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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便包在手 輕便解危機 

─環境保護之行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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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研究訓練階段 

壹、 近二年學校獨立研究課程之規劃 

一、 中年級 

(一) 文書處理軟體的使用。 

(二) 相片編輯。 

(三) 各類儀器設備的操作與保養。 

(四) 文章閱讀摘要技巧。 

(五) 研究方法的認識與應用。 

(六) 與校本課程、創造力課程進行橫向聯繫。 

二、 高年級 

(一) 閱讀與評析歷屆獨立研究得獎作品。 

(二) 橫向聯繫各方面課程主題，選定有興趣的研究主  

    題進一步並擬定計畫。 

(三) 依研究主題蒐集與分析各種資料。 

(四) 研究報告的撰寫與反思。 

(五) 與校本課程、創造力課程進行橫向聯繫。 

貳、 學校如何提供該生獨立研究訓練 

一、 中年級： 

    每週安排兩節專題研究，訓練基礎的研究技巧；同時安排各類

校內外參訪活動，並觀摩校內外的獨立研究成果發表會，讓學生發

掘自身有興趣的議題，從認識校園開始，再向外拓展進而認識生活

周遭環境，以實際活動進行探索，為將來銜接高年級的獨立研究課

程做準備。 

二、 高年級： 

    每週安排兩節獨立研究，透過學生有興趣的研究主題，在教師

的引導下擬定研究計畫。學生利用在中年級所學習的各類研究方法

來進行研究主題探究，並將蒐集到的資料進行歸納與分析，培養學

生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除了完成研究報告外，學生應對於每一個

研究歷程有自省與反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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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獨立研究階段 

壹、 研究動機 

在創造性問題解決的課程「校園周遭環境改善」計畫中，同學

上不約而同想解決校門口人行道時常橫躺的「黃金危機」。因為我們

的學校沿路兩旁都是熱鬧的餐廳街，而且附近又沒有適合民眾遛

狗、運動的公園，所以學校就成了一個附近居民運動、遛狗的最佳

去處。也因為如此，學校周遭的人行道時常都會有狗大便橫躺於路

上，衍生了蒼蠅徘徊的衛生問題，還會破壞街道景觀。身為這個環

境生活的一員，以實際行動為生活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應該不容

辭，因此解決上學人行道上狗大便的問題即是我們的「校園周遭環

境改善」目標。 

貳、 擬定正式計畫、研究問題及工作進度表 

一、 擬定正式計畫 

 

 

 

 

 

 

 

 

 

 

二、 研究問題 

（一）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二）了解社會行動參與的類型。 

（三）了解行動研究的流程。 

（四）了解學校學生、附近民眾對校園周遭環境的看法。 

（五）以行動研究歷程擬定「校園周遭環境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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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進度表 

表 2-1 工作進度表 

 ～108/3月 108/4月 108/5月 108/6月 108/7月 108/8月 108/9月 108/10月 108/11月 

建構主要問題          

蒐集行動相關文獻          

問卷調查          

擬定行動流程          

蒐集執行後數據          

滾動修正、執行          

撰寫歷程報告          

參、 彙整相關文獻 

一、   環境保護的原則 

   （一）廢棄物源頭減量、回收、利用與處理 

92 年行政院核定「垃圾處理方案之檢討與展望」，確立垃圾

零廢棄政策目標，同時配合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之規定，提倡以

綠色生產、綠色消費、源頭減量、資源回收、再使用及再生利

用等方式，將資源有效循環利用。環保署推動廢棄物資源回收 

再利用，以「資源循環零廢棄」 為願景，積極落實減廢及資源

循 環，106 年環保署接續過去推動減量 (Reduction)、再使用 

(Reuse)、 物料回收(Recycling)、能源回收 (Energy 

Recovery)、 土地新 S 生(Land Reclamation) 等 5R，以及改變

設計 (Redesign)、永續物料管理 (Sustainable Materials 

Management, SMM) 的推動成果，積極推動循環經濟。過去「零

廢棄」目標在環境白皮書中，達成「零廢棄」目標容易成口

號，因此環境白皮書最新展望，以走向「循環經濟」為目標，

107 至 111 年將持續推動各項源頭減量與回收再利用及資源循環

工作，邁向循環型生產與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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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環境衛生的原則 

