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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REEN背景資料

SGREEN教材套

環保教育在學界推行多年，不少學校在校內已有設置回收箱，以協助
同學養成廢料回收的習慣。根據環保處最新數據顯示，本港的廢料回
收比率在百分之三十一左右。這數據的意義是什麼? 為應對下年正式
推行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學校又應如何作準備?

此教材套是為了支援教師舉辦回收相關活動教育而設，協助在校內
推廣回收概念。希冀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及全校延伸活動，加強校
內回收意識並建立回收數據庫，以訂立環保回收目標及方向。

因此，海洋公園保育聯盟希望通過推行SGREEN活動，協助學校建立
回收數據庫，以訂立長期減廢回收方案，培養回收習慣。學校更可以
了解及管理廢物回收供應鏈，以確保回收物能順利及有效地回收。

而在學生層面而言，學生可透過SGREEN活動培養回收的習慣，鼓勵
學生幫忙在校內進行廢物回收、減廢及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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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SGREEN 活動建議

SGREEN為橫跨全學年的活動，學校可以通過主題教學 / 活動日，
讓幼兒學習有關環保回收的知識，並在日常學校生活中培養環保回
收的習慣。我們期望通過活動，最後可以讓幼兒將環保回收的習慣
帶到日常生活中。

期望幼兒能夠掌握的概念：

- 垃圾分類

- 三色回收桶(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

- 重用，回收，減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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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建議

<<深海歷險記>>

課室垃圾分類站

三種可回收垃圾

海洋公園網頁 -> 教育與保育 -> 教學資源 -> 威威與好友 幼稚園教材 -> 保育系列 香港海洋公園 
https://www.oceanpark.com.hk/tc/education-conservation/education/teaching-resources/
conservation-series

-  紙皮箱 / 膠箱

-  三色色紙

塑膠：各種常見飲品膠樽、益力多樽、外賣餐具
廢紙：單面廢紙、報紙
鋁罐：各種常見飲品鋁罐、罐頭食物鋁罐

**所有收集作為教具的可回收垃圾需要先進行清洗及處理 (特別是鋁罐)，
   避免幼兒在接觸教具時受傷

掃描此二維碼獲取教學資源  
《威威與好友：深海歷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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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目標

老師可按照幼兒能力及已有知識，調整為整月主題教學 / 主題教學週 /主題活動
日，以及內容深淺程度。

相關學習概念

欣賞、尊重
和愛護大自然 實踐環保生活 大自然與生活

通過三個階段的活動，幼兒能夠：
。認識塑膠垃圾 – 膠樽
。正確辨別啡色回收桶及對應的回收物 (啡膠樽)
。掌握膠樽回收前的處理步驟
。建立廢物回收、廢物重用及減少使用資源的概念

主題教學活動目標
幼兒班

通過三個階段的活動，幼兒能夠：
。認識塑膠垃圾及廢紙
。正確辨別啡色、藍色回收桶及對應的回收物 (藍廢紙，啡膠樽)
。掌握膠樽及廢紙回收前的處理步驟
。建立廢物回收、廢物重用及減少使用資源的概念

低班

通過三個階段的活動，幼兒能夠：
。掌握垃圾分類的方法
。正確說出三色回收桶及對應的回收物 (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
。掌握不同種類的回收物回收前的處理步驟
。建立廢物回收、廢物重用及減少使用資源的概念

高班



事前準備

1. 通過日常校園生活，為幼兒建立對膠樽的基本認知

2. 邀請幼兒早一天在家中收集數個(建議數量：2-3個)已清洗過的膠樽回校

引入活動

1. 運用故事(深海歷險記 (海洋公園保育教材) / 塑膠垃圾相關的幼兒故事) 帶出膠樽為其中一種常見
   的海洋垃圾 / 垃圾

2. 通過故事(深海歷險記 (海洋公園保育教材) / 塑膠垃圾相關的幼兒故事) 帶出垃圾對人類及海洋動
    物 / 動物 / 環境的影響 (可根據故事內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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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教學活動建議

第一部分：認識垃圾分類 *重點：認識塑膠垃圾 (膠樽)

1. 了解幼兒對膠樽的認知

2. 通過故事認識塑膠垃圾 (膠樽)

