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 106 年度國際教育融入課程方案徵選計畫 

 

 

  

主題名稱 走入歷史.看見世界 學
校 

新北市中和區 

光復國民小學 
設計者 許雅貞 

設計理念 

1. 小學生的國家認同首先來自於土地與族群，這是生

活根源，從生活中的「根」開始追溯族群的聚落型

態與飲食風俗習慣，讓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

分享彼此的經驗、凝聚彼此的共識。 

2. 歷史知興替、歷史明得失，在歷史洪流中探索台灣

與國際互動過程，讓小學生潛移默化「社會環境變

遷」與「全球化意義」對個人產生的影響。 

年
級 

五年級 

人
數 

23 人 

節
數 

12 節 

學生先備
知能分析 

1. 瞭解台灣近四百年來的歷史發展，一路從荷西時期、明鄭時期、清朝時期、日治

時期，到中華民國時期，已經具備台灣歷史脈絡的相關知識。 

2. 透過長時間預習及記錄筆記的經驗，具備資料統整、分析、歸納的能力。 

3. 具備基本溝通能力，能在班級公開場合表達見解，並傾聽瞭解他人的經驗。 

教學目標 

1. 理解台灣歷史之後，以台灣與外國交流的歷史，創作一齣架空歷史劇。 

2. 探索聚落型態與生活文化，訪問家人追溯家族根源，發掘家族歷史中的小故事或飲

食風俗等等，繪製族譜。 

3. 發現目前生活器具與世界各國的關係，瞭解全球化議題中的環境惡化問題，透過網

路資料查證，整理相關主題報導，思考自身在全球化環境中的責任與行動。 

教學評量 1.口頭報告 2.編寫歷史劇本 3.繪製族譜 4.主題報導 5.表達與溝通 

教學資源 1.網站資源  2.家族史訪查資料 3.平板電腦 4.世界地圖 

融入領域 1.社會領域  2.語文領域  3.綜合活動 

對應國際教育指標 

1-1-1 瞭解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特質。 

1-1-2 表現具國際視野的本土文化認同。 

1-2-1 理解國家發展和全球之關連性。 

2-3-1 具備探究全球議題之關連性的能力。 

2-1-3 具備學習不同文化的意願與能力。 



  

教學架構與活動 

 
 本次方案的課程內容綱要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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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環境議題
與行動

實地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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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方案的課程理念結構如下： 

 自尊自重與省思行動是傳統與現代、台灣與國際接軌的基石！ 

 

 

  

社會
變遷

歷史中的
國際交流

農業社會
裡的遷徙
歷程

工商業社
會下的商
品與欲望

未來社會
的環境意
識與觀點

 從自我出發，探索群體，形塑認知與觀點，發現問題與省思各

種行動，最後實踐於一己的生活之中。 

 家族是群體的第一層，現實生活世界是群體的第二層，他山之

石的國際社會全球化是群體的第三層。 

 認知觀點必須從切身生活開始，擴及歷史與未來，拉開時間感

與空間感，形塑的國際視野才不致於失了根，或者太過不切實

際。 



 

 

  

