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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25 年亞太國家青年環境教育活動

【永續理念 • 臺灣經驗 • 世界實踐】

Empowering Youth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活動目的

為秉持全球視野、在地行動之精神，並深化我國在亞太地區環

境教育推動之領導角色，特辦理本培訓課程。本課程結合「國際視

野 × 在地行動」之理念，針對在臺外籍學生設計。透過走進臺灣

傳統養殖產業現場，觀察其與環境的衝突及政策之回應，學員不僅

能看見在地的永續挑戰，更透過實際體驗與多元視角，思考環境行

動的途徑，進而達到環境教育青年國際交流的目的。

本課程以「在地環境行動與循環經濟」為主題，結合臺灣 2050

淨零轉型之資源循環策略，聚焦嘉義縣布袋鎮沿海蚵業所面臨的

「白色海洋污染」問題。課程從產業現場出發，逐步引導學生理解

以下脈絡：

1. 產業發展與環境壓力：傳統蚵養殖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卻因

廢蚵殼、蚵棚、保麗龍浮具等衍生出環境負擔。

2. 循環經濟的實踐與轉機：從蚵殼再利用、廢漁網回收再製，

到企業 ESG 行動，呈現臺灣政策、產業與社區如何回應環境

挑戰。

3. 在地行動與國際對話：結合青年返鄉案例、跨國學生分組交

流，激發其思辨與解方提案，形成具有文化背景與行動潛力

的綠色建議。

期藉此連結臺灣本土的環境實務工作者與在臺就學之國際青

年人才，讓國際人士瞭解臺灣以循環經濟的模式協助傳統養殖業

轉型的行動經驗、解決策略及可行方案，以做為其他國家處理環境

議題時的參考案例，提升臺灣形象，促進國際合作，並成為具深化

響力的環境教育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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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辧理單位

主辧單位：環境部

承辦單位：全球環境教育夥伴亞太中心（113.10～114.11 由環

境部委託邑沅有限公司維運）

三、活動日期

2025年9月7日（星期日）至9月8日（星期一），共2天1夜。

四、活動地點

（一） 課程及戶外學習：嘉義縣布袋鎮海上巴士、好美社區及

臺灣化學纖維公司新港廠等。

（二） 課程地點：嘉義縣環境保護局4樓大禮堂（嘉義縣朴子市

祥和二路西段2-1號4樓）。

五、活動人數

預計錄取外國學生 30 名，我國學生及環境教育領域從業人員

參與者 5 名，合計共 35 名，並視實際報名情形可候補錄取。

六、活動對象及資格

以在我國求學之「亞太地區外國學生」為主，「其他國家」及

「我國」對環境教育有興趣之學生及環境教育領域從業人員為輔；

並以從未參加過本課程者優先。主辦單位將於報名後審核報名者

資格，並篩選錄取。

（一） 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規定，於我國大專

校院在學之外國學生。

（二） 我國環境相關系所或對環境教育領域有興趣之大專校院

學生（含碩、博士生）：須提供英文檢定文件佐證英文外

語能力。

（三） 我國環境教育領域「從業人員」：須提供英文檢定文件佐

證英文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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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方式及時間

（一） 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url.cc/4LvzWj）。

（二） 報名期間：即日起開始報名至2025年7月4日（星期五）

止。報名截止後2週內公布錄取名單，並以 e-mail 寄發錄

取通知。

八、課程保證金

為避免資源浪費，本活動會收取「確認出席保證金」，並將

於活動結束後退還。

（一） 參加學員收到錄取通知後，請依通知信函之指定日前繳

納新臺幣1,000元「確認出席保證金」。全程參與活動者，

將於活動結束當日以現金退還；若未於指定日前繳交「確

認出席保證金」者，則取消報名資格。未參與及未全程

參與者，「確認出席保證金」恕無法退還。

（二） 「確認出席保證金」可至國泰世華銀行以「無摺存款」

方式繳交，若跨行轉帳或郵局劃撥等其他方式所產生之

額外手續費用，需自行支付。

繳交方式 ATM 轉帳或臨櫃繳款

匯款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北新分行

銀行代碼 013

帳 號 226035011305

戶 名 邑沅有限公司

（三） 參加人員於繳交「確認出席保證金」後，請以 e-mail 回

傳繳費證明及回傳確認單，方視為完成報名手續。

（四） 課程資源有限，錄取者如不克出席，請務必於2025年7月

31日（星期四）前以電話或電郵通知承辦單位聯絡人，

以利候補名單遞補程序，並退回「確認出席保證金」，惟

需酌收匯款手續費新臺幣30元（從保證金扣除後匯出）；

逾截止期限2週後取消報名者則不予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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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活動費用