3. 通過遊戲，從不同回收廢物中辨別出塑膠垃圾(膠樽)

4. 帶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膠樽為可回收廢物及膠樽的代替物



第二部分：認識三色回收桶 *重點：認識啡色回收桶 – 回收塑膠垃圾
          (可參照背景資料簡報 P.9內容)

1. 通過情境遊戲認識啡色回收桶

2. 從不同種類的回收廢料中分辨出膠樽，並成功帶到正確的回收桶內

3. 將活動延伸至日常校園生活中

4. 培養幼兒在日常生活中將膠樽放到啡色回收桶內回收的習慣

a. 由膠樽開始，待幼兒能夠從不同種類的物品中分辨出膠樽後，在加入其他可回收的塑膠

    垃圾 (建議為幼兒日常生活中較容易接觸到的物品 – 例如: 第六類塑膠: 益力多樽 / 第

    七類塑膠：塑膠餐具)

a. 代替品配對：甚麼東西可以代替膠樽 / 塑膠餐具 (如適用)

i. 膠樽 -> 水瓶

ii. 塑膠餐具 -> 可重用餐具 (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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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師運用幼兒帶回校的膠樽，簡介膠樽的特性。

2. 邀請幼兒分組(可根據每班人數 / 原有分組，調整每組人數)，並從老師準備的道具箱中找出

    膠樽。

3. 提問：「幼兒日常生活中，我們會在哪裏見到 / 用到膠樽？」。

4. 運用故事(深海歷險記 (海洋公園保育教材) / 塑膠垃圾相關的幼兒故事) 帶出膠樽為塑膠垃圾，

    亦是可回收的塑膠垃圾之一。

5. 老師可在課室以學習角或其他形式，設置垃圾分類站，鼓勵幼兒通過遊戲建立對塑膠

    垃圾 (膠樽) 的認識。

6. 延伸活動：

a. 追問：「有甚麼可以代替膠樽？」(可以按幼兒能力調整問題，可為開放式問

    答或選擇題)

參考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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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幼兒重溫垃圾分類（塑膠垃圾 / 膠樽）。

2. 情境遊戲引入：膠樽找到自己的同伴後，找不到家，邀請幼兒協助膠樽們找到家。

3. 總結遊戲，並鼓勵幼兒日後看見膠樽亦可以幫忙把它帶到啡色回收箱。

4. 延伸活動：

a. 老師可先準備三色回收箱，並在箱裏放置相應的垃圾 (老師可預先收集 – 建議
    為幼兒認識的物件) 作為例子

a. 老師可以將啡色回收箱設置在課室，並鼓勵幼兒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b. 向幼兒介紹三色回收箱為不同種類垃圾的家

c. 邀請幼兒將放置在課室不同角落的膠樽帶回「家」 (老師可預先設置場景) 

參考例子

*重點：介紹啡色回收箱

i. 邀請幼兒先觀察，再提問幼兒哪一個才是膠樽的家

第三部分：回收前的注意事項 *重點：認識膠樽回收前要先處理
          (可參照背景資料簡報 P.11內容)

1. 通過情境故事向幼兒介紹膠樽回收前的處理方法

2. 邀請幼兒嘗試與老師一起為已收集的膠樽進行處理工作

a. 提問幼兒：(根據情境發展及幼兒能力調節問題深淺程度)

    主角因為想分類回收膠樽導致四周環境骯髒，這樣的行為好嗎？

b. 通過故事我們可以知道主角的處理方法正確嗎？

1. 情境引入：與塑膠處理或塑膠垃圾回收相關。 (老師可自行設置合適的情境)

   (如主角在家中設置了塑膠回收箱，希望在家中收集塑膠垃圾回收。但時間長了，主角發

   現家中的回收箱開始有臭味，並有螞蟻及蒼蠅在回收箱附近出現)

2. 老師可以為幼兒製作小道具，例如：扭瓶蓋、移除招紙 。(可以按照幼兒能力調整難度或

    可以設置不同的難度供幼兒選擇)

3. 邀請幼兒一起將已經收集到而未完成回收前處理的膠樽進行處理。 (清洗部分可以按照幼兒

    能力決定由老師處理，還是老師協助幼兒一起進行)

