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導老師：張滿玲老師 



壹、問題意識 

    在高醫校園處處可以看到垃圾桶、回收桶，本來設置這些桶子的用意即是請

大家將要丟的垃圾分類丟入，但我們發現大家因為方便或是其餘緣故而忽視垃圾

桶上的分類標籤，隨意將垃圾與回收混丟，造成垃圾桶爆滿的情況，以及回收物

卻被丟入垃圾筒的情形，這樣不僅有觀感不佳的問題，亦會造成清潔人員處理垃

圾的麻煩，於是我們希望能夠藉由應用社心課程的「大學小革命」計畫，來改善

此種垃圾與回收物混丟情況。 

一、 定義問題 

我們利用系統性的釐清，使我們的問題更加明確： 
1. 問題是什麼？ 

(1)如何讓高醫人們「正確回收」。 
(2)我們將「正確回收」進行清楚的定義：將有回收標誌的物品丟入回收桶；

無回收標誌的垃圾丟入一般垃圾桶。 
(3)舉例：大學生常喝的手搖杯飲料，要將飲料杯上的塑膠膜撕開，與吸管

一起丟入垃圾桶；杯身印有回收標誌，要丟入回收桶中。 
 
 
 
 
 
 
 
 

 

2. 為何他是個問題？ 
    首先，因為垃圾桶爆滿，就會造成觀感不佳的問題；再來，垃圾與回收混丟

的情形，會增加清潔人員的負擔，因為清潔人員必須將兩者確實分類才能丟進回

收車內；而不確實分類垃圾會增加不必要的垃圾量，最後，垃圾分類也是一種公

民素養，大家要有公德心才能讓愛護地球、保護地球不被汙染破壞。 

 

圖片一：回收標誌。 

 
圖片二：髒亂的垃圾桶周邊。 

 
圖片三：此同學未確實回收。 



  
3. 這個問題的相關人等？ 
    垃圾不分類的問題牽涉到的是所有在高醫校園裡的高醫人們。 
4. 可能原因 
    以下是我們五位組員所想出來的原因：因為不分類直接都丟進垃圾桶比較方

便；或是因為懶惰而不進行分類；學校也沒有強制要求進行垃圾分類；可能因為

大家都不分類，而有從眾的情形；或是從小就沒有分類的習慣；或是因為沒有人

看到自己有無進行回收而亂丟垃圾。 
5. 目標對象是誰？ 
    所有的垃圾桶使用者：我們希望不管是在高醫上學的學生，或是任教的教職

員，還有進入高醫的人們，簡言之，就是所有的高醫人都能夠確實進行垃圾分類，

減少不必要的垃圾量。 

二、 分析期 

藉由界定結果變項，讓我們以此為目標，在執行時才有更清楚的方向： 
1. 回收桶裡沒垃圾：回收桶裡皆是有回收標誌的回收物品。 
2. 垃圾桶裡沒回收：垃圾桶裡沒有可回收的回收物。 
3. 廚餘桶：剩餘的飲料以及廚餘倒入廚餘桶內。 

三、 擴散期 

利用問卷以及攔截訪談的方式，找出更多大家不正確回收的可能原因。 
1. 問卷 

總共回收 70 份，我們已將問卷放於附件，以下為問卷中問題的圖表，我們

只擷取會做分類的原因以及不做分類的原因，並且將不做垃圾分類的原因進行可

能的理論配對： 
(1)其他人沒做，所以我也不做從眾、描述性規範 
(2)在大家面前分類垃圾很怪在意他人眼光 
(3)不差我一個不回收效能感 
(4)不做分類沒好處也沒壞處沒酬賞 
(5)垃圾桶有蓋子，看不見裡面有分類在意別人眼光；有蓋子就不在意 
 



 
 
 
 
 
 
 
2. 攔截訪談 
    我們訪談的方式是在垃圾桶邊守候，在看到有同學沒有進行垃圾回收時向前

詢問，首先，先問對方為什麼不進行垃圾回收，再問他知不知道該如何做回收，

如果對方回答知道，我們則會進一步拿手搖杯飲料請他解釋如何處理飲料杯，如

果步驟不符合我們的標準(EX.膜沒有撕掉)，我們就認定對方不知道如何做回收。 
3. 總結 

問卷得出三大不進行垃圾分類的原因為：懶惰&麻煩、趕時間就不分類了、

不知道如何分類；而攔截訪談我們得到的回應大多數是懶惰、不知道該如何進行

分類。 

四、 收斂期 

1. 懶惰、麻煩 
2. 不知道如何分類 
 
 
 
