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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不塑」之客，樂為地球永續志工！

「永續」生活之道當從減塑做起！「知道」更要「做到」！

「塑膠」可說是人類生活史上最具影響性與爭議性的發明之一，從十九世
紀為減少樹木被砍伐、保護環境資源而產出；現在卻因人類濫用導致全球陷入
塑膠危害的窘境之中！眼見滿足人類需要而發明的「塑膠」，正在迫害著我們
的生存環境，怎能坐視不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臺師大)於2017年為響應教育部大學社會責
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 ty, USR）計畫成立「臺師大減塑促進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即以「減」少「塑」膠汙染為目標，獲得在地社區支
持，設置於「古莊社區發展協會創新館」，2022年呼應聯合國倡議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的精神，並展現綠色大學與教育龍
頭的角色，更名為「減塑與永續消費促進中心」，特別鎖定目標 12「負責任消
費與生產」、目標 4「優質教育」、目標 13「氣候行動」之訴求，積極謀求後
代子孫永續發展之福祉。

臺師大位於具有豐富人文與教育資源的都會區，積極發揮教育領航的前瞻
角色，投注於「減塑」與「永續消費」教育，因為我們深知必須提升民眾之永
續消費教育素養，才可能反思其消費的合理性，進而調整過度享受便利、濫用
資源的非理性消費行徑。唯有透過導正個人不永續的消費行為，才能替我們自
己與未來世代的生存空間，保有永續發展的資源。

我們樂見政府推動「減塑」或是「限塑」的相關政策，然而，根據本中心
2021年的調查結果，我們發現民眾在減塑消費行為上仍主要受政策影響，但實
際效果似乎未達預期進展。研究發現，雖然民眾在認知上支持減塑與永續消費
的理念，實際執行力受制於「便利」因素的影響。另外，40歲以上的中壯族群
比30歲以下的民眾更具有永續覺察力，而且更會展現行動力；40歲以下的年輕
族群則更容易受到商品的誘因購置商品。這些結果顯示，年輕民眾在永續與消
費教育上的覺知和行動力都有加強的空間。因此，我們認為唯有透過教育，並
儘早養成民眾不濫用塑膠的生活習慣，甚至具備永續消費的素養，才能從根本
建立永續的生活態度。因此本中心後續執行策略聚焦於民眾教育媒材的推廣研
發，包括實體和線上形式。本年度計畫的具體目標包括：(1)研發減塑與永續消
費教育策略；(2)建置減塑與永續消費教育推廣平台。期待透過這些努力，推動
社會對永續消費的更深入理解與實踐。

推動減塑消費教育雖非易事，但本中心集結多方資源努力經營已累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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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1、社群媒體影響力提升：中心積極建置與經營社群
媒體，包括Facebook及Instagram，每年都能吸引新的關
注者，迄今已經影響超過3500人次，透過社群媒體分享
新知，獲得關注者的正向反饋，同時，不定期舉辦競賽
作品票選活動等，增加與關注者交流的機會，不僅讓資
訊互通有無外，更建立師大校園、商圈與社區緊密的雲
端網絡。

2、線上減塑教育節目推動：本中心支持跨系學生製作線上減塑教育節目
podcast「怎麼一回塑」，涵蓋不同主題，以引入環境議題和減塑知識，這些節
目已在多個平台上發布，包括Firstory、KKBOX、Spotify、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等，以吸引不同族群對象接觸減塑，同時培養學生的多媒體能
力，負責podcast的學生們，從聽眾變成主持人，身分的轉換，讓他們重新思考
製作節目的意義與目的。雖有明確的主軸，雖然錄製一段只有15分鐘的節目，
但是學生既是製作人也是推廣者，從發想、策劃、主持到音檔剪輯等工作，都
同時考驗著學生的時間規劃、團隊合作、多元創意以及資料蒐集等能力。為了
增加節目的觸擊率，「心意更新而變化」是中心製作podcast所秉持的理念，搭
配每次節目主題設計文宣海報，在2023年共錄製10集節目，總下載次數達471
次，單集平均下載次數則為21次，內容從過往的時事議題，更延伸許多以生活
為主題的內容，例如女性私密用品、防曬乳對環境的影響等，希望更加貼近民
眾的日常生活，讓實踐永續消費不再僅限於環保餐具、資源回收與分類。