行政院環保署清淨家園好厝邊綠色生活網指出：一座城市

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環境清潔，而維護城市環境，除了靠基層清

潔隊員日復一日的努力打拚外，更需要所有市民的力量，才能

達到乾淨城市的目標，全民一起納入環保維護工作，自主投入

周邊環境維護工作，讓人行道騎樓、大街小巷也能和店家一樣

乾淨明亮，讓店家、鄰里一同共好共榮。 

1.常見公共衛生環境問題 

     (1) 隨地吐痰 

     (2) 亂丟煙蒂 

     (3) 狗大便 

     (4) 廣告物亂貼 

     (5) 於水溝棄置雜物 

2.彰化縣常見環境問題改善方向 

彰化縣政府各鄉鎮工作大綱概括出乾淨生活維護範疇包

含：街道環境巡查、髒亂點通報 清理、公廁稽查、觀光景點稽

查、環境蟲鼠防治、海岸清潔維護工作、淨灘認養單位邀請、

等環境維護作業。以下依據彰化縣各鄉鎮工作大綱整理出常見

的環境問題，並計畫改善方向： 

(1)煙蒂問題：推動轄內村里社區菸蒂不落地，以定

期或不定期方式巡檢、清理，並鼓勵民眾檢舉亂丟

菸蒂行為及巡檢清理菸蒂，以達到菸蒂不落地。 

(2)狗大便問題：於舉辦各項公辦節慶、文化活動或

相關教育宣導活動時，配合向與會民眾宣導「遛狗

繫狗鍊、隨手清狗便」觀念，並加強取締及告發有

關遛狗遺留狗便 或餵養流浪犬遺留狗食包裝材等影

響環境衛生案件。 

(3)廣告物亂貼：違規廣告物拆除活動，鼓勵縣民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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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拆除縣內，黏貼或懸掛於本市戶外環境之違規廣

告物 

二、   社會參與的類型 

教育部積極推動社會參與，讓學生可以透過參與校

內、外的組織，以多元的方式投入社區事務。或以學生組

織參與社區服務、志願服務、服務學習、國際志工等方

式，培養學生之公民與社會責任，以及助人利他之價值

觀，培育多元能力。學生藉由服務學習的參與方式，除可

更為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外，可結合所學知識及技能，建立

學習的基礎，養成關懷社會的習慣。社會服務與服務學習

兩者均強調參與社會的服務，但社會服務並沒有特別規劃

具體目標去完成，而服務學習則是透過有系統的設計、規

劃、省思及成果來達成設定的目標，是「服務」與「課程

學習」的相互結合。服務學習之行動能讓學生透過服務學

習直接帶給社區實質的幫助與問題解決，也帶給社區新的

樣貌，同時因為參與能帶給參與的學生正向的成長經驗，

而繼續投入社會服務，積極參與社會及關心國家事務。 

     表 3-1 學生社會參與類型 

 社會服務 服務學習 

相異 
沒有規定目標 

單純參與 

有系統去設計與

規畫 

相同 
參與社會的服務 

提升公民意識、社會責任 

由文獻可以歸納出，學生透過找出問題、擬定行動流

程的方式是服務學習的實踐。在社會環境保護的服務學習

中，以實際行動為生活環境保護盡一份力，從中培養出學

生的公民概念與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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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動研究的流程 

