 

 範疇(圖 3)：透過各種方式及措施，有效預防災害發生，並能提高災害應

變能力及迅速完成災後復原重建工作。其災害種類包括：風災、水災、

震災、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及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等人為災害。災害

防救可分為災害種類、災害防救與管理、災害防救相關政策法規與國際

組織等三大次領域分類。 

災害防救相關之各種減
災、整備、應變、復原
等技能應用措施

災害防救與管理(1)自然災害：包含
風災、水災、震
災、旱災、寒害、
土石流、森林火
災等及其它自然
產生之災害

(2)人為災害：包含
火災、爆炸、公
用氣體與油料管
線、礦災、毒性
化學物質災害等
及其他人為產生
之災害

災害種類

災害防救

透過各種方式及措施，有

效預防災害發生，並能提

高災害應變能力及迅速完

成災後復原重建工作。其

災害種類包括：風災、水

災、震災、旱災、寒害、

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及

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礦災、森林火災、毒性

化學物質災害等災害。

災害防救相關政策法規
與國際災害防救組織等
面向

災害防救相關
政策法規與國際組織

 

圖 3 災害防救領域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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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然保育領域 

 範疇(圖 4)：推動拓展人們保護自然的完整性與多樣性之相關作法，包括

生物多樣性、自然地景/地形維護及保育法規等，以滿足人們於當代及未

來自然保育之需求與期望。自然保育可分為生物多樣性、自然地景、地

形與保育法規及國際保育公約與組織等三大次領域分類。 

自然保育相關政策法規
及國際自然保育公約與
組織等面向

自然地景、地形相關
維護的方法或研究

保育法規及
國際保育公約與組織

保育法規及
國際保育公約與組織

自然地景、地形自然地景、地形

自然保育

推動拓展人們保護自然
的完整性與多樣性之相
關作法，包括生物多樣
性、自然地景/地形維護
及保育法規等，以滿足
人們於當代及未來自然
保育之需求與期望。

◎基因保育
動物、植物基因庫
保育及復育之研究

◎物種保育
各種動物、植物的
保育的方法或研究
(包含外來物種管理)

◎生態系
各種動物、植物保
護區的相關經營與
管理方法或研究

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

 

圖 4 自然保育領域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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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害防治領域 

 範疇(圖 5)：為預防及整治因人為因素導致生存環境破壞或國民健康損

害，所採取之行為或措施，涵蓋科學事實、公害整治、公害預防及政策

法規。其範圍包括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海洋污染、噪音、振

動、異味污染物、廢棄物、毒性物質污染、光害、地盤下陷及非游離輻

射公害。公害防治可分為科學事實、公害整治、公害預防、公害防治政

策法規與國際規範等四大次領域分類。 

各種公害污染之
科學方法及研究

科學事實

各種公害污染之整
治方法與研究

公害防治相關政策法規
及國際規範等面向

各種公害污染之預防
方法與研究

公害整治
公害防治政策
法規與國際規範

公害預防

公害防治

為預防及整治因人為因素
導致生存環境破壞或國民
健康損害，所採取之行為
或措施，涵蓋科學事實、
公害整治、公害預防及政
策法規等。其範圍包括水
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
染、海洋污染、噪音、振
動、異味污染物、廢棄物
、毒性物質污染、光害、
地盤下陷及非游離輻射公
害等。

 

圖 5 公害防治領域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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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環境及資源管理領域 

 範疇(圖 6)：為環境及資源與自然社會間之經營管理，兼顧需要及保護間

之平衡，以同時保有當代及下一世代之環境。其包含：土地使用、水經

營、能源管理、綠色消費、資源循環再利用等之永續發展(環境/經濟/社

會)面向。環境及資源管理可分為環境管理、資源管理、永續發展、環境

及資源管理政策法規與國際規範等四大次領域分類。 

各種環境議題之經營
管理的方法與研究

各種資源議題之經營
管理的方法與研究 環境管理、資源管理、

永續發展相關政策法規
及國際規範等面向

環境管理

資源管理 環境及資源管理
政策法規與國際規範

各種環境及資源永續
經營管理的方式與研
究，包括：綠色技術/
生活/消費/行銷、資
源循環再利用等面向

永續發展
環境及資源管理

為環境及資源與自然社會
間之經營管理，兼顧需要
及保護間之平衡，以同時
保有當代及下一世代之環
境。其包含：土地使用、
水經營、能源管理、綠色
消費、資源循環再利用等
之永續發展(環境/經濟/
社會)面向。