子題名稱 節數 教學重點 

歷史中的國際交流 3 1. 劇本創作 

回顧台灣的歷史，選取自己最有興趣的一段歷史來設

想；選擇自己最關心的主題來編寫，一邊參考客觀的

歷史人物或相關的事件，一邊杜撰歷史中的細節，寫

成有趣的對話。 

2. 溝通與分享 

分享彼此的劇本，瞭解彼此的核心價值是什麼，也許

大同小異，也許天南地北，在閱讀其他人的文本的時

候，才能學習分辨與培養賞析能力。 

追本溯源家族族譜 4 1. 調查訪問 

分四次細項回家調查及訪問，一方面增進家人互動的

機會，另一方面探索自己的出身背景、家族淵源。 

2. 繪製家族族譜 

將調查史料繪製成自家的族譜，展現每個家族遷徙歷

程中的辛苦與艱難，而不是只有貧窮與富有的差別而

已。 

3. 溝通與分享 

上台報告自己的家族史，隱私的部份省略不講，重點

在報告遷徙的歷程，以及發生的趣事，每個人 3-5 分

鐘，要將紙上的內容去蕪存菁。 

4. 回饋與省思 

將傾聽與分享的感受記錄下來，明白與察覺自己所處

的文化內涵是什麼？構成台灣歷史文化的氛圍又是什

麼？感受到整個文化的歷程又是什麼？ 

商品需求全球化 2 1. 從閱讀《荀子禮論篇》其中一段節錄，探討其中的物

質欲望，發現自已的欲望類型多半屬於哪幾類？還有

這些欲望多半來自於生活環境中的刺激或誘惑，明白

個人的消費習慣受到媒體與環境的影響，非常大。 

2. 發現商品來自世界各地，在台灣常見的商品的品牌來

自哪些國家？並且多方蒐集發生在世界各國中的環境

問題，探討開發與建設對土地及人群產生的影響。 

環境議題與行動 3 1. 探討各類商品的終點與方式。 

2. 參訪八里垃圾焚化廠，共同省思及討論。 

3. 努力在生活中實踐對環境的關懷與行動。 

 



 

 

 

 

指標 

對應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1-1-1 

 

 

 

 

 

 

 

 

 

1-1-2 

 

 

 

 

活動一：歷史中的國際交流 

＜第一節—第三節＞ 

壹、引起活動----提問 

  台灣的歷史自從進入文字時期以後，分別經歷了荷西時

期、明鄭時期、日治時期，一直到中華民國時期，歷史還在繼

續，回顧過去，台灣這塊土地從一開始就是非常多元族群的組

成，殖民地的歷史也讓台灣很早就與外國發生交流與互動。 

  在這麼長的歷史過程中，你對哪些歷史人物印象特別深

刻？這些歷史人物的出生地分別是在哪些國家？ 

 

 大家一起標示出歷史人物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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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室

佈置

的地

圖 

2. 小紙 

3. 筆記

本 

4. B4 紙 

 

 

 

表達溝通 

 

 

 

 

 

 

教室佈置 

世界地圖 

 

劇本撰寫 

 

 

 

 

 

 

 

 

 

 

 

 

 

 

 

閱讀分享 

 

貳、發展活動----劇本創作 

一.每個人提出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歷史人物，例如：馬偕、陶

德、斯文豪氏等等，查詢他們各自來自哪些國家？ 

二.挑選一段最有興趣的歷史，選擇最關心的主題來撰寫，參

考一半真實的歷史人物，創作一半虛擬的故事人物，發想

有趣的對話。 

三.創造對話過程中，必須考量時代背景，以及真實歷史人物

中的事蹟，先將構想稍作設計，寫出大綱。 

四.介紹劇本的格式，例如：主題、場景、旁白、角色……等

等，並且解析當下電視劇流行播放演出的架空歷史劇型

態，明白真假摻半的戲劇型態。 

 

 擬出劇本結構與大綱。 

 

 在Ｂ4 紙上編寫自己的歷史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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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參、綜合活動 

  分享彼此的劇本，以小組為單位，輪流傳閱自已的作

品，瞭解他人心中的價值，以及習慣溝通或表達的方式。倘

若期末時間充裕將以小組為單位，挑選合適的劇本進行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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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活動集錦 

 

 

 

 

 

 

 

 

 

  

我最崇拜馬偕了！ 歷史人物出生在哪裡？ 甘地要貼在印度哪裡呢？ 

 

 

 

 

 

 

  
 

撰寫歷史劇大綱（一） 撰寫歷史劇大綱（二） B4 紙自編劇本 

 

 

 

 

 

 

 

 

 

 

 

 
 

分享彼此創作的作品 給予故事綱要一些建議 挑選排練的劇本再修改 

 

將紙上的劇本實際演出，讓故事更有生命力，第一

次在班上演出，雖然還很混亂、生澀，揣摩戲劇中

的人物在殖民時代的情緒，尤其是扮演日本兵，是

一次不錯的學習與嘗試。 

 



 

 

 

 

 

