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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目標 

目標十一：促使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11.3 提高融合的、包容的可永續發展的空間。  

11.6 減少都市對環境的有害影響。  

11.7 提供安全的、包容的可使用綠色公共空間。  

目標十二：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12.2  實現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與有效率使用。  

12.3  以環保之方式妥善管理化學藥品與廢棄物。  

12.5  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12.6  鼓勵企業採取可永續發展的工商作法。 

12.8  確保每個地方的人都有永續發展的資訊與意識，以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活方式。  

設計理念 

  循環經濟是一個資源可恢復且可再生的經濟和產業系統，重視資源使用效能(resource efficien-

cy)，確保地球有限的資源能以循環再生、永續方式被使用。循環經濟的運作賴以人們系統性省視生存

環境的思考，以及重視自然與社會發展平衡的生活方式；因此循環經濟系統的實踐，不僅僅是生產或

生活策略的調整，其更奠基於人們整全性的生活思考與環境資源的經營，使在有限資源的條件下創造

更多的價值。 

  本課程方案以構築（Tectonics）※的概念來設計課程架構，並推展學習者對循環經濟的認識、省

思與行動；課程設計引導學習者的思考，辯證於生活的物理空間與觀念世界的表徵空間之間。第一、

二堂課，由學習者習以為常的生活產品開啟探究思考，由「點」看見生產產品所牽動的經濟系統與社

會網絡，進而挑戰對生產線性與減量環保策略的常識性認知，覺察常見的環保策略可能為全球市場帶

來的影響力。體察全球經濟系統的處境後，第三堂課提供自然生態的系統性思考，討論有限資源與浪

費的界定，並再思平衡自然與社會生活的哲思與方式，進而定義出循環經濟的意義。最後基於循環經

濟的理解，按照農產業、工業生產與服務等產業分組，分析與討論現實中產業的實際案例，並擬定出

可實踐的循環經濟生產方案。 

  期望透過此課程方案的探究、省思與行動，學習者能擁有永續發展的資訊與意識，並構築出與大

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活方式。  

國際教育 

能力指標  

1-2-1 理解國家發展和全球之關連性。 

2-3-1 具備探究全球議題之關連性的能力。 

3-1-1 認識全球競爭與合作的現象。 

4-2-1 瞭解全球永續發展之理念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4-3-2體認全球生命共同體相互依存的重要性。 

4-3-3 發展解決全球議題方案與評價行動的能力  

學習目標  

1. 能理解個人的生活方式如何影響社會、經濟與環境發展，並為此負責。 

2. 能認識生產和消費模式、價值鏈，以及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相互關係。 

3. 能思考自己在全球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 

4. 能全觀性的思考在地與全球的需求，以實現更永續的人類社區。 

5. 能評估和比較不同人類聚落間的永續性及需求滿足度，特別是在廢棄物處理與包容、可用性的綠色

空間等領域上。 

6. 能使用現有的永續標準來規劃、實施和評估消費有關活動。 

7. 能規劃、實施和評估產業生產的永續發展方案。 

8. 能參與並影響產業生產的決策過程，以促進永續的生產模式。  

探究與行動 
1. 發展永續發展的意識，並基於此調整自身的消費習慣與生活方式。 

2. 針對產業分析，策劃循環經濟的產業生產方案。  

※註：構築（Tectonics）詞源自希臘語tektōn （τέκτων），為木匠與營造者（builder）之意；木匠創作蘊含著對材料的理解與生活的觀察，為一種人地關係建

立的歷程，需奠基於人對物質世界的理解，所以其也蘊含著人與生活世界相互連結的意涵。在社會討論中「構築」可指稱為人與社會的互動歷程，這將彰顯生活

中人與社會相互辯證的關係：觀點與生活方式乃基於人與時空脈絡的互動而生，同時人的行動也建構或再建構社會。  



活動一：產品傳記（共50分鐘） 

一、課前準備 

（一）準備 YouTube 影片”The Story of Stuff” 