（一）行動研究目的 

行動研究強調功能與任務的結合，透過行動研究之計劃、

行動、觀察、反思與再行動的循環歷程中，讓行動者將研究目

標落實真實情境當中，透過檢討與修正，來提昇行動的達成

度，並能讓行動者從過程中成長。 

   （二）行動研究流程 

透過計畫、行動、觀察、反省的過程，讓計畫能在檢討、

修正後更能達到擬定的目標。 

 

 

 

 

 

 

 

 

 

 

 

圖 3-1 行動研究架構圖 

肆、 資料分析 

一、行動研究計畫 

在創造性問題解決課程中，我們在階段一「建構問題」階段：

找出「生活周遭環境髒亂的困擾」中 11 位同學有 8 位同學指出最需

要改善的問題為校園人行道狗大便的問題。透過問題解決的創造思

考後，我們以行動研究的「計畫、行動、觀察、反省」循環當成我

們這次社會參與流程，在過程中做資料的收集與反省，進行檢討與

修正，讓我們達成「校園周遭環境改善」計畫的目標。 

調整行動內容 

整理已執行後的 

成效 

蒐集資料 

成果回饋 

執行擬訂後 

的計畫 
檢討 修正 

計畫 

行動 觀察 

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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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前問卷分析如下： 

    為了更加深入了解同學們在「建構問題」階段想解決的「校園

人行道狗大便問題」，本次問卷採隨機抽樣，發下 100 份問卷，回收

後有效問卷為 92 份，回收率為 92％。問題一到問題四答題人數 92

人，問題四到問題八指定條件為家裡有養狗的人，人數為 24 人答

題。 

問題一： 

圖 4-1 說明：由圖 4-1 可

知，對於校園周遭環

境是否乾淨，0%的人

非常同意，11%的人同

意，60%的人覺得普

通，17%的人不同意，

12%的人非常不同意。 

問題二 

圖 4-2 說明：由圖 4-2 可

知，你在學校人行道

的路途中是否有看到

狗大便，19%的人非常

頻繁看到，55%的人頻

繁看到，15%的人普通

看見，7%的人不頻繁

看見，4%的人不曾看

見。 

 

 

 

同意

11%

普通

60%

不同意

17%

非常不同意

12%

你覺得校園周遭環境乾淨嗎?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非常頻繁

19%

頻繁

55%

普通

15%

不頻…
沒…

你在學校人行道的路途中有看到狗大便嗎?

非常頻繁 頻繁 普通 不頻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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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 

圖 4-3 說明：由圖 4-3 可

知，你在學校人行道

的路途中是否有踩到

狗大便，0%的人非常

頻繁踩到，1%的人頻

繁踩到，10%的人普通

踩到，18%的人不頻繁

踩到，71%的人不頻繁

踩到。 

問題四 

圖 4-4 說明：由圖 4-4 可

知，你是否看過路人

遛狗沒有帶走狗大

便， 19%的人非常頻

繁看到，17%的人頻繁

看到，23%的人普通看

見，25%的人不頻繁看

見，16%的人不曾看

見。 

 

 

 

 

 

 

 

 

 

非常頻繁

0%

頻繁

1%

普通

10%
不頻繁

18%

沒…

你在學校人行道的路途中有踩到狗大便嗎?

非常頻繁 頻繁 普通 不頻繁 沒有

非常頻繁

19%

頻繁

17%

普通

23%

不頻繁

25%

沒有

16%

你看過路人遛狗沒有帶走狗大便嗎?

非常頻繁 頻繁 普通 不頻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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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 

圖 4-5 說明：由圖 4-5 可

知，你遛狗是否會帶

走狗大便， 37%的人

非常頻繁，25%的人

頻繁，17%的人普

通，8%的人不頻繁，

13%的人不曾帶走。 

問題六 

圖 4-6 說明：由圖 4-6 可

知，你是否有買過清

便器產品，29%的人

有買過，71%的人沒

買過。 

問題七 

圖 4-7 說明：由圖 4-7 可

知，你是否有自己做

過清便器，21%的人

有自己做過，79%的

人沒有自己做過。 

是

21%

否

79%

你有自己做過清便器嗎?

