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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
教學目標

技能
1.	利用圖像表達「走塑」郊遊	 	
	 及保護野生動物的概念

知識
1.	 認識塑膠廢物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2.	 認識「走塑」郊遊及「自己垃圾	自己	
	 帶走」的概念
3.	 建立保持郊野清潔的責任感及保護野	
	 生動物的態度及價值觀

小學常識科教案「走塑」郊遊樂二年級 課題：親親社區—郊遊樂

課長：35 分鐘

闡述課題
	
課堂探究活動 1：認識塑膠廢物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	教師向學生提問於自然環境中見過的動物種類，		
	 然後展示教學簡報內的情境圖片（黃牛在郊野吃		
	 草時誤吃了旁邊的膠袋）

•	以動物錯誤進食塑膠廢物的故事引入，簡介自然		
	 環境中的各種垃圾，及講解塑膠廢物對環境及野		
	 生動物的影響

認識塑膠廢物對
自然環境的影響

教學簡報5
分鐘

引入課題 / 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教學簡報內的郊野公園照片

•提問學生曾否到訪自然環境，邀請一位學生分享	
					經驗和見聞

教學簡報
3
分鐘

教學目標 時間分配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學生	
已有知識

1.	 常見的回收物及社區回收設施
2.	 認識家居廢物的概念
3.	 郊野公園的環境、設備及設施

10
分鐘

認識「走塑」郊遊及	
「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

的概念

課堂探究活動 2：	
認識「走塑」郊遊及「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的概念
•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塑膠廢物的來源，讓學生明白郊
	 野環境的垃圾源頭主要是由遊客棄置的塑膠用品及
	 日用品

•	教師指示學生分組討論保持郊野清潔的方法，並帶
	 出源頭減廢的重要性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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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總結學生討論結果，藉以說明「走塑」郊遊及
	 「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的概念	
	
保持郊野清潔的例子：
	 • 減少使用即棄物品：
	 	 -	避免使用紙巾及購買過度包裝的食物					

	 •	使用可重用的物品：
	 	 -	使用環保食物盒及水樽、使用毛巾代替紙巾等

	 •	資源回收：
	 	 -	把回收物分類放入回收箱
					
	 •	帶備適量的食物：
	 	 -	只帶能夠應付行程的食物，以及一些可帶走的	
	 	 乾糧或水果作後備糧食，避免浪費食物

課堂探究活動 3：
建立保持郊野清潔的責任感及保護野生動物的態度及
價值觀

•	教師展示教學簡報內 4 個情境圖片，引起學生關注	
	 及討論野生動物受困的原因

•	教師安排學生分組並隨機派發情境圖片，指示學生	
	 創作保護野生動物海報

•	教師鼓勵學生於海報設計中繪畫出圖片內野生動物	
	 所面對的困難，並寫下建議保育方案。教師可按每	
	 組需要提供個別支援

•	教師將每組海報展示並讓學生分享所建議的保育方	
	 案

建立保持郊野清潔的
責任感及保護野生動
物的態度及價值觀

15
分鐘

教學簡報
畫紙

總結
•	教師協助學生總結出實踐源頭減廢、「自己垃圾	自	
	 己帶走」可以幫助保護自然環境及野生動物的概念					

•	教師指示學生回家完成《「走塑」郊遊樂》學生工	
	 作紙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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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

延伸活動
資料套

延伸活動
資料套

延伸活動
資料套

延伸活動 1	（校內進行）
繪畫理想中的郊野公園

延伸活動 2	（校外進行）
散步郊遊徑

延伸活動 3	（校內進行）
舊衣變環保袋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工作紙
小學二年級



看圖判斷題：觀察圖中遊客的行為及所產生的廢物，
判斷廢物會否破壞自然環境。如會，請在圓圈內加上✓，
如否，在圓圈內加上×，並在適當位置圈出正確答案。

姓名

遊客（應該	／	不應該）在郊野公園內留下廢物，
例如：紙巾、塑膠樽、飲管等。

所有遊客（需要	／	不需要）正確地處理自己產生的廢物，
並（應該	／	不應該）建立「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的習慣。