教   學   省   思 

   創作劇本之前，學生頗愛聽歷史故事，荷蘭人的鹿皮換地、巴克禮牧師代地方仕

紳向日軍求和、芝山巖事件中的六氏先生、陽明山上的斯文豪氏蛙類......，上學期

的校外教學及社會五上單元的歷史脈絡裡，學生深刻明白我們生活的土地上，自好幾

世代以來融合了許多的異國思維與風情，構成台灣這塊土地獨特的文化氛圍。 

  統整歸納歷史，換學生自己來訴說歷史，當中的生活細節由他們自己來創造，故

事的主題想突顯什麼樣的價值觀，由他們自己選擇，有人選擇戰爭的殘酷與家庭破

碎、有人選擇甲午戰亂時代下的愛情故事、有人選擇後藤新平的衛生措施、還有人將

霧社事件寫入故事裡，創作的過程中選擇核心的主題很重要，學生自己也藉由創作的

過程探索自己為什麼選擇這個年代？為什麼選擇這個主題進行創作？有知覺的創作是

未來是否走向國際的關鍵！是未來是否邁向開闊視野的動力。 

  劇本排練是很好讓學生做中學的機會，有學生會因此上網查詢某一句話的日語怎

麼說，引起他學習外語的機會，不過，受限於時間與既有的課程進度，劇本與排練的

內容還可以再更細緻一些，例如：從角色的瞭解與個性推測這個角色習慣的講話口氣

與習慣。整體來看，本單元還可以再精進的地方有： 

1. 外國人物的出生地查詢，雖然是從已知的歷史知識內容出發，但還可以再深入細

究這些人物的身家背景，一方面更瞭解這些外國人常常是出自於哪些動機來到台

灣，另一方面可以探索是什麼樣的生活環境塑造了這些耳熟能詳外國人的思維與

行動。 

2. 劇本撰寫中，許多學生都會挑選戰亂的背景來鋪陳，不過對於戰亂的慘況學生總

難以體會，不容易想像，小男生在排練這一幕時，往往流於打打鬧鬧，這是值得

再延伸課程的地方。 

 

 



 補充閱讀教材 

 



 

 

 



 

 

 

指標 

對應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1-1-2 

 

 

 

 

 

 

 

 

 

 

 

 

 

2-1-3 

 

 

 

 

 

 

 

 

 

 

2-1-3 

 

 

 

活動二：追本溯源----家族族譜 

＜第一節—第四節＞ 

壹、準備活動----回家調查訪問 

  分別挑選了四個題項回家詢問家人，並且記錄下來。只要

是家人，不限對象，因為現代社會就連家庭裡的互動都減少了，

更因為流行文化的影響，導致傳統文化式微，透過拉長訪問的

時間，一週一問，慢慢沉澱或思索還有哪些家族的訊息，可以

詢問哪些相關的人。 

 

 家族的成員有哪些？最遠到哪一世代？ 

 家族成員曾經發生過哪些小故事？ 

 家族遷徙的歷程，包括時間、地點、經驗為何？ 

 家鄉的風俗習慣或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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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板

電腦 

2. 家庭

聯絡

簿 

3. 筆記

本 

4. B4 紙 

5. 學習

單 

 

 

 

調查訪問 

 

 

 

 

 

 

 

 

 

 

 

 

 

族譜繪製 

 

 

 

 

 

 

 

 

 

 

 

報告分享 

 

 

學習省思 

貳、發展活動----族譜繪製 

一.討論繪製族譜的方式，在統整分類自己所調查到的資料以

後，安排版面配置、發想家族發展的特徵，有的人從樹出

發；有的人從船出發進行繪製。 

二.抄寫及整理資料的過程中，結合社會第五單元－台灣的區

域與交通，運用平板上網查詢祖先遷徙的距離，或者要返

鄉探源時，可以搭乘何種適當的交通工具，將會耗費多久

的時間。 

 

 繪製家族族譜 

 

參、綜合活動 

1.篩選報告的內容，祛除族譜上屬於個人隱私的部份不說，

擷取重要的訊息進行分享，例如家族小故事、家鄉風俗

或飲食、家族源生地。 

2.將聽完報告的感受與發現寫在學習單上，進行回饋！將全

班的報告進行反省與歸納，領悟先人開疆拓土的艱辛。 

 

 報告分享與回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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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活動集錦 

 遷徙最遠的族譜！ 

 

  

聯絡簿上的小問題 每週一問 訪問摘要 

 

 

 