是 否

非常頻繁

37%

頻繁

25%

普通

17%

不頻繁

8%

沒有

13%

你遛狗會帶走狗大便嗎?

非常頻繁 頻繁 普通 不頻繁 沒有

是

29%

否

71%

你有買過清便器產品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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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八 

圖 4-8 說明：由圖 4-8 可

知，你是否知道遛狗

沒帶走狗大便會違反

廢棄物清理法，42%

的人知道，52%的人

不知道。 

四、行動中、行動後數據分析如下： 

  (一)觀察期 圖 4-9 

 

說明：在觀察期期

間，3 月 4 日平均有 9

處，3 月 5 日平均有 8

處，3 月 6 日平均有 7

處，3 月 7 日平均有 8

處，3 月 8 日平均有

10 處。 

 (二)宣導期第一週 圖 4-10 

 

說明：在宣導期第一

週期間，3 月 11 日平

均有 7 處，3 月 12 日

平均有 6 處，3 月 13

日平均有 8 處，3 月

14 日平均有 7 處，3

月 15 日平均有 6 處。 

 

是

42%否

58%

你知道遛狗沒帶走狗大便會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嗎

?

是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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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察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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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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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導期第一週(處)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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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導期第二週 圖 4-11 

 

說明：在宣導期第二

週期間，3 月 18 日平

均有 6 處，3 月 19 日

平均有 7 處，3 月 20

日平均有 5 處，3 月

21 日平均有 6 處，3

月 22 日平均有 5 處。 

(四)清便包上線第一週 圖 4-12 

 

在清便包上線第一週

期間，3 月 25 日平均

有 3 處， 3 月 26 日平

均有 2 處，3 月 27 日

平均有 3 處，3 月 28

日平均有 3 處，3 月

29 日平均有 2 處。 

(五)清便包上線第二週 圖 4-13 

 

在清便包上線第二週

期間，4 月 8 日平均有

3 處，4 月 9 日平均有

4 處，4 月 10 日平均

有 2 處，4 月 11 日平

均有 3 處，4 月 12 日

平均有 2 處。 

 

 

0

2

4

6

8

10

3月18日 3月19日 3月20日 3月21日 3月22日

(三)宣導期第二週(處)

0

2

4

6

8

10

3月25日 3月26日 3月27日 3月28日 3月29日

(四)清便包上線第一週(處)

0

2

4

6

8

10

4月8日 4月9日 4月10日 4月11日 4月12日

(五)輕便包上線第二週(處)



13 
 

(六)清便包使用情形觀察第一週 

圖 4-14 圖 4-15 

在清便包使用情形觀察第一週期間，3 月 25 日塑膠袋有 8 個，樹枝也有 8

枝，3 月 27 日塑膠袋剩 5 個，樹枝剩下 6 支，3 月 29 日塑膠袋剩 3 三個，

樹枝剩下 2 枝。 

(七)清便包使用情形觀察第二週 

圖 4-16                             圖 4-17 

在清便包使用情形觀察第二週期間，4 月 8 日塑膠袋有 8 個，樹枝也有 8

枝，4 月 10 日塑膠袋剩 3 個，樹枝剩下 4 枝，4 月 12 日塑膠袋剩下 1 個，

樹枝剩下 3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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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綜合問卷分析結果： 