丟棄於郊野公園的廢物（會	／	不會）破壞生態環境。

工作紙	「走塑」郊遊樂



數量：

							（						）

數量：

							（						）
塑膠廢物種類（例子）：

糖果包裝紙

圖畫（例子）：

數量：

1						（	張	）
塑膠廢物種類：

圖畫	：

塑膠廢物種類：

圖畫	：

數量：

							（						）
塑膠廢物種類：

圖畫	：

數量：

							（						）

塑膠廢物種類： 塑膠廢物種類：

圖畫	：

數量：

								（					）

根據以上記錄，我的家庭產生最多的塑膠廢物種類是																																												，
我們（可以	／	不可以）透過回收以減少浪費資源。

繪圖題：請列出及繪畫在剛過去的週末，你的家庭所產生的塑膠廢物，
並記錄他們的數量。



看圖排序題：按故事發生順序，把答案的代表字母填在（						）內。

故事背景：小明到郊野公園郊遊，期間產生了一些廢物。
當他離開時，他應該如何處理這些廢物？

正確排序：（							）				（							）				（							）				（							）

小明帶了（塑膠樽	／	紙杯	／	鋁罐）去郊遊。

1. 小明帶了甚麼物品去郊遊？（請圈出正確答案）

由於該物品屬於可回收物品，小明應該先把回收物																																												，
然後帶到「綠在區區」回收。

2. 承上題，小明回收前應該先如何處理該回收物品？



延伸活動資料套
小學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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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導學生認識野生動物並提升他們對野生動物生態的關注
2.	 培養學生的創意和藝術表現能力

活動目標

活動目的
				• 透過活動提高學生對源頭減廢的意識，並提高學生對香港郊野公園	
	 	 常見野生動物的認識

活動前準備
				• 通過課堂通知學生該活動的目的和要求
				• 教師需準備幾種郊野公園常見的野生動物圖片，包括但不限於牛、	
	 	 野豬、昆蟲（蝴蝶、蜜蜂、螞蟻）、猴子等
				• 教師需準備一些相片以展示不當處理垃圾對野生動物的負面影響

活動要求
				• 教師需教導學生分辨野生動物的棲息地，讓學生可指出在郊野公園	
	 	 生活的野生動物例子
				• 教師需教導學生分辨在郊野公園常見的垃圾種類，例如：塑膠垃	
	 	 圾、食物包裝袋、紙巾等

活動過程
				• 在活動開始前，教師可以介紹幾種郊野公園常見的野生動物給學	
	 	 生，包括但不限於牛、野豬、昆蟲（蝴蝶，蜜蜂，螞蟻）、猴子	
	 	 等，向他們講解這些動物的特點、生活環境，以及不當處理垃圾對	
	 	 環境及野生動物的影響
				• 教師派發繪圖用品予學生，指示學生繪畫他們理想中的郊野公園和	
	 	 最喜歡的野生動物
				• 教師鼓勵學生展示他們的畫作和分享他們的創作意念

活動後總結
				• 教師提問學生不當處理垃圾對野生動物的負面影響，提醒學生建立	
	 	 源頭減廢、「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的習慣

活動安排

延伸活動

繪畫理想中的郊野公園

「走塑」郊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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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理想中的郊野公園

1 堂

•	 紙張
•	 彩色筆、蠟筆、顏色筆
•	 郊野公園常見野生動物列表

材料

活動時間安排

延伸活動「走塑」郊遊樂

教師需提供一些野生動物照片或簡單描述動物的外觀特徵，以幫助學生創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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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常見野生動物列表

延伸活動

來源：人類隨地丟棄垃圾和人類餵食，野生牛會進食隨意丟棄的垃圾，包括：	
	 膠袋、塑膠垃圾、燒烤食品等及大部分人類食物。
影響：拉肚子及毒素積存在體內，腸胃阻塞。

垃圾對
野生動物帶來

的威脅

•應保持「自己垃圾，自己帶走」的行為，不應隨地拋棄垃圾和任由垃圾堆積	
	 在公園內。
•	跟野生牛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不要對野生牛造成傷害並尊重牠們。

如何在郊遊時
面對牠們

黃牛：分佈在不同地區，在郊野公園中常見。
水牛：常見於香港濕地，大嶼山的多個村落（貝澳）。

生活環境

黃牛 水牛

相
片
來
源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相
片
來
源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1. 牛	（水牛、黃牛）

