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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署聲明 

加強環境教育於香港學校課程的推行及其主流化 

這聯署聲明主要針對現時香港學校環境教育的推行和改善，並於是次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所制訂的初步建議公眾諮詢作為回應及意見提交。 

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支持及推動的可持續發展教育，其目標是賦權學習者，使其能夠為現今

以及後世代，作出明智的決定和負責任的行動，以實現一個兼顧環境保育及其整全性、且擁有

經濟活力以及公義的社會，並同時尊重文化多樣性 (UNESCO, 2019a)。不過，需要強調的是，

環境教育及可持續發展教育均以優質教育以及建設一個能夠與地球承載力保持平衡的社會作為

願景 (Pavlova, 2013)。因此，為了有一個清晰的目標，此聯署聲明會主要集中以可持續發展教

育中有關環境的取向，特別是以第比利斯宣言之中所訂立的環境教育目標 (UNESCO, 1977)，作

為依歸，而不會涵蓋可持續發展教育中有關社會如性別平等以及經濟如貧窮問題的部分。 

我們同意專責小組於初步建議中有關價值觀教育的建議，特別是指出「價值觀教育應獲優先推

行和持續檢視，以配合社會的急速變化，從而應對數碼時代新出現的問題」(Task Force, 2019)。

在現今二十一世紀，人們的福祉，當然包括我們的學生，與周圍的環境（包括社會，經濟和自

然環境）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我們堅信，加強並提高其在教育中的重要程度，與專責小組賦予

價值觀教育的重要性完全吻合。 

現時學校環境教育的加強與發展是極之重要及迫切的，因為我們只有約十年多的時間，去減少

氣候變化所引致的災難影響 (CSD, 2019)。又，環顧香港政府的環境政策，比如最近的都市固體

廢物政策及長遠減碳策略，環境教育都是各項政策的核心，加強學校環境教育的推行及其主流

化，只會促進此類政策的實施。另外，環境教育亦是現時全球各國所推動的教育目標與責任。

香港作為世界頂尖先進城市，應該起一個帶領作用，成為全球環境教育的標竿。可惜，現時香

港環境教育的發展及推動，已大大落後於其他已發展地區。 

而且，環境教育的推行亦帶來各種好處，包括加強對於正規課程的學習以及環境知識的增長。

同時間對於培養二十一世紀的能力，包括批判思考、言語表達、分析能力、解決問題及高層次

思維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Ardoin, et al., 2017)。環境教育亦可提升學習動機，以至改善對於環

境的態度與行為。實證亦指出多接觸環境及大自然對於個人正面成長，包括培養自信、自我效

能、自我價值及個人健康有著重要聯繫，而對於各教師、學校以至社會，都有很多不同的好處

(Ardoin, et al., 2017, Dillon & Dickie, 2012, Rickinson et al., 2004)。 

要有效推行環境教育，就必需要做到最重要的三種取向，包括認識環境的教育(education about 

the environment)、置身環境的教育(education in the environment)以及關心環境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所以，無論是設計活動以至學校課程，能否落實這三種取向，會是環境教育

可否有效推行的關鍵。 

我們明白現時憑著跨學科方式來推動校本及體驗模式的環境教育活動 (EDB, 2016)，「可持續發

展的內容已在不同學校層面，由幼兒教育至中學，融入至不同學科的課程之中」(EDB, 2010)。 

但是，現時環境教育在學校課程之中，只是旁枝而不受重視 (Ma, 2019)。真正推行環境教育的

方向亦只偏向認識環境的教育取向，而置身環境以及關心環境的教育取向，則甚為缺乏及需要

大力推動(Ma, 2019)。現時學校實施環境教育有很多困難影響其成效，包括：學校課程緊迫以

致缺乏時間、教師工作過於繁重、缺乏學校管理層的支持、缺少教師間的協作與支持、教師缺

乏環境教育的專業知識及技能以及缺乏財政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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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據「香港環境教育建議書」(Ma, 2019) 以及各本地環境教育專家的意見，為了推動學

校環境教育的實施，此聯署聲明於六個層面（政策及管治、課程、學校、教師培訓、研究及與

外間協作），一共提出 15 項建議。 

以下是各項建議： 

願景：學生的全人和價值觀發展必須強調樹立全球公民意識，透過此意識的建立，學生將具

有基本及重要的素養和能力，以應對全球環境和社會經濟威脅，並建立一個人與人、人與大

自然和諧共存的美好未來。 

政策及管治層面 

作為亞洲國際都會，香港的教育政策必須充分強調實踐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 的全球公民意

識，其中必須包括全面、獨立且具前瞻性的有關環境教育和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章節 (UNESCO, 

2019b)。而所有學校在制定自己的校本政策/計劃時都必須充分兼顧有關可持續發展和自然保育

的考量。 

• 訂立香港首份環境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政策及行動策略，並使其在社會各層面中，以