    （一）針對校園周遭環境乾淨問題，由圖 4-1 可以得知，非常

同意與同意校園周遭環境乾淨的人數加總比例僅只 22%，因此改善

校園周遭環境整潔刻不容緩。 

    （二）針對你在學校人行道的路途中是否有看到狗大便問題，

由圖 4-2 可以得知，頻繁與非常頻繁看到校門口人行道有狗大便比

例加總高達 74%，因此透過問卷我們更可以知道，狗大便橫躺於人

行道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生活環境衛生問題。 

   （三）針對你在學校人行道的路途中是否有踩到狗大便問題，由

圖 4-3 可以得知，雖然有 71%的人不曾踩到狗大便，但是即表示另

外 29%曾經踩過，因此勢必需要避免狗大便出現在人行道的問題。 

（四）針對你是否看過路人遛狗沒有帶走狗大便問題，由圖 4-4

可以得知，看到遛狗民眾是否帶走狗大便，有 19%的人非常頻繁、

17%的人頻繁看到路人遛狗未帶走狗大便，因此我們是需要進行遛狗

要帶走狗大便的宣傳。 

在近一步針對養狗人士的問卷調查如下： 

（五）針對你遛狗是否會帶走狗大便問題，由圖 4-5 可以得知，

雖然遛狗帶走狗大便是基本工作，但不帶走狗大便還是有 13%的

人、不頻繁帶走還是有 8%，因此排除流浪狗大便是無法人為控制的

因素，還是有許多人是沒有養成該帶走狗大便的習慣。因此我們應

該加強宣導遛狗民眾應該在遛狗的時候務必帶走狗大便。 

（六）針對你是否有買過清便器產品問題，由圖 4-6 可以得知，

有 71%的人沒有買過清理狗大便的清便器，然而在研究後可知清便

器有其優點之處，因此可以宣導民眾嘗試使用清便相關的用品進行

清便。 

（七）針對你是否有自己做過清便器問題，由圖 4-7 可以得知，

79%的人沒有做過清便器，因此除了攜帶塑膠袋出門，在狗狗拉肚子

的時候塑膠袋可能不方便裝取，因此我們打算嘗試設計自己做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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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放在人行道提供遛狗民眾可以使用。 

（八）針對你是否知道遛狗沒帶走狗大便會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問

題，由圖 4-8 可以得知，有 58%的人不太清楚在人行道留下狗大便

會違反廢棄物處理法，因此我們認為應該加強宣導，讓民眾行為有

法律上的約束。 

二、擬定擬定「校園周遭環境改善」計畫 

    由本研究作者們為這個此計畫負責人，帶領同學進行改善任

務。我們採取三階段的循環滾動式修正。第一階段我們利用宣導讓

社區民眾建立帶走狗便的觀念，以及讓遛狗人士知道不要再將狗大

便留下。第二階段設計好用的清便用具，提供使用。第三階段為了

讓人行道能夠乾淨、清潔，我們實際走上街道，帶上我們設計的清

便包，上街清掃狗大便。 

 

 

 

 

三、改善計畫之行動歷程 

每當踩到狗大便進教室時，總是要費時又費力而且不開心的清

理鞋底的骯髒的狗大便，還會被同學嘲笑。我們目標為：打造一條

衛生又安心的上學之路，一起解決路上的「黃金」危機。 

  

發想、討論心智圖 分組計畫表 

     

第一階段:狗便不

留下，行人不驚嚇

第二階段:輕便清

狗便，你我都方便

第三階段:黃金清

乾淨，環境好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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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總共分成三組：宣傳組負責繪製海報和清便包步驟板以及

進行各班宣導，公關組負責拜訪里長，請里長幫忙向遛狗的民眾宣

導勸導，攝影則是負責製作、拍攝影片。 

 

 

公關組正在查詢法律條文 宣傳組正在討論海報內容 

   

(一)階段一：狗便不留下，行人不驚嚇。這階段進行宣導，讓社區

民眾建立帶走狗大便的觀念。遛狗民眾留下的狗大便不只影響街道

景觀，狗大便也會在路上造成細菌滋生，蒼蠅聚集。在宣導幾次後

我們檢討宣導成效，加入看板與法規宣導：《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可處新台幣 1200 至 6000 元罰款。  

  

宣傳組繪製的海報，希望民眾能將留

下的狗大便帶走，讓人行道乾淨。 

宣導組在兒童朝會時向全校的老師以及學生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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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二：輕便清狗便，你我都方便。我們覺得除了呼籲遛狗的