找找原鄉與台灣之間的距

離有多遠？ 

看看 google的技術有多

強大！ 

族譜意象是什麼？交通工

具很重要！ 

 

 

 

 

 

 

 

 

 

 

 

 

 

我的家族裡人實在很多！ 我超愛父母故鄉的小吃！ 我的祖先以捕漁維生！ 

 

台灣歷史是一部小型世界移民史！隱藏著來自五

湖四海的血緣與文化特質！一起住在這裡要很珍

惜，一起開拓這裡要很有國際化的眼光。 

 



 

 

 

 

 

 

 

 

 

兩位媽媽來自越

南，對這兩個家

庭來說，越南這

個國家是他們的

另一個家鄉，認

同來自於生活的

依附與牽伴，那

塊土地上的食衣

住行育樂雖不十

分熟悉，卻也並

不陌生，透過他

們親身體驗與報

告，大家一起發

現一件事：習慣

雖有差異，家鄉

情感還是一樣的

濃郁！ 

 

 

 

 

 

 

 

 

 

 

 

 



 學習單的回饋與分享 

 



 

 



 

 

 

教   學   省   思 

  從上個小單元探索來到台灣這些外國人的出生地，這個單元開始瞭解自己家族的

原生地，分享彼此的原鄉故事中，驀然發現同學們的祖先原來也來自四面八方，有的

因為戰亂而改姓、有的因為生存而遠嫁來台、有的因為生計而移居遠方，這些點點滴

滴讓人嘖嘖稱奇、讓人印象深刻。 

    整個單元活動的設計過程中，也遭遇來自學生父母親的壓力與質疑，有父母表示

我什麼都不知道；有父母表示自已只是尋常百姓，家族並不顯赫，哪有什麼記錄？多

數的家庭挺多記錄到第四代，顯示現代工業化以後，跟早期農業化社會的時代產生間

隔，農業化以不識字的農人居多，工業化開始提倡普及國民義務教育，卻也因為生活

的忙碌與時間的切割零碎，使人與人之間逐漸疏離，對於過去的家族史溯源常常是心

有餘而力不足了。 

  藉由這次學習機會，學生多了些跟家族成員心靈情感交流的機會，在他們敍說的

故事裡，他們自己本身得以更瞭解自已的親人，對於班上同學們來說，才發現過去年

代的辛苦，真的是大家都差不多，而且是真正的辛勞！承接到他們這個世代時，才真

的領悟到那一絲一毫的珍惜！ 

  目前在遷徙最遠的莫過於外配家族，在報告和討論的過程中，學生提到「外籍新

娘」一詞，趁機討論「外籍新娘」形成的時空背景，交通工具的進步縮短了人類遷徙

的時間，讓人類的欲望更容易滿足，移居別國、他地的機會更高，為了謀生與更穩定

的生活，「外籍新娘」從自己的家遠渡重洋來到台灣，也是希望自己和下一代有更美

好的生活，一如在民國五０年代，當時台灣有一股移民潮，紛紛舉家移民至澳洲和美

國的情形一樣，釐清楚遷徙的脆弱與不得已，學生對於許多在台灣辛苦工作生存的外

籍人士，也才不會只有大驚小怪和不理解，才能多了些體諒與包容。 

 



 

 

指標 

對應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1-1-2 

 

 

 

 

 

 

 

 

 

 

 

 

 

 

 

 

 

 

 

 

 

2-3-1 

 

 

 

 

 

 

 

 

 

 

 

活動三：商品需求全球化 

＜第一節—第二節＞ 

壹、閱讀與討論活動 

  在《荀子禮論篇》中開宗明義提到，「禮」之所以被重視

多半是因為「欲望」的關係，在小學生活教育實踐裡，幾乎天

天都在上演這樣的拉鋸戰，規矩不能無的放矢，班級裡從手拿

式小型風扇、指尖陀螺、觸電筆、電動立可帶……等等，學生

的物欲被不同的時代掀起，在不同的環境裡學習取捨。 

  尤其到了近代，台灣學生手中各式各樣的用具或文具，已

經來自全球化，因為資本主義的操作模式下，品牌創造國家與

生產製造國家，幾乎是分隔兩地的，這學期的重點課程只先著

墨在發現商品全球化的現象，至於理解這樣的過程留待六年級

社會第二單元—生產與消費，再進行延伸與探討。 

    不過，透過《荀子禮論篇》的討論與理解，可以明白社會

制度用「禮」、「義」來規範人類的欲望及文明發展，是希望能

使人類活動與生活環境更加和諧的！ 

 

