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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系淨灘活動-校園環境中心服務學習計畫

文、圖/第十屆自資系系學會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學士班學生

一.前言

近年來，許多的資訊告訴人們我們應該正視嚴重的海洋垃圾問題，因此
許多人或環保團體開始在海邊開始發起淨灘活動，這是一種對於海洋環境關
懷的省思，讓此活動在國內外都可以受到關注，同時也可以讓關心海洋的人
們開始參與淨灘活動。

國際淨灘行動 (ICC,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是由美國海洋
保育協會 (The Ocean Conservancy) 發起，經由世界各國的團體統籌，協
助規劃各國內的 ICC 行動，自發性地號召環保團體、志工至海濱、溪流、
湖泊等水域進行淨灘活動，並統一使用由海洋保育協會 (TOC) 所設計的
ICC 紀錄表格(圖1)，將清除的廢棄物依來源分類並紀錄種類、數量，再將
資料上傳到美國總部，最後將世界各地的數據加以彙整、比較差異，幫助大
家了解各地海洋廢棄物的來源，以及可以找到更加有效的解決方法。台灣的
ICC 淨灘活動則是從 2000 年起從黑潮基金會開始發起，2017 年由國立海
洋科技博物館接手彙整工作。目前已經累計多年活動經驗與數據資料可供民
眾參考。

身為自資系的我們，經常會接觸到不同的生態與環境議題，了解自然、
愛護自然，與我們所學習的知識密不可分，不知不覺中大家都萌生出一種使
命感---保護自然的使命感。也是因為有這樣的感覺，加上現今海洋生態議
題逐漸被重視，故驅使我們想在系上舉辦淨灘活動。

因此希望藉由舉辦淨灘活動的服務學習，讓同學們走出教室，親自去體
驗、並重視到海洋污染的嚴重性，更可以深切感受到海洋垃圾對於整個環境
的影響，讓這些議題不再只從課本上看到，並藉此淨灘拉近人類與海洋的距
離，讓我們有這個機會一起關懷海洋。

圖1、荒野保護協會-臺灣國際淨灘行動記錄表(ICC紀錄表)。01



二.活動內容

1. 行前會

圖2、林東良執行長為學生介紹海洋目前遇到的問題。

演講內容包括花蓮海岸的鯨豚的生態多樣性、海洋廢棄物為鯨豚帶來的影響、花蓮廢

棄物的狀況、海洋垃圾的分類方式，以及淨灘時需要注意的事項與ICC紀錄表的由來和填寫

方式，讓參與人員事先了解並可以提前熟知。老師將他致力於海洋所有的經歷與過程(圖3)，

全程使用互動且詼諧的方式，讓台下所有學生好像身歷其境一樣，將所有的收穫和反思深

深烙印在心中。

為了讓參與人員能在淨灘之前，對於目前的海洋狀況有一個大致上的了解及海洋環境

上的注意事項，我們邀請了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林東良老師來為我們進行行前會

的演講活動(圖2)。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從1998年成立至今，以關懷海洋環境、生態與文化

為宗旨，希望讓台灣的民眾能為海洋盡一份心力、大家一起努力參與保護海洋行動，也希

望與人類與海可以和諧依存，使人類開拓更寬廣的視野。

圖3、老師與學生提醒淨灘的注意事項與經歷。02



2. 淨灘當天

此次的淨灘地點位於花蓮鹽寮的蔚藍海岸（圖４），淨灘當天我們將參與人員分成七

組，分別安排在三個區域裡進行淨灘，每一組都由一個隊輔帶領，組內有一名組員需要幫

忙填寫國際淨灘行動記錄表(ICC紀錄表)，另外再有兩名組員需要幫忙拿垃圾袋(可回收和

不可回收)（圖５、６），總淨灘時數共進行了兩個小時。當天天氣很好太陽很大，活動進

行中大家也都互相幫忙與照顧，時刻提醒對方要多補充水分，以避免中暑，雖然同學們都

會偷偷抱怨很熱而且很累，但最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們撿了約180KG的廢棄物（圖

７），結束後也順利的將廢棄物都交給了東管處花蓮遊客中心所支援我們的垃圾車。

圖４、淨灘地點：花蓮鹽寮蔚藍海岸。

上車後看到大家露出超有成就感的笑容，身為主辦活動的我們感到超級欣慰而且溫暖，

也很感謝大家的配合，同時也覺得很幸運，因為在我們在上車的同時也接到了一個可怕消

息「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請大家盡速遠離海邊」。

圖５、同組同學互助合作清理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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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６、將廢棄物分類並同時使用ICC紀錄表記錄下數量。

圖７、最終所撿拾與分類出來的廢棄物。

三.檢討與反思（結業大會）

淨灘結束之後，我們回到環境學院進行了一場結業大會，跟同學說明當天的成果（圖

８），以及讓參與人員分享淨灘過後的感受和學習到什麼。大家都一致認同沒有想像過會

有這麼多人造垃圾，平時看上去沒什麼垃圾的海灘，當認真仔細去撿拾的時候才會發現其

實身旁都是生活所製造出來的垃圾，甚至一些意想不到的廢棄物竟然會出現在海灘上，如

包包、沐浴乳等（圖９）。

照片由第十屆自資系系學會提供04



圖８、所有組別的ICC紀錄表總和後之最終淨灘成果。

圖９、撿到包包的同學覺得很新奇，同時也反思為什麼會出現這樣東西。

我們觀察到ICC紀錄表撿拾到的廢棄物數量排名前三名分別為塑膠瓶蓋630個、寶特瓶

436個以及免洗餐具328個，或許這對於全球海洋來說是一個很小的傷害，可是在一個總長

只有約1360公尺的海灘來說，這個負擔最終會造成多少海洋生物或人類生病甚至是死亡呢？

這次活動對大家所帶來的衝擊，同時也讓所有參與人員明白淨灘的目的不只是淨灘，而是

從源頭開始自省，撿垃圾只是小小的起點，如何減少垃圾才是重點，應該從生活上來減少

垃圾（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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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０、所有人（包含工作人員）進行反思及分享。

其實活動當天很多人都不太認識，但在淨灘的過程中，有人負責登記、有人負責撿、

有人負責幫忙拿垃圾袋，大家都不用分配工作就自動自發的互助、且很有默契地分工合作

（圖１１），或許是源自大家心中共同美好的想法，想要為海洋環境盡一份心力，儘管只

是一份微薄之力也好，希望這次淨灘可以給大家帶來了一個深刻的體悟和反思，往後會更

加關注海洋的狀況。

圖１１、組員互助幫忙分類及拿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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