    （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GorqroigqM）。  

（二）準備課程引導投影片。 

（三）按學生人數印製好學習單一「產品故事中的 

   我」與學習單二「產品傳記」。 

（一）引起動機（20 分鐘） 

  播放影片”The Story of Stuff”或以 ppt 或

word 方式呈現影片摘要（20 分鐘）。  

（二）開展活動（15 分鐘） 

  學生看完影片或閱讀影片相關資料後，發下

學習單一「產品故事中的我」引導學生討論以下

問題： 

Q1 物質經濟系統有什麼問題？ 

Q2 各個階段的運作如何造成、催化或維持這個問

題？ 

Q3 各個階段的關係人有哪些？ 

Q4 為什麼「人們」是產品故事中關鍵的角色？ 

  每個問題教師可徵求學生回答並適時做引導

討論與補充，而學生可在學習單一寫下省思筆

記。 

（三）統整活動（5 分鐘） 

  接續Q4的討論聚焦到學生個人的經驗，使個

人得以定位自己在經濟系統中的位置（5分鐘）： 

Q：我是如何身在經濟系統中的呢？ 

 (1)過去與現在我是否曾擁有過影片中的經驗？ 

 (2)未來我可能在哪些階段產生關連或影響力？  

二、產品故事中的我（40分鐘） 

三、延伸活動：書寫「產品傳記」（10分鐘） 

（一）說明傳記書寫之內容與意涵： 

  承接個人經驗的討論，引介本次課程的作業

「產品傳記」。學習單主要引導學生省思消費產

品的歷程，以及看見消費時不會特別留意的生產

與廢棄的歷程，因此其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

為「我與我的＿＿＿」請學生擇一生活用品，思

考自己消費的歷程；第二部分則為「產品傳記外

的故事」思考產品的原料、生產到廢棄的歷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Gorqroigq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GorqroigqM


教師可使用自身的案例，並以投影片呈現來說明

學習單內容。 

（二）發下作業學習單二： 

  預告下次課程將奠基於學習單二的內容，一

起討論並探究產品背後所鑲嵌的環境與社會網

絡。  

（二）學生所寫的產品品項不同，因此討論須採用概

念來討論。教師可以先準備好上述問題磁條貼

在黑板上或採用板書之形式，彙整學生分享的

內容並引導思考消費的文化與心理。 

（三）統整完大家的經驗後，說明：這是產品傳記

中，作為消費者能體察到的面向與影響層面；

接著將一起探究產品生產與消費鑲嵌的大網

絡；在後面的討論中可以持續思考消費、生產

與生活的關聯性。 

活動二：看見點後的網（共50分鐘） 

（一）學生需完成學習單二「產品傳記」。  

（二）準備課程引導投影片與教材。 

（三）按學生數量印製好學習單三「產品的全球足 

   跡」與學習單四「有限與無限」。  

一、課前準備 

二、引起動機：產品、生活與我（10分鐘） 

（一）奠基於學生學習單二的內容，透過下面四個引

導問題，與學生共同討論並思考自身消費的文

化與心理：  

Q1 通常買東西會有哪些原因？（對照「二、我與

它的相遇…」）  

Q2 促成消費行動有哪些要素？（對照「三、為什

麼它是我的選擇…」）  

Q3 你的消費符合日常所需嗎？（對照「一、它在

我日常生活中的位置…」與「四、我與它相處

的時間…」）  

Q4 什麼情況你會丟棄它？有哪些原因？（對照

「五、我將會如何與它告別…」）  

圖一、產品生命週期 

  產品上市後在市場上有一定

的壽命，無論壽命長短，都會歷

經創辦期、起飛期、成熟期、衰

退期和消失期等階段；不同的產

品生命階段都會影響著生產區位

的轉變。想一想此周期是如何形

成的？與消費文化有什麼關聯？  

三、開展活動一：產品的全球足跡（20分鐘） 

（一）發下學習單三「產品的全球足跡」，請學生依

據學習單二中的「產品傳記外的故事」在全球

地圖上標註產品的足跡；教師可以秀出幾個案

例引導學生畫出自己的。（5 分鐘）  

（二）討論足跡形成的成因，可由兩個主要問題引導

討論（10 分鐘）：  

Q1 為什麼會形成此般生產網絡？   

Q2 跨國界的生產網絡如何能形成的？有哪些條

件？  

（三）總結兩項問題的討論「經濟活動對人類社會生

活的意義」，並統合自身消費端的經驗與生產

端全球連線的覺察，體認全球關聯的處境。可

以參考的引導提問如下(5 分鐘)： 

Q1 經濟活動是…？  

Q2 經濟活動對社會生活的位置與重要性？  

Q3 全球連線的生產足跡是必然的嗎？為什麼？  



  地球是不均值的，每個地方所擁有的能源、原料

資源、土地負載力與生態等皆為相異。全球生產線打

破時空之限制，透過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下的經濟專

業化，達致有效率的經濟效益，推動產業發展、消費

市場與生活品質的迅速提升。  

承接「挑戰 3R」的討論，彙整「經濟活動的概

念網絡」總結本堂的課程。教師可以在黑板上繪製以

經濟活動為核心的網狀心智圖，彙整課堂中有提及的

重要概念（例如：消費生產、社會發展、自然資源或

國際分工關係等），主要需提出自然與社會的兩大系

統，使後續課堂能聚焦於須留意的關聯要素，也彰顯

循環經濟實踐可討論的切入點。  

  科技系統的革新總是推動新的經濟紀元重要的關

鍵；像是工業革命便是由蒸汽技術、棉織機器、鋼鐵

煉製與運河等發明所推動的，其不僅僅重組了歐陸的

經濟系統，也在航海技術下的跨國移動，影響著世界

體系的經濟體。想一想當代影響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科

技為何？他如何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與經濟活動？  

  古典區位理論奠基於降低成本、大量消費至大量

生產的經濟模式，區位的選擇如何降低運輸距離成

本，常是降低成本的考量關鍵。全球化在交通與通訊

科技革新的推展下，時空的阻隔降低；在古典經濟生

產模式的反省與空間重組的歷程中，產業區位理論由

降低成本的目的修正為提升產品的增值，價值鏈的連

鎖取代了空間距離的考量。   

四、開展活動二：挑戰「3R」（15分鐘） 

（一）確認學生對「3R」(回收、減少使用與再利用)

的認識，可以由下列幾項提問引導（2 分

鐘）：  

Q1 什麼是「回收、減少使用與再利用」？ 

Q2 為什麼會提出「3R」的概念？ 

Q3 你認同「3R」的重要性嗎？為什麼？  

（二）點出「減少使用」的價值辯證：一般認為減少

使用是美德，但實際上可能會驅使經濟衰退

（10 分鐘）。 

 1.請學生拿出自己畫的「產品的全球足跡」，並

思考若減少使用與消費，這個網絡會發生什麼

事？ 

2.在思考與討論的歷程中，教師可以點出當減少

消費，生產收入減少、就業機會也會減少，進而

影響稅收與政府運作；全球商品鏈的運作下，影

響尺度也會發酵與國際關係之中。 

3. 討論「『減少使用』的實踐，有達至永續發展

目的嗎？」  

（三）總結討論：「如何做，才能使「減少使用」真

的可行？」（3 分鐘） 

1.「3R」的策略希望不要耗廢有限的資源，然而

這將對社會運作產生衝擊；換個角度思考，基於

「有限資源」的概念，我們可以想想在討論經濟

活動時，人們是如何看待自然資源？兩種視角是

否都存在於增與減的線性思維中？ 

2. 在採取 3R 策略時，需要哪些前提與考量，才能

使策略實在地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3. 發下學習單四「有限與無限」說明，並請學生

