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OALS

112-2學期  03/12 講座-《從阿公的土确厝說起》

Q：根據阿公、阿嬤時代的生活經驗，您覺得有什麼「老物件」其實很符合永續精神呢？請分享自己的答案及理由，  
並設想我們可以如何在日常裡實踐這份精神。

學
生
反
思
回
饋

張O珊

絲瓜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展示了如何將一種植物資源發揮出多種用途，同時符合永續發展的理念。除了作為食物外，絲
瓜的運用延伸至生活的各個方面。它可以被曬乾後用作刷澡的器材或洗碗用的菜瓜布，這樣不僅節省了其他材料的使用，也
減少了對環境的負擔。此外，絲瓜還可以用於養顏美容，例如製成化妝水，為皮膚提供天然的護理和滋潤。這種一物多用的
做法不僅體現了資源的有效利用，也促進了對大自然的尊重和保護。透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更多的永續
思維，尋找創新的解決方案，同時保護環境並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蔣    O

黃O涵

我認為「鐵鍋」是一個很符合永續精神的物品。鐵鍋耐用且多功能，可以在長時間內使用，不易損壞。我們可以透過保養和
修復，使其更具生命力。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學習重視修復和維護舊物品，避免過度消費，促進資源的永續利用。此外，
這也可以激發創意，將老物件賦予新的價值，讓它們持續發揮功用。除了鐵鍋，另一個符合永續精神的老物件是手工製作的
布袋。阿公、阿嬤時代常使用布袋取代塑膠袋，這種習慣在當今社會中仍然具有價值。我們可以效仿這樣的做法，鼓勵使用
可重複利用的布袋，減少對一次性塑膠製品的依賴，有助於減少塑膠廢棄物的產生。

像是竹製器具（竹筷、竹籃、竹簍等），竹子是一種可持續生長的天然資源，在阿公、阿嬤時代常常使用竹子製作各種生活
用品，竹製品輕巧耐用，而且還能夠被自然分解，對環境友好。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尋找永續循環設計的產品，像是Ikea的櫥櫃面板，其使用回收木料加上回收PET瓶再製，體現循環經
濟與友善環境。此外，我們也可以減少使用一次性物品，轉而使用可重複使用的替代品，如使用可重複使用的水瓶、購物袋
等，減少對環境的負擔。永續精神是一種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通過尊重資源、節約能源、延長物品壽命等方式實踐，我們可
以讓阿公、阿嬤時代的永續精神在現代得到延續。



GOALS

112-2學期  04/03 講座-《稻浪中的吟釀者》

Q：如果以任永旭老師的經驗為例，您覺得自己可以做舒適圈以外的哪種行業？如果要從它的行業特色裡找出一件
符合永續精神的事，您會選什麼呢？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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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O智

可能會尋找替代的環保建材及顏料為主，現在的建築都以一些污染性原料為主。在台灣這個地震不少的國家房屋非自然損壞
率以及自然損耗都會比其他國家更快，因此找到適合維修重建還有容易回收再利用的材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尋找使用可再
生材料製造的建材和顏料，例如竹子、木材、麻織品等。這些材料通常來自可再生資源，並且在生產過程中可以減少對自然
資源的消耗。免使用含有有害化學物質的建材和顏料，尋找無毒、有機認證的產品。這些產品通常使用天然植物成分或者水
性材料，對人體和環境較為友好。考慮使用低碳足跡的建材和顏料，這些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排放較少的溫室氣體，對減少碳
排放有益。尋找可以回收和再利用的建材和顏料，這有助於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並且節省資源。例如，使用可回收的金屬材料
或者選擇回收和再利用的建築材料。

王O婷

劉O佑

自己的專業剛好就是化工綠能組，比較偏綠色能源部分的，其實就已經是蠻接近永續精神的專業，自己專業上符合永續精神
的事情，可以持續擴大綠色能源的發展，因為現在雖然慢慢有越來越多種類多綠色能源，但規模一直都不太大，沒辦法普及，
所以我認為可以以擴大綠色能源的方向去研究，也可以研發更加安全更加省電能量交換效率更好的電池等。
如果要跳出原本專業，自己想嘗試往生化的部分像藻類培養或蛋白質研究可以製造藥品或化妝品之類的。生化部分的永續像
是因為現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越來越高，這部分部分我認為可以培養能吸收二氧化碳的藻類或其他生物，並且藻類可以重複
利用，能減少一些空氣中的二氧化碳。

若是可以選擇不同行業，我應該也會像任永旭老師一樣做起務農的工作，回外婆家種柚子，若是沒有人繼續在外婆家作種植
的工作，就會外包給工人做，我覺得這樣就失去外婆外公所傳承的種植技術，感到很可惜。
我會想種出不用加農藥就可以健康生長的柚子，這樣環境就不易受到污染，可以達成自然的平衡，也可以好好傳承外婆外公
的技術，讓家族產業繼續流傳給下一代。再開發一些結合柚子的產品，如柚子酒、柚子糖果等加工物，以健康、食物原本作
為宣傳重點，拓展其他的銷售管道。