 閱讀《荀子禮論篇》其中一段節錄！ 

 觀察思考自已的欲望層次。 

 討論生活中的欲望是怎麼出現的？ 

 大家一起標示出生活常見商品來源國！ 

貳、發展活動----資料蒐集 

一.從現代發明的五花八門商品中，探討這些商品對生活產生

什麼影響？當這些商品在使用完後又會對環境造成什麼

衝擊？甚至在製造過程中，也可能對整體生態形成什麼面

貌？ 

二.以小組為單位，選擇一個國家，蒐集這個國家面臨環境議

題上發現的問題，或者制定的法規……等等。 

三.運用學習單記錄資料查詢的結果，查詢過程中有小組成員

選定的範圍過大，像是選了歐洲的資料，就得要求再縮小

範圍。 

參、綜合活動 

  各組上台報告資料查詢的結果，全班進行簡單的統

整歸納，發現各國在規範與措施上都十分重視資源回收

的工作，不過，大家也發現要能真正垃圾減量，歸根究

柢是要降低欲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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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活動集錦 

 

 

 

 

 

 

 

 

 

 

討論欲望的發展歷程 探討欲望的類型 

 

 

 

 

 
 

探討欲望的層次 小組選定國家蒐集環境議題資料（一） 

 

 

 

 

 

 

小組選定國家蒐集環境議題資料（二） 輪流上台報告查詢的資料 

 

 學習單的回饋與分享 

   
   

 



 



 

 



 



 

 



 

 

 

 

 

 

 

 

 

 

 

 

 

 

 

 

 

 

 

 

 

教   學   省   思 

  從欲望出發探索生活中的商品，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被全球化的資本主義

控制了，到底是人在選擇商品？還是商品在操縱人類的生活？學生其實還十

分模糊，雖是社會環境變遷導致，但是，人還是有選擇權；人還是有克制

力，因此本單元在讓學生從生活商品中明白社會環境的變遷，如何還能保有

族譜紀錄中屬於傳統時代的美好，同時又能持續時代的進步。 

  荀子的禮論篇寫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這句話為

學生日常生活下了很好的註解，否則，就不會一下子指尖陀螺，才隔不到二

個月又一下子變成巴克球，這些商業化也是一種全球化的現象，訊息流通快

速而無法控制，像在上數學線對稱圖形時，舉凡許多運動品牌或汽車種類的

logo，生活在都市的學生也都能一眼認得，商品轉化成資訊流通，不想知道

幾乎不可能了。 

  因此，才在大家寫出了彼此察覺的欲望類型之後，再試圖分析這些欲望

的層次，將生理需求的欲望，以及物質玩樂的欲望，提升到愛與歸屬、榮譽

與自尊的欲望，這就是希望學生能學會分析欲望之後，展現自我克制的能

力，不過這點學生還很薄弱，但至少能懂得克制與生活中各種欲望之間的關

係。 

  後來，又再以商品的結局來面對及處理造成環境傷害的問題，能夠永續

的核心概念，就是垃圾減量，最能支持垃圾減量的做法，就是降低欲望，而

學生要學會一種思考後果的能力，才有辦法降低欲望！參考別國的做法更是

一種強而有力的刺激。 

  可惜平板電腦不夠多、網路訊號不夠強，要不然當場可以蒐集更多國家

處理垃圾、節能減碳的積極做法，班上只分成四組，分別找了瑞典、荷蘭、

美國與日本的例子，思考他們國家對待環境資源的態度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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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環境議題與行動 

＜第一節—第三節＞ 

壹、引起活動----提問 

  綜合個人查詢網路資料中發現，當前世界各國都面臨

因為工業化開發，造成環境生態威脅的難題，尤其最終必

須解決大量的廢棄物處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從網路資

料中發現，瑞典的垃圾焚化廠不僅面臨沒有垃圾可燒的困

境，因為國民的資源回收做得太好了，也成功將焚化廠產

生的熱能轉化為電能，幫助整個瑞典渡過寒冬，那麼台灣

呢？我們的垃圾焚化廠是否也向國外取經而獲得成功的

經驗呢？參觀新北市八里焚化廠變成讓學生得以親眼見

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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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外教學活動----參觀八里焚化廠 