4. 運用剩下的招紙及樽蓋成為圖工課的環保手工或拼貼畫材料。

參考例子



第一部分：認識垃圾分類 *重點：塑膠垃圾 (幼兒日常生活會接觸
           到的塑膠垃圾為主)及廢紙

1. 了解幼兒對回收物的的認知

2. 通過故事認識塑膠垃圾 (膠樽)及廢紙

3. 認識塑膠及廢紙的特性與異同

4. 通過遊戲，從不同回收廢物中辨別出塑膠垃圾(膠樽)及廢紙

5. 帶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塑膠垃圾及可回收廢紙均為回收物

6. 認識塑膠物品的代替物，以及廢紙重用的方法

9

K2 教學活動建議

事前準備

1. 通過日常校園生活，為幼兒建立對塑膠垃圾及廢紙的基本認知

2. 邀請幼兒早一天在家中收集塑膠垃圾(建議為幼兒日常生活中容易接觸到的塑膠垃圾種類為主)及

    廢紙 (例如：報紙、單面廢紙等)

引入活動

1. 運用故事(深海歷險記 (海洋公園保育教材) / 塑膠垃圾相關的幼兒故事 / 廢紙回收有關的幼兒故事) 
   作為引入，帶出塑膠和廢紙均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垃圾

2. 通過故事(深海歷險記 (海洋公園保育教材) / 塑膠垃圾相關的幼兒故事) 帶出垃圾對人類及海洋動物

    / 動物 / 環境的影響 (可根據故事內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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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師運用幼兒帶回校的塑膠垃圾及廢紙，簡介塑膠及廢紙的特性與異同。

2. 邀請幼兒分組(可根據每班人數 / 原有分組，調整每組人數)，並從老師準備的道具箱中
    找出塑膠垃圾及廢紙。

3. 邀請幼兒嘗試根據塑膠及廢紙的不同特徵，將收集到的垃圾進行分類。

6. 老師可在課室以學習角或其他形式，設置垃圾分類站，鼓勵幼兒通過遊戲建立對塑膠垃圾

    及廢紙的認識。

7. 延伸活動：

5. 運用故事(深海歷險記 (海洋公園保育教材) / 塑膠垃圾相關的幼兒故事 / 廢紙回收有關

    的幼兒故事) 作為引入，帶出塑膠和廢紙均為可回收垃圾。

4. 提問：「幼兒日常生活中，我們會在哪裏見到 / 用到塑膠製品？」。

a. 追問：「有甚麼可以代替塑膠製品？」

a. 代替品配對：甚麼東西可以代替膠樽 / 膠袋 / 塑膠餐具

b. 追問：「有甚麼方法可以減少廢紙？」

b. 廢紙重用：運用回收的廢紙做圖工材料，或圖工用剩的廢紙回收

參考例子

i. 膠樽 -> 水瓶
ii. 膠袋 -> 環保袋
iii. 塑膠餐具 -> 可重用餐具

第二部分：認識三色回收桶
*重點認識：啡色回收箱 – 塑膠；
                 藍色回收箱 – 廢紙 
    (可參照背景資料簡報 P.9內容)

1. 通過情境遊戲認識啡色及藍色回收桶

2. 從不同種類的回收廢料中分辨出膠樽及廢紙，並成功帶到正確的回收桶內

3. 將活動延伸至日常校園生活中

4. 培養幼兒在日常生活中將膠樽及廢紙分別放到啡色回收桶及藍色回收桶內回收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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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幼兒重溫垃圾分類 (塑膠垃圾及廢紙)。

2. 情境引入：(老師可以自行設置合適的情境)

    如：學校收集了一些垃圾，可是課室的垃圾桶放不下了，而當中有一部分是可回收垃圾。

    邀請幼兒協助將可回收的塑膠垃圾和廢紙分類出來，另外處理。

3. 總結遊戲，並鼓勵幼兒日後看見塑膠垃圾及廢紙亦可以幫忙把它帶到啡色回收箱及藍色回收箱。

4. 老師可以將藍色及啡色回收箱設置在課室，並鼓勵幼兒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a. 老師可先準備三色回收箱，並在箱裏放置相應的垃圾作為例子(老師可預先收集 –

