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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過去曾經上過有關於環保議題的課程，看到 YouTube 影片中一個令然難過、

感傷的例子：有一隻雄性海龜的鼻子裡出現了異物，在經過研究與採證後，發現

此異物竟是一根皺巴巴的棕色塑膠吸管。我們看到這個例子後的第一個想法便是，

並非每隻海龜都能如此幸運地獲救或接受治療，地球上在我們看不見的角落往往

有很多生物無聲無息地被人類傷害而瀕臨死亡，所以想藉由研究環保減塑的議題

來檢視並倡導塑膠產品對地球的危害。 

 

二、 研究目的 

 

    近年來環境議題受到各國重視，身為小學生的我們很想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我們希望能透過宣導及示範盡一己之力，因此我們想要探討志學國小實施環保減

塑的成效。 

 

(一)檢視志學國小高年級對於環保減塑的現況。 

(二)透過問卷分析的方式及實際觀察，了解志學國小高年級環保減塑需要改善的

地方。 

 

三、 研究方法 

 

    我們利用查閱相關書籍、期刊、製作問卷及實際踏查等方式，研究志學國小

高年級的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對於減少使用塑膠產品的成效。 

 

四、 研究架構 

 

    一開始我們整組有了減少塑膠用量的共識後，主題便定為「志學國小高年級

環保減塑之探討」，過程中我們利用網路搜尋與查閱圖書館典籍的方式，找尋有

關於環保減塑的相關資料，並進行討論。目標對象設定為志學國小高年級的同學，

在擬定問卷後便發放問卷請高年級小朋友進行填寫，有了這些數據後再進行問卷

的統整與分析，形成我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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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議題探討 

 

(一)為何我們主張環保減塑 

 

    根據統計塑膠類的垃圾數量遠超過其他種類的垃圾，而我們目前人類多採用

燒毀的方式處理塑膠垃圾，但事實上，塑膠垃圾在自然界是非常難被分解的，頂

多變成較細小的塑膠碎片。要是這種塑膠廢棄物隨著水流載浮載沉流進大海，再

隨著海浪漂浮到海灘上堆積，地球的塑膠汙染將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曾看過一隻有關海龜救助的影片，影片中的海龜專家在收集海龜交配數

據時，注意到一隻雄性海龜的鼻子裡看起來好像有異物。後來，他與同事用鉗子

將這個物體從海龜的鼻子拔出了數公分，在採證與研究後，確定海龜鼻子中的異

物是一根皺皺的棕色塑膠吸管。另一個例子是澳洲的研究員針對石珊瑚（又稱腦

珊瑚）進行的研究，珊瑚是靠著過濾海水取食的，但他們想觀察珊瑚是否能夠分

辨塑膠並不能食用，於是將塑膠盒削成薄片，倒入飼養珊瑚的水缸中。然而研究

結果卻令人感到難過與心痛，因為珊瑚是無法分辨塑膠並不能被食用的，被吸收

的塑膠被珊瑚的腸膜組織所包裹，代表這些塑膠可能影響著珊瑚吸收其他營養物

質的能力，進而影響健康。 

 

    看完這些值得人類省思的難過例子，我們更應該認真檢討塑膠產品在這地球

上橫行的猖狂，而且這些塑膠產品也極有可能影響到人類的健康。既然塑膠產品

的壞處這麼多，為什麼還要讓我們生活中充滿塑膠呢？有了這些塑膠危害生物的

前例，我們決定倡導環保減塑，保護地球、保護我們的家。 

 

(二)環保減塑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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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塑帶給我們生活上最大的好處是，能夠減少負責垃圾分類的人不少負擔。

不過，很多人不懂得減塑的重要，因此常常把所有垃圾一股腦地往同一個塑膠袋

裡面塞，一般垃圾中往往混雜著許多寶特瓶、紙盒、鋁罐、鋁箔包等。這種壞習

慣在我們生活周遭處處可見。此外，我們常常在量販店購買許多有關於塑膠的產

品，但很多人卻不懂得垃圾分類的重要，便苦了每日勞心勞力的清潔人員，他們

還得忍著垃圾的惡臭，一袋袋打開來將所有垃圾分門別類，他們的辛苦自然是我

們無法體會的。 

 