黃牛和水牛是香港常見的牛品種，牠們從前主要用作耕種，但自二十世紀後，
因香港農業減少並遺棄牠們在郊野。野生牛也在郊外繼續生存繁衍，也是重要
的生物多樣性角色。
黃牛：主要特徵為黃色身體，全港約有 940 多頭黃牛分佈在不同地區，在郊野	
	 	 公園中常見。成年牛的體重大約為1	000至1	200公斤，日出和日落為	
	 	 進食高峰期。
水牛：主要特徵為灰黑色身體，有粗大的角和體格粗壯。全港約有 180 頭牛，	
	 	 常見於濕地。由於其腳短蹄大，主要用作為勞動力。

動物特點

	「走塑」郊遊樂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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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豬是香港常見的野生哺乳類動物，並廣泛分佈。成年野豬的重量大約 200	
	 公斤，顏色主要是棕灰色和黑色，身上有深色條紋可用作偽裝，成年公野豬	
	 有從口角突出的獠牙。
•雜食動物，牠們主要以植物為食，或捕食昆蟲和其他小型動物。

2. 野豬

郊野公園常見的動物列表

相
片
來
源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動物特點

•由於適應力強，野豬會食人類垃圾中的食物殘渣，野豬會被因餵飼而留下的	
	 食物吸引走到餵飼地點附近覓食，並聚集在市區，對市民造成滋擾。
•而進食剩餘的餵飼食物會引起環境衞生問題。

垃圾對
野生動物帶來

的威脅

•	遇到野豬時候，應該保持鎮定，切勿主動走近及干擾。
•	應該妥善處理户外的垃圾或使用可防止被動物翻倒的垃圾箱，以減少吸引野	
	 豬的食物來源。

如何在郊遊時
面對牠們

•野豬適應力強，出沒在不同的棲息地，例如：森林、草原和鄉村地區。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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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常見的動物列表

3. 昆蟲			（蝴蝶、蜜蜂、螞蟻）

蝴蝶 蜜蜂

螞蟻

相
片
來
源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相
片
來
源
：
孟
曉
瑩

相
片
來
源
：
孟
曉
瑩

目前香港有約9	060種昆蟲，牠們是隨處可見的動物，廣泛至花、草叢、泥土
和天空都可以發現其蹤影。其中有 8 種主要的昆蟲類別。
蝴蝶：香港現時紀錄了 245 個蝴蝶品種，佔中國紀錄的大約 11%，香港也有	
	 	 一個特有亞種－珀酣弄蝶。除了文化和觀賞價值外，蝴蝶具有獨特的生	
	 	 態價值和保持與植物的重要的關係。
蜜蜂：香港有大約 10 種常見的蜜蜂品種，體色為黃色、黑色、棕色和橙色，	
	 	 身體表面有濃密的細毛。牠們對聲音的反應特別敏感，並會對其造成攻	
	 	 擊行為。牠們也會在秋季築巢，於花源附近、自然空洞、樹洞或狹縫	
	 	 中。除了蜂巢受到威脅的時候外，蜜蜂一般都不具有攻擊性。	
螞蟻：香港共記錄到超過 300 種品種，牠們是群居的動物。體型最大的螞蟻為	
	 	 差不多 15 毫米，最少為少於 1 毫米。多為雜食性動物和食腐動物，覓	
	 	 食期間可以輔助植物繁殖和傳粉。

動物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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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當垃圾隨地拋棄在自然環境，污染了牠們的棲息地，會失去理想的棲息	
	 環境和減少其數量。
蜜蜂：	如果丟棄的含糖的樽裝飲品在空曠的環境中，容易吸引蜜蜂在附近築巢	
	 	 或飛至附近，造成滋擾和可能被人破壞新建的巢穴，影響牠們的數量。
螞蟻：當塑膠垃圾隨地拋棄在自然環境，牠們可能會錯誤地進食這些塑膠纖維	
	 	 或把它用作建築材料，導致泥土內錯誤殘留塑膠垃圾，進一步影響自然	
	 	 生態環境。