朋友不要將狗大便留下外，應該還要有積極性的行動。經過調查我

們發現遛狗不清理狗大便主要有兩個原因：1.忘記攜帶 2.覺得髒，

清便器用完因為太髒也不想清潔。因此我們調查的各種市售清便器

資料如下： 

   
 

名稱：拾便器掃具。 名稱：一次性鏟屎器 名稱：寵物外出夾便

袋狗。 

名稱：寵物拾便器清

理器夾便器。 

價格：299 元 價格：560 元 價格：305 元 價格：1220 元 

 

 

 

 

 

宣傳組在行動循環二階段到各班宣導

如何使用清便包。 

宣傳組到各班宣導清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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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調查以後，發現市售隨手清便器價格不便宜，於是使用了

很多材質的容器來實驗，容器種類如下： 

階段二檢討、修正後再執行內容： 

    輕便器不便攜帶出門，因此我們統整後為 renew 概念，進一步

改良設計出清便包，動手自製 0 元清便包讓人出門方便攜帶，還可

以掛在人行道樹上的清便包，讓遛狗的朋友可以輕鬆帶走狗大便。 

家庭號牛奶瓶 塑膠碗 寶特瓶 利樂包 

 

   

    

優點：握把手不髒 

缺點：體積太大，

不方便攜帶 

優點：開口大，易

將狗大 

缺點：容量少 

優點：容量大，方

便攜帶  

缺點：開口太小 

優點：適合斜切面 

缺點：容量小，不

方便套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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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階段三：黃金清乾淨，環境好乾淨－清便行動，我們走上

街道，進行清便活動。一開始宣導、推廣也還是無法完全落實，為

了讓人行道能夠完全地乾淨、清潔，我們想透過我們實際整頓人行

道，讓狗大便的蹤影消失，讓大家體會乾淨人行道的美觀與好處，

因此在階段三，我們便帶著我們設計的清便包，上街清掃狗大便。 

 

 

這張是步驟三的海報，是為了提

醒路人將狗大便清乾淨環境也才

能乾淨。 

到學校外的人行道親手使用清便

包來清狗大便。 

我們將用完的牛奶瓶裁
切成適合使用的形狀，
好以用來當作清便器。

(因為牛奶瓶有握把，可
以輕鬆地拿清便器﹐因
此我們決定要用牛奶瓶
來當作清便器的材料。)

因為清便器拿著不方
便，又很難清理，所以
我們決定將清便器結合
了樹枝或是竹筷和折成
三角形塑膠袋變成了清
便包，好以攜帶。

為了讓沒攜帶清便器的
路人們能夠順利清理狗
大便，所以我們設立了
跟古代奉茶式的輕便
站。清便包都製作好
後，我們決定將清便包
放置到學校外的人行道
兩旁的樹上，讓路人們
可以方便的清理狗大
便。

階段二滾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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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學校外的人行道親手使用清便

包來清狗大便。 

成功清完人行道上的狗大便。 

    接著找里長協助推廣我們的清便包。 

  

里長對於我們創造的清便包稱讚

有加。 

里長協同我們向民眾介紹清便包

的使用。 

    在我們的執行與宣導後，我們發現清便包裡面的塑膠袋數量會

隨著使用減少，但我們同學家裡使用過的塑膠袋皆已貢獻出來，因

此我們針對這個狀況做檢討，擬定方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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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檢討、修正後再執行內容： 

1.成立班級回收減塑站 

  

將收集來的塑膠袋整理好並摺成

小三角形以節省空間 

塑膠袋摺好之後，放入「校園

減塑收集站」的紙袋中，以便

適時補充清便包 

 

 

 

 