    網路上有一篇文章提到環保減塑對於我們環境保護的許多方法與優點，像是

平時當我們去買飲料可以隨時攜帶環保杯、外出吃飯時可以攜帶環保碗，喝飲料

時可以使用環保吸管。這些環保產品有的是竹製的，有的是玻璃製，也有的是不

鏽鋼製成的，只要能夠重複再利用，而不是一次性的塑膠產品，都是對環境貢獻

一份心力。杜絕塑化劑，達到友善環境以及人類身體健康都是我們環保健康的目

標。最後，我們過去製造的塑膠產品，可以回收再利用，加工做成藝術品、景觀

布置等，才能達到真正遏止塑膠產品的增加。 

 

(三)如何實施環保減塑 

 

    現在有很多回收塑膠再利用的例子，讓塑膠垃圾能夠重新發揮它的價值，像

是回收塑膠的廠商與漁人合作，他們將魚網加工變成衣服，不僅能夠減少海洋生

物被魚網困住後而受傷，也能提供人民在買衣服時多一層選擇。在政府方面，則

是可以制定政策以限制使用塑膠類的免洗餐具等一次性物品，飲料店或連鎖超商

則可以提供一些獎勵措施，例如自行攜帶杯便能夠打折等方式，以達到塑膠減量

的目的。而我們平時能做的舉手之勞便是隨時攜帶環保用具、環保杯瓶等，盡量

不要使用塑膠產品，做好分類也可以參加許多環保減塑的活動，像是淨灘、擔任

環保志工，我們還可以向生活周遭的親朋好訴說減少塑膠用品的重要，或是看到

有人隨地亂丟垃圾，記得要提醒他這是不好的行為。 

 

    減少一次性的塑膠用品沒有想像中的困難，只要隨時想一想這些塑膠製品到

底帶給生物們多少的傷害，裡面的化學物質到底會不會影響動物們身體健康，雖

然可能沒辦法在短期內看到立即的成效或改變，但我們能夠朝著這個目標勇往直

前，為環保減塑盡一份心力。 

 

(四)志學國小目前對於環保減塑的狀況 

    我們利用平時打掃工作的時間進行垃圾分類時觀察志學國小垃圾分類的狀

況，也會利用空閒時間到各班實際查看垃圾分類的情形。 

    我們目前觀察到志學國小垃圾分類的狀況是大部分都有做好分類，紙類歸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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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鋁箔包歸鋁箔包，我認為志學國小目前垃圾分類的狀況其實滿不錯的，但針

對環保減塑的議題，還是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像是塑膠杯裡面有一些沒喝完

的飲料，可能是奶茶、紅茶、綠茶、烏龍茶等，還有少數的塑膠杯未確實做分類，

紙類或一般垃圾的桶子裡都還是會發現塑膠杯的蹤跡，增加負責分類的人不少負

擔，久而久之便沒有人想要做這份辛苦的工作。 

 

    此外，在志學國小的校園內常常看到很多塑膠袋，一大早學生去買早餐時，

也會順手拿 2 到 3 個塑膠袋，如果每天都用塑膠袋，再將塑膠袋隨意丟掉，經由

燃燒處理垃圾的傳統方式，就會造成空氣汙染，對於地球的危害是非常嚴重的，

有時我們貪圖一時的方便，卻萬萬沒想到後果會是一件難以收拾的事情。平常的

全校集會時間，老師們都會宣導要好好的分類，不要亂丟垃圾，大部份的人都會

聽老師的話，但還是有少部份的人依舊我行我素的隨意亂丟垃圾，增加負責打掃

的人更多負擔。 

 

    如此惡性循環，將導致地球的環境被一點一滴地破壞殆盡，生物與人類將沒

有生存的空間，大量的垃圾將導致地球暖化，海平面溫度上升後將加速北極冰溶

化的速度，而北極熊賴以為生的冰消失後，可能會面臨大量死亡或數量減少的危

機。此外，冰底下的有毒氣體──沼氣，一旦溶冰後，便會破壞整個生物環境。

以上的例子非常可怕，不容許人類再度忽視，希望大家可以做好分類，讓地球更

加美好。我們應減少使用或不要使用塑膠製品，拒絕一次性的物品，才能真正達

到保護地球的責任。 

 

二、 研究結果 

 

     我們根據實際觀察與問卷調查的結果，可以歸納出以下不同的結果： 

 

(一)問題一、購買產品時，即使價格比較貴，我總是會挑選具有環保認證的產品。 

 

    問卷結果，選擇經常的有 22 人，選擇偶爾的有 12 人，選擇很少的有 8 人。

有半數以上的人是在購買產品時，即使價格較貴，還是會挑選購買具有環保認證

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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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的產品。 