下次上課前完成。 

五、統整活動：經濟活動的「網」（5分鐘） 



活動三：有限資源的無限可能（共50分鐘） 

（一）請學生課前閱讀學習單四「有限與無限」的文

章並思考引導問題。 

（二）準備課程引導投影片、教材與影片。 

（三）準備上個課程活動總結的經濟心智圖。 

（四）請學生準備彙整學習單一至四的檔案夾與筆記

紙。 

一、課前準備 

當一產業的原產地，喪失生產的競爭力（例如：通貨膨脹、產品飽和、成本過高等原因），進而造

成產業外移的現象；產業空洞化將影響一地區的人口結構、城市發展與生活品質，此歷程如下圖。  

圖二、產業空洞化之歷程 

透過核心區與邊陲區的經濟發展迴圈，思考不同尺度的區域間的競合關係，比如說國際間移工流動

下經濟發展的關係。  

圖三、核心區與邊陲區經濟發展迴圈示意圖 

二、引起動機：「無用之用」的哲思 （15分鐘） 

（一）活動內容說明： 

  藉由莊子逍遙遊的寓言，理解無用之用的

哲思，並基於此討論有限資源的無限可能，思

考有限資源永續發展的關鍵。 

（二）教學步驟： 

1. 請學生拿出已完成的學習單四「有限與無

限」，並引導學生討論「有限資源」的定義，

參考提問可為（5 分鐘）： 

Q1.所謂「有限資源」？如何界定？ 

Q2.何種情況會提到「有限資源」的概念？ 

2. 討論《莊子．逍遙遊》中惠子五石葫蘆的故事

（2 分鐘）。 

(1)詢問學生在閱讀後，認為惠施與莊周分別說

了什麼？ 

(2)討論兩人主要的不同為何？差異的關鍵為？ 

3. 點出莊子「無用之用」的哲理（3 分鐘）。 

引導問題可為：何謂「無用之用」？在文章中

何處可以體會？ 



（三）總結討論： 

有限資源無限可能的關鍵（5 分鐘）。 

Q1 由莊子的視角，面對「有限資源」的處境會，

他會有什麼看法？為什麼？ 

Q2 有限資源能有無限可能嗎？關鍵在哪裡？ 

  奠基於「無用之用」的哲思，關鍵在於能否

整全的理解資源的特性，並不拘於單一價值或用

途，審慎地順應物理空間之特性，進而發展人們

活動與自然之理平衡的生活方式。 

  在惠子與莊子的對答中，莊子以宋人的故事表達

同一件物品，卻有著不同可能的用途，藉以點出惠子

執著於葫蘆特定的用途，並勸惠子將視野打開，發現

五石葫蘆其他適切使用的可能性。是故「無用之用」

的哲思在於無執於用，以道觀之物各有所用。  

三、開展活動一：生態中有「浪費」嗎？（10分鐘） 

（一）活動內容說明： 

  透過生態系循環的視野，反省線性經濟的侷

限，以及其對環境的影響，引導思考循環生產模

式的可能。  

（二）教學步驟： 

1. 秀出線性的物質商品鏈與生態系循環的圖片，並

提出引導問題（4 分鐘）：  

Q1 為什麼物質商品鏈中有所謂「沒有用」與「浪

費」？ 

Q2 生態中有「浪費」嗎？生態如何形成循環？ 

2. 提出「物質商品鏈不在生態系統裡嗎？」的問

題，請學生思考並秀出圖四；點出人們認知中的

「無用」在生態中仍「有作用」，討論物質流對

環境的影響（3 分鐘）。 

（三）總結討論：討論物質流有其他循環的可能嗎？

怎麼做？（3 分鐘） 

※可統合本課前面的討論，藉由「如何把『無用』變

得『有用』？」的問題引導討論。 

四、開展活動與統整活動：定義「循環經濟」 

（25分鐘） 

（一）活動內容說明： 

  觀看循環經濟的短片，並討論影片中的概

念。透過討論建構學生對循環經濟的概念，並以

洗衣機為案例討論與思考實踐的可能。  

（二）教學步驟： 

1. 觀看短片（4 分鐘）：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zCRKvDyyHmI。 

2. 彙整影片中的內容：詢問學生影片中是否有回答

到「物質流有其他 循環的可能嗎？」的問題，並

請學生說說看他是如何實踐的；討論這種經濟模

式的實踐是否呼應了無用之用的哲思（3 分鐘）。 

 3. 秀出圖五循環經濟的概念圖，點出圖中生物圈與

科技物質圈的對照（3 分鐘）： 

(1)生物圈：生物圈中的製造取自於自然，而生產

的物質都可以被分解後回去自然土地。 

(2)科技物質圈：物質被製造要能被重複使用。 

圖四、物質流系統圖 

圖片來源： ECONOMIC GEOGRAPHY 

圖五、循環經濟的概念圖 

圖片來源：循環台灣基金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CRKvDyyHm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CRKvDyyHmI


