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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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學SGREEN 活動建議

SGREEN為橫跨全學年的活動，學校可以通過多元的學校活動日，讓同學
學習環保回收相關的知識，在學校生活中從小建立環保回收的習慣。除此
之外，學校可透過各類型的活動，收集校內回收數據，預測學校回收趨勢
，設立學校回收目標及保育方向。學校更可將環保回收概念融入各學科，
並將相關理念推廣至社區。

此活動建議由海馬同學會成員領導，推動全校師生參與SGREEN活動。

期望學童能夠掌握的概念：

- 了解環保回收概念及目的

- 實踐妥善廢物源頭分類及乾淨回收並養成回收習慣

- 收集校內回收數據，設立回收減廢目標及保育方向

- 將環保及回收減廢概念融入校園及社區，推廣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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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目標

活動目標

通過教學活動，學生能夠：

1. 深入認識垃圾分類及回收物的種類

2. 掌握現實本港以至國際的環保回收情況

3. 根據收集的數據，分析現時學校回收系統並提出改善方法

4. 運用創意方法向全校師生推廣環保回收的概念

事前準備

1. 了解各級同學對於保育、環保、減廢、回收相關議題的認知

2. 於日常課堂中加入保育、環保、減廢、回收相關議題，以協助同學在活動前
    了解有關資訊

引入活動

1. 邀請同學探索校內可回收物資

2. 引用現今社會與環保回收相關時事，引起同學對環保回收議題的關注

視覺藝術  數學音樂  常識相關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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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認識源頭減廢、垃圾分類及回收概念

1. 良好作業三步曲：避免產生垃圾、減少製造垃圾、進行垃圾分類及回收

減廢回收活動

1. 引入活動：老師邀請學生觀察日常在學校內會產生甚麼垃圾

2. 提問學生：在課室內，同學及老師都會產生不同的垃圾，當中有哪些垃圾
    是可以回收的？

3. 老師組織學生在校園裏探索校內可回收物品及不可回收物品，如在學校地
    圖上圈出可回收物的位置及標記數量

 4. 發揮創意，利用不同回收物品製作學校活動物資

例子：

2. 認識回收物的收集、運輸及分揀工序

3. 了解升級再造的概念

a. 延伸問題 ：在校園裏，又有哪些可回收的廢物呢？

a. 視覺藝術科製作樂器：以薯片筒製作小鼓、以水樽製作沙槌

b. 視覺藝術科中秋節活動：水果網 / 廢紙 / 膠樽製作環保燈籠

c. 常識科：以環保物料製作參賽作品 (搖控車/落蛋比賽)

d. 音樂科：利用回收物製作樂器並演奏歌曲 / 演唱與保育相關歌曲

教學活動建議

參考例子

*重點：認識垃圾分類及回收概念
          (可參照背景資料簡報P.4-19內容)

適用於視覺藝術科、
音樂科或常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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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建議

  2. 數學科統計課題 – 統計及設立學校回收目標

。 根據實地視察及分析，了解校內回收情況

廢物棄置情況

選擇將可回收物棄置於回收箱 ________ 人

________ 人

膠樽：數量 廢紙： 鋁罐：

選擇將可回收物棄置於垃圾桶

平均每月回收量       (平日回收箱容量*桶 )*平日數量

平均每月垃圾量       (平日垃圾桶容量*桶 )*平日數量

a. 計算校內回收桶及垃圾桶時使用情況

c. 將以上的數據分別乘以平日日數以推算每月廢物回收量及垃圾量

b. 同學可分班分組觀察小息時段、午膳時段及放學時段校內回收桶及垃圾桶的
    使用情況

參考例子

膠樽：數量 廢紙： 鋁罐：

第二部分：
分析現時學校回收系統，探討並提出
改善方法

1. 透過實地視察分類回收桶存放位置及各種可回收廢料的收集數量

2. 統計校內回收箱使用頻率及回收整體數據

*重點：認識社會回收數據
          (可參照背景資料簡報 P.4-8內容)

適用於數學科

a. 哪裏的回收箱較多人使用？
b. 哪個回收箱收集的可回收物最多？
c. 同學還是老師較積極參與回收活動？

1. 通過第一部份的活動，老師帶領同學反思現時校內同學及老師的回收習慣



7

參考例子 適用於視覺藝術科、
語文科或常識科

第三部分：
整合資料並向全校師生推廣回收信息
(延選部分: 可按照學校需要而作出活動安排)