GOALS

113-1學期  10/15 講座-《蛋蛋的幸福─以雞為本的共好生活》

Q：「食」所影響的層面遠比我們想像更廣。請以講師分享的「友善母雞」為例，擇一談述你認為「一顆好蛋」的
堅持，與信仰(天)、社會(人)、環境(物)、自我(我)的「健康」有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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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O晴

首先信仰的部分就是有說到傳統養雞的方式是把三隻雞關在一個籠子裡，這樣限制了雞的活動空間。友善的飼養方式，
提供基本的飲食需求外，因為雞跟人一樣也是要玩耍、洗澡，所以也提供了母雞基本的活動空間，這是是一種「尊重
生命」道德倫理的呈現。而社會大眾觀察到這種現象也會選擇購買友善母雞生產的雞蛋，增加了商業活動的流動。而
友善的飼養環境也能維持原有的生態環境，像是學長所呈現的照片，有石虎、山羌等...。而友善母雞因此生產環境良
好，所生產出的雞蛋就比較不會擔心品質，能讓自己吃上最健康安全的雞蛋。

劉O穎

「友善母雞」的概念強調在養殖過程中，對母雞的善待與自然環境的重視，這直接影響到所產出的「一顆好蛋」我認
為，這種堅持不僅是對食品品質的追求，更反映了對「健康」的全面理解，從信仰的層面來看，尊重生命與自然是道
德的基礎，這樣的信仰促使我們在選擇食物時更具責任感，社會方面，支持友善農業能提升整體社區的福祉，讓消費
者與生產者之間建立更深厚的連結，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合作，在環境層面，友善養殖減少對生態的破壞，保護
了我們的生存環境，促進了可持續發展，而在自我層面，選擇「好蛋」不僅是對健康的選擇，更是對個人價值觀的體
現，讓我們在生活中更具意識和尊重，共同塑造了一個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李O儀
「一顆好蛋」的堅持與信仰、社會、環境及自我的健康息息相關。從信仰（天）角度來說，選擇友善母雞的蛋，體現
了對生命的尊重，將愛護動物的理念融入飲食中。從社會（人）層面看，支持這類產品等於支持有道德的農業，推動
社會形成更友善的消費文化。在環境（物）方面，友善飼養減少了農藥和抗生素的使用，保護了生態系統和資源。對
自我（我）的健康而言，這樣的蛋品質更佳、無害物質較少，讓我們的身體更健康。因此，「一顆好蛋」象徵著對天
地萬物的善意，也是實踐健康與責任的生活方式。



GOALS

113-1學期  10/23 合講-《恆器人生》

Q：如果「恆用」是循環消費的精神，請問，你曾在生活中發現哪個消費產品的製造、使用狀況完全背道而馳？覺得
可以怎麼改變？

學
生
反
思
回
饋

黃O儒

蛋～～因為上次講座有聽到說蛋上面會有屬於自己的角蛋白，但很多廠商會進行洗蛋的過程，這
會把角蛋白洗掉，這樣蛋能保存的天數便會下降變成一兩個禮拜就會不新鮮，不然原本沒洗過的
蛋可以撐更久，有些廠商會在洗完後上一層蠟，但這其實是本末倒置因為你把自然的洗掉，再加
入人工產品？？我覺得可以讓蛋保持最自然的模樣送出，或者可以統一做的標示！！

蔣O宏

蕭O蓉

過去我看過一遍報導，在說有關廢棄輪胎，在外國廢棄的輪胎甚至可以達到堆積出驚人的面積，
台灣也出現廢棄輪胎壓縮綠蠵龜等，且這種廢棄塑膠較少能依靠單個人的方式進行恆用，很多海
灘及城市角落也都有遺漏在旁的，雖然無法依靠民眾獨立完成，但科技不斷進步，現在可以利用
廢棄輪胎加工後變成橡膠鋪面材料以及建築材料，這些我覺得都是不錯的例子

我覺得在日常生活中，塑膠瓶裝水是個和「恆用」精神完全相反的消費產品。雖然塑膠瓶很方便，
但它的製造和丟棄過程對環境造成很大壓力。每年生產出數十億個一次性塑膠瓶，大部分沒辦法
有效回收，最後進入垃圾掩埋場或流到海洋裡，造成污染。
現在可食用包裝的水是一個創新的產品，旨在解決塑膠瓶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問題。這類產品的包
裝通常由天然材料製成，例如海藻、植物提取物等，能夠被安全食用或自然分解，因此不會產生
塑膠垃圾。它是一個由可食用薄膜包裹的小水球，喝水時可以直接把包裝一起吃掉，或者如果不
想吃，包裝也可以自然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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