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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彰化縣地區國小資源回收模式及成效之調查，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和資源回收成效之差異。樣本為

彰化縣175所公立學校之師生，並以自編之「彰化縣國小資源回收模式及成效之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進行調查，回收資

料以統計套裝軟體SPSS12.0執行，採用描述性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Scheffe事後比較等統計分析後獲得以下

結果： 一、縣內國民小學皆有實施校園資源回收分類工作，且97.6 ％皆有實施資源回收計畫。 二、各校資源回收遭受困

難，主要是教師要教學又要兼辦回收工作，過於繁忙。其次是學校缺乏存放空間及 回收商回饋太少 。 三、65％學校一週

回收4次以上；60％的學校是由訓導組負責回收工作；回收物的85％轉賣回收商；所得收 入的76％由學校統一運用。 四、

九成學校設有環保組織，校長對資源回收支持師生對資源回收也都積極配合。 五、各校資源回收之成效後效益明顯，學生

能具有環保觀念的效果、而資源回收後的收益對班級或學校都會 產生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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