撿拾校園裡的樹枝
和校園外人行道的
樹枝以及家裡或班
上的使用過的塑膠
袋，回收再利用。

將收集的樹枝與塑
膠袋整理過後，並
將塑膠袋摺成三角
形，方便放入清便
包。

持續經營回收減塑
站，將整理完的樹
枝和塑膠袋放入袋
子，好讓巡邏小組
方便補充清便包。

階段三滾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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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蒐集數據與持續運作 

   

清便包巡邏小組利用上學途中或是放學後定期檢查清便包的內容

物，適時補充塑膠袋和竹筷，並且記錄使用狀況。另外，我們也

會記錄街道狗糞是否有減少的趨勢。 

    在學校旁的人行道上，我們掛置了 3 個清便包方便遛狗民眾使

用，期待它會發揮最大價值。 

 

陸、    評鑑與檢討 

（一）行動研究之循環修正歷程 

1.階段一滾動修正後執行：開始我們沒有使用看板就進行宣導，導

致成效不彰，之後我們就思考要如何增加我們的宣導成效，所以我

們製作了看板，除了製作看板以外，我們覺得如果只有道德勸說不

太有強制性，所以我們上網查了相關的法規，將廢棄物清理法的內

容以及罰款融入宣導的內容裡。 

2. 階段二滾動修正後執行：開始我們除了宣導也要有相關的器具，

所以我們上網找了個式各樣的市售清便器，但是由於市售清便器太

過昂貴，所以我們決定自製清便器。我們找了很多的材料來製作，

最後覺得有把手、斜切後的家庭號牛奶瓶最為適合，但是有同學使

用過後覺得清便器不易攜帶、容易手沾到狗大便又不容易清洗乾

淨，因此我們決定清便器加入乾淨的塑膠袋、乾淨的樹枝或竹筷，

變成實用的清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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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階段三滾動修正後執行：清便包裡的回收塑膠袋一下子就用完

了，因此我們成立了回收減塑站，藉由宣導，收集全校同學家裡不

要用的塑膠袋，然後放入回收減速站的袋子裡，好讓巡邏小組補充

道清便包裡。 

（二）執行中、後街道探勘情形 

從資料分析我們整理的數據可以得知： 

在行動觀察期，在人行道上觀察到狗大便一週平均為 8 處。在

階段一的宣導期第一週在人行道上觀察到狗大便一週平均為 7 處，

在階段一的宣導期第二週在人行道上觀察到狗大便一週平均為 6

處；在階段二滾動修正後設計完成清便包後，階段三清便包上線，

在我們加入掃街與推廣樹上清便包使用的第一週，在人行道上觀察

到狗大便一週平均為 3 處，在我們加入掃街與推廣樹上清便包使用

的第二週，在人行道上觀察到狗大便一週平均為 3 處。根據人行道

探資料，我們可以知道狗大便出現在人行道的平均數量經過我們的

努力持續下降中。 

（三）清便包上線後使用情形觀察 

一開始裡面會放 10 組，巡邏小組一週以週一、週三、週五會針

對清便包內的塑膠袋跟樹枝進行統計，若經過使用太少的時候會進

行補充，從資料分析我們整理的數據可以得知：清便包上線第一週

塑膠袋平均數量為 5 個，樹枝平均數量為 5 個；清便包上線第二週

塑膠袋平均數量為 4 個，樹枝平均數量為 5 個，由數量與路上觀察

可以得知，清便器掛在樹上，透過外包裝上面五步驟的使用步驟引

導，是可以讓遛狗忘記帶清便器具的人使用後帶走狗大便。因此我

們決定未來如果行有餘力，我們會推廣我們設計的清便包，讓更多

人一起動手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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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與收穫 

