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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疑問促成的故事】 

    擺上數個垃圾桶，貼上不同的回收標籤，目的就是要更做更徹底的資源回

收，但在逢甲的校園中，卻總是看見塑膠類裡有紙類的餐盒、紙類裡有用過的

衛生紙等情況，讓人在做回收時常有有些許的徬徨，總是要再三確定丟的位置

沒有錯才敢丟入垃圾，並且「逢甲大學」，一個說出名字就能讓人聯想到夜市和

商圈的大學，身為這所學校的學生，常常能在學校附近看到來自外地的觀光

客，零零散散的散客、跟團的外國人，甚至是成群結隊來畢業旅行的國高中

生，人潮帶來錢潮，但同時也造成校園裡許多的髒亂，久而久之，腦中就出現

了這些疑問，龐大的觀光人潮會造成打掃阿姨的不便嗎？打掃阿姨面對分類完

全不確實的狀況時該怎麼做呢？有辦法讓大家更加遵守規則的丟垃圾嗎？在人

數眾多的逢甲校園裡又需要多久清一次垃圾呢？ 

    另外，學校的廁所清潔，也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在使用學校廁所時，並不

常看到打掃阿姨的身影，但是不管是衛生紙塞滿垃圾桶的情況又或者是髒到不

想去廁所的情況卻不常出現，乾淨的環境、充足的衛生紙、填滿的洗手乳等，

面對眾多的逢甲學生和蜂擁而入的觀光人潮，學校的清潔人員是怎麼做到的

呢？多久需要清掃一次廁所呢？又是利用什麼時刻清潔呢？跟打掃垃圾桶的清

潔人員是同一批人嗎？會因一些人如廁的壞習慣而感到困擾嗎？ 

    因為以上這些疑問

促成了此次的訪談契

機，同時我們對於學校

的清潔人員也產生了好

奇，做這行多久了呢？

這工作會有什麼壓力

呢？會產生什麼職業病

嗎？因此，我們帶著這

些疑問，找到了，願意

接受我們訪談的阿姨

們…… 

 

  



【隨處可見卻未真正去注視】 

    不知道大家是否想過從自己睜開眼睛展開一天，到閉上眼睛關上燈的那一

刻，自己總共產生了多少的垃圾量?我想根據報導顯示台灣人一天平均使用了

2.75個塑膠袋，一天的廚餘量可以堆成 70棟 101大樓，一年的垃圾量是一萬零

七百棟的 101大樓，身處在逢甲大學的我們也去思考過，隨手一丟一扔的寶特

瓶.、塑膠罐、餐盒、垃圾袋、甚至從未倒乾淨的廚餘，已經在無形之中產生了

多大問題，我們是否能停下腳步認真地去思考這個問題所帶來的前因後果。 

 