 
 
 
 
 

 
圖片五：同學在校園不做分類的原因。 

 
圖片四：同學會在校園分類的原因。 



五、 如何評估 

我們以人為單位，若一個人將回收丟入垃圾桶，或將垃圾丟入回收桶就記

一次(不論件數)，最後統計貼標語前及貼標語後的差異。 
 

 

貳、解決方案一 

一、  方法 

1.  提升自我意識 

    根據自我察覺理論，當我們集中注意力於自己時，我們會依自己內在的標

準與價值觀來評鑑比較自己當下的行為。當我們處於自我察覺狀態時，我們會成

為客觀地評鑑自己的觀察者，如同外在的觀察者一樣。 

在垃圾筒附近擺上一面鏡子，讓丟垃圾的人看到自己並沒有做好垃圾分類，

使他們察覺到他們的行為與自己的內在標準不一致，為了讓行為符合他們的內在

規範，他們便會確實做好垃圾分類。 

但考慮到實行的困難，我們最後並沒有採用此方式。 

2.  給予規範 

 利用海報標語提醒且呼籲大家確實做好垃圾分類。 

3.  提供分類知識 

 針對不清楚該如何分類的人，利用海報教導正確分類的方式。 

 

 

 

 

 

 

 

 
圖片六：同學丟錯垃圾。 

 
圖片七：小組討論照片。 



二、  海報內容 

 
 

三、 效果評估 

1.  線上問卷 

    針對修習變態心理學課程的學生做測試，全班共有 15 人填答問卷，其中有

13 位表示他們並沒有注意到海報。 

    線上問卷結果顯示我們的海報似乎不太容易被注意到。 

2.  焦點團體 

    因為線上問卷的成效不彰，填寫人數過少，僅有 15 個人填寫，且有 13 位

表示未注意到我們的海報，因此我們無法得知在垃圾桶旁張貼海報是否真的有達

到我們所想要的效果，所以我們用焦點團體替代線上問卷，檢測海報的實際功效。 
    焦點團體方面我們採用了 4 個焦點團體，每個團體 3~4 人不等，共 13 人分

別進行焦點團體。對每個焦點團體我們有四大類問題，每類問題底下又有數個小

題，在針對問題回答的同時也可對這個題目做延伸的討論。 



    以下是我們對焦點團體討論的內容所做的統整： 
(1)對垃圾分類的看法 

Q1. 你覺得在高醫做垃圾分類是必要的？ 
A1. 焦點團體的多數人認為做垃圾分類是很重要的，除了環保問題，還

牽涉到如果不分類，垃圾亂丟造成的觀感問題，以及增加打掃阿姨工

作量的問題。不過有個焦點團體的成員表示，做垃圾分類似乎不是很

必要，因為他不太懂得怎麼做，而且也有打掃阿姨會做。 
Q2. 你知道要如何垃圾分類嗎？(請成員們說明飲料杯如何處理) 
A2. 焦點團體的成員大多數知道如何正確回收一個飲料杯，只有一個成

