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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的變遷就像溫水煮青蛙，

煮熟時就太遲了。
永續發展不只是口號，

生活中的小改變就是最大的幫助。

永續發展就是一種生活態度。 偶爾沒有自備餐盒，

都覺得不好意思了。



     ⾃⺠國99年起，亞洲大學躍進成為志工大學，致⼒於培養學⽣的
社會責任感與服務學習精神。這不僅令學⽣在實踐中學習、在學習中
實踐，更讓他們養成了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的志工精神。此外，亞洲大
學在教育部USR（大學社會責任）計劃的框架下，積極推廣了⼀系列
與永續發展緊密相關的活動和課程，以提升學⽣對全球永續議題的認
識和服務學習的核⼼價值。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標（SDGs）的指引，本校持續推出了1400
多⾨與SDGs緊密結合的課程。這些課程不僅涵蓋了永續環保的知識教
學，更重要的是，它們引導學⽣學習如何在⽇常⽣活中實踐這些永續
理念。
   我們相信通過這些課程和活動的實施，將大大減輕對地球的負擔。
⽇常⽣活中的節能減碳措施，例如使⽤綠⾊標章產品、使⽤環保餐
具、減少浪費等，都被視為實現永續⽬標的有效途徑。

     期待這些努⼒能夠在學⽣⼼中種下永續發展的種⼦，並進⼀步促
進社會對永續⽣活⽅式的認識和實踐，透過這樣的教育模式，學⽣不
僅能夠為當前社會做出貢獻，更能為未來世代創造⼀個更加綠⾊和可
持續的世界。

創刊詞



      永續發展是⼀個廣泛⽽嚴肅的問題，與氣候變遷有直接的關係。
我們每天在⽣活中感受到的極端氣候，如炎熱的夏天，突然強勁的寒
流，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數據顯⽰氣溫的上升已經創下歷史新⾼，這種
極端氣候不僅令⼈感到不適，也導致了許多⼈的死亡。氣候變遷間接
也引起了⼀連串的問題，如糧⾷短缺和⽣態改變，都是⼈類逐漸⾯臨
的危機。學務⻑呼籲大家甚⾄年輕⼀輩的同學們必須思考氣候變遷的
問題，如果不採取⾏動，未來可能⾯臨災難性的環境。永續發展並不
是遙不可及的⽬標，其實與每個⼈的⽣活息息相關甚⾄影響著我們的
未來，包含⾃⼰的⽣命，甚⾄⼈類⽣命的延續。雖然此項議題令⼈擔
憂，但也希望大家認真思考它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經管系專任教師
學⽣事務處 學務⻑   
永續發展推動辦公室 副永續⻑

張少樑 教授 氣候的變遷，

就像溫水煮青蛙，

煮熟時就太遲了。

服務學習新方向，融入永續發展

      這幾年來希望透過認知喚醒更多⽼師和學⽣對永續發展相關議題的重視，於是在今年度校內
的服務學習課程，將聯合國的17項永續發展的⽬標融⼊在其中，邀請16位⽼師以短講的⽅式介紹
各項⽬標，⾸先希望同學們瞭解發展的背景為何?還有各項⽬標的基本內容，接下來⽬標由國際拉
回台灣本⼟，如果以台灣的社會，我們會⾯臨的問題有哪些?以及相關可以討論的問題是甚麼?⽐
如台灣不同於⾮洲國家有飢餓的問題，但我們的⾷品安全仍有疑慮，或是台灣在綜合糧⾷⾃給率
的部分僅達32%，可能會衍⽣出哪些問題?討論的永續議題必須回歸台灣本⾝，最後希望能過透過
⽼師的引導，帶領同學思考當⾯對到的問題該如何去改善，並思考實際的作法。本次課程設計的
改變，希望能以這三個層⾯，讓同學實踐永續發展的意義。

全校師生盡心協力，發展永續教育

      教師們在永續課程的教材準備中，需要蒐集和整理大量資料，系統性的教授給學⽣，使同學
容易理解，這⼀部分雖然需要花費⼀些⼼⼒，但相較容易⼀些。然⽽，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激發
學⽣包含⽼師的參與度和感同⾝受，讓他們相信永續問題是現實且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這是⽼
師在教授過程中，相對準備教材上⽐較有挑戰性的部分。