【默默付出的那群清潔人員】 

    每天早八的課總會使人有種想要賴床然後希望能夠再多睡一點的渴望，但

當你走進校園時，卻可以發現一群清潔阿姨早已把一袋一袋的垃圾分裝打包

好，商學大樓前，人言大樓旁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身影，這樣的畫面讓我們對他

們的工作加上平常看到逢甲大學內垃圾量的問題，引起了我們想要對這些部分

做深入探討及了解。記得我們在準備這次的報導，過程中訪談了二位清潔阿

姨，應該說我們還有被一位阿姨直接地拒絕，他回應我們說:「她非常的忙碌，

還有很多工作要處理」語氣上也顯得非常嚴肅，當下內心還蠻受傷的，想說短

短十分鐘的訪談為何都不能給我們?經過對他們工作內容更加的了解和深入探

討，似乎能體會會何阿姨會拒絕我們的請求了。 

    每天工作八個鐘頭，六點左右就要起床來工作，迎接他們的不是美味可口

的早餐卻是昨天累積下來滿滿的垃圾，他們必須在兩個鐘頭內將堆積如山的垃

圾處理好，等待清潔公司來載走垃圾。阿姨們其實都已經可以當成自己的母

親，甚至有些是頂著白髮駝著腰和自己奶奶年紀相當的人，我印象中很深刻在

訪問一位年紀稍長的阿姨，她邊回答我們提出的的問題，卻無法停下手邊的工

作，當下我看到了一個讓自己衝擊很大的畫面，阿姨徒手伸進垃圾桶內，將那

些垃圾做分類還有把湯湯水水的餐盒、飲料罐倒乾淨，當時的我被這樣的畫面

震撼到，也許我們貪圖一時方便，或是想說這種小事不必在乎，後果卻是這些

阿姨們要去做承擔。 

【將心比心的心】 



    或許你可以說這是他們的工作，而且我們有繳學費啊!我想這樣的想法或許

太過不成熟和自私，因為今天換成是自己的母親或奶奶在那邊工作，你應該不

會希望她的工作負荷量別因為同學們的自私、礙於方便，而更加繁重。讓我印

象深刻的還有一個阿姨回答我們她做這個工作已經幾十年了，從年輕做到現在

已經頭髮半白了，隱隱約約可以聽出或許是經濟上的壓力使他必須繼續做這樣

的工作，但....她卻笑笑地說就把她當成是一種另類的運動而且還有錢可以領，

很不錯啊!短短的一句話藏著不少的無奈和辛酸，阿姨卻還是在她的工作崗位上

努力著，這樣的精神身為學生的我都感到佩服，值得我們去學習。 

【無形的便利】 

    校園一直以來提供給學生們便

利的如廁空間，不僅不用學生打

掃，還提供免費的衛生紙，但經由

這次報逢甲訪問清潔阿姨之後才知

道，學生們是如何回饋這份便利

的，衛生紙亂丟，沒有公德心，把

廚餘或不屬於廁所的垃圾都扔到廁

所的垃圾桶，然而看到這些情況對

於學生們來說可能只要把門關上在找下一間乾淨的廁所就好，但對於每天維護

廁所環境清潔阿姨來說都是很大的困擾和負擔，我想對於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

常行為是每個人都應該要認真審思的問題。 

    有時候提早到學校就會看到許多清潔人員已經在學校裡忙得不可開交，人

言大樓前色彩繽紛的花圃，校園角落裡方便大家的垃圾桶，每個學生都會使用

到的廁所，都是這些一大早就到學校忙碌的清潔人員辛苦的成果，清潔人員到

學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前一天學生們堆積如山的垃圾，那些我們連碰都不想

碰的垃圾，而情況好的話垃圾桶裡不會出現異物，但遇到垃圾桶裡有不該出現

的廚餘等等垃圾的話阿姨就會非常麻煩，尤其他們還需要趕上垃圾車，因此常

常在七點多到校時看到阿姨們忙得神情嚴肅且汗流浹背，還不嫌髒的用沒帶手

套的手清理垃圾，慌張地請同學們等等在上廁所讓他們先收垃圾，為的就是幫

大家維護乾淨的環境，相信每個人都喜歡乾淨的空間，在看到阿姨們這些辛勞

之後，我不禁想明明是學生們在製造出的髒亂空間，怎麼卻是清潔阿姨在替大

家收拾爛攤子呢?有些清潔人員的年紀甚至可以當自己的父母了，大家是不是能

多發揮一點公德心共同維護，並設身處地的替阿姨們著想，也讓大家都有乾淨

的空間? 



 

    大一剛進入逢甲大學時聽到我們學校不用早掃時，一方面是開心一方面卻

疑惑著那校園環境要由誰來維護呢?而開學看到清潔人員後真的讓我大吃一驚，

其他學校都要自己打掃，怎麼學校那麼好還請清潔人員?想必逢甲的每個學生剛

開始都會警惕著自己必須心存感激，但久而久之是不是都把這份警惕消耗殆盡

了呢? 

    雖說這對清潔人員們來說是一份工作，是有報酬的但我們就能如此隨便嗎?

經過這次報逢甲活動後，希望藉由這份報導能喚起學生們公德心和警惕。 

【總結】 

【從心做起，也能改變】 

    這次透過報逢甲，我們採訪了校內清潔人員，我們透過先討論，設想問

題，再決定採訪時間，我們將問題分為垃圾分類及廁所清潔等問題，在採訪的

過程中，其實也不太容易，有位阿姨表示很忙拒絕了我們的採訪，阿姨真的很

忙，看到他們每天早上都打包著一大袋一大袋的垃圾，真的辛苦了，不過沒關

係，事情總是有不順利或順利的時候，被拒絕我們就尋找下一位清潔人員吧。

我們總共訪問了二位阿姨，兩位阿姨的意見都很相似，只希望學生能想想看，

試著養成垃圾分類及如廁後體貼下一位使用者的的好習慣，這些看似平常的

事，其實幫助了別人，無形中也幫助了自己，讓每個人都有良好的衛生環境。

也幫助了打掃的阿姨，和學校的校園環境。雖然我們總覺得垃圾不用分類沒關

係，但事實上阿姨們總是在後面辛苦的分類，彎著腰一個一個拿起來分類，再

將垃圾一袋一袋處理好，用推車推去集運，如果我們能做好垃圾分類，是不是

能小小的幫助到阿姨們，雖然我們不認識阿姨們，但也許我們小小的舉動，能

帶給他人一點點幸福感，花一點時間似乎也沒有什麼，如廁後將丟棄物品妥善

扔進垃圾桶，及記得要沖水，看似簡單，但還是有人會不小心沒丟準或忘了沖

水，如果我們能用心一點確實丟準，記得如廁後要沖水，是不是能為維護廁所

環境盡一份力，也許我們覺得這不重要，沒差我等下又不在這上課，但苦的是

下一位使用者，有的時候我們看到廁所很髒亂，馬桶沒有沖，心裡都會有不舒

服的感覺，或埋怨上一位使用者沒水準，如果每個人都能從心裡想著要維護廁

所環境，是不是能減少廁所的環境問題，也幫助了下一位使用者，也體恤了打

掃人員的辛苦，如果我們能從心做起，為了環境的整潔，花一點點時間去做

事，改變環境，讓環境更美好，心情說不定也會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