 
 

(二)問題二、當兩個產品相似高時，即使價格貴一點，我通常選擇對環境傷害較 

低的產品。 

 

    問卷結果，選擇經常的有 22 人，選擇偶爾的有 8 人，選擇很少的有 2 人，

大部分的人當兩個產品相似高時，即使價格貴一點，通常會選擇對環境傷害較低

的產品。 

 

 

 

 

 

 

 

 

(三)問題三、所銷售的產品會嚴重影響環境時，我會如果企業拒絕購買該產品。 

 

    問卷結果，選擇經常的有 22 人，選擇偶爾的有 11 人，選擇很少的有 9 人 

大部分的人所銷售的產品會嚴重影響環境時，如果企業拒絕購買該產品。 

 
 

(四)問題四、經常關心環保相關的議題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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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結果，選擇經常的有 20 人，選擇偶爾的有 15 人，選擇很少的有 7 人。

大部分的人都會非常關心環保相關的議題與資訊。 

 

 
 

 

(五)問題五、我有塑膠袋回收再利用的習慣。 

 

    問卷結果，選擇總是的人有 28 人，選擇偶爾的人有 9 人，選擇很少的人有

5 人。半數以上的人平時都有塑膠袋回收再利用的習慣。 

 
 

(六)問題六、我有使用環保袋的習慣。 

 

    問卷結果，選擇總是的人有 17 人，選擇偶爾的人有 16 人，選擇很少的人有

9 人。大部分的人都有使用環保袋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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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問題七、購買手搖飲料時，我會拿取塑膠提袋。 

 

    問卷結果選擇經常的有 17 人，選擇偶爾的有 12 人，選擇很少的有 13 人。

大部分的人在購買手搖杯時都會拿取塑膠提袋。 

 
 

 (八)問題八、如果有一天，店家突然不提供塑膠袋給我，我會覺得不方便。 

 

    問卷結果，選擇經常的有 9 人，選擇偶爾的有 4 人，選擇很少的有 29 人。

如果有一天，店家突然不提供塑膠袋有近半數的人不會覺得不方便。 

 
 

(九)問題九、我曾經在購物或用餐時，提醒家人，減少或不使用塑膠製品。 

 

    問卷結果，選擇經常的人有 12 人，選擇偶爾的有 16 人，選擇很少的有 14

人。有近半數的人會在購物或用餐時提醒家人減少或不使用塑膠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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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問題十、我曾經告訴家人塑膠物品對環境或身體危害。 

 

    問卷結果，選擇經常的人有 16 人，選擇偶爾的人有 13 人，選擇很少的人有

13 人。有近半數的人曾經告訴家人塑膠物品對環境或身體危害。 

 
 

 (十一)問題十一、我了解塑膠對環境的傷害，因此我會在生活中減少使用塑膠

製品。 

 

    問卷結果，選擇經常的人有 20 人，選擇偶爾的人有 16 人，選擇很少的人 6

人。大部分的人了解塑膠對環境的傷害，因此會在生活中減少使用塑膠製品。 

 
 

 

 

參●結論 

 

    從先前的探討與問卷分析的結果，透過組員討論，加上實際觀察的行動，我

們能夠得出以下四點結論： 

 

一、志學國小高年級同學在環保減塑方面有一點值得讚許，大部分的人對於如果

有一天早餐店或量販店的店家響應環保政策不提供塑膠袋，或是塑膠袋需要收費，

並不會覺得不方便。有此可見，志學國小高年級學生已初步具有環保減塑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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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二、仍有小部分的志學國小高年級同學在自己或與朋友一起購買手搖杯飲料的同

時，並沒有提醒自己或身邊周遭的朋友要減少或是不要使用塑膠製品。 

 

三、我們可以隨身帶著環保用品，例如:隨身攜帶環保袋，這樣去量販店購買東

西時或是有東西需要裝起來時都可以用來裝東西，可有效減少塑膠袋的使用、去

飲料店時自備環保杯裝飲料可有效減少塑膠杯的使用量。不要使用只能用一次的

物品，例如：塑膠碗、塑膠湯匙、塑膠杯。 

 

四、多多去參加有關環保減塑的活動像是淨灘、淨山活動，努力最好資源回收，

從自身做起，減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膠製品，多多宣揚環保減塑的觀念，我們盡一

分的努力可以減少地球一分的負擔，但願大家都能齊心協力保衛地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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