      除了知道問題所在之外，到真正去解決問題仍存在⼀定距離。即使大多數⼈都認識到永續發展
議題的重要性，當需要犧牲個⼈利益或採取更積極的⾏動時，共識往往分崩離析。這個問題強調了
知易⾏難的挑戰，瞭解問題不⾜以推動⾏動，必須要克服固有的抵觸情緒和利益，才能真正實現永
續⽬標。就好⽐雖然在氣候⾼峰會上，我們已經確實看⾒危機，但仍然會因為經濟利益，各國⽽不
⼀定會積極的執⾏降低碳排放量。⽽這些困難就好像溫⽔煮⻘蛙，沒有確切的警醒，⽽採取更積極
的作為，慢慢的就被煮熟了。

      永續教育的兩個主要挑戰，包括如何激發學⽣參與並讓他們感受到問題的現實性，以及如何克
服知易⾏難的障礙，讓⼈們採取積極的⾏動來應對永續挑戰。



      在校內的永續課程希望授予同學對環境有⼀份責任感的觀念，因為氣候的暖化，正⾯
臨許多物種逐漸滅絕及糧⾷短缺的問題。⼈類的社會如果要延續，就必須重視這些環境議
題，且具有責任感。在外帶餐點時可以⾃備環保餐具盛裝，減少使⽤⼀次性的餐具，除了
可以減少製造垃圾，在降低碳排量也相當可觀，因為這些⼀次性的餐具，除了製造時會產
⽣的碳排量之外，使⽤後的垃圾處理也不容⼩覷，所以希望可以透過讓同學們瞭解後，也
對環境負起⼀份責任⼼，並在⽣活中慢慢實踐。

      永續發展是⼀個全球的趨勢，以台灣⽬前的狀況，環境的
變遷速度很快，早期我們對全球暖化的議題並不是特別在意，但
這幾年的極端氣候，讓作物⽣產慢慢出現問題，嚴重的是接下來
會遇到糧⾷短缺。以永續發展的17項核⼼⽬標來說，希望學⽣
能瞭解永續發展的問題並且思考解決的辦法。在永續發展課程錄
製的影⽚中，提到我們可以透過每天⽤餐飲⾷的選擇，達到降低
碳排量的效果。例如，素⾷主義者會⽐肉⾷主義者減少更多的碳
排量，也可以透過減少飲⽤或⾷⽤可可及咖啡降低碳排量，因為
在種植在校內的永續課程希望授予同學對環境有⼀份責任感的觀
念，因為氣候的暖化，正⾯臨許多物種逐漸滅絕及糧⾷短缺的問
題。⼈類的社會如果要延續，就必須重視這些環境議題，且具有
責任感。在外帶餐點時可以⾃備環保餐具盛裝，減少使⽤⼀次性
的餐具，除了可以減少製造垃圾，在降低碳排量也相當可觀，因
為這些⼀次性的餐具，除了製造時會產⽣的碳排量之外，使⽤後
的垃圾處理也不容⼩覷，所以希望可以透過讓同學們瞭解後，也
對環境負起⼀份責任⼼，並在⽣活中慢慢實踐。

       AI的興起，教師在準備教材上更加容易，可以利⽤⽣成式AI直接產出上課簡報，也可
以在網路上搜尋到許多資料，減少在準備教材時的困難度。但在蒐集資料時較缺乏國內本
⼟的研究數據，⽐如同⼀種蔬菜，因為國內外種植的⽅式不⼀樣，所以碳排量的數據⼀定
有所差異，⽽飲⾷習慣也會影響，如國⼈嗜吃動物內臟，⽽國外較少，所以可能就缺乏這
⽅⾯的研究數據。這些數據需要⻑時間的研究來獲得，同時也需要政府提供經費補助才能
促進研究的發展。在教學的過程中，受大環境的影響，新世代的學⽣對於⾃⼰有興趣的科
⽬跟議題才會多加關注，因此上課時也容易缺乏參與度，所以如何引起同學們對於永續議
題的危機意識，也是⼀項挑戰。