4. 討論循環經濟如何成形，以洗衣機為例（10 分

鐘）： 

(1)秀出圖六，說明圖中所示消費者從來沒擁有過

機器，而廠商只會推出再生產的產品。 

(2)請學生思考兩個問題： 

i.此種生產模式有甚麼好處，分別以廠商與消費

者的立場去思考。 

提醒學生有幾個須納入思考的條件：物質材

料與能源的價格都是不確定性的因子；這對

生意的營運也為不確定性的。 

ii.如此生產模式必須鑲嵌於何種經濟模式之

中？ 

可奠基於前一節共同繪出的經濟活動心智圖

結構，討論社會與自然各個環節的配合的前

提與措施；這項討論將是下一堂課產業分析

與設計的重點架構。 

（三）課程總結討論：定義循環經濟。（5 分鐘）  

1. 請學生完成下面這個句子：循環經濟是…；並寫

在自己的筆記紙上。 

2. 秀出現行有的定義，並詢問學生與自己的有何不

同之處： 

(1)現行定義：循環經濟透過謹慎的設計與創新的

企業生產模式，確保科技製品與生物資源的持

續性循環流動，運用安全與有價值性的資源，

也保存了自然的資本；提供了「取用－使用－

丟棄」之外的選擇機會。 

(2)引導問句：這個定義與你的有那裡不一樣？你

用了甚麼詞彙是這裡沒有的？你比較喜歡哪一

個？為什麼？ 

3. 預告下次課堂將透過現有的產業分析，來發想循

環經濟的產業或策略，並在未來促成實踐行動。

前置作業如下： 

(1)分組單位：可以自己一組，也可以尋找志同道

合的夥伴同組（請以產業類別作為合作依據：

教師需確認產業類型分配平衡，農產業、工業

生產與服務業至少都有一組討論）。 

(2)產業分析對象：各組單位須於下次課程前，找

到一循環經濟的實際案例，並做初步的理解與

認識。案例不限於國內，也可參考國外經驗；

參考案例網頁如下： 

i. Case Studies in ELLEN MACARTHUR FOUN-

DATION: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

case-studies 

ii. 循環台灣的案例分析： 

https://www.circular-taiwan.org/case-

studies 

活動四：打造循環經濟 （共50分鐘+） 

圖六、洗衣機的循環經濟 

圖片來源：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一）教師需確認分組名單與主題，並閱讀所有組別

之案例。 

（二）準備經濟活動心智圖、討論所需的白板或海

報，以及紀錄紙。  

（三）學生需確認探究的產業主題與組別，並閱讀相

關產業案例。  

（四）教室內的空間配置需同時適合集體與小組討

論，按照產業分組安排課堂座位。  

一、課前準備 

二、引起動機與開展活動： 

  循經產業分析國際論壇（40分鐘） 

（一）說明產業分析之架構 。（5 分鐘）  

1. 教師開場說明分組情況與本次課程可關注到的產

業類型 。 

2. 在學生有初步理解產業案例的前提下，提供下面

幾點分析的問題架 構，可以這幾個問題為主幹，

再進一步做延伸討論 ： 

Q1這個產業與你過往認知中的營運模式有哪些不

同？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case-studies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case-studies
https://www.circular-taiwan.org/case-studies
https://www.circular-taiwan.org/case-studies


Q2為什麼符合循環經濟的理念？ 

Q3如此產業策略的調整，會同時牽動那些產業？ 

Q4這將需要哪些社會制度的調整與配合？ 

3. 秀出先前共同討論的經濟活動心智圖，說明上述

分析問題彼此間的關聯性；也提及各組別的案例

分析將會產生關聯，其關聯將是後續分享討論的

重點，使學生察覺產業共伴與合作的重要性。 

（二）小組針對個案進行分析（15分鐘） 

1. 發下小組討論之白板或海報，並請小組內需有人

要作為紀錄；若一人成組，教師協助協調其進入

相近產業之小組。 

2. 討論歷程中將經濟活動之心智圖，擺置於教室前

方顯眼處。 

3. 教師適當地加入各組的討論，並提供學生諮詢。 

（三）分享與討論論壇（20分鐘） 

1. 教師說明分享與討論之規則： 

(1)分享內容：產業簡介與分析架構問題之回應，

一組最多不超過2分鐘分享。 

(2)論壇討論：可提問與經驗回饋。（教師可引導

具關聯性的組別提供回饋）。 

2. 小組分享與討論。(各組分享與討論時間約2-3分

鐘) 