活動期間之課程、餐點、住宿（2 人 1 房）、接駁等費用由承

辦單位支應，惟參加者因至接駁集合地點所衍生之交通及住宿費

用需自行負擔。

十、注意事項

（一） 本課程包含海上巴士生態課程，請斟酌考量自身情況（如：

氣味敏感者），確認無異議者再進行報名。

（二） 參與活動前建議可事先蒐集及了解與課程主題相關之資

訊，以利活動討論之背景知識建立及產出。

（三） 承辦單位會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保障報名者個人

資料安全責任，在符合特定目的下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四） 參加者即視為同意主辦單位全程拍攝活動紀錄影片及照

片，並同意主辦單位後續為教育推廣及政策行銷之目的，

得使用前述影（照）片於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

輸及使用於報章雜誌、網站、展間或任何形式媒體上。

如有不同意者，請勿參與本活動。

（五） 活動期間備有餐點，請於報名時註明飲食需求（葷食、

素食、食物過敏原等），並需自備環保杯、環保餐具。

（六） 住宿旅店僅提供毛巾，不提供一次性用品，請自備盥洗

用品（牙膏、牙刷、沐浴乳、洗髮乳、拖鞋等）。

（七） 為確保活動品質並響應節能減碳，請參加者務必於集合

地點一同搭乘接駁車，若未及時抵達集合地點，請自行

前往活動地點。

（八） 本活動如遇颱風等不可抗拒之因素，經政府機關宣布停

止上班上課時，則主辦單位有權將活動延期或取消。若

有課程異動將即時用 e-mail 與電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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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活動聯絡資訊

（一） 環境部

聯絡人：林怡菁小姐

電子郵件：yiching.lin@moenv.gov.tw

（二） 全球環境教育夥伴亞太中心（GEEP APRC）

聯絡電話：02-23880028

聯絡人：寇惠惠，電子郵件：yixue8913@gmail.com

十二、課程目標及流程

（一） 課程目標

為使各國青年參與者不僅「看見」臺灣的環境問題，更

能深入思考「我可以做什麼」，課程設計一系列兼具理論與

實務、學習與體驗、行動實作、分享與討論的課程內容，透

過由淺入深的概念鋪陳，引導學員瞭解現況、思考觀點、蒐

集臺灣環境行動案例、分享交流、夥伴回饋等。期許未來在

面對自己國家的環境議題前，能夠先儲備內在能量，強化其

問題意識與解決思維，並運用臺灣環境教育與行動經驗，預

先種下環境行動的種子。

透過進入布袋沿海的養殖產業現場與海洋廢棄物熱區，

讓學員在第一現場觀察臺灣西南沿海的白色海洋污染、生

態衝擊與產業轉型挑戰，並實際參與環境調查、廢棄物再生

工作坊與創意解方發想等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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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表：

第 1 天課程表（2025 年 9 月 7 日，星期日）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講師/團隊 地點

09:00-09:25 嘉義高鐵站 集合及報到 GEEP APRC
嘉義

高鐵站

09:25-09:40 車程

09:40-09:50 開場致詞 環境部、GEEP APRC 代表

嘉義縣

環境保

護局 4

樓大禮

堂

09:50-10:10 綠色破冰任務
自我介紹，分組互動挑

戰，建立默契與信任
GEEP APRC

10:10-11:00

專

題

演

講

嘉義縣牡蠣養

殖業的故事

臺灣西南沿海牡蠣養殖

業歷程

嘉義縣農業處

漁業科 /張建成

科長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養殖產業循環

經濟再利用推

動策略及歷程

廢棄牡蠣殼拖鞋、醫材、

建材再利用

環境部氣候署

張根穆副署長

（前嘉義縣環

保局局長）

12:00-12:30 車程

12:30-13:30
體

驗

式

學

習

與

觀

察

午餐

嘉義縣

布袋海

上巴士

13:30-15:00

布袋海上巴士

（蛋糕沙灘）

生態導覽

認識蚵棚生態與氣候調

節功能、啟發自然觀察

能力

海上巴士
導覽員

15:00-15:20 車程

15:20-17:20 布袋好美船屋

認識好美船屋環境教育

功能與空間再生，了解

文化如何推動永續行動

好美社區

導覽員

嘉義縣

布袋鎮

好美社

區17:20-18:20 晚餐

18:30-19:10 車程

19:10-19:40 飯店入住

飯店
19:40-20:30 星空故事分享

青年視角與國際互動，

小組討論
GEEP A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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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天課程表（2025 年 9 月 8 日，星期一）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講師/團隊 地點