 

圖 6 環境及資源管理領域範疇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8 大專業領域範疇 

- 7 - 

七、 文化保存領域 

 範疇(圖 7)：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如古蹟、歷史建築、

聚落、遺址、文化景觀、古物等有形文化、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

等無形文化及自然遺產、自然地景加以保存或維護。文化保存可分為有

形文化資產保存、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自然遺產、文化資產保存政策法

規與國際規範等四大次領域分類。 

透過各種文化資產保
存之歷史、法規、政
策及國際規範等，俾
利各類文化資產保存
及傳承

各種有形文化資產的
保存，如古蹟、歷史
建築、聚落、遺址、
文化景觀、古物等

各種無形文化資產的
傳承，如傳統工藝美
術、傳統表演藝術、
民俗及有關文物、保
存技術保存者等

文化資產保存
政策法規與國際規範

文化資產保存
政策法規與國際規範

無形文化資產
保存及再利用

無形文化資產
保存及再利用

有形文化資產
保存及再利用

有形文化資產
保存及再利用

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
自然區域、地形、植
物及礦物等，相關維
護的方法或研究

自然遺產自然遺產

文化保存

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
、科學等價值，如古蹟、
歷史建築、聚落、遺址、
文化景觀、古物等有形文
化、傳統藝術、民俗及有
關文物等無形文化及自然
遺產、自然地景加以保存
或維護。

 

圖 7 文化保存領域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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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社區參與領域 

 範疇(圖 8)：為促進社區及社會之環境永續發展，增進居民福利，建設安

和融洽、團結互助之公民社會，透過社區或社群於自然資源、社會正義、

環境保護經營管理之參與及行動，得以實現。社區參與可分為社區凝

聚、社區診斷、永續社區、社區經營等四大次領域分類。 

社區居民一同並且長
時間的投入促進社區
及社會發展，透過凝
聚社區共識、發掘長
才，組織團隊運作，
溝通協調、包容、信
任且認同，將參與行
動融入於生活。

在社區居民的參
與、互助下推動社
區永續發展，提高
社區居民的生活品
質、關心環境議
題、環境正義，使
社區作為解決環境
問題的最適尺度

永續社區永續社區

社區參與

為促進社區及社會之環境

永續發展，增進居民福利

，建設安和融洽、團結互

助之公民社會，透過社區

或社群於自然資源、社會

正義、環境保護經營管理

之參與及行動，得以實現
。

瞭解社區資源及其珍
貴、深切體認社區空
間之美，將社區所擁
有的資源轉化成永續
社區的構成關鍵，使
社區邁向永續。

社區診斷社區診斷

社區參與的工作是
長時間的累積、透
過擬定共同的目標
、計畫，使社區參
與及行動能夠實
現。

社區凝聚社區凝聚

社區經營社區經營

社區居民一同並且長
時間的投入促進社區
及社會發展，透過凝
聚社區共識、發掘長
才，組織團隊運作，
溝通協調、包容、信
任且認同，將參與行
動融入於生活。

在社區居民的參
與、互助下推動社
區永續發展，提高
社區居民的生活品
質、關心環境議
題、環境正義，使
社區作為解決環境
問題的最適尺度

永續社區永續社區

社區參與

為促進社區及社會之環境

永續發展，增進居民福利

，建設安和融洽、團結互

助之公民社會，透過社區

或社群於自然資源、社會

正義、環境保護經營管理

之參與及行動，得以實現
。

瞭解社區資源及其珍
貴、深切體認社區空
間之美，將社區所擁
有的資源轉化成永續
社區的構成關鍵，使
社區邁向永續。

社區診斷社區診斷

社區參與的工作是
長時間的累積、透
過擬定共同的目標
、計畫，使社區參
與及行動能夠實
現。

社區凝聚社區凝聚

社區經營社區經營

 

圖 8 社區參與領域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