員不太清楚。 
Q3. 你覺得高醫做垃圾分類的情況如何？ 
A3. 焦點團體的大多數成員表示在高醫看到垃圾分類的狀況很糟糕，一

般垃圾和該回收的垃圾都混在一起丟，甚至有人會把家裡的一大包垃

圾帶來學校丟。 
(2)有什麼方式可以改善？ 

    焦點團體的成員提供了很多的改善方法： 
a.教育宣導：在學校各處張貼海報，讓學校裡的人可以頻繁接收到做回  

收的訊息，增加他們做回收的意願。 
b.垃圾桶格式化：現在學校裡的垃圾桶種類不統一，且很雜亂，如果可

以統一垃圾桶格式，將回收的項目分清楚到個別的桶子哩，讓丟垃圾

的人對於什麼垃圾該丟哪裡可以一目瞭然，將有助於他們正確做回收。 
c.設立專洗回收物的洗手台：有時候回收物，例如便當，吃完後雖然把

廚餘倒掉了，但還是有滴滴答答的湯汁，讓人不知道該如何歸類，跑

去廁所洗又很麻煩，菜渣可能會卡在水孔，如果有專門的洗手台，可

以洗乾淨回收物又離回收桶很近，可能會提高做回收的意願。 
d.舉辦回收的比賽：以系為單位，舉辦回收的比賽，看哪個系回收做得

比較確實，較佳的系可以有獎金之類的。 
e.垃圾桶的蓋子用踩的或感應的：有人在丟垃圾時，覺得手會碰到垃圾

桶蓋很髒，因此只想要趕快丟完垃圾就走，不想仔細考慮回收的事情，

如果垃圾桶蓋可以改成，用踩的或是感應式的，這樣手就可以不用碰

到垃圾桶蓋。 
(3)對海報的想法 

Q1：你能夠理解這張海報要表達的東西嗎？ 
A1：大部分較點團體的成員看得懂，但有少部分不太理解，認為應該

要有明確的步驟指示該如何分類。 
Q2：你覺得還需要增加什麼內容？ 
A2：應該要美化海報，在外圍或裡面加一點小的裝飾，吸引大家的注

意。增加明確的回收步驟，有人認為以我們現在的表現方式會不太懂

我們的意思。海報中表示回收物的圖片，應該要改以線條簡單的圖片，

讓人可以清楚愾出那是什麼。 
 



Q3：你喜不喜歡這張海報？ 
A3：大部分成員對海報沒有什麼感覺，少數人不太喜歡，認為海報太

制式化，不活潑。 
Q4：怎樣可以讓這張海報更吸引你的注意？ 
A4：在海報上多加可愛的圖片裝飾，或用較搶眼的海報字體。內容應

該要更簡潔，圖片簡單一點，字少一點。 
Q5：你覺得海報放在什麼位置你比較會看到？ 
A5：平常丟垃圾的時候都是低頭，丟完垃圾就走，貼在垃圾桶前方的

牆壁很難被注意到，如果貼在垃圾桶蓋上，比較容易讓丟垃圾的人不

得不注意到海報。 
Q6：你會不會記得這張海報？ 
A6：大部分成員表示會記得曾經看過海報，但對詳細的內容不太有印

象，因為海報並沒有什麼吸引人注意的地方。 
(4)看完海報之後的想法 

有些人認為做垃圾分類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就算看到海報可能也不會

確實分類；有些人認為海報內容的文字太多，一時之間無法消化；有

些人平常會礙於朋友同學間的壓力而沒做分類，例如怕因為做回收而

讓朋友等太久。團體中有人建議海報內容可以刪除「大學生常見垃圾」

（原始照片）那一列讓整張海報看起來資訊可能可以少一點不會太多。 

 

参、 解決方案二 

一、 理論依據：命令性規範 VS.描述性規範 

1.  命令性規範 
 我們認為其他人對行為的贊成與否，也就是「對」的行為，或「應該」怎麼

做。 
2.  描述性規範 

 在特定情境中，我們對他人實際行為的認知，也就是真實情境中，其他人怎

麼做。 
3.  兩者效果比較 

 一家飯店為了降低毛巾的清潔以及運送費用，製作了一張卡片標語，將原

本寫的「響應環保愛地球、節能減碳」，改成「大部分的房客都重複使用毛巾」，

這樣的標語喚起了消費者的社會規範意識，讓重複使用毛巾的房客增加了 26%。 

4.  行動方案一與實施的情境 
 我們在海報中寫上「請記得將有回收標誌的東西丟入回收桶」的標語，屬

於命令性規範，告訴大家「應該」怎麼做。但現實情境中，高醫的垃圾桶以及資

源回收桶四周髒亂，且回收、垃圾混雜，並沒有做好分類，所以產生了「大家都

沒做回收」的描述性規範，兩種規範產生衝突。根據韋慶旺、孫健敏（2013）的

研究指出，人們會自動的尋找描述性規範以引導自己的行為，衝突時遵照描述性

規範的機率也較大 。 



 
 