1.自己嘗試問題解決：能將創造性問題解決課堂上的討論透過

實際的身體力行，讓我們第一次感受到，原來生活中所有的困擾是

有機會不抱怨下自己也有能力捲起袖子來嘗試解決問題。 

2.團隊合作與服務學習的重要：在這個龐大的實踐計畫中，讓

身為負責人的我們第一次體會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有了分工、溝

通、協調、執行讓我們才得以能在漫長又繁雜的計畫中，朝向問題

解決的目標前進。我們的「校園周遭環境改善」計畫屬於服務學習

的一種，服務學習真的是一種辛勤的付出，但真的讓我更想好好守

護好我們的生活環境，也讓我們更關心周遭的環境。 

3.愛護環境需要持續努力：雖然在我們的努力下，人行道狗大

便平均數量下降中，但難免會有對於狗大便留在人行道這件事缺乏

公德心又不畏懼法律而堅定不遺留下狗大便的人，所以很難得到 0

處狗大便的奇蹟狀態。但是經過努力，人行道已經較以往乾淨，我

們會持續進行清便包推廣與班級回收減塑站，讓生活環境的整潔與

塑膠回收再利用可以持續運作下去。 

4.感恩的心：這真是一項非常浩大的行動計畫，不管是執行階

段真實的與狗大便對決、數據一天天的收集與彙整、文獻來來往往

找尋最適合、文字不斷地修改。感謝所有參與行動的好同學們，謝

謝辛苦指導、陪我們的老師、還有那個克服懶惰，很努力在執行的

我們自己。 

柒、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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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校園周遭環境探討問卷 

    您好，我們是資優資源班學生，正在探討校園周遭環境概況，以下

問題請您協助填寫，希望您提供一些意見。您的個人資料絕不對外公

開、洩漏，請安心填寫，填寫完畢請交給貴班級任教師，謝謝合作。 

        祝您   闔家平安健康 

資優資源班學生敬上 

壹、個人資料 

1. 性別 

□女      □男 

2. 年齡 

□6-12 歲  □13-15 歲  □16-18 歲  □18 歲以上  

 

貳、對校園周遭環境的看法、問題 

 

1. 你覺得校園周遭乾淨嗎?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 你在人行道的路途中有看到狗大便嗎? 

   □非常頻繁  □頻繁  □普通  □不頻繁  □沒有 

3. 你在人行道的路途中有踩過狗大便嗎? 

   □非常頻繁  □頻繁  □普通  □不頻繁  □沒有 

4. 你有看過路人遛狗沒有帶走狗大便嗎? 

   □非常頻繁  □頻繁  □普通  □不頻繁  □沒有 

 

參、養狗人士對於狗大便的認知與看法 

 

5. 你遛狗會帶走狗大便嗎? 

   □非常頻繁  □頻繁  □普通  □不頻繁  □沒有 

6. 你有買過清便器產品嗎? 

      □是  □否   

7. 你有自己做過清便器嗎? 

   □是  □否 

8. 你知道遛狗沒帶走狗大便會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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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巡邏小組 針對校門口人行道狗大便觀察紀錄表 

(早上上學跟放學時段可擇一紀錄)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早上    早上   

下午   下午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早上    早上   

下午   下午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早上    早上   

下午   下午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早上    早上   

下午   下午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早上    早上   

下午   下午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早上    早上   

下午   下午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早上    早上   

下午   下午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早上    早上   

下午   下午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早上    早上   

下午   下午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日期 時間 狗大便份量數 

 

 

早上    早上   

下午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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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巡邏小組 針對清便包使用情形紀錄單 

(週一、週三、週五巡邏紀錄) 

日期 塑膠袋剩餘數量 竹筷剩餘數量 

 (   )個 (   )枝 

 (   )個 (   )枝 

 (   )個 (   )枝 

 (   )個 (   )枝 

 (   )個 (   )枝 

 (   )個 (   )枝 

 (   )個 (   )枝 

 (   )個 (   )枝 

 (   )個 (   )枝 

 (   )個 (   )枝 

 (   )個 (   )枝 

 (   )個 (   )枝 

 (   )個 (   )枝 

 (   )個 (   )枝 

 (   )個 (   )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