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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研究動機 

• 觀察： 

• 組內的同學覺得公廁的清潔有待加強，而
環境清潔會影響使用者的觀感。 

• 印證： 

• 網路問卷調查顯示大部分的女同學對廁所
的清潔感到不滿意 

 



因此我們為改善廁所的清潔是重要的 



問題探討 



問題探討 

工具不足： 

現有的女廁並沒有足夠的清潔工具清潔所有
的髒亂。 

 

責任分散： 

在公共廁所中，清潔廁所的責任被分散。 

 



工具不足 

• 現在女廁的清潔用具只有馬桶刷，對於某
些髒汙，馬桶刷並沒有辦法清理。 

 

 

• 使用者可能會認為清潔工具不乾淨而不敢
使用 



責任分散 

• 家中、宿舍的廁所： 

 

 

 啊！ 
我把廁所弄髒了！ 

這是我/我和家人
(少數人)所使用的

環境 

認為我有責任保持
乾淨而動手清理 



責任分散 

• 學校廁所、公廁 

啊！ 
我把廁所弄髒了！ 

這是公共廁所 
(很多人在使用) 

覺得多了我的髒汙
沒差或責任不在我

身上而不清理 



行動方案 



行動方案－增加女廁標語 

 

• 請你念出以下字句：我想要一個乾淨的廁
所，所以我會保持廁所的清潔！ 

 

 

• 增進自我覺察、解決責任分散 



•

•

•



行動方案－工具使用說明 

不小心把廁所弄「髒」的話，手套、衛
生紙和馬桶刷是你的好幫手喔！ 

怕小拖把or馬桶刷髒髒的嗎？這裡有手套
可以用喔~用過請丟掉！ 

不小心把廁所弄「髒」的話，這裡有小拖
把和馬桶刷可以用喔！ 



方案實行 

為了比較效果，我們設計了六種不同的改善
方式(號碼為廁所編號)： 

  有標語 沒標語 

馬桶刷+小拖把 8 7 

馬桶刷+手套 5 6 

馬桶刷+手套+
小拖把 

1 10 



方案實行 

• 廁所相對位置示意圖(CS4F女廁) 

5 走道 6 

X(門打不開) 7 

X(門打不開) 8 

X(坐式馬桶) X(坐式馬桶) 

1 10 

門口 



結果 



為期兩周的廁所觀察日誌 

• 為期兩周，每天兩個時段，六間廁所拍照並寫日誌 



為期兩周的廁所觀察日誌 



比較控制組與實驗組 

只比較周四和周五，控制組一周，實驗組兩
周。 

 

 比較未進行任何操弄的控制組和放置工具及
標語的實驗組，歸納出整體而言清潔程度未
有大幅度的改進，但地板較少出現濕濕的髒
污，在清潔的觀感上我們認為有所提升。 



比較標語有無 

• 我們發現1.5.8和6.7.10號廁所其清潔程度
無太大差異，因此我們推論標語的有無並
未對使用者有太大影響。 



比較工具不同 

• 有標語：1.5號廁所清潔程度差不多；8號
廁所較常保持清潔。 

• 無標語：6.10號廁所清潔程度差不多；7號
廁所馬桶及地板則是經常保持乾淨。 

 

• 結論：是否有工具不太影響清潔程度。 

 



方案實行(對照用) 

為了比較效果，我們設計了六種不同的改善
方式(號碼為廁所編號)： 

  有標語 沒標語 

馬桶刷+小拖把 8 7 

馬桶刷+手套 5 6 

馬桶刷+手套+
小拖把 

1 10 



小結 

我們觀察後發現，影響清潔程度最多的是廁
間的所在位置，例如一號和八號廁間最常被
使用，因此較不易保持清潔，因此影響廁所
清潔程度最高的仍是廁所的使用率 



對照用示意圖 

• 廁所相對位置示意圖(CS4F女廁) 

5 走道 6 

X(門打不開) 7 

X(門打不開) 8 

X(坐式馬桶) X(坐式馬桶) 

1 10 

門口 



結論 

• 標語之有無及不同工具之設置並未對使用
者產生太大影響，但整體而言，我們認為
比較原始未設置工具之情境和有工具之狀
況，清潔程度是有改善的。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