08:00-09:00 早餐 —
飯店

09:00 集合 GEEP APRC

09:00-09:25 車程

09:25-09:40 暖身活動 GEEP APRC 臺灣化

學纖維

公司新

港廠

09:40-11:30 工廠探秘參訪

探訪產業如何朝永續轉

型，完成觀察任務卡並

記錄永續實踐

臺灣化學纖維

公司新港廠

11:30-11:40 車程

11:40-12:30 午餐

嘉義縣

新港香

藝文化

園區

12:30-14:20 分組討論
透過引導討論，讓參與

學員交流並討論
GEEP APRC

14:20-14:30 休息

14:30-15:30 成果發表分享 發表分享組內成果 GEEP APRC

15:30-16:00 結訓典禮
發放證書、頒獎、紀念

大合照
GEEP APRC

16:00-16:20 車程

16:20 賦歸（解散地點：嘉義高鐵站） GEEP APRC
嘉義

高鐵站

十三、課程說明

（一） 活動緣起

嘉義布袋海岸邊有白色保麗龍碎片一波波隨海浪打上

岸，廢棄蚵棚與漁網纏繞在石頭和紅樹林中，蚵殼堆得像一

座座小山。這裡曾是臺灣最重要的蚵業基地之一，數十年來

支撐著當地數千戶漁民生計，也構成臺灣西南沿海獨有的

生活風景。清晨出海、黃昏曬蚵，曾是布袋人一輩子的寫照

養殖業是血，是汗，更是一家溫飽的希望。

然而，隨著產量提升與設備擴張，未妥善管理的蚵棚設

施、漁網與浮具逐漸轉化為龐大的環境負擔。根據 2020 至



8

2021 年間，環保團體調查，全臺沿海高達七成的海洋垃圾

來自廢棄漁具，彰化、雲林、嘉義、臺南等地，更有超過六

成屬於養殖類設施。西南部的蚵棚甚至隨洋流一路漂到東

北角，保麗龍浮具在海中受沖刷後碎裂，產生大量塑膠微粒，

形成俗稱的「白色海洋污染」，正逐步侵蝕我們的海岸線與

生態系統。

本活動以嘉義布袋沿海為主要場域，透過亞太青年環

境教育交流平臺，邀請來自各國的青年，實地走入這片既充

滿挑戰也蘊含轉機的海岸線。他們將親眼見到傳統養殖產

業留下的環境問題，理解「白色污染」不只是視覺衝擊，更

是一場深入食物鏈與國際海洋治理的永續危機。

同時，我們也將帶他們看見希望-廢棄漁網如何被加工

成機能服飾的再生纖維、蚵棚木材如何變身展覽裝置、海廢

如何轉化為藝術作品。這不只是參訪，而是一次用腳丈量環

境問題、用眼看見轉型可能、用心思考行動方向的旅程。

期望讓青年透過參與和觀察，理解環境問題的複雜與

現實，並啟發他們在未來成為改變的一分子。這不僅是臺灣

的故事，更是全世界沿海地區正在面對的共同挑戰。透過這

樣的經驗交流，我們希望培養更多能行動、會思辨、懂合作

的國際環境青年，為亞太的永續發展注入新動能。

（二） 課程核心目標：

1. 認知層面

A. 認識亞太地區與臺灣推動環境教育的概況。

B. 認識臺灣在地環境議題。

C. 增進國際學生對我國政府永續政策理解。

2. 技能層面

A. 培養跨文化交流能力與環保行動意識。

B. 體驗臺灣環境教育場域或社區環境行動的課程方案。

C. 透過體驗式活動與分組任務，提升問題解決與創意思

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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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態度層面

A. 激發對永續生活的興趣與主動參與意願。

B. 培養國際視野與在地連結的環境公民素養。

C. 參考臺灣在地環境行動及教育方案，分享可在家鄉運

用的作法。

（三） 教學方式：強調「做中學、學中做」

1. 體驗式學習

A. 實地參訪：海上巴士生態導覽。

B. 行動任務：觀察記錄卡、分類挑戰、行動設計。

2. 問題導向學習

A. 引導學生理解環境的關鍵議題，培養其解決問題、跨

領域思考與在地行動構想能力。

B. 小組討論：針對資源盤點、社區參與與永續發展進行

策略規劃。

C. 發想解決方案：針對參與者在臺生活，提出可執行的

綠生活提案。

3. 跨文化比較與反思

A. 啟發學生從自己國家的文化與制度出發，與臺灣現象

對照。

B. 農漁業規模與方式差異、減塑文化的接受度。

4. 多感官學習

A. 視：濕地生態、政策圖像。

B. 聽：導覽人員解說、同儕故事分享。

C. 觸：撿海廢、手作。

D. 味：在地海味午餐，結合「食物與永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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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地造訪/環境教育課程體驗