永續發展的研究需要更多資金的幫助

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負起對環境的責任心

偶爾沒有自備餐盒，

都覺得不好意思了。

黃晉修 副教授
保健系專任教師
教務處 註冊與課務組 組⻑

https://ece.asia.edu.tw/zh_tw/faculty/faculty_1/%E6%9E%97%E5%A6%AE%E7%87%95-Ni-Yen-Lin-81533859


林妮燕  副教授

     以消費⼼理學的⾓度探討永續發展，需要特別關注的主題是
SDGs⽬標中的永續消費與⽣產，大家可以透過培養健康的消費觀
念，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如購買⾜量的飲⾷即可，以減少剩⾷；
在選購品項時減少⼀次性使⽤的餐具，避免購買過度包裝的商品，
以減少垃圾的⽣產；還有克制因折價所引起的衝動消費，都可以逐
漸達到永續消費與⽣產的⽬標。除此之外購買商品時注意它的碳⾜
跡，選擇較負社會責任的⽣產商，其實大家也可以從⾃⼰的⼀⼩步
對永續議題作出貢獻。

永續發展不只是口號，

生活中的小改變，

就是最大的幫助。

擁有健康的消費觀提升幸福感

      想要和學⽣分享許多主題，但礙於課程時間的限制，只能選擇同學⽐較感興趣的主題內容。除
了在課程影⽚中提到建⽴永續發展的消費觀念之外，也想強調如果擁有健康的消費習慣，其實可以
影響我們的⼼理健康。國外已有相關研究證實，如果⽣活⽐較簡單，不買過多不必要的商品，減少
家裡物品的堆積，其實可以提升⼀個⼈的幸福感，這也是擁有健康的消費習慣，會影響⼈的⼼理健
康的原因。另外，是關於憂鬱症的議題，有研究發現如果我們吃得⽐較健康，像是提⾼蔬菜⽔果的
量，可以降低憂鬱的程度，透過改變消費的習慣，對⼼理健康也有助益。可惜因為時間限制，無法
和同學多深⼊分享探討這些議題。

永續發展就是一種生活態度。

      ⼈在地球上沒有你我之分，也沒有種族及國家的界線。⽽SDGs
則在提醒我們要友善的對待⼈、環境和所有的⽣命。地球不是只屬
於這⼀代⼈類，大家都是公平且平等的，所以SDGs不僅是⼀項永續
發展的⽬標或是校內的課程，⽽是⼀種⽣活的態度。⽼師發現部分
學⽣對於SDGs的內涵較弱，在關於瞭解SDGs意義、如何能達成⽬
標以及⾏動意願，必須三項⼀體。在⽼師⾃⼰系上的課程發現，雖
然學⽣⼼存善念、樂於助⼈，但提供的幫助⽐較侷限於捐款，所以
希望能夠提倡將永續發展的⽬標作為⽣活態度的重要性，隨時都要
保持著這個觀念，愛護地球、愛護⾝邊的⼈甚⾄愛護⾃⼰，就是達
⾝⼼靈的健康與平衡的指標。

      在準備教材上，聯合國有相關的資料庫，再加上台灣的親⼦、天下雜誌等都有推出相關的書
單，都給予極大的幫助。除此之外校內也會舉辦許多永續發展相關的研習，都是我們教授永續課程
的資料來源。⽼師私下也會參加基⾦會或是政府單位的課程，並且連續多年帶領學⽣實踐史懷哲精
神到大慈育幼院服務，更加感受到全球⼀體，共⽣共榮共好的理念。

我們都是地球人，愛護這片大地是我們的職責

楊婷媖 助理教授
⼼理系專任教師
產學處 產學合作組 組⻑

幼教系專任教師

https://ece.asia.edu.tw/zh_tw/faculty/faculty_1/%E6%9E%97%E5%A6%AE%E7%87%95-Ni-Yen-Lin-81533859
https://psy.asia.edu.tw/zh_tw/teacher/teacher_3/%E6%A5%8A%E5%A9%B7%E5%AA%96%EF%BC%88Dr-Ting-Ying-Yang%EF%BC%89-80969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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