垃圾對
昆蟲帶來
的威脅

蝴蝶：切勿捕捉或干預蝴蝶的生活，應靜心觀察，也應避免餵飼野生蝴蝶或隨	
	 便擺放食物。	
蜜蜂：遇見牠們時，應用外套遮住頭和頸以作保護並捲曲臥在地上，待蜂群離	
	 開才慢慢離開範圍。避免使用有香薰的產品以免吸引蜜蜂。需蓋好食物	
	 和飲品（例如：熟透的水果、汽水和含糖分的食物）和把垃圾放入密封	
	 的容器內。
螞蟻：不應隨地丟棄垃圾，應自行處理或帶走自己帶來的垃圾，並不應隨意收	
	 集牠們。

如何在郊遊時
面對牠們

蝴蝶：生活圍繞著牠們的蜜源植物和寄主植物，廣泛至溪澗、農地、公園等。
蜜蜂：草叢、蕨叢或雜樹林為蜜蜂通常的聚居地方。
螞蟻：居住在所有的陸地環境，會在泥土中築巢和興建隧道。

生活環境

郊野公園常見的動物列表

3. 昆蟲			（蝴蝶，蜜蜂，螞蟻）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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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猴子

郊野公園常見的動物列表

相
片
來
源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香港野生猴子總數目估計約為2	000隻左右，分成約 30 個猴群。主要品種	
	 為獼猴、長尾獼猴和牠們的雜交種。牠們的主要食物為植物及樹皮，偶然也	
	 會捕食一些昆蟲。

•	過去，遊人會餵飼野生猴子，導致牠們搶奪膠袋內的食物或在垃圾中尋找	
	 食物。

垃圾對
野生動物帶來

的威脅

•	切勿餵飼任何野生猴子，避免被餵飼的食物吸引而不時到民居覓食。
•	應妥善處理户外的垃圾或使用可防止猴子的垃圾箱，從而減少吸引猴子的食	
	 物來源。

如何在郊遊時
面對牠們

•	主要分布於金山、獅子山及城門郊野公園。
•	能適應不同的生活環境，如森林和草原，甚至市區。

生活環境

動物特點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



19

1. 	讓學生親身體驗大自然的美妙，並認識不當處理垃圾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2. 	培養學生環保意識，建立源頭減廢的習慣
3. 	實踐「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以及「走塑」郊遊

活動目標

活動前準備
•	 通過學校通告通知學生和家長該活動的目的和要求，並在活動開始前與學	
	 	 生進行簡單背景講解，包括：郊遊徑長度、地點、注意事項、活動流程、	
	 	 天氣狀況等

活動目的
•	 透過活動令學生了解不當處理垃圾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並提升對「走塑」	
	 	 郊遊的意識

活動要求
•	 學生需觀察郊遊途中所發現的垃圾，並分辨它們的種類，例如：塑膠垃	
	 	 圾、食物包裝袋、紙巾等

•	 學生需分辨在郊野公園常見的動物和植物，學習保持自然環境清潔的重	
	 	 要性

活動流程
•	 搜尋適合學生的郊遊徑，以通告通知學生和家長活動安排，並提供路徑	
	 	 的背景資料、路程和地點等
	 	
	 	 建議郊遊徑如下：
	 	 -	 選擇路徑：蕉坑自然教育徑	－	位於香港西貢蕉坑特別地區和環迴路線，
	 	 	 起點為香港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鄰近白沙灣，路徑平坦
	 	 -	 路徑設計：全長約 0.7 公里，需約半小時完成路程

•	 活動開始前，教師與學生進行簡短的討論，引述是次活動的目的和重點，	
	 	 延伸至學生沿途需要觀察的地方，並提及大家應該參與環境保護的原因，	
	 	 以及垃圾對環境的影響

•	 帶領學生到適合的郊遊徑或其他自然環境，讓他們接近大自然。在散步的	
	 	 過程中，引導學生觀察周圍環境，並與學生們討論可見的生態景觀和生物	
	 	 （詳細請參考「蕉坑自然教育徑常見的生態景觀和生物列表」）

•	 教師需提醒和指示學生需要自備膠袋作沿途收集路徑上的小型垃圾之用，	
	 	 並強調「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的重要性，教導他們保持環境整潔

活動安排

散步郊遊徑

延伸活動「走塑」郊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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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活動結束時，集合所有學生，一起討論他們遇到的環境問題和垃圾對生
	 	 態環境的影響，以及每個人應負上保護環境的責任

