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教育影片片單(更新至 106年) 

編號 
片名 

(時數) 
領域 內容大綱 

1 

盧貝松之搶救

地球(118 分鐘)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自然保育 

以客觀的角度闡述地球的誕生、演變以及地球現今所面臨的種

種問題！以一幕幕自然漂亮的畫面帶觀眾認識美麗的地球，並

藉此宣揚環保的重要以及迫切性。 

自人類出現在地球上的二十萬年以來，這個星球歷經近四十億

年演化所建立起的平衡，不再井然有序。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

太過高昂，但現在不是悲觀的時刻－－人類還有十年能扭轉這

股趨向、了解過去我們巧取豪奪地球豐饒資源的完整真相，並

改變人類的消耗模式。 

2 

第十一個小時 

(88 分鐘)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公害防治 

這部電影探索人類為何走到毀滅的一步？──我們是如何生

活？是如何破壞生態系統？以及我們該如何改變人類的命運？

片中訪問了世界各地的專家，包括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著名

科學家史蒂芬霍金、前中情局局長詹姆士伍爾西、永續設計專

家威廉麥唐諾與布魯斯莫，以及超過 50 位的頂尖科學家、思想

家和領導者，他們都道出真相，並提出我們星球面對的生死攸

關議題。 

3 

活水溯源 

(200 分鐘) 

 

自然保育 

台灣四周環海，共有 129 水系，60 幾座水庫，平均一年會有 7

次颱風穿越台灣，每年降雨量達 2,500 釐米以上，是世界平均值

的 3 倍。島嶼生活中，人民有多少機會必須面對水?台灣人民得

學會與河水、環境和平共存。面對水資源與河川生態的環境議

題，公視製播活水溯源系列紀錄片，從擺渡淡水河、大甲溪的

源鄉情緒、縱谷流今的高屏溪、乃至於探索秀姑巒溪的美麗與

沉淪---「水的未來，地球人的責任!」讓我們從島嶼的自然水系

裡，追溯台灣人民與河流的生活情感。 

4 

擁抱綠能未來 

(59 分鐘) 

 

氣候變遷、 

環境及資源

管理 

英國是能源政策的先鋒，倫敦到處都有特別的停車格及電能車

的充電站。英國最大的超市 TESCO 所販售的商品包裝會將製造

過程的碳足跡標示出來。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市在全球首都中碳

排放量最低，瑞典以環保公車聞名，在 2015 年以前，要讓首都

地區全面採用乙醇公車。日本群馬縣以美麗的山脈和溫泉聞

名，但這村子現在卻因為身為太陽能村而更有名了，村裡九成

的住家都在屋外加裝了太陽能板。金泉太陽能發電廠是韓國最

大的太陽能發電廠，韓國致力發展可更新能源業，不只達到高

效益的綠能成長，並取代了石油與能源的消耗。世界的經濟正

迅速地進化為低碳、生態友善的體系。(低碳環境教育) 



5 

返家八千里:黑

面琵鷺 

(60 分鐘)

 

自然保育 

年復一年，黑面琵鷺南北往返，飛翔於大自然四季交替的召喚

當中。面臨絕種危機的黑面琵鷺，每年總有超過一半會在秋天

飛回台灣，冬天溫暖的家。這段八千里的遙遠旅程，訴說著一

個為了求生存，而飛越艱難險阻的生命故事，以及一個回家的

承諾。  

6 

你今天減碳了

嗎？(30 分鐘*8

集) 

 

氣候變遷 

『你今天減碳了嗎?』就是一系列提醒生活在地球上的你、我，

善盡責任與義務的科教影片。費時一年半精心製作，一開始從

「吃」講起，從大自然食物鏈的關係中，探索為什麼肉是排碳

量高度密集的商品？探討為什麼要回收人們吃剩的廚餘？來自

森林的紙材？以及來自地底石油產製的寶特瓶？還分析種樹如

何取決於氣候、土壤、樹種、樹齡等條件，才能達成減碳的效

果？您可以從它幽默又富於創造性的內容中，聰明地判斷出該

用什麼態度來愛我們的地球 ! (低碳環境教育) 

7 

看見台灣 

(93 分鐘) 

 

自然保育 

「看見台灣」耗資 9,000 萬新台幣完成，是台灣紀錄片影史上，

拍攝成本最高的電影。導演齊柏林花了將近 5 年的時間拍攝，

在全台灣的上空飛行，總累積了 400 小時的直升機飛行時數全

片皆以空拍壯闊鳥瞰的視角，將台灣以一種你從未見過的角度

與姿態，呈現在大銀幕上。 

8 

預約未來替代

能源 

(48 分鐘*8 集) 