減塑與永續消費促進中
心臉書QR code

2023年PODCAST
節目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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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推廣活動：聯合社區辦理多樣化的推廣活動，包括市集、淨街、
淨灘、種樹、有機農場參訪、社區減塑手作坊等，除了過往曾規劃的編織網袋
等手作品工作坊外，疫情後更開辦暑期兒童營隊課程和社區減塑桌遊工作坊，
希望喚起社區對減塑與永續消費的關注，於2023年4月至6月共辦理7場社區工
作坊，內容增加海洋保護議題的繪本與減塑主題的桌遊工作坊，不僅擴大工作
坊探討環境永續議題的深度，同時也讓不同年齡層的社區民眾能夠體驗「做中
學」及「玩中學」的力量，將生硬的知識藉由多元有趣的媒材成功有效地傳達
給社區民眾，是中心堅持不懈的教育目標。

2023年12月19日舉辦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團隊的桌遊工作坊。

2023年3月17日至大安國中舉辦環寶桌遊工作坊。 2023年3月29日古亭國小附設幼兒園學童至減塑與永
續消費促進中心參訪。

2023年度中心於社區舉辦手作與桌遊等主題共7場工
作坊。

2023年5月26日南投縣綜合活動輔導團教師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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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行，我不塑」徵件比賽：本中心成功舉辦「我行，我不塑」全臺
創意徵件比賽活動七年，透過多元形式的徵件，包括短文、LOGO、影片、貼
圖、桌遊、永續行動及繪本等，吸引更多民眾參與，並透過頒獎活動公開表揚
優秀作品，同時藉由作品分享鼓勵社區民眾、學校師生及各界關心環保人士共
同投入。2023年中心首次嘗試增加繪本組的比賽項目，期待新的媒材能夠為推
廣環境保護及永續消費議題上，增添不一樣的火花與契機，本次徵稿包含桌遊
組、l ine貼圖組、永續行動組及繪本組，共收到31份稿件。獲獎作品也在第六
屆頒獎典禮上公開表揚及展出，每年金塑獎透過各項類別的作品，體現出「減
塑」及「永續消費」的多元性與教育投資的重要性，同時邀請各界關注環境議
題的人士齊聚一堂，共襄盛舉。

5、研發永續消費桌遊教學手冊，擴增教師們應用資源：中心於2020年徵
集優良教學設計，彙整「不塑之教」教學手冊，提供有心推動減塑與永續消費
教育的教師使用，實質支援推動減塑教學，獲得認可與回響，足見教師們需要
適當的媒材與教學策略以推動永續消費。因此在體認教學現場所需的帶領設計
有開展之必要，中心於本年度積極推廣「環寶桌遊」教學媒材，希望結合所舉
辦之桌遊研習機緣，鼓勵使用本桌遊之教育推廣者提供帶領與教學設計的回
饋。我們已在2場教師桌遊研習及2場企業機構桌遊工作坊發出訊息，並與合作

2023年11月25日金塑獎頒獎典禮受獎者及工作夥伴們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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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研議以致贈桌遊供教學應用的模式，邀集後續參與工作坊研習人員運用本
桌遊時所開發的教學設計單，透過進一步的討論研議，擬於2024年出版「環寶
桌遊」教學手冊，目前已規劃於2024年辦理北中南各區教師工作坊共三場，預
計參與教師人次超過100人，為教學手冊提供潛在的資源。

6、永續消費桌遊開發與推廣：本中心連結所辦理之桌遊徵件比賽資源，
邀請桌遊設計專家、平面設計師等將桌遊獲獎作品進行評估並進行開發，以學
習者本位設計媒材，提供不同場域之組織、單位進行減塑與永續消費教育活
動。同時簽訂產學合作計畫，讓對於桌遊教學有興趣者可透過捐款支持獲贈桌
遊。