活動後總結
•	 老師提問學生有否帶走自己製造的垃圾，並提醒學生在郊野公園實踐源頭
	 	 減廢的重要性

活動安排

散步郊遊徑

1. 	請學生穿著合適的戶外服裝、鞋子及自行攜帶飲用水和小食
2. 	教師和監護人需要確保學生遵守安全規則，不可擅自離開指定的區域
3. 	活動結束後，請學生將垃圾袋中的垃圾放入指定的垃圾桶及把乾淨的回	
				 	收物放入回收桶
4. 	請學生尊重自然環境，不損壞或帶走任何物品
5. 	在活動期間，請學生保持安靜，以免驚擾周圍的生物
6. 	如果有學生對某些植物或生物有過敏反應，請提前告知

注意事項

3 小時

•	膠袋（自備）
•	蕉坑自然教育徑常見的生態景觀和生物列表

材料

活動時間安排

延伸活動「走塑」郊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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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坑自然教育徑常見的生態景觀和生物列表

延伸活動

動物

1. 變色樹蜥

相
片
來
源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2. 大木林蜘蛛 / 斑絡新婦

相
片
來
源
：
孟
曉
瑩

爬蟲類

特點：鱗片十分粗糙，背部有一列像雞冠
的脊突，背面淺棕色，雜有深棕斑塊，體
色可隨環境乾濕、光線強弱而變。

多棲息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常見於林下、
山坡草叢、墳地、河邊、路旁、住宅附近
的草叢或樹幹上。

於 2023 年被收錄入《有重要生態、科學、
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

節肢動物

特點：捕捉昆蟲、雀鳥和蝙蝠，體型大約
5 厘米，腳與腳之間闊 15 厘米，雌性蜘蛛
的身體比雄性大得多，主要為橙色和黑色。

通常棲息在原生林、次生林和花園，也會
居住於森林和紅樹林。

香港最大的野生蜘蛛

	「走塑」郊遊樂

資料來源：小樹林自然教育

資料來源：小樹林自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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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坑自然教育徑－－可見的生態景觀和生物列表

動物

3. 虎斑蝶

相
片
來
源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4. 網脈蜻

相
片
來
源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節肢動物

特點：屬於蛺蝶科的一種蝴蝶，成蟲全年
可見，飛行緩慢，常在花叢上覓食。軀體、
頭、胸呈黑褐色，上有白色斑點與線紋。
腹部橙色，腹部腹面及側面有小白紋及	
白點。

主要棲息在林緣，草地等開闊環境；全年
四季可見。

節肢動物

特點：合胸和腹部紅色，翅大範圍紅色或
黃褐色，體長約 35 至 40 毫米，雌雄性的
特徵不同，當中較明顯的是雄性的翅尖是
由紅色包圍的圓形透明區，雌性的翅尖黃
褐色較淡。

主要棲息在沼澤和池塘，例如：濕地公園、
雞谷樹下、梅窩。於 3 至 11 月較常見。

資料來源：小樹林自然教育

資料來源：小樹林自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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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坑自然教育徑－－可見的生態景觀和生物列表

動物

5. 小白鷺

相
片
來
源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6. 六斑月瓢蟲

相
片
來
源
：
孟
曉
瑩

鷺科雀鳥

特點：在香港常見，全身羽毛白色，體型
較小，外貌特點是黑嘴、黑腳、黄腳趾，
體型較大，頸長成	「之」字狀，通常會成
散群出現，主要食物為魚、甲殼動物和昆
蟲。以各式魚蝦為主食。

主要出沒於濕地及池塘邊緣。

節肢動物

特點：肉食性、捕食能力強和大食量，食
性十分廣泛，主要以捕食蚜蟲、粉虱及介
殼蟲為主，行動速度快，成蟲的體型為 4
至 7 毫米，前胸背板黑色，前緣及側緣白
色，中央的黑色呈突角狀，翅鞘紅色，左
右各三條橫向排列長短不一的黑斑。

主要棲息在農田、森林及雜草等地方，喜
歡在農作物上爬行，或間中於農作物間	
飛行。

資料來源：小樹林自然教育

資料來源：小樹林自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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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坑自然教育徑－－可見的生態景觀和生物列表

主要植物

1.	蕨類植物－金毛狗

相
片
來
源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屬蚌殼蕨科，易危	(VU)，國家二級保護野
生植物