    建議為幼兒認識的物件)

b. 向幼兒介紹三色回收箱為不同種類垃圾的家

c. 邀請幼兒將放置在課室不同角落的膠樽帶回「家」 (老師可預先設置場景)

參考例子

*重點：介紹啡色回收箱及藍色回收箱

i. 讓幼兒觀察回收箱裏的垃圾後，嘗試將已分類出來的可回收垃圾放進正確的回收箱裏

第三部分：回收前的注意事項 *重點：認識塑膠和廢紙回收前的注意事項 
(可參照背景資料簡報 P.11-14內容)

1. 情境引入：與塑膠垃圾回收相關 / 與廢紙回收相關 (老師可自行設置合適的情境)

   如：圖工課後，小朋友的桌子上有很多用剩的紙張，還有一些可回收的塑膠物料，有小朋友

   選擇全部丟到垃圾桶，亦有小朋友想起剛剛老師教過回收，便收集同學們的廢紙和塑膠物料，

   找老師幫忙回收。

2. 不同的物料回收前都有不同的步驟，向幼兒簡介回收的步驟

3. 邀請幼兒嘗試將課室收集到而未完成回收前處理的可回收垃圾，進行回收前處理。

    (老師可從旁協助幼兒)

4. 運用剩下的廢料成為圖工課的環保手工 / 拼貼畫材料。

a. 提問幼兒：(根據情境發展及幼兒能力調節問題深淺程度)

    現在可回收的塑料物料和廢紙都混在一起了，我們要怎樣做？

b. 塑膠和廢紙是不同的回收物料，你們還記得它們分別要放在哪個回收箱嗎？

1. 通過情境故事向幼兒介紹膠樽及廢紙回收前的處理方法

2. 邀請幼兒嘗試與老師一起為已收集的膠樽及廢紙進行處理工作

參考例子



K3 教學活動建議

第一部分：認識垃圾分類 *重點：認識可回收的三大種類垃圾：
塑膠、廢紙、鋁罐  

1. 了解幼兒對回收物的的認知

2. 通過幼兒收集到的可回收廢物認識回收物的三大種類

3. 認識不同回收物的特性及異同

4. 認識回收物的分類方法

5. 嘗試為不同的垃圾進行分類

事前準備

1. 通過日常校園生活，為幼兒建立對塑膠垃圾、廢紙及鋁罐的基本認知

2. 邀請幼兒早一天在家收集不同種類的可回收廢料 (按照幼兒過往學習經驗，如幼兒尚未接觸過回收

   的概念，老師可以讓幼兒收集3種可回收廢料 (廢紙、鋁罐、膠樽)

引入活動

1. 運用故事(深海歷險記 (海洋公園保育教材) / 塑膠垃圾相關的幼兒故事 / 廢紙回收有關的幼兒故事) 

   作為引入，帶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垃圾

2. 通過故事(深海歷險記 (海洋公園保育教材) / 塑膠垃圾相關的幼兒故事) 帶出垃圾對人類及海洋動物

    / 動物 / 環境的影響 (可根據故事內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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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邀請幼兒向同學展示並分享在家收集到甚麼可回收廢料。

2. 總結幼兒分享，並運用幼兒所收集到的可回收廢料向幼兒介紹垃圾可以分成不同種類。

3. 邀請幼兒分組 (可根據每班人數 / 原有分組，調整每組人數)，嘗試根據垃圾的不同特

    徵進行分類。

6. 邀請幼兒根據可回收垃圾的三大種類自行調整原來的分類方法。(老師可以從旁協助尚未完

    全掌握概念的幼兒)

7. 邀請幼兒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嘗試為不同的垃圾進行分類。

5. 總結幼兒分享，並根據幼兒的分類結果總結可回收垃圾的三大種類 – 廢紙、鋁罐、膠樽。

4. 邀請每一組幼兒分享該組的垃圾分類結果。

參考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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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認識三色回收桶 *重點：認識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 
(可參照背景資料簡報 P.9內容)

1. 與幼兒重溫垃圾的三大種類以及垃圾分類的方法。

2. 提問幼兒垃圾分類後的處理方法：

3. 總結幼兒分享並向幼兒介紹三色回收桶 (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

5. 總結幼兒垃圾回收成果，並邀請幼兒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4. 邀請幼兒嘗試將已分類的垃圾放進三色回收桶內，並邀請幼兒分享為何會選擇該色回收桶。

