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教育着手，應對環境挑戰（下）

「氣候變化」不僅威脅陸地和海洋生態系統，也影響社會福祉。為了應
對這些迫切的環境和社會挑戰，我們必須實施多樣化和創新的解決方案。
教育發揮着至關重要的角色，透過提供學習平台和機會，讓學生探索創
新的方法促進具意義且正面的轉變。

讓我們來看看兩間榮獲「2023 最佳環境教育方案大獎」傑出獎的學校如
何透過綠色創新的教育方案回應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他們
的經驗展示了以變革方式應對環境和社會挑戰的可能性。

方案一：潮中大豆科研計劃

【推行學校：潮州會館中學】

主題

學習目標

對象

▪ 大豆科研

▪ 氣候變化

▪ 可持續農業與環境

▪ 以「氣候變化」為主題，發展校本課程。透過
大豆科研計劃推動STEAM及創科教育，讓學
生從探究式學習，探討「糧食安全」與「氣候
變化」議題，並掌握可持續發展及碳中和的知
識及態度。

▪ 透過體驗式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堅毅、勤勞、
尊重他人、責任感、承擔精神等正面價值觀。

▪ 潮中大豆科研大使（共24名中三級學生）

▪ 全體中三學生



內容

出色之處

2. 體驗及探究式學習

▪ 舉辦一系列的體驗及探究式學習活動，學生探索大豆種植，並深入探討
大豆與可持續農業的關係及如何利用種子研發應對當代環境（氣候變
化）及社會（糧食危機）問題。

▪ 方案主題清晰明確，並以跨學科協助形式（包括生物科、數學科、視藝
科、電腦科及STEAM等）設計校本課程。課程以氣候變化為主題並選取
大豆作為切入點，讓學生從不同學科的角度，探討大豆與可持續農業的關
係，以及如何利用種子研發應對氣候變化，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環境挑戰。

▪ 學校引入校外資源和專業人士推行試驗計劃，除了將大豆研究相關的專業
知識拓展至學界，亦有助深化學生於該範疇的理解。

▪ 計劃採用體驗及探究式學習，並結合有關智慧種植的STEAM元素，讓學
生在種植大豆的過程中透過觀察和實驗，自主思考及解決問題。

▪ 活動採用「Train-the-trainer」形式培育學生大使，並設有「傑出『潮
中大豆科研大使』大獎」，鼓勵學生參與大使訓練及相關活動和任務，從
中將氣候變化訊息推廣至所屬班別以至全校學生，擴展計劃影響力。

透過種植大豆，
體驗農業生產過程

運用不同儀器進行科學探究 利用大豆種植的收成，
親身製作豆腐及植物肉

1. 引入校外資源推行活動
▪ 與社會企業「采菽社」合作，推行「大豆科研試驗計

劃」，將大豆研究拓展至學界。

學生大使於分享會
分享學習成果

學生大使與所屬班別一同製作簡報或影片，
向全校學生推廣大豆與氣候變化訊息

學生大使教授班內其他同學大
豆種植技巧

3. 賦權予學生大使

▪ 成立「潮中大豆科研大使」團隊，透
過「Train-the-trainer」的方式，進
一步擴展計劃影響力至全校學生。 潮中大豆科研大使

中三級學生

全校
Al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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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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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人

約500人

24人



方案二：海藻養殖教育項目

【推行學校：港灣學校（中學部）】

主題

學習目標

主要對象

▪ 海洋保育

▪ 綠色創新

▪ 以海藻作為主要教學及研究目標，讓學生對
海藻養殖，以及海藻對環境及減緩氣候變化
的潛在重要性有更深入的理解，從中推廣本
地可持續水產養殖。

▪ 利用海藻製作生物可降解塑料，讓學生集思
廣益，探討從海藻養殖中提取潛在綠色產品
的可能性，推廣減少使用即棄塑膠。

▪ 八年級學生

內容 ▪ 校方申請了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以資助推行計劃。以校
本海洋科學課程為基礎，四個校內的專業團隊相互合作，
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經驗：

社會影響及可持續發展課程 
（主責教育方案項目管理）

海洋科學中心 木工創作空間
黑海豚號

（一艘用作戶外
教室的帆船）

教授海藻生物課堂，
加深學生對海藻的認識

老師與學生一同建造
海藻養殖原型

出海放置共17個海藻養殖原型



▪ 學生透過不同體驗學習活動，探討海藻養殖的潛在價值：

▪ 學校收集八年級學生的意見，以評估項目成效。結果顯示，學生在參與
項目後，對海藻的認識顯著增強：

↑ 83.3% 海藻的用途

↑ 42.5% 不同種類的海藻及其在海洋中擔當的角色

▪ 學校積極和學界同工分享他們在海藻養殖及教育方面的寶貴經驗和成果，
促進學界專業交流。

內容（續上頁）

出色之處

結語

學校作為試驗和探索的平台，尤其在推動融合不同環境議題和創新元素
的項目時，發揮着關鍵作用。透過「動手做」的親身體驗，學生能更深
入理解可持續發展的挑戰， 同時提升他們的技能，具備創新和提出綠色
解決方案的能力。
相關學習經歷為學生未來的專業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並培育他們成為
積極主動的環保倡導者。這不僅有助他們的個人發展，還會產生連鎖效
應，促進更廣泛的社區意識，推動大眾積極參與可持續發展，最終為建
立更具環保意識的社會作出貢獻。

▪ 方案融合了綠色創新、科學研究、海洋保育和氣候變化議題和領域，貫
穿各個學科，為學生提供一系列學習及延伸活動，豐富其學習經歷，形
成一個整全的教育項目。

▪ 方案為學生提供體驗式學習機會，探索應對氣候變化議題的創新策略，
展示其前瞻性。學習過程旨在培育環保新世代，使他們具備應對環境挑
戰的知識和技能，啟發他們為地球的未來作出合適的決策。

▪ 學校與學界同工分享相關經驗，除了有助促進知識交流，亦能激發不同
教育機構對環境管理及海洋保育作出更廣泛的承諾。

進行實驗，利用海藻製作
生物可降解塑料

在南丫島和鴨脷洲颱風避風塘建立
養殖場，放置海藻養殖原型，其後
收集海藻進行生物多樣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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