特點：傳統藥材「狗脊」的基原植物，大
型草本，高 2-3 米，民間常用的中草藥，
根狀莖粗短，密被金黃褐色長毛，葉柄粗
壯，長可達 1.2 米，三回羽狀分裂，羽片
互生，上面深綠色，有光澤，下面灰白色。

各處山地較常見，生於溝谷和林下陰濕處。

受香港法例第 586 章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條例保護的物種，以及納入《國家重點保
護野生植物名錄》二級保護範疇。

2. 野漆樹（木蠟樹）

漆樹科 ( 香港常見漆樹 )

特點：香港原生植物，小喬木或喬木，高
2-12 米。小枝粗壯；灰白色或灰棕色。葉
片質地為紙質，呈橢圓狀長圓形或卵狀披
針形。秋季葉色變紅。

花期：3-5 月	
果期：9-11 月

相
片
來
源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資料來源：香港植物標本室

資料來源：香港植物標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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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坑自然教育徑－－可見的生態景觀和生物列表

主要植物

3. 鴨腳木

五加科 ( 香港原生物種 )

特點：葉為掌狀複葉，輪廓像家禽的腳掌
（故亦有鴨腳皮的別稱），花果期在秋冬
季。在花蜜和果實匱乏緊絀的季節裡，鵝
掌柴為良好的蜜源植物，有助野生動物過
冬，可達 10 米，主幹樹皮灰褐色、光滑，
樹冠廣闊，小枝粗壯，核果球狀，成熟時
黑色。

花期：8 至 9 月	
果期：12 至 2 月

熱帶及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常見的物種，十
分普遍的原生植物。

相
片
來
源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資料來源：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 ( 發展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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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學生環保意識，教導他們如何升級再造舊衣物，令學生明白資源再	
	 生的概念
2.	 強調資源循環的重要性
3.	 提升學生的創意思維和技能

活動目標

活動前準備
				• 通過學校通告通知學生和家長該活動的目的和要求，並建議學生攜帶舊	 	
	 衣物以用作活動物料

活動目的
				• 透過活動提高學生對升級再造的環保認識，學習資源循環的重要性，並	 	
	 帶動家庭成員一同實踐源頭減廢和升級再造

活動要求
				• 建議家長讓學生帶 1 至 2 件家中的舊衣物，需確保舊衣物的清潔度
	 	 和物料是否適合剪裁。（如果學生忘記自備，學校可提供後備的舊衣物）

				• 學生必須使用舊衣物的物料，避免使用全新的物料，以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 教師需示範正確製作過程，向學生展示如何測量、剪裁和縫製袋子、如何	 	
	 在袋上添加其他裝飾，以及中途需注意的步驟

活動過程
				• 舉辦「舊衣變環保袋」的活動

				• 準備一件舊衣物（T	恤），建議學生可以選擇有趣的圖案或喜歡的顏色

				• 在活動結束時，給予學生機會展示他們的成品。邀請他們分享自己的創	 	
	 意作品及將廢物升級再造的感受

製作步驟參考
1.		 將兩邊衣袖剪掉，原本肩膀的部位將會變成環保袋的把手，量度合適寬度	
	 	 （約 5 厘米）後開始裁剪

2.		 沿著領口向內剪一個 U字形作環保袋的開口

3.		 在舊衣下襬裁剪出流蘇細條，寬度間隔約 1.5 厘米，舊衣的前後幅均需裁剪

4.		 將舊衣向內翻轉，開始將兩幅布的流蘇以打平結的方式繫上，再於各平結上	
	 	 另打一個平結，直至將舊衣綁成半圈型，成為環保袋的底部

5.		 最後將舊衣向外翻回正面，把所有平結隱藏於環保袋裡面。

活動安排

舊衣變環保袋

3延伸活動「走塑」郊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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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圖片：

資料來源：	zero	zero	生活誌

活動後總結
				• 教師提問學生如何選擇和尋找可升級再造的廢棄物和可回收物，並重溫製	
	 	 作過程中所用的工具和方法

				• 教師向學生強調如何減少製造塑膠廢棄物和方法

				• 教師提醒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自製的環保袋，以取代塑膠袋，實踐減少	
	 	 製造垃圾，以及把升級再造的概念傳遞於身邊的人，並鼓勵他們繼續關注	
	 	 環保問題和採取行動