3. 教師總結：針對班級討論的內容，給予整體性的

回饋，引導學生對於循環經濟概念的深化認識。 

三、統整活動：構築循環經濟的實踐計畫（10分鐘） 

（一）統整整個課程方案的內容，並說明實踐計畫的

架構（3 分鐘） 

1. 實踐計畫之內容，基於課程中所學所思需含括三

大部分： 

(1)探究：發現現有產業可改進的問題或創發循環

經濟的生活策略。 

(2)行動：擬定生產方式與策略。 

(3)反思：評估產業生產的影響力，含生活中生

產、消費與資源的關係。 

2. 教師可建議學生由自身生活中觀察取材，下方提

供可參考與發展的議題（以產業類別分類）。 

(1)農產業：單一栽培作物、家畜養殖、漁業撈

捕…等議題。 

(2)工業生產產業：科技產品之汰換、住屋空間與

建材管理、嬰兒用品的快速汰換…等。 

(3)服務產業、經營策略與制度創建：資源管理策

略、金融制度、政策擬定…等。 

（二）共同討論實踐期程（7 分鐘） 

  雖然課程方案的學習到此告一段落，但實踐

計畫將作為課程的延伸，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

思考並實踐。為求實踐計畫的可行，教師與學生

可共同討論後續執行的期程，並持續追蹤。  

學習目標 形成性評量 總結性評量 

1. 能理解個人的生活方式如何影響社會、經濟與

環境發展，並為此負責。 

「產品故事中的我」與「產品傳

記」的自我省思，以及「產品、

生活與我」的課堂討論。  

構築循環經濟的實

踐計畫 

1.探究：發現現

有產業可改進

的問題或創發

循環經濟的生

活策略。 

2.行動：擬定生

產方式與策

略。 

3.反思：評估產

業生產的影響

力。  

2. 能認識生產和消費模式、價值鏈，以及生產和

消費之間的相互關係。 

「產品傳記」、「挑戰3R」與

「生態中有『浪費』嗎?」的課堂

討論。  

3. 能思考自己在全球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 

「產品故事中的我」與「產品傳

記」的自我省思，以及「產品、

生活與我」的課堂討論。  

4. 能全觀性的思考在地與全球的需求，以實現更

永續的人類社區。 

學習單「產品的全球足跡」與該

學習單的課堂討論。  

5. 能評估和比較不同人類聚落間的永續性及需求

滿足度，特別是在廢棄物處理與包容、可用性

的綠色空間等領域上。 

學習單「有限與無限」與「有限

資源的無限可能」的課堂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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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形成性評量 總結性評量 

構築循環經濟的實

踐計畫  

6. 能使用現有的永續標準來規劃、實施和評估消

費有關活動。 

學習單「產品的全球足跡」與

「循經產業分析論壇」的課堂討

論。  

7. 能規劃、實施和評估產業生產的永續發展方

案。 

「構築循環經濟的實踐計畫」的

總結性評量。  

8. 能參與並影響產業生產的決策過程，以促進永

續的生產模式。  

學習單「產品故事中的我」與

「構築循環經濟的實踐計畫」的

總結性評量。  

看守台灣(2012)。東西的故事。取自：http://

www.taiwanwatch.org.tw/node/740。 

循環台灣(2017)。案例分析。取自：https://

www.circular-taiwan.org/case-studies。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case-studies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case-studies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case-studi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CRKvDyyHm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CRKvDyyHm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Gorqroig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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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消費到丟棄是一般人所知的產品的一生，然而

卻鮮少人覺察到此歷程鑲嵌於生活的環境與社會。影片中

由美國環保人士安妮‧雷納德（Annie Leonard）帶領我們

發現產品故事中所牽動的各種環境與社會議題。 

Q1 物質經濟系統有什麼問題？ 

 

 

Q2 各個階段的運作如何造成、催化或維持這個問題？ 

Q3 各個階段的關係人有哪些？為什麼？ 

圖片資源源自 The Story of Stuff Project。(網址: https://storyofstuff.org/) 



Q4 為什麼「人們」是產品故事中關鍵的角色？ 

 

 

 

 

