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成果 

活動名稱 107-1 宗教與全球化，「三不五石，關懷生態」工作坊 

執行單位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活動聯絡人 譚昌國 電話/分機 089-517679 

執行日期 107 年 10 月 31 日 

執行地點 台東大學公事系大教室 H302 

參與人數 教師人數 學生人數 校外人士 

1 30 1 

活動主旨 藉由台灣生態關懷者協會創會理事長陳慈美老師的分享，讓學生了解

當前台灣生態環境所面臨的重大議題，包括空氣汙染、能源政策、食

農教育、生態倫理等等。並由陳老師的人生歷程，發掘宗教信仰和生

態關懷之間的關聯。 

活動整體滿意度 

(請提供滿意度調查附件) 

73.9% 

活動過程簡介 

(500~800 字說明) 

  陳慈美老師以「三不五石，關懷生態」作為這次工作坊的主題。

陳老師首先解釋甚麼是「三不」，這是要走出三個ㄧ般人對生態環境的

態度，也就是「不關心」、「不清楚」、「不知所措」。要解決不關心，就

是要建構「健康的個人、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社區、健康的土地、健

康的文化」！要解決不清楚，就是要實踐「簡樸生活、自然農法、適

切科技、再生能源、古老智慧」。要解決不知所措，就是要加入關心社

會或關懷生態的團體，成為積極參與的成員，並以代禱、奉獻實際支

持贊助。 

    陳老師以她個人的經歷，談到她在大學時期就讀清華大學物理

系，女生宿舍外面就是台灣第一個核子反應爐，在它的旁邊住了四年，

而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核能發電對於環境和人體的危害。直到當了媽媽

之後，因為關心孩子吃的食物，以及孩子的發育和健康，才開始和教

會中的一群婦女，成立了「生態關懷者協會」。這個協會和台灣長老教

會有很深的淵源，其中的成員也有很高的比例來自教會中關心生態環

境的基督徒。陳老師回顧了生態關懷者協會所辦的一些全國性和國際

性的活動，包括帶領台灣的青年到國外參加生態環境會議，邀請國外

知名的環境倫理學者到台灣演講，以及和台東的原住民族部落合作，

從原住民族的古老智慧尋找和環境和諧相處之道。 

    在第二個階段，陳老師要同學分成三組，分別討論「如何在日常

生活中節能減碳？」「如何實踐對環境友善的飲食和農業？」「台灣的

社區發展如何和生態保育結合？」三個議題。同學討論約 30 分鐘後，

進行各組分享，最後由陳老師講評並做總結。 

活動支出經費 計畫補助款 其他 

6,304 （鐘點費 4,000，交通費

2,304） 

 



 

圖文說明 

(5~8 張) 

 

圖為陳慈美老師開場介紹自己 

 

 

圖為陳慈美老師介紹國外重要的環境倫理學者 

 

圖為同學進行分組討論 



 

 

圖為同學進行討論後的分享 

 

圖為同學進行討論後的分享 

其他附件 

1. 學生心得或學生作品(若為照片需以文字說明) 

2. 學習成效評量或滿意度調查表及分析結果說明(請提供電子檔案) 

 

10/31「三不五石，關懷生態」學生心得 
 

一、公事四 10418115盧翊綾 
    當初得知有一場宗教與關懷生態的演講，我還在想說「宗教信仰」與「生態環境」，看似

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要怎麼交會。聽完慈美老師的演講之後，了解到宗教與生態環境的結合，

每個宗教都有自己的一套教義，而教義就會成為教徒生活中的準則，遵守教義並且身體力行，

從宗教教義如何應用到生活中，再融入每個人生老病死的過程，進而影響他人，甚至於達到生

態環境永續發展，都是一連串的反應，只是每個人實踐的方式不同。 

    然而，早期的宗教習俗與環境保護還是有產生矛盾的時候，例如：道教點香拜拜、焚燒紙

錢造成空氣汙染，佛教的不殺生戒引起的放生行為導致生態圈的失衡。近年來環保意識覺醒，

大家開始檢視生活中種種的環保行動，有的在社區或學校推行環保運動；有的參加環保團體的

遊行活動，希望藉此引起政府的注意與重視；有的努力尋找環保遭漠視的癥結點，在國家、社

會、學校、家庭各層面開始自省並漸漸付諸行動的同時，宗教人士也紛紛投入環境關懷的行列。

以往宗教首要注重內在的、精神的生活，特別強調人際關係間的倫理，但是越來越多人發現，



 

許多宗教傳承之中含有深度的環保意識。 

    關於宗教與環保之間的議題，近年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些廟宇進行「滅香」的行

動，到廟宇信眾都會燒香拜拜、燒紙錢，目前政府正在推廣「一爐一香」、「香爐減量」等政策，

這些政策都是為了讓各宗教團體建立起提升空氣品質及維護健康的觀念。為了因應地球暖化及

空氣汙染等問題，政府持續推動減香減量政策，但基於尊重宗教信仰和民俗習慣，希望以鼓勵

的方式在宗教信仰與環境生態中取得平衡。 

 

二、公事四 10418140  吳品慧 
走出『不關心』 建構「健康的個人、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社區、健康的土地、健康的文化」。 