 

氣候變遷、 

環境及資源

管理 

影片涵蓋國內積極研發的替代方案：風能、太陽能、生質能、

燃料電池等四大技術，兼述其他能源發展現況，如：地熱、海

潮能等，以及現代替代能源生活用品之研發與使用。新能源、

新創意、新趨勢：本科學教育影片創意從風、火、日、海、木

等神話出發，結合虛擬實境和類戲劇手法，輔以動畫的精彩呈

現；替代能源研發過程的故事，將展現科學新知與科技原理，

讓我們領受未來科技生活的新悸動。(低碳環境教育) 



9 

心靈勇氣 

(106 分鐘)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從小在農場長大的史提夫巴特勒（麥特戴蒙 飾）是一名天然氣能源

開發公司的王牌業務員，他與資深業務蘇湯普遜（法蘭西絲麥朵曼 

飾）搭檔，被公司派往一個寧靜鄉村－麥金利小鎮，欲說服當地居民

將土地開採權賣給能源公司，幫助鎮民紓困因受到金融風暴重挫、百

業蕭條的生活。 

此時，備受敬重的資深教師法蘭克葉慈（哈爾霍爾布魯克 飾），在說

明會上主張呼籲鎮民關切這個開採案的利弊，而環保人士達斯汀諾貝

爾（約翰卡拉辛斯基 飾）也隨後抵達鎮上，揭發整個事件背後不為

人知的驚人真相…。 

原本一面倒的開採案，突然陷入膠著，鎮民開始恐慌家園的安全問

題，正面衝突一觸即發！史提夫與蘇於是決定長期抗戰，但卻在一步

步遊說居民的過程中，內心漸漸產生了變化，甚至開始懷疑起自己的

良知…！ 

10 

瓦力 

(98 分鐘)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動畫裡描述好幾百年以後，地球的垃圾堆積如山，污染嚴重，人類紛

紛移居到外太空居住。有一天，人類留下機器人瓦力在地球打掃環

境，希望有一天地球環境變好之後，人類能夠再回來地球定居。  

後來人類派了另一位女性機器人--伊芙來查看整個地球 環境，這位好

比機器人中的第一名模，外型閃閃動人，而純樸的瓦力當然也對她相

當的傾心，迫不及待要把自己的好康收藏與她分享…他們倆會發生什

麼樣的故事呢？ 

11 

KANO 

(185 分鐘) 

 

文化保存 

1931 年，臺灣出現了一支充滿傳奇性的野球隊震撼了日本球壇，也奠

定了臺灣棒球在歷史上的地位。他們是來自臺灣第一所農林學校—

KANO 嘉義農林的野球隊。 

嘉農野球隊成立之初，原本只是用棒球來強身健體的社團，直到充滿

神秘感的日本教練—近藤兵太郎出現。在近藤選材不分人種的精神，

綜合了日本人善防守、漢人打擊強、原住民跑得快的優勢及斯巴達式

訓練下，讓嘉農野球隊對由一支從未贏得任何一場比賽的散漫球隊漸

漸的脫胎換骨，一路過關斬將打進日本甲子園。然而，來到夢想的頂

端，真正的挑戰才正要開始… 

12 

我們的島：能

源時代 

(60 分鐘*2 集) 

 

氣候變遷 

歷經將近 40 年的核能論戰，德國正式宣示，2022 年要跟核電說再

見！德國透過立法，逐步走向非核，這樣的選擇是因為核災，曾經

與他們擦身而過，1986 年前蘇聯發生了，車諾比核電廠爆炸事件，遠

在一兩千公里外的德國，也受到了輻射塵影響，輻射污染的恐懼，

至今還深深烙印在許多德國人的心中。 

到底用過核燃料要何處去，全世界使用核能發電的國家，都傷透腦

筋，德國至今都還沒有找到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廠，只能設置暫時的貯

存中心，或在核電廠內自行存放。再觀看丹麥，堅持不要核能發電，

又認為化石燃料不可靠，只能選擇再生能源，預計在 2050 年以後，

不再使用化石燃料，全國所需能源將 100%來自潔淨的綠色能源，丹

麥如何又能如何辦到？ 



13 

夢想海洋 

(89 分鐘) 

 

