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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文

章:低年

級 

一滴水 

有一天風比較大，突然不遠處出現一個人，連續彎了好幾次腰。我仔細地看，

才發現他是在撿路上散落一地的包裝紙。 

直到全被清理完畢，他才將滿手的垃圾，丟進路邊的垃圾桶！我才明白，他是

為了維護環境，才立刻伸出雙手，整理環境！ 

老師也教過我們要主動拾起路邊垃圾，但畢竟那只是隨風飛舞的紙張，是誰撿

的並不會有人看到，撿不撿也沒有人會讚美或責罵。大部分的人不會關心這件事，

但是「環境清潔，人人有責」，若任憑紙屑四處亂飛，對每個人的生活品質就會有所

影響。 

這個故事讓我想到很多時候我們的行為就像一滴水，單獨一滴水的力量微不足

道，但千萬滴水可成為大海，「愛護環境」也是一樣的道理！ 

 
參考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道德月刊》No.154，小曹/一滴水 

 
  



故事文

章:中年

級 

珍愛地球    

我曾經到桃園永安漁港參加淨灘活動，看著一望無際的海洋及蔚藍的天空，這

理當配上一片潔淨的沙灘，但事實卻不是如此。海洋一樣無邊，天空一樣蔚藍，但

我的腳下踩的卻是瓶瓶罐罐、塑膠污泥。原來的生物像是美麗、奇特的貝殼，還是

淘氣、可愛的螃蟹，怎麼都不見蹤影？ 

那時每撿拾一處區域，我的心中都會默默感傷，如果大家能愛護環境、愛護大

自然，我們的海域沙灘和地球，自然就可以生生不息、永續再生。 

我們家秉持著這樣的原則，家人多穿著親友的二手衣，生活中需要的家具、玩

具等都是媽媽在資源回收處帶回來，直到現在，我們都還善用著這些物品呢！ 

在這個資源有限的世代，需要大家一同做環保，人們不能在貪圖享樂卻不懂回

饋。地球要的回饋，不過就是愛它，用對的方式愛它，你我一定會受惠的。 

 

參考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道德月刊》No.178，陳麗安/珍愛地球 

 

故事文

章:高年

級 

走進山神領地  

南投杉林溪仁亭登山口前，我們圍成一個圈，隨著虔誠的敬山儀式散開，敬告

山神：我們想認識他、走進他蔓延的枝幹、迷霧的面孔。 

山神自有祂的道理，既有迷人山容和黛綠山色，也有殘酷的崩壁、暴雨、迷

霧、土石。對登山新手來說，請有經驗的嚮導引領我們認識山林餐，控制好團隊循

行速度，遵守團進團出，是對自己、家人及社會最負責的做法。在肩負八至十公斤

登山裝備下，人人都要學會風險控管的自律：除了必需的乾糧、水壺、雨衣褲、頭

燈及藥品外，不帶多餘裝備；善用離線地圖來規畫攀爬及撤退路線，最重要的是懂

得迷途時該怎麼自救、防止失溫與等待救援。 

行程已近兩小時，我的膝蓋關節開始感到吃力，驚險滑了幾跤，我不得不更加

專注於眼前，用意志與自身搏鬥。當我們終於抵達卵石累累的湖邊，看杉木成群排

列於靜謐清澈的湖邊，頓生一股無法言喻的平靜，煩惱退散。 

我想，這是來自山神的見面禮。然而，做客有做客的禮儀，隔日就該收拾好行

囊、帶走垃圾，不留痕跡是對山神的敬畏與承諾。因為我們早已約定好：再見，總

有一天！ 

 

參考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道德月刊》No.178，小綠/走進山神領地 

 



 對抗氣候變遷 

面對全球氣候的變化，各地無不出現極端的氣候現象。歐洲的夏天原本應該是

涼爽的，卻不時傳出夏溫創下歷史新高，甚至「熱死人」的情形；美國中西部是世

界糧食的主要生產地，也因為長期的乾旱導致糧食欠收，造成世界糧價的波動；我

國也受到極端氣候的影響，降雨越來越集中，屢創歷來紀錄。以發生在 2009 年的八

八風災為例，數天內降下了數個月的雨量，導致山區含水量暴增，釀成嚴重土石流 

，進而淹沒小林村、造成數千民村民活埋的遺憾事件。  

這些災害的可能原因指向全球的氣候變遷，其中又以「全球暖化」所造成的影

響最鉅。原本地球的大氣層內擁有許多的溫室氣體，這些氣體可以協助地球吸收來

自太陽的熱能，以維持地球的溫度，創造有利生物生存的條件。然而，人類在各項

生產活動或生活過程中大量產生的溫室氣體（其中以二氧化碳的比例最大），改變了

大氣的運作並破壞了地球自然溫室效應的效果，使氣溫異常增加。 

解鈴尚需繫鈴人，人類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兇，也可以是延緩這現象的實踐

者。多利用大眾運輸通勤、使用節能家電、關心氣候與能源政策、拒用塑膠製品、

培養少肉多蔬的飲食習慣、學習與氣候有關新知、使用電動車與親近再生能源等方

式皆是人類現階段可以努力且具體可達成的目標，請大家共同實踐。 

 

參考資料來源： 

林顯明《是人類改變了天氣 ? ! 全球暖化之濫觴》，SHS科學人文跨科際網站

https://shs.ntu.edu.tw/ebook/book/book91/index.html#page/1 

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專案小組對抗氣候變遷《生活中可以做到的 9 個節能減碳方

法》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update/12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