Q5 我是如何身在經濟系統中的呢？ 

  (1)過去與現在我是否曾擁有過影片中所提及的經驗？ 

  (2)未來我可能在哪些階段產生關連或影響力？為什麼？ 

「東西的故事」之系列影片 

中文資源源自：看守台灣 

網站連結：http://

www.taiwanwatch.org.tw/sostuff 

從影片到行動 

拜訪 

The Story of Stuff Project 

網站連結：https://

storyofstuff.org/ 

或掃描下面QR CODE 

圖片資源源自 The Story of Stuff Project。(網址: https://storyofstuff.org/) 



一、它在我日常生活中的位置… 

（請繪出平常你使用他的景象或照片） 

二、我與它的相遇… 三、為什麼它是我的選擇… 

四、我與它相處的時間… 五、我將會如何與它告別… 



  當今的生活處境中，人們通常透過消費行為獲得產品，並使其在生活中具有意義。由消費者或使

用者視角書寫的產品傳記，是否不易察覺產品從哪裡來（原料與生產歷程）與離開後去哪了（廢棄物

的處理）？現在請您依照下面表格的引導，試著從產品包裝上的資訊或網路資源，找出產品的材料、

生產與廢棄處理的歷程。  

一、完成填寫「未完的故事」後，你認為你「付出的成本」與「可能成本的累加」對等嗎？ 

  請闡述之。 

 

 

 

二、可能成本會反應在哪些地方？ 

 

使用的資源 可能成本 地點 

1.     

2.     

3.     

4.     

還有… 

 

歷程 可能成本 地點 

1.     

2.     

3.     

4.     

還有… 

 

不可回收處理 可能成本 地點 

1.     

2.     

還有… 

可回收處理 可能成本 地點 

1.     

2.     

還有… 



  請依據學習單二「產品傳記外的故事」的表格，在世界地圖上標註產品的足跡。請以

不同的圖示表示不同生產階段的地點，並以線來連結不同點之關聯。  

圖
例

 

原
料

開
採

 

生
產

製
造

 

分
配

行
銷

 

消
費

使
用

 

廢
棄

處
理

 



◎所謂「有限資源」？ 

  請你根據課堂中的反思，寫出你所定義的「有限資源」；在你的闡述中，請同時說明

你如此界定的原因。 

一、有限資源是… 

 

 

二、為什麼？ 

 

 

◎「無用之用」的哲思  

《莊子‧逍遙遊》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以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

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

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洸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洸，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

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

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洸，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

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參考翻譯： 

惠子對莊子說：「魏王送我一個大葫蘆的種子，我將它栽種成樹，結了可以盛載五石的葫

蘆。把它拿來裝水，不夠堅固而舉不起來；剖成兩半做成瓢子，又太淺了無法裝太多水。

雖然很大但沒甚麼用處，我就把它都打碎了。莊子說：「你真的不會把東西用在最大效用

的地方耶！宋國人擅長製造皮膚不龜裂的藥，所以他們世世代代都以漂洗絲絮為業※；有一

個外人聽說了這個藥，就出了百金要收買這個藥方。於是宋人聚集族人共同討論：『我們

世世代代做漂洗業，只賺了很少的錢，今天一下子就有百金，就賣了他吧！』這個外人就

得到藥方了，他拿去遊說吳王。這時間吳國正與越國在打仗，吳王封他為將軍，在冬天與

越人打水戰，打敗越國人，於是吳王便割地封賞他。同樣一種使皮膚不龜裂的藥方，有人

因此得到封地，有人卻仍不免於漂洗絲絮的工作，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現在你有五石

大的葫蘆，為什麼不把它當作腰舟，悠游於江湖之間，反而在煩惱他不能裝東西，可見你

想不開呀！」 

※漂洗絲絮必須長時間泡在水裡，會使皮膚龜裂。 



閱讀完，請完成下方表格： 

一、面對五石的葫蘆， 

  惠子與莊子分別怎麼看？ 

  請你揣摩現代的惠子與莊子在通訊軟體

上，會如何討論這件事情；並把內容填入下

方圖片中。 

 

二、他們主要的不同是？ 

  造成差異的關鍵是？ 

  

  

三、何謂「無用之用」？ 

  在文章中何處可以體會？ 

四、由莊子的視角，面對「有限資源」的處境會，他會有什麼看法？為什麼？ 

  

  

  

  

  

  

  

◎有限資源能有無限可能嗎？ 

  閱讀完莊子與惠子的故事，想一想「有限資源能有無限可能嗎？」請你表述你的意見並

說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