1. 好美船屋（環境教育與藝術創生結合的社區基地）

嘉義好美社區 10 年來自發性「築籬定沙」環境行動，

在 1 年間擴展了 25 公頃沙灘地，成果令人動容，並於 2022

年亦獲得全球百大目的地永續故事獎特優，2023 年入圍

全球最大旅展 ITB Berlin 柏林國際旅展綠色目的地故事

獎，於 2024 年榮獲臺灣「第九屆國家環境教育獎社區組

特優」之肯定。

嘉義好美里曾是布袋漁港的舊倉庫，如今搖身一變成

為結合永續教育、在地文化與藝術創作的社區新據點。好

美船屋以「再生」為核心精神，將環境議題轉化為創作靈

感，也成為本次課程中，最具行動轉化力的學習場域。

本據點環境教育課程多元，例如可讓學員實際動手將

收集到的海廢（如保麗龍碎片、廢繩、塑膠瓶蓋等）轉化

為創作材料，從「污染的痕跡」創造出「傳達意識」的作

品。透過分組創作、展示與分享，學員不僅表達觀察到的

環境現象，也進一步構思個人的綠色生活提案。

A. 課程內容 1：文化觀察記錄卡

記錄在地藝術、環保設計與社區互動的元素，思考

地方創生與永續教育的連結。

B. 課程內容 2：海廢創作任務

每組使用指定回收海廢材料，完成一件主題創作

作品，呈現對「人與海」關係的理解與詮釋。

學習重點：地方創生與環境教育的結合、廢棄物再利用

實作、環境與文化敘事。

2. 布袋海上巴士（濕地 × 紅樹林 × 生態教育的行動教室）

從布袋港出發，搭上「布袋海上巴士」，不只是體驗

海域景象，更是一場航行中的行動課堂。隨著船身緩緩前

行，穿越潮間帶與紅樹林，沿岸的濕地生態、鳥類飛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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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草搖曳，構成一幅流動的自然教科書。

此區為嘉義濱海重要的濕地保護區，蘊含豐富的生物

多樣性，也是臺灣候鳥遷徙的重要中繼站。學員將透過實

地觀察、記錄與團隊討論，從中認識濕地的生態功能、環

境變遷與人為影響，深化對棲地保護與氣候調適的理解。

A. 課程內容 1：濕地航海王任務卡

每組發放觀察任務卡，記錄指定物種或景觀線

索，如招潮蟹、白鷺鷥、紅樹林根系結構等，完成

「觀察 Bingo」挑戰。

B. 課程內容 2：生態導覽互動問答

搭配專業導覽員即時講解與問答互動，促進即

時回應與深度學習。

學習重點：濕地生態系服務功能、氣候變遷下的濱海保

育行動、生態旅遊實踐。

3. 臺灣化學纖維公司新港廠（產業轉型 × 循環經濟 × ESG

實務案例）

走進臺化新港廠，學員將從產業現場出發，理解製造

業如何在面對氣候變遷與國際減碳壓力下，實踐企業社會

責任（CSR）與環境永續（ESG）。臺化自 2018 年開始推

動回收廢棄漁網製成再生尼龍，將海廢轉為高值布料，成

為結合環保、科技與循環經濟的國際案例。

本單元將透過導覽、記錄與任務挑戰，讓學員換位思

考：「如果我是企業經營者，如何兼顧生產與永續？」並

觀察工廠如何將環境管理具體落實於操作層面，例如能源

使用、原料回收、碳排管理等。

A. 課程內容 1：問題紀錄卡× ESG 小測驗

邊參訪邊填寫問題紀錄卡，並於結束後完成
ESG 簡易測驗，評估學生對企業永續實踐的理解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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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程內容 2：循環經濟觀察任務

小組指定觀察主題（如原料來源、製程減碳、
再生應用等），完成實地記錄並撰寫小結報告。

C. 課程內容 3：小組分享與評論任務

針對觀察結果提出「我認為這家企業還可以怎
麼做更永續？」進行簡短討論與發表。

學習重點：企業永續（ESG）、工業碳管理、循環經濟
架構與制度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