1. 將環保回收概念融入學校活動

2. 發揮創意，以不同方式向同學宣傳垃圾分類及回收

3. 鼓勵同學將減廢回收訊息帶回家

*重點：認識垃圾分類及回收系統
          (可參照背景資料簡報 P.8-21內容)

參考例子

d. 通過計算，推斷全年的每月平均回收重量與每月平均垃圾量

e. 找出回收及垃圾比例 (回收：垃圾) 

3. 鼓勵同學將減廢回收訊息帶回家

a. 計算使用率及回收箱填滿的速度

b. 提出改善方法，如：回收箱放置的位置、校內宣傳情況、同學的回收認知等 

1. 根據已收集到的數據，由老師 (低年級)或海馬同學會成員 (高年級) 同學帶領討論校內的
     回收情況及已提出的改善方法

2. 通過常識科專題研習，讓同學就活動中所學的知識進行反思及深入研究學習

a. 小一至小二：與學生回顧活動初期了解過的時事，通過三個階段的學習後，同學以
    專題研習的方式，反思自己的生活習慣及提出可行的改善方法

b. 小三至小四：通過小組專題研習，深入探討校內至本港的廢物處理情況，並嘗試通
    過海報或其他可行方法向全校同學匯報 

c. 小五至小六：通過個人專題報告比賽，在廢物處置及環保回收議題上，按自己感興
    趣的題目進行深入研究，並將所思所想嘗試在日常校園生活中實踐

。  題目設置建議：針對校內廢物處置及環保回收情況、社區回收箱的放置位置及
      使用情況、社區人士對環保回收的認知、社區的回收概況等等

。  成果匯報：通過課堂匯報選出代表在班級早會匯報 (匯報形式並不局限於簡報，
      同學可以自由選擇喜歡的形式，例如：影片、網頁等)

。  總結：集合各班同學的研究成果及所收集的資料製作一份海報給予全校 / 社區
      人士分享學習成果，同時宣傳環保回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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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例子

延伸活動：透過海馬同學會成員於校內回收其他物資

a. 於轉季時舉行舊校服回收

a. 在校內張貼同學設計的海報，宣傳減少浪費資訊

。  邀請海馬同學會成員及高小同學協助籌劃「舊校服回收」活動

· 視覺藝術課：

a. 以環保回收為題，創作詩詞 / 文章

b. 通過詩詞及文章鑑賞，反思和引導學生在課堂檢驗所學知識

· 語文課：作文 (初小) / 詩詞隨筆 (高小) / 作品欣賞

。  定立活動日期、活動流程、活動人手安排

。  邀請同學把舊校服轉送給有需要的同學



視覺藝術  相關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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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建議 

(一) 於校內 / 校外進行成果分享

1. 以不能回收物品製作大型藝術品，例如畫作，思考無可避免的垃圾 / 回收物也有

   可能翻轉成新的藝術品

可以邀請全校師生一起製作(以學校為基礎)，或以每級/每班為基礎

1. 收集廢棄塑膠/紙作為聖誕樹的原材料

2. 以藝術品展露創意與想像力，鼓勵他人「升級再造」

3. 鼓勵同學將減廢回收訊息帶回家，與家人一同參與環保減廢回收活動

。  於製作聖誕樹前，定立所需原材料，並邀請全校師生一起收集物資

。  可於課後活動時間進行

3. 全校師生一起製作聖誕樹

2. 繪製聖誕樹草圖

1. 收集回收物為藝術品的原材料

3. 發揮創意，製作大型藝術品作宣傳用途

2. 分析每樣回收物的材質，選擇適合創作的素材

4. 將整理好的布料交予學生會 / 視覺藝術科老師。

參考例子

目的: 連繫不同持分者去將回收概念推廣

廢棄塑膠/紙製成聖誕樹

廢棄塑膠/紙製成聖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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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加社區回收推廣活動，於社區推行環保回收教育

根據在校回收經驗，於區內宣傳環保減廢回收知識，傳遞知識

1. 聯絡相關環保組織舉辦推廣活動

2. 於區內進行活動，鼓勵全校師生參加

3. 教育區內市民正確垃圾分類及回收步驟，分享經驗

參考例子

與非政府組織 (NGO)合作，在區內宣傳及推廣回收，促進公眾環保意識

*海馬同學會成員角色: 與不同持份者溝通及促進合作

校內聯絡 聯絡相關學生團體 (例: 校內已有的環保團體) 以探索可行性

在校內推廣保育活動及協助老師籌辦活動        推廣及協助籌辦

建議高小同學去負責探索有關的校外機構；初小同學可協助校內聯絡

延伸活動建議 



參考教材套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