走出『不清楚』 實踐「簡樸生活、自然農法、適切科技、再生能源、古老智慧」。  

走出『不知所措』 加入關心社會或關懷生態的團體，成為積極參與的成員，並以代禱、奉獻

實際支持贊助。 

這是生態關懷者協會的例行的宗旨，也是這次演講最主要的概念，對於環境我們了解的都太少，

但我們卻又傷害的很多，文明時代的進步對於環境的傷害與日俱增，近幾年對於環境維護的意

識抬頭才有更多的舉動出現，像是環保餐具或者減塑政策的提倡，不過我們都非得實際體會到

問題的嚴重性之後，才會採取一些措施，不然前些年也都只是喊喊口號，做一些無關緊要的舉

動罷了。 

這次的演講者提倡的三不口號，其實我們平常也常聽到，友善土地、愛護環境、簡樸生活……

等等的，但因為宗教的力量，讓這個團體更加的團結，也更加的凝聚在這件事情上，其他做的

一系列的活動，都是由這些核心價值所發散出去的。 

像我本身並不是基督教的信徒，所以有些概念或信念也不是太了解，但我知道在宗教之外，其

實不管是甚麼信仰，對土地及環境的保護都應該不餘遺力 

的。像我們自己就能做到隨時攜帶環保餐具，及買一些無毒對環境無害的蔬果，這些小事情如

果大家都一起做，就是一件改變世界的大舉動。 

不過像這樣一個組織，從自身做起，然後試圖以自己微小的能力，影響整個世界，這種精神真

的很令人佩服，因為我們總是只關注眼前的事物居多，如果短時間影響不到自己的事情常常視

而不見，又或者不會去做，但如果世界上多點做領頭的組織或個人，相信一定會有更多人響應，

也相信土地會看到我們的努力，進而給我們好的回饋的。 

 

三、10418142 公事四 高郁倫 

理事長是主婦聯盟的負責人。我曾看過主婦聯盟的商店招牌在路上，我後來查了一下有關主婦

聯盟商店的資訊，他們以自身要煮給家人的食物為出發點，販售天然有機的食物。理事長當初

也是為了家人，從自身出發。當時聽到理事長的背景的時候，我無法將理事長的物理學背景與

她目前從事的理念相做結合。不過在這之後我明白他的宗教理念就是關懷關心，所以才因為家

人投身環境保護。 

整個演講主題緊扣在環境倫理上。對我而言，環境倫理就是對環境的道德，最近其他課程也有

講到有關環境議題的問題，這是目前主流的社會問題。理事長用面對巨人歌利亞的故事告訴我

們，面對這個巨大的議題，就算是渺小的人類也有戰勝的可能性。她的信仰之道與環境倫理兩

者相互呼應，所以理事長更加堅定的去推廣及執行她的理念。所以在最後，理事長希望我們討

論一些與環境相關的議題。這組分配的的題目是:想要保留下來甚麼人文或自然景觀。這個話

題讓同學熱絡得討論起來，大家開始想自己家鄉附近有甚麼。有人提到環境的變遷讓居家附近



 

的自然景觀改變，或者以前熟悉的柑仔店消失了。那種社區之間人情味隨者環境消逝。最後我

們想出的答案不外乎是自然環境的改變。不論是公園、農田都漸漸的消失。像是理事長講的，

如果不起身做些甚麼，那他就會消失。所以要起身行動。 

以我的理解而言，宗教理念與目標的關係就像交通工具與終點，宗教理念會驅使你去達成目標。

從演講來看，理事長一直走在這條環境保護的路上，就像他簡報中引用的話語「自然之路即十

架之路」。基督教的理念就是驅使理事長去報護推廣環境的引擎。 

 

 

 

 

 

 

 

 

 

 

 

 

 

 

 

 

 

 

 

 

 

 

 

 

 

 

 

 

 

 

 

 

 

 

 



 

國立台東大學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工作坊滿意度調查表 

107-1 宗教與全球化課程 

題目: 三不五石關懷生態工作坊 

主講人: 陳慈美 

    生態關懷者協會    創會理事長 

時間: 107 年 10 月 31 日(三) 13:30-15:30 

地點: 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公事系大教室(H302) 

您好： 

為瞭解本次活動對您的幫助，並提供未來活動規劃與辦理的參考，請您撥冗提供寶貴

的回饋意見。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寫，您在問卷中所提供的任何資訊，不會提供其他單

位使用，請依您實際感受填答。 

感謝您的熱情支持與協助！敬祝 平安快樂，萬事如意！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敬啟 

基本資料: 
□教師    □行政職員    █學生   □其他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滿意此次工作坊的場地安排。 18 11 1 0 0 

2. 我滿意此次工作坊演講者的安排。 17 8 3 0 2 

3. 我滿意此次工作坊內容安排。 13 5 10 0 2 

4. 我滿意此次工作坊的所有整體安排。 13 12 5 0 0 

5. 本次工作坊切合我的需求和期望。 10 5 14 0 1 

6. 我認為本工作坊能讓我增廣見聞。 13 9 7 0 1 

對本工作坊印象深刻的地方: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