    (例如：幼兒將廢紙放進藍色回收桶，老師可以提問幼兒廢紙為何放進藍色回收桶)

a. 為甚麼我們要做垃圾分類？

b. 分類後的垃圾應該如何處理？(可追問幼兒可以如何處理已分類的垃圾 / 邀請幼兒分享

    回收垃圾的經驗(如有))

1. 認識三色回收桶

2. 從不同種類的回收廢料中分辨出三種回收物，並成功帶到正確的回收桶內

3. 將活動延伸至日常校園生活中

4. 培養幼兒在日常生活中將三種回收物分別放到三色回收桶內回收的習慣

參考例子



第三部分：回收前的注意事項 *重點：認識三種可回收廢料回收前的處理步驟
 (可參照背景資料簡報 P.11-16內容)

1. 情境引入：與塑膠垃圾、廢紙及鋁罐回收相關 (老師可自行設置合適的情境)

   如：有人喝完汽水後直接將鋁罐放進回收箱

2. 總結幼兒分享並向幼兒說明在垃圾分類回收前，我們要先預先處理才能分類回收。

3. 向幼兒介紹不同回收廢料的處理方法，包括：膠樽要先清洗乾淨，並移除樽蓋及招紙；

   鋁罐要清洗乾淨等。

5. 運用剩下的廢料成為圖工課的環保手工 / 拼貼畫材料。

4. 邀請幼兒檢查已放進回收箱的可回收廢料是否已經妥善處理，如未妥善處理，老師可協

    助幼兒一起處理。

a. 提問幼兒故事中的主角行為是否正確

c. 面對同樣情況，我們應該如何處理？

b. 如幼兒指出不正確，可追問幼兒主角做錯了甚麼？

1. 通過情境故事向幼兒三大種回收物回收前的處理方法

2. 邀請幼兒嘗試與老師一起為已收集的回收物進行處理工作

參考例子

*海馬同學會成員角色: 帶領及鼓勵同學參與活動

帶領 與分組活動中擔當小組長的角色，帶領同學投入參與活動

積極邀請較為被動的同學加入活動鼓勵

建議高班同學可以協助老師推行課堂活動；低班及幼兒班同學可幫助帶領同班同學參與活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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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學習概念

校內回收小先鋒 - 橫跨全學年 目的：
設立校內回收目標，協助幼兒培養回收的習慣

1. 學校可以在校內不同地方設置回收箱 / 或在教室位置設置回收角，並告知幼兒如有可回收的

   廢料，在妥善處理後可以放到回收角內。

2. 老師可以通過回收積分 (或其他校內習慣使用鼓勵幼兒積極參與的方法)，鼓勵幼兒積極

    參與回收活動。

3. 可以定期統計回收箱 / 回收角的廢料數量，並與幼兒分享成果。

a. 例如：圖工課用剩的廢紙等

。 統計校內收集到的回收物數量 (老師可協助換算成重量)

。 邀請幼兒協助製作統計圖表 (象形圖為主)，可以為全校 / 各班為一單位

。 記錄全年的每月回收量

。 為來年「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作準備

參考例子

延伸活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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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各感官進行觀察 欣賞、尊重
和愛護大自然

實踐環保生活 大自然與生活



家中回收成果分享會

1. 幼兒在校內建立回收習慣後，鼓勵幼兒把習慣帶到家中。

2. 定期分享家中回收的成果。
例如：該段時間收集了甚麼回收物 / 使用了甚麼回收物料改造成甚麼作品等。

參考例子

回收物料大改造

全班 / 全校合力完成一個大型的作品，例如：自製環保回收箱 / 運用環保物料
改造生態角 (建議為可持續使用的成品)。

。 K1幼兒可以負責較簡單的部分 (例如：物資收集)

。 K2幼兒可以幫忙物料的處理 (例如：剪紙)

。 K3幼兒可以負責整合的部份 (例如：物料的組合)

參考例子

*海馬同學會成員角色: 帶領及鼓勵同學參與活動

帶領 與分組活動中擔當小組長的角色，帶領同學投入參與活動

與老師商討作品設計，並與各級海馬同學會成員協作分工溝通及協作

可參考作品：

16



參考教材套裝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