一.透過解說瞭解台灣處理垃圾的變遷過程，瞭解垃圾車

的種類與處理模式，並進一步探索焚化廠的構造。 

二.親身驗證焚化廠將熱能轉變成電能的成效，整個廠房清涼

無比，使用的空調電力完全由自身的焚化廠提供，剩餘還

有 80%的電力可以轉賣給台灣電力公司。 

三.理解垃圾焚化廠在設廠與規劃上的安排，並且明白這種做

法的利弊得失。 

四.觀察八里焚化廠的外觀設計，完全跳脫刻板的垃圾骯髒不

堪的印象，欣賞貝聿銘建築師帶來的視覺美感，原來焚化

廠也可以看起來如此豪華高級。 

五.小組分別攜帶一台平板電腦，輪流操作使用，進行拍照或

錄音，記錄參訪的學習歷程。 

 

參、綜合活動 

  完成學習單的記錄觀察，以及省思回饋，並將平板

電腦中的資料上傳雲端硬碟，作為日後相關議題探討的

佐證資料，彼此分享此次的參訪心得，徹底明白所有產

品變成廢棄物的處置方式，同時，學習思索自身的生活

行動實踐裡，可以盡力做到哪些？還有哪些方面是需要

再努力克制的地方？促使環境可以永續發展，日後務必

要更自我提醒哪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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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活動集錦 

 

 

 

 

 

 

 

 

高 150公尺的煙囪聳入雲霄 當場檢核生活實踐的能力 

  

觀察垃圾車的種類與進廠前的工作 認識焚化廠的構造與功能 

 

美麗又高級的外觀，出自貝聿銘建築師團隊

筆下的設計藍圖！鋁帷幕玻璃透光性佳，大

量減少建築物內部的光能設備的使用，陽光

投射出許多幾何交叉的美感。 

 



 學習單的回饋與分享 

 



 



 

 

 

 

 

 

 

 

 

 

 

 

 

 

 

 

 

教   學   省   思 

  出發之前，學生聽到要去焚化廠參觀，一陣嘩然，面露嫌惡之情，含蓄

的表達方式，是頻頻問：「老師，燒垃圾的地方應該很熱！很熱吧！」親自走

訪一趟，大家全部改觀，一眼望去馬上就跟解說員說：「哇！燒垃圾的地方這

麼高級喔！」原來，工業化的結果，生產過剩，人類需求過度，能源消耗過

快，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因為工業化而產生的環境問題，若能用精緻而有

效的工法，也不失為一種解決的良策。 

  學習發現問題、探討問題、解決問題，也是精緻而有效的教育策略，沒

有實際參訪的學習經驗，很難啟發深層思考；沒有深入觀察思考，很難形塑

久遠的價值觀。在規劃每個教學歷程之前，總是謹慎的想著這樣的教育目的

——沒有紮根的文化，如何能放眼國際？唯有建立能關心自已生長土地，解

決生活問題的人格，才能以堅定的自信與創意走向世界的各個角落。 

  貝聿銘的焚化廠建築完全顛覆大家對焚化廠的刻板印象，處理垃圾的流

程更讓大夥目瞪口呆，從上個單元的各國資料查詢的練習中，大家歸納出瑞

典及荷蘭這兩個國家的垃圾減量措施，完全來自從小生活習慣的落實，才能

達到超過 90％的資源回收率。再回到真實處理垃圾的現場時，大家對於「養

成習慣」這種看似微小的動作才變得更加重視了，畢竟那壯觀的垃圾坑，還

有屢屢偷飛進來的蒼蠅，讓人不得不領會囤積如山的垃圾，那是真真實實需

要解決的生活問題，它是不會因為被垃圾車載走了，看不見了，就表示不存

在了，或者解決了！ 

  延續上次單元查詢國家與環境的資料，這次若能再加深瞭解各國焚化廠

的運作情形與者垃圾處理過程，那就更加完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