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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單元(影片)

1. 這雙手，環保做了三十年

2. 正確回收 重複使用

3. 簡單綠生活我OK，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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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站方式
透過體驗，強化愛地球、做環保行動

1、環保勇士大富翁

2、減塑生活我最行、紙容器轉轉樂

3、我是環保神射手

4、減少地球發燒-彈珠高手



1、這雙手，環保做了三十年

在臺灣許多年長的志工，

年輕時為家庭、孩子付出，

如今他們年老了，

為了地球及留給子孫一個乾淨的地

球，他們活到老參與到老，

以一念不變的心，回收無量的寶。



全民做環保，從老人家到年輕人

簡素絹-臺中 陳金海-蘆洲 林翠雲-花蓮 林維揚、蔡雅純
-高雄



臺灣民間環保的奇蹟

數字會說話，根據環保署統計：
1998年時臺灣垃圾清運量有880多萬
公噸，
但透過回收，2000年降到780多萬公
噸，
2006年時甚至降到500多萬公噸。



資源回收量，則從1998年的12.9萬公噸，
提升為2006年的210.7萬公噸，成長16

倍之多！

政府將垃圾焚化爐的興建數量，
從36座裁減到24座。



預計到2050年，海洋裡
的塑膠甚至比生魚群總
重還重，

已知90％的海鳥肚子裡
都有塑膠，塑膠袋已問
世53年，



平均一年有1270萬噸的塑膠進入海洋系
統，到了2040年，海洋塑膠廢棄物量將
有2900萬噸，相當於全世界海岸線都有
50公斤。

從產地到餐桌， 你可以對自己、對動物
和環境都更好一點。



2、正確回收重複使用

2018年台灣的資源回收率

已達53.28％，排名世界第

二

在限塑政策前統計，全臺

每年塑膠使用量約10.5萬

噸，其中購物用塑膠袋每

年約6.5萬噸



你知道嗎?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2019年的最新

研究，

平均每人每週都會攝取約5公克的塑

膠微粒，等同於吃下一張信用卡。



人人力行-環保5R，珍惜有限的地球資源

拒絕（Refuse ）使用塑膠袋

減少使用（Reduce）習慣自備購物袋

重複使用（Reuse）

修理（Repair）再用

回收（Recycle）再利用



3、簡單綠生活我OK 你也可以



自己購物自己袋

嘗試自己帶
與塑膠分手趁現在



分站體驗
1.環保勇士大富翁
由參加者投擲骰子，
移動標地物至題號處，
依狀況題目，
找出正確解決方法；
獲得「闖關瓶蓋」。



環保勇士大富翁

1.隨身攜帶環保餐具、袋子、手帕，減少
垃圾產生。
太棒了!(前進3步)

2.將廢電池直接丟到垃圾桶(後退3步)

3.隨手將醫療口罩，丟棄於人行道。(後退
5步)



環保勇士大富翁

4.昨天搭乘同事便車，今天騎單車上班，
可以運動 又減碳! (前進5步)

5.早上去買菜，自備購物袋和容器。實在
太棒了! (前進2步)

6.將紙容器、便當盒、飲料杯、牛奶盒、
利樂包與 紙箱一起回收，未清洗就放入
回收桶。(後退4步)



2-1、環保生活-減塑我最行



嘿！這是誰丟的嗎？

這些「垃圾」是不是很眼熟？

根據環保署統計，2018 年全臺一般廢棄物產生

量共計 9,740,671 公 噸，

平均每人每日產生 1.132 公斤。

製造垃圾是我們生活中最正常不過的動作，

一杯飲料喝完大約十分 鐘，隨手丟棄不用一秒，

但......從眼前消失就真的消失了嗎？



• 醫療口罩・拾獲地點：人行道

為了防細菌、抗病毒，大家一面倒的斥責趴趴

走的可能帶原者，但別忘了亂丟的口罩可能比

沒戴口罩更可怕！

・紙類容器・拾獲地點：戶外停車場

為了防水防油，紙餐盒、紙袋通常會加一層膠

膜，使後續處理困難度激增，若被判斷回收效

益不佳，將淪為一般垃圾。



• 塑膠類・拾獲地點：到處都是

塑膠發明於1850 年代，用途廣泛、多為一次性

使用之商品，經年累月，已造成嚴重生態浩劫，

這非某一企業的責任，是你我必須正視的課題。

・智慧手機・拾獲地點：家裡抽屜

臺灣一人約有 5 支手機，智慧手機開啟全新的

生活方式，有人說這是對人類、對環境的綁架，

你怎麼看？



2-2、紙容器轉轉樂
認識各種紙製品
是否可以回收，
學習正確的回收觀念，
推廣垃圾減量5R原則。



3、我是環保神射手

垃圾減量、環保議題
以QA插卡插於版面上、
黏巴球一顆。





















4、減少地球發燒-彈珠高手





每闖一關獲得一個瓶蓋，

集四個瓶蓋可兌換獎品



期待藉此環保教育展，提醒大家以環保行動守

護大地，愛護地球在生活中落實5R原則:

拒絕（Refuse ）、減量（Reduce）、

重覆使用（Reuse）、修理（Repair）、

回收再循環（Recycle) 觀念，

將環保意識成為全民的生活態度。



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