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乙組(永續發展教育組) 

永續發展教育與文化素養 

Cultural literacy an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授課對象：大學部學生  
授課教師︰江天健 教授、榮芳杰 副教授 
上課時間︰每週二(15:30~18:20) 
上課地點 南大 教室 上課教室︰南大校區 9104 教室 
聯絡方式： 
     江天健 教授  /tcchiang@mail.nd.nthu.edu.tw  / 03-5715131 # 72821 
     榮芳杰 副教授/fj.rong@mx.nthu.edu.tw / 03-5715131 # 72827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自從 1987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發表「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宣言，提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理

念，永續發展就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的發展策略與目標。接著在 1992 年聯合國

召開的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更通過了舉世矚目的「二十一世紀議

程（Agenda 21）」，把永續發展的理念規劃為具體的行動方案。隨著數位

時代的衝擊，許多教育工作者開始意識到文化素養的提升將是未來非常重要

的教育目標，在美國已將這種趨勢視為一種重要的課程轉變。他們認為讓學

生參與有關文化多樣性的工作或是體驗學習，可以幫助他們管理生活在多元

化社會和工作場所中的複雜性。另一方面，就永續發展而言，教育是關鍵。

「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簡稱 ESD），

必須考慮永續性的的三個領域，即環境、社會（包括文化）和經濟。「永續

發展教育」的基本觀點就是發展契合當地情况且與文化相適應的教育計畫。 

 

基於此，本課程是一門聚焦在教育「永續性」(sustainability-focused)為主的

跨議題課程。課程內容將從永續發展教育的核心價值為出發點，探討環境、

社會文化和經濟領域，如何影響教育與文化工作的發展，進而希望學生能夠

在每週不同議題的概念討論下，重新理解政治、經濟、社會、家庭、性別、



族群等不同面向的議題在教育現場中對於文化素養提升的重要性。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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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本課程為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永續發展教育組的必選修課程，每週由授課老師負

責主導課程提綱與內容的進行，輔以修課同學彼此之間的相互討論。每週 3 小時

的課程，將由教師先進行兩小時的課程講解，最後一個小時將由學生主導進行該

週課程主題的提綱導論。 

 

本課程的進行方式，每週都必須請同學預先瞭解當週課程主題之相關資訊，可從

網站、書籍、新聞或期刊論文等當背景資料著手。每位同學都必須參與討論與提

問，此部分會計入平時成績，每週下課前會預告下週須預做準備的主題，每週課

程主題會搭配相關閱讀文獻，並據此進行深度討論。 

 

  



五、課程進度(Syllabus)： 

 

01 02/23 課程導論︰永續發展教育概念說明 江天健、榮芳杰老師 

02 03/02 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脈絡與現況 榮芳杰老師 

03 03/09 文化與文化素養 江天健老師 

04 03/16 SDGs 4. 教育品質 vs.文化素養 江天健老師 

05 03/23 SDGs 5. 性別平等 vs.文化素養 江天健老師 

06 03/30 教育與家庭 江天健老師 

07 04/06 校際活動週，停課一次 n/a 

08 04/13 SDGs 16. 和平與正義制度 江天健老師 

09 04/20 專題演講(一) 邀請中 

10 04/27 永續發展教育的國際趨勢 榮芳杰老師 

11 05/04 文化與地方、認同感 榮芳杰老師 

12 05/11 文化與記憶 榮芳杰老師 

13 05/18 SDGs 11. 永續城市 榮芳杰老師 

14 05/25 SDGs 17. 全球夥伴 榮芳杰老師 

15 06/01 專題演講(二) 邀請中 

16 06/08 UNESCO 的世界遺產教育計畫 榮芳杰老師 

17 06/15 期末報告分享 江天健、榮芳杰老師 

18 06/22 期末報告分享 江天健、榮芳杰老師 

 

 

  



六、成績考核(Evaluation) 
 

其課程要求與配分比重如下： 

(1) 期末報告(40%) 

以 4 人為一組，選擇國內外任何一處文化場域進行文化素養的深度觀

察報告。報告內容的探討議題請至少選擇本學期課程進度表中，一個

以上的單元主題進行深入討論，並且要能展現小組的共識觀點。期末

報告的繳交與呈現形式不限，可用影片、文字、圖像、聲音或其他多

媒體工具進行展演或簡報。期末報告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22 日。 

(2) 每周課程單元回饋意見 (40%) 

本課程每週上課將會發給同學當日的課程回饋單，請同學針對該週上

課主題進行自我的心得回饋或意見陳述。 

 (3) 平時成績(20%)：本課程不定期點名，平時成績以出席率及課堂表現為

主。無故曠課三次以上，平時成績以零分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