 
 
 
 
 
 
 
 
 
 
 
 
 

二、 方案變更 

透過重新尋找理論、文獻，以及進行焦點團體、線上問卷，我們針對海報做

了以下幾點更動： 
1.  將命令性規範改為描述性規範 

 我們原先的標語是“請記得將有回收標誌的物品丟入回收桶喔！”這是屬

於命令性規範，但是我們實際環境的描述性規範卻是“大家都沒有做回收”，而

理論有提及，當兩者衝突時，人們會遵循描述性規範而非命令性規範，所以我們

決定將標語改成“72%的高醫人都有做回收喔！”的描述性規範。其中的 72%這

個數據，是採用先前問卷的調查結果。 
2.  增加情感性訴求 

 焦點團體中有人建議可以以情感做為訴求，如告訴大家阿姨很辛苦，需要大

家的幫忙，以及不要增加阿姨的負擔等等，比較能吸引目光、激起同理心，進而

開始做回收，此外，也有人提及，大部分的人在丟垃圾時，目光通常都是聚焦在

垃圾桶蓋附近，不太會注意到其他地方，所以我們採用建議，增加“阿姨很辛苦，

順手做回收！”等情感性標語，並貼於垃圾桶蓋上，讓大家能夠注意到！ 
3.  美化海報、增加吸引力  

 根據線上問卷測試及焦點團體，雖然我們的海報內容是足夠的也可以讓人理

解，但是缺乏吸引力，海報底是白色的也與牆壁融為一體、不被看到，所以我們

進行了美化，把背景色改為亮度較高的黃色，並增加卡通圖案以提高注目度。 

 

 

 

  

圖片八：回收、垃圾混雜，髒亂。 



 

三、 修改過的海報 

  
 

肆、Q&A 

Q1. 垃圾桶、回收桶各處規格不一 
A1. 我們在討論解決方案時，有討論到這個問題，我們也認為垃圾桶的規格應該

統一，但因為這個問題牽涉到學校的資金和政策，也許我們可以採取學校的及時

反應系統來解決此問題。 
Q2. 海報問題(圖案、背景) 
A2. 我們覺得這個提議很好，也許我們可以把照片改成手繪圖案，就不會有背景

干擾圖案清晰度的問題，也會將線條加粗，讓圖案更顯眼。 
Q3. 將描述式規範改成“中山大學都有確實做回收”會不會更有效？高醫的凝

聚力很高，也許看到中山大學都這樣做，會覺得我們也要這樣做，就可以提高回

收行為的出現 
A3. 我們認為這個解決方是很有創意，但是根據我們的理論，描述式規範的情境

要和方案進行的環境一樣，而且我們也不知道中山大學的回收情況，所以無法確

認這個方案的效果。 
Q4. 攔截到的人並不是真的不知道怎麼做回收 
A4. 我們訪談時是先問知不知道如何做回收，如果回答知道，則會進一步要他進

一步解釋如何處理飲料杯，如果步驟不符合我們的標準(EX.膜沒有撕掉)，我們就

判定為不知道如何做回收，而不只是以他的回答來認定。 
 



Q5. 便當盒應該丟回收還是專門放便當盒的地方 
A5. 我們還是認為應該要丟回收，畢竟它確實是要回收的物品，而且也不是每個

地方都有專放便當的桶子，另外我們也推測，會有專放的便當的桶子是因為正確

回收分類的行為沒有建立好，可能廚餘等沒有處理，才會要有一個特殊的桶子來

放便當。 
Q6.  72%做回收與事實的不符 
A6. 根據參考文獻，可以透過維持垃圾桶及回收桶的正確回收，來讓兩個描述性

規範一致，所以我們考慮在方案實行的前兩周，不斷的派人維持正確回收，讓大

家感受到描述性規範的一致，激發大家正確做回收。 



附件：問題意識中擴散期的問卷 

 

 

 

 

 

 

 

 

 

 

 

 

 

 



期末報告分工 

問題意識：廖婉琪 
解決方案一：賴立淇、巫敏華 
解決方案二＋Q&A：楊幸蓁 
統整＋理論依據：邱怡婷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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