(1) 於2021年推出國內第一套減塑與永續消費主題之桌遊「環寶」，透過
工作坊在社區、學校、和企業組織中推廣，至今已經影響超過三萬人次，獲參
與教師之高度認可。

(2) 本年度修正並開發雙語化「環寶」桌遊，積極響應國家雙語政策之推
動。

(3) 本年度完成第二套桌遊「美人魚守衛隊」的開發，更普及於一般民眾
使用。這套桌遊內容淺顯且風格可愛，特別適用於幼童與長者團隊的學習活
動。

臺師大產學合作捐款贈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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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完成第二套桌遊「美人魚守衛隊」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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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本中心六年以來的推廣教育經驗及2021年永續消費態度調查資料分析
結果，我們認為民眾對於願意減塑、支持永續消費雖已達「觀念認同」層次，
但在行為實踐方面則尚待加強；此外，Covid-19疫情進一步加劇了一次性塑膠
用品的使用，對環境造成極大的傷害，聯合國特別針對塑膠污染議題於2022年
頒布「全球塑膠公約」，呼籲全球共同重視並認真思考塑膠的危害問題，減低
塑膠垃圾對全球環境的公害已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因此本中心與本校教育智
庫辦公室提出推動減塑與永續消費的建議，供相關單位參考： 

1、政府應以身作則且強化限塑法規之執行力度

政府在推動減塑政策上扮演著關鍵角色，民眾會受政府影響調整減塑行
為，因此政府應制訂民眾認可且可實際推行的減塑政策。再者，政府應以身作
則，例如落實不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及不販售塑膠瓶裝飲品。此外，鼓勵業者開
發替代塑膠材料的用品，並輔導塑膠用品的生產與販售業者轉型。提升民眾方
便回收的管道，並針對不同族群特性設計推廣策略等，著重從源頭生產端減
量，使業者能夠順利升級轉型，同時讓民眾感受到配合政策的便利感，進而更
有效地實踐減塑的消費生活。

2、教育部規劃減塑與永續消費教育推動之鼓勵策略

減塑與永續消費教育的實踐是最根本推動方式，專家指出營造有利於永續
發展的生活氛圍將有助於永續消費教育的推動。因此，教育部應提供具體的措
施或支持行動，以鼓勵各級教師實施減塑與永續消費教育，例如，校園全面實
施不塑消費行為，包括不用膠面海報、會議不用瓶裝水、校慶園遊會等活動拒
絕使用一次性塑膠用品。同時，確保校園飲水設備衛生與數量充足、並鼓勵教
師研發減塑與永續消費課程，以建構友善推動永續消費教育的校園環境。

3、獎勵民間組織、社區推動減塑與永續消費教育活動

本中心在推動過程中受到社區與民間組織的大力支持，凸顯減塑與永續消
費教育是全民責任，因此，相關當局應提供獎勵辦法，以鼓勵支持社區與民間
組織推動減塑與永續消費的活動。尤其需要串連合作，擴展資源與影響面，例
如鼓勵舉辦減塑活動、獎勵開發推廣媒材，及輔導社區與組織減低非必要的塑
膠獎勵品購置。從生活中拓展多方位的減塑教育，使民眾能體驗到減塑就是生
活的日常，從而培養永續消費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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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的推廣經驗，臺師大深知減塑是一項極富挑戰性的議題，考驗著人
類對方便的需求與對地球永續的承諾。推動減塑的艱鉅之路，正如福智文教基
金會創辦人日常老和尚所言：「不是難不難，而是該不該」。這件事應該做，
我們就要全力以赴，才能發揮教育是促使未來更美好的力量。透過減塑教育的
推動，臺師大期望啟動永續消費的齒輪，將「減塑」與「永續消費」的理念傳
遞到臺灣乃至世界各地！當每個人都將珍惜物資的價值觀融入消費行為，各種
能源被明智地運用，人人都擁有負責任的消費態度，這樣的改變將自動且自然
地培育地球的永續發展志工，相信地球環境與賴以生存的萬物子民都可和諧共
存，這正是我們需要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