全面、具參與性及賦權的環境教育，作為核心的重要位置。外地例子包括愛爾蘭的

「The National Strategy o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reland, 2014- 2020」(DES, 

2014)  以及澳洲的 「Living Sustainabl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9)。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議會員國建立及加強「一個可持續發展教育的跨部門委員會、政

府協調機關以及多方持分者工作小組或平台」(UNESCO, 2014, p.57) ，以督導可持續發

展教育的實施。因此，必須設立一個高層次的委員會，包括教育局、環境局、大學、

環境教育團體和學校的代表，專責督導香港整體可持續發展教育及環境教育於正規教

育各學校層面的長遠發展。  

• 於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重組架構，並設立一個新的獨立組別專責推動學校可持續發

展及環境教育，並提供足夠的專業支持和資源以促進其教育成效。 

課程層面  

環境教育應獲優先推行，尤應加強在環境中學習（戶外教育）。可持續發展必須融入中小學

課程，並參照國際標準制定明確的學習目標。 

• 必須加強環境教育的推行，並使其於各價值觀教育的範圍中，優先推行。學校應有更

多時間實行環境教育，特別是在大自然中學習。外地例子包括，在澳洲的學校課程中，

可持續發展是其三大重要跨學科範疇之一 (ACARA, 2019)。而戶外教育則是蘇格蘭學校

課程中的主要教學方式 (Learning and Teaching Scotland, 2010)。  

• 在所有學習領域中，檢視及增潤可持續發展的元素，為學生提供機會，使其成為具備

應有知識、積極參與、注重環保的全球公民。＜學校環境教育指引＞(CDC, 1999)應予

以檢視及更新，以切合現時課程及情況以提供明確及合時的資訊給各學校及教師參考。 

• 在推行全方位學習和 STEM / STEAM 教育之時，必須強調其與環境教育有關的脈絡與目

標。全方位學習需要支持環境教育中在環境中學習的取向。而學生應能夠理解和應用

STEM / STEAM 作為幫助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的重要工具，並且在 STEM / STEAM 教育

中，特別強調其對於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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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層面 

可持續發展是全世界社會追求的共同價值，而學校則是社會的縮影。因此，在香港學校中，

全校參與一直是學校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法。學校必須制定校本的可持續發展政策，包

括訂立明確目標和成效指標，並分配足夠的人手以確保所有相關工作及教學均達到本地和國

際標準。   

• 可持續發展及自然保育的元素必須成為學校政策和三年計劃的一部分。  

• 允許足夠資源，使學校能任命一位獨立的環境教育教師以督導及協調學校的環境教育，

其等級與學校課程統籌主任相似。 

• 修訂並整合類似的學校計劃，以確保其目標與國際公認的標準緊密結合，包括可持續

發展目標和《巴黎應對氣候變化協定》，以達更廣更大的環境教育成效。這些計劃包

括環境運動委員會主辦的香港綠色學校獎、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和相關計劃，以及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學校獎勵計劃、學校外展計劃和可持續發展大使等。  

教師培訓層面  

於職前教師培訓，在職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和學校管理培訓中，可持續發展必須被視為培訓

的關鍵領域，使教師具備必要的知識和技能，以為學生和學校開展相關的教育活動。  

• 環境可持續性成為在職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必修主題。加強教師的學習圈、實踐社群

及由教育局協調的交流小組，並使其得到外間機構的支持。 

• 鼓勵和支持大學發展針對可持續發展和自然保育的職前教師，在職教師和學校管理培

訓課程。 

研究  

• 教育局應開展和促進對香港環境教育的研究。有關環境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研究應

優先獲得政府資助，例如優配研究金(GRF)、優質教育基金(QEF)、環境及自然保育基

金(ECF)、可持續發展基金(SDF) 等。另外，應促進政府、學校、大專院校和專業環境

教育組織之間的合作，以進行全港性的環境教育研究。海外的例子包括 EfS 項目，該項

目由澳洲教育署於 2012 年，委託澳洲可持續發展教育聯盟（AESA）進行，旨在查找、

確定、推薦和促進改善可持續發展教育融入學習的方法，並將其作為澳洲學校課程下

所有學科領域的跨課程優先事項 (AESA, 2014)。 

與外間協作  

教育局必須帶頭協調或/和整理政府、私營機構、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的可用資源，以支持學

校發展、實施、監督和評估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活動。 

• 在不同地區建立地區為本的環境教育資源和野外學習中心。此外，漁農自然護理署和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等部門應與外間機構合作，以善用其場地設施，例如郊野公園遊客

中心和市區公園，開展以地區為本的環境教育計劃。  

• 建立學校與外間組織的夥伴合作關係 

• 於優質教育基金(QEF)及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ECF)下，設立一個專門為學校實施環境教

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的新資助部分。 

我們敦促專責小組和政府認真考慮和採納這些建議，以促進社會的進步及實踐可持續發展，並

表現出我們在應對世界環境問題的領導能力、熱誠及責任感，使香港成為世界城市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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