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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碼」上行動：架設環保網站推動永續發展 

一、摘要 

隨著全球環保意識的日益提高，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環境保護並積極參與其中。為了

應對環境問題，建立一個專業的環保網站成為了當前推動環保教育與行動的重要途徑。我們

製作的網站將致力於提供深度的環保知識與實踐方法，幫助使用者更好地理解環境問題並採

取有效的行動。 

網站的內容不僅涵蓋基礎的環保知識，如碳排放、能源節約與可持續發展等，還將針對

實踐方法提供專業的指導，包括如何減少日常生活中的資源浪費、如何選擇環保產品以及如

何參與社會與政策層面的環保行動。透過該網站，使用者將能夠學習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貫

徹環保理念，並激發他們積極參與到更廣泛的環保行動中。網站的核心目標是讓每個人都能

成為環保的實踐者，並推動環保理念的普及與社會變革。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本研究旨在利用資訊科技推廣可持續發展理念，特別是環境保護與資源回收。隨著環境

問題日益嚴峻，民眾對回收分類的認知偏差與回收系統低效能成為影響環保行為的重要因素。

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資源管理與循環經濟對減少環境污染至關重要。為了提

高公眾的環保意識，本文以 Replit 平台建立環保網站，透過提供環保議題介紹、影片鏈接及

閱讀資源，促使使用者更深入理解環保行為。研究目的在於了解環境保護協定與方式、釐清

回收誤區、推廣正確的回收方法，並調查讀者對網站的滿意度，進一步優化網站設計，提升

環保宣傳效果。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環境保護與資源回收是現代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有效的資源管理與循環經濟對於減少環境污染與提

升資源利用效率至關重要（United Nations, 2015）。然而，許多研究指出，民眾對回收分類的

錯誤認知，以及回收系統的低效能，仍然是影響回收成功率的主要因素（Chen et al., 2021）。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資訊科技的應用，建立一個環保網站，以提高公眾環保意識，並促進

更精確的回收行為。 

（一） 了解環境保護的協定與方式 

（二） 釐清回收常見的誤區 

（三） 架設環保網站，推廣環保意識及方法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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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圖 1：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流程 

 

圖 2：研究流程圖 

二、驗證步驟 

（一）網站內部開發 

本研究選擇了 Replit 平台作為網站開發的編譯器，並使用 Python 和 HTML 作為程式語

言進行網站設計。網站設計的核心理念在於透過環保文章和影片，引導讀者採取看似不起眼

的小動作來響應環保，從而達到提高環保意識和實踐。在實作過程中，我們重點關注如何有

效整合內容和功能，並透過精心設計的界面來促進讀者的參與和互動。以下部分將展示網站

的主要界面和功能，並附上相關圖片進行簡要說明，以展示網站設計理念和實施過程。 

（二）網站內容 

1、首頁 

「首頁」提供三項服務：服務一（圖 5）為提供環境保護的專業問答，幫助訪客解決

與環境相關的疑問；服務二（圖 6）提供一系列環保相關影片，讓使用者能透過視覺媒體

了解更多環保知識；服務三（圖 7）則匯集了環境保護相關文章的連結，方便有興趣的讀

者深入閱讀和研究，從多角度學習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決定主題

收集相關

資料、文獻

網站實作

網頁製作、

繪製圖片、

尋找影片

滿意度調查

1.實用性檢測

2.滿意度調查

結論

1.修改網頁

2.結論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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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首頁服務一 

 

圖 4：首頁服務二 

 

圖 5：首頁服務三 

2、關於我們 

「關於我們」頁面展示了我們在網站製作過程中的想法和理念，並設計了跳轉功能，

透過程式轉向另一個介面展示簡報，進一步藉由簡報傳達我們的想法與願景，讓使用者更

直觀地了解我們的創作目的。 

 

  

表 1：關於我們_部分頁面內容 

3、環保再利用 

「環保再利用」頁面運用了與「關於我們」相似的呈現方式，條列出各種環保再利用

的具體方法，如廢紙回收、雨水澆灌植物等等。透過這些實際可行的方式，我們希望為環

境保護增添一些色彩，並鼓勵更多人參與環保行動。如下所示，為環保再利用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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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環保再利用_部分介面 

4、回收判定系統 

回收判定系統為了讓在不知道何處可查詢回收分類的民眾，可透過簡單的輸入文字，

來查詢對應的分類位置，如：輸入「寶特瓶」可得塑膠類，輸入「報紙」可得紙類。 

      

     圖 6：判定內容物資源 

 

圖 7：回收判定系統 

 

（一） 程式碼 

1、 登入頁面 

表單切換功能使用兩個 JavaScript 函數來實現。 

 

圖 8：登入頁面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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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註冊頁面程式碼 

註冊登入完成與否功能利用 XMLHttpRequest 向伺服器發 POST 請求，提交電子郵

件和密碼。如果伺服器回應成功，則跳轉到主頁；否則，顯示登入失敗的提示。 

 

2、 回收判定系統 

 

圖 10：回收判定系統執行程式碼 

⚫ placeholder="：例如：塑膠瓶"：為輸入框提供提示文字。 

⚫ <button onclick="checkItem()"> 確認 </button> ：按下按鈕時，執行名為

checkItem() 的 JavaScript 函數。 

⚫ <p id="result"></p>：用於顯示判定結果的段落元素，透過 JavaScript 動態更新內

容。 

⚫ <script src="script.js"></script>：引入外部 JavaScript 檔案，負責處理回收判定邏

輯。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本環保網站提供便捷的回收判定系統，協助使用者識別垃圾與可回收物。然而，僅止於

判定無法根本改變環保意識，因此我們致力於系統優化、環保行動推廣與平台發展，以提升

大眾環保知識並促進實踐。透過關注垃圾分類、水汙染、空氣汙染及能源消耗等議題，我們

期望將環保從口號轉化為全民行動，並結合科技推動社會邁向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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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環保網站之 SWOT 分析 

Strengths 優勢 Weaknesses 劣勢 

社會責任感：網站專注於環保議題，積

極傳遞可持續生活方式，吸引注重環保

的用戶群體。 

專業性與權威性：網站參考來自環保領

域專家的知識，能夠提供可靠且有價值

的資訊，增強信任度。 

內容更新速度：環保領域不斷有新的政策和技術

進展，如果網站內容更新較慢，可能會影響用戶

的持續參與。 

受眾侷限性：部分用戶可能對環保議題缺乏興趣

或知識，網站的影響力可能受限於環保意識較高

的群體。 

Opportunities 機會 Threats 威脅 

增設社群討論功能：提供討論功能和服

務（如同社群媒體的樣式）誘導用戶利

用討論功能闡述對環保議題看法達到

提升環保意識。 

全球市場擴展：擴展至更多語言和區域

市場，提供本地化支持，增加全球用戶

群體。 

環保議題的爭議性：環保議題常常涉及政策、經

濟利益等敏感領域，可能會引發爭議，網站需謹

慎處理與不同觀點的對立。 

資訊過載與信任危機：網路上充斥著大量資訊，

其中不乏錯誤或不準確的環保資料，這可能導致

用戶對網站的信任度降低。網站必須保持內容的

高質量與可靠性，以避免誤導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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