自然保育 

蘇達貞，海洋學者，一雙拖鞋行遍天下，為了推廣親海愛海教育，將

全數財產信託出去成立基金會，夢想打造一艘小船環遊世界。他以實

際行動親近海洋，計劃從台灣出發到日本沖繩，轉往關島、夏威夷…

一路划到舊金山！本片紀錄蘇教授如何帶領 16 位年輕人，從訓練到

準備啟航沖繩島的首發尋夢歷程。但想當個海上背包客的願望，在台

灣這個島國卻充滿爭議與挑戰！當全世界都看衰，他們能成就最壯闊

的海洋之夢嗎？ 

14 

福爾摩沙的指

環：與大自然

的對話 

(180 分鐘)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所羅門王因為擁有一只指環 

這只魔戒能讓所羅門王與鳥、獸、蟲、魚及大自然交談 

大自然的真相充滿了令人著迷、又使人敬畏的美 

越是深入探究每一個細節、每一處特點，就越能發現它的美 

對大自然知道越多，就會更深刻、更持久地為它迷人的真相所感動 

15 

薩爾加多的凝

視 

(110 分鐘) 

 

自然保育 

萬頭鑽動的巴西礦坑、蒼翠蓊鬱的印尼叢林、東西伯利亞海北方的荒

涼小島；足跡遍佈全球， 四十年來從未停下腳步，透過他的黑白鏡

頭，巴西紀實攝影大師塞巴斯提安薩爾加多，在一張張照片中，所凝

視的不只是人煙罕至的世外奇景，也是活在貧窮、疾病與剝削之下的

芸芸眾生百態。 自身也深諳攝影的德國導演文溫德斯，醉心於薩爾

加多的攝影美學已有二十五年之久，終於如願與薩爾加多長子朱利安

諾聯手執導，甚至親自在幕後獻聲配音。片中在追尋薩爾加多一路走

來的成長過程、創作軌跡與家庭婚姻之餘，兩人也收拾好行囊、帶上

攝影機，跟隨著薩爾加多的「創世紀」計劃，一同踏上前往世界盡頭

的旅程，探索在人類永無止境的擴張開發之前，地球最赤裸原始的面

貌。 

16 

太陽的孩子 

(99 分鐘)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但願太陽底下每一個孩子，都能夠以自己為傲； 但願太陽底下每一

個孩子，都能用自己的語言、大聲唱自己的歌； 但願太陽底下每一

個孩子，都能夠堂堂正正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不需被任何人驅趕。 

有多久沒回家了？會不會有一天想回家的時候才發現，一切都變了？ 

寶藍色的太平洋，金黃色的稻浪梯田--這是 Panay 小時候對家鄉的印

象。為了讓父親與兩個孩子有更好的生活，她獨自在城市工作打拚。

直到父親突然病倒了，她急忙趕回家才發現，曾幾何時，良田已經漸

漸變成觀光飯店。她憂心這樣下去，還可以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家

園？所以決心要把水圳修好、恢復耕作。但這一切並不輕鬆，面對各

種挫折與考驗，她以溫柔且堅定的行動，告訴孩子們：千萬不能放

棄！自己的家園要靠自己守護。 



17 

熟男減碳日記 

(約 93 分鐘)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

管理 

你能同時作到環保，並保證家人不會因此抓狂？ 

在這個氣候暖化愈趨嚴重的世代，都會熟男柯林決定要在

全世界最繁華的城市－－紐約，與家人展開為期一年的環

保生活，替地球盡一份心力。 

主角柯林．貝文為了即將出版的新書，擬定一份『零碳計

畫』，要與妻子和一歲半的小女兒一起實踐：只吃曼哈頓本

地生產的農畜產品、出門以步行或單車代步；廚餘作成肥

料以降低垃圾量......計畫乍看輕鬆，但實際開始執行之後，

貝文一家遇到的“麻煩”，也接踵而至...... 

當每日不可少的咖啡，因曼哈頓本地無生產咖啡豆而必須

放棄；慣用的衛生紙以及紙尿褲，統統只能用可反覆洗滌

的布代替，這樣的生活方式挑戰夫妻倆的價值觀，旁人對

於貝文一家的生活方式，除了好奇，也伴隨著無法理解。

這個出於美意發起的一年計畫，還得克服什麼樣的困難？

自我的犧牲是否真能救地球呢？ 

18 

2012 

 (158 分鐘) 

 

 

氣候變遷 

瑪雅文化記載人類的歷史將終結在 2012 年，人們將面對火

山爆發、颱風、冰河等史上最嚴酷的災難肆虐。2009 年，

科學菁英團隊向美國總統證實，地球即將在 2012 年毀滅。

因此，世界各國首領緊急研議各種可能計畫，希望挽救大

多數人類的生命，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幸運獲救。當男

主角傑克森〈約翰庫薩克 飾演〉帶著他的兩個小孩前往黃

石公園旅遊時，竟意外發現在乾涸的湖床底下有個秘密的

科學研究機構，而裡頭藏著政府一直試圖隱瞞的末日震撼

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