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南國小讀報教學與環境教育教學成果(範例一) 

目標： 

1.運用國語日報讓學生閱讀聖母峰新規定。 2.培養學生思辯尼泊爾這個新規定對登山客和山區

環境的影響。 3.透過觀賞[被塑膠殺死的一隻鯨魚]以及[阿壹朗古道上的岱帽屍骸]兩段影片讓孩

子了解垃圾對其他動物造成極大的傷害。 4.能了解廢電池對土地的傷害。 

進行方式： 

1. 先閱讀文章，老師與學生共同討論尼泊爾政府的新規定。 2.學生分組分別站在聖母峰的角

度以及登山客的角度來辯論觀光勝地的垃圾問題。 3.師生共同討論電池丟棄後對土地的汙

染。 4.介紹兩部動物因誤食垃圾致死的影片，引導學生討論人類垃圾問題。 5.發下學習單

讓孩子思考並寫下想法。 

成果描述： 

1. 引起孩子關注環境的垃圾問題。   2.能重視並真正落實將廢電池回收到校內，統一處理，

絕不隨意丟棄。  3. 習寫學習單，請家長簽名，並推廣此觀念給家人 

實施心得： 

    現在的垃圾問題已經是相當迫切的環境問題，根據科學家觀測現在海洋中的漂浮垃圾有一個

美國版圖之大。,利用此次課程,讓孩子了解到現在許多人只要對新政策總有許多的批判，學生在

家中觀察媒體與長輩的言論，若無正確的深思，常會被錯誤引導。因此藉由讀報讓孩子深思，並

學習站在不同的角度思索，讓學生學到獨立思考的態度。 

    人類為求一己之便，對環境造成多大的傷害呢?二十年前的台灣努力蓋垃圾焚化爐，因為來

不及燃燒人類每日製造出來的大量垃圾。但這幾年落實資源回收分類之後，我們赫然發現焚化爐

太多了，根本沒有這麼多垃圾可以燃燒。可是八斗子漁港外，當年隨意丟棄於海灣的垃圾，雖然

有泥土壓實改為公園，但是只要颱風海浪拍打，垃圾又隨波浪流出去。這樣的垃圾問題都是我們

需要解決的。 

    經過這次的課程孩子對回收物品的流向有進一步的了解,由此課程,孩子知道了,我們生活中

有許多的過度包裝是不必要的，向分裝糖果。或是一點點小小的便利也是可以省略的，像是小吸

管等。而且這些小型廢棄的物品如果拿來裝飾教室，根本不需要再浪費錢購買物品，造成多一重

的浪費。人類應該要知覺自己製造出多少廢棄物，並盡量選擇低碳的生活，才能維護永續的地球。 

學習者心得： 

孩子們變得很留意自己所丟棄的物品是否可以再利用，也對教室的環境布置有更多的想法，讓孩

子對我們的「教室」有認同感。而且,他們開始會注意到生活中許多可以利用的資源不隨意浪費，

例如不隨意切割橡皮擦當遊戲再丟棄，也不會抽取一大推衛生紙隨意一用即丟。,最重要的是,聽

到孩子會規勸父母親不用衛生筷以及免洗餐具，以免造成地球的負擔，讓我們更肯定這堂課的價

值。,這些簡單的小動作與愛惜資源的觀念，,相信會慢慢建立起來的。 

補充： 

地球的垃圾已經在快速的增加中，空氣中也瀰漫了許多燃燒塑膠廢物的毒氣，這些都是孩子們每

天都可能呼吸道的種種過敏源，只要從小細節做起，人類才能永續生存,。 



活動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