活動內容

舊衣變環保袋

10

1.	 確保學生使用剪刀時小心謹慎，以避免意外
2.	 鼓勵學生在製作環保袋的過程中加上個人化的設計，例如：加上自製或喜	
	 歡的圖畫和圖案，利用繪畫顏料或彩筆在舊衣上繪製圖案或塗鴉，可以將	
	 部分布料撕裂或割破，展現出獨特的撕裂效果等

注意事項

1-2 小時

剪刀、舊衣物、間尺材料

活動時間安排

3延伸活動「走塑」郊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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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小學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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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類製造的物品都可能成為海洋垃圾

•	海洋垃圾來自各種陸上及海上活動，百分之 60 至 80 的	海洋垃圾都來自陸地，來源主要包括亂	
	 拋垃圾、於河流和溪澗棄置垃圾，以及在生產、處理和運輸過程中的工業洩漏事故	

•	海洋垃圾會影響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例如纏繞野生物種及減低生物多樣性等

•	大部分的海洋垃圾為塑膠，這些塑膠垃圾有機會釋出有毒化學物，威脅了海洋環境、海洋生物的

	 健康、人類的健康、食品安全等，更加劇氣候變遷

補充資料

1.	 垃圾對自然環境（海洋）的影響

•	每年在郊野公園收集得的垃圾量約有 3	000 公噸。

•	大部分收集得的垃圾來自康樂地點（例如行山徑、燒烤場和野餐地點）	

•	郊野滿布垃圾會影響景觀，對遊人和行山客的郊遊體驗造成負面影響，使人感到噁心或不舒服。

•	垃圾帶來環境衛生問題，其發出的臭味更會滋生蚊蟲、老鼠等

•	野生動物可能習慣撿拾人們遺下的垃圾殘餘食物，長遠影響覓食習性。更甚者，食物包裝殘餘氣

	 味容易吸引野生動物，誤食膠袋等垃圾會直接威脅牠們的存活

•	較輕的垃圾（膠袋，膠樽等）容易被風吹到難以前往的地方（山坡、河谷、水塘、海岸等），污

	 染環境

2.	 垃圾對自然環境（郊野）的影響

「走塑」郊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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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頭減廢：	避免使用即棄用品，以可循環再用 / 循環再造 / 可回收的物品取代，並減少不必要的
	 包裝，選購一些簡約包裝的產品

3.	 源頭減廢及乾淨回收

o	 光顧裸買店
o	 購買外賣飲品時自備環保杯
o	 購物時自備可循環再用的購物袋
o	 選用電子收據、電子月結單等
o	 考慮租借器材及二手物資（例如書本），避免購買全新產品

o	 回收紙張前，應檢查清楚確認紙張上並無膠紙、釘書釘及萬字夾	
o	 回收飲品膠樽前，請清空及沖洗乾淨
o	 回收金屬前，	請清空及沖洗乾淨
o	 回收紙包飲品盒前，	除去飲管及膠套，	剪開一角並沖洗紙包盒，最後壓扁紙包盒

•	乾淨回收：回收前應預先分類並進行乾淨回收，避免回收物料混雜廢物，以提升回收物料的質量
	 及減少後期的處理工序

補充資料「走塑」郊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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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持環境清潔的責任感及走塑郊遊的習慣

•	實踐「山野不留痕」原則
•	切勿隨地亂拋垃圾
•	切勿損害任何植物或擾亂土壤
•	切勿污染水源
•	切勿破壞自然景物
•	切勿在指定越野單車徑以外地點踏單車
•	切勿損害野生動植物及其生長環境
•	切勿餵飼野生動物
•	切勿挖掘或開墾土壤
•	尊重其他遊人，盡量降低聲量
•	尊重村民，切勿損毀私人財產、農作物及牲畜。
•	愛護公物
•	在指定露營地點露營、燒烤或生火
•	郊遊時使用可循環再用餐盒、餐具，避免使用保鮮紙保存食物
•	郊遊期間，要負責地管理垃圾。帶上塑膠袋或專用的垃圾袋，將垃圾收集在一起，並確保在適當
	 的場所進行垃圾分類和處理
•	使用可重用水瓶，	避免購買瓶裝飲品
•	購買品質較好的郊遊用品（例如背包），	延長產品壽命
•	郊遊用品出現小問題或磨損，考慮修復而不是立即替換

補充資料「走塑」郊遊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