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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在料理上千變萬化的牡蠣，是許多饕客的最愛。不過吃完了新鮮欲滴的蚵肉，

這剩下的殼，能做什麼? 蚵在東石是最重要之淺海養殖的經濟貝類之一，開蚵

剩餘下來的蚵殼更是驚人，在路邊隨處可見蚵殼的蹤影，如何善用蚵殼，以免

大量的蚵殼造成環境問題，是在地居民需要面對的，課程規劃學生讓學生了解

蚵殼多元化的利用，學習如何利用周遭的廢棄物創造多元的價值。 

進行方式： 

1.影片觀賞：[蚵畫東石情 養蚵人家]介紹蚵的養成 2.討論:蚵的美食料理(請學

生發表) 3.討論:剩下的蚵殼不處理會越來越多，怎麼辦？ 4.網頁連結:蚵殼妙用

多 5.學習單 6.發表、討論 

成果描述： 

學習成效面向多樣化，學生經過積極參與授課過程，課程結束後所累積的專業

知識大幅增進、原先對於不起眼的蚵殼態度轉變為是能夠永續環境的材料、課

後也有部分同學自行上網查資料或與老師額外提出問題並且詳加討論、孩童回

家樂於與家長分享學習心得。 教師瞭解知識傳遞的效果、教與學的差距;藉由

評估加以紀錄，引導未來課程規劃與改善。設計學習單並與網路多做連結,增加

主動學習(如發問、思考、積極參與), 進行多元評量，深化核心能力。協助學程

整體課程規劃，提升教育品質。 

實施心得： 

根據統計台灣每年所產生的牡蠣殼重量高達 16 萬公噸以上，但由於牡蠣殼的

附加價值並不高，過去僅少量使用在建材、土壤改良劑或雞鴨飼料等方面，而

絕大多數是任意堆棄，且牡蠣殼上的殘肉易孳生蚊蠅，以及因高溫日照所產生

陣陣惡臭等，亦會造成環境的污染。因此若能將這些廢棄的牡蠣殼，製作成既

安全又環保的新產品，不僅可解決牡蠣殼堆棄所造成的環保問題，也讓其應用

範圍更形廣闊，附加價值更加提升，達成節能減碳之目標，而這也是應積極投

入發展的原因。 

學習者心得： 



1.在蚵殼堆中找比較大的蚵殼，先將它們清洗乾淨，再用鑽孔機把它們打洞，

然後一串串綁起來曬乾，等到蚵苗的季節一到，這些就派上用場了。這就是選

用比較大的蚵殼，來讓下一代的蚵苗附著生長，又叫做「採苗器」。也就是殼

比較大的可以作為牠再繁殖的使用。 2.遠在十七世紀荷蘭統治時期即有灰窯工

匠的記載，而台灣數百年在蓋傳統磚石房子時，會用蚵灰調和糖水、糯米汁等

成為黏著劑，像是安平古堡那邊還留有一面舊的城牆遺跡，就是用蚵灰黏的。 

3.蚵殼含有高量的鈣質，可以改良土質，把它絞碎之後灑在農田裡面，將蚵殼

和土壤攪拌均勻，它可以做肥料，中和鹼性的土壤。 4.有鹽分地帶的海邊，都

是先鋪一層蚵殼，再鋪一層淡土，它可以隔絕鹽分的上升，而且它還可以過濾

一些水分，可以改善土壤。 5.藝術創作。 

補充： 

已有公司與技術合作單位開發出"牡蠣殼(蚵殼)回收再生塑膠粒"，利用潔淨再生

技術，將原本廢棄骯髒的牡蠣殼，變成乾淨無雜質之粉狀，透過自身專利技

術，將此粉狀牡蠣殼與 HDPE 塑膠進行混練加工製成塑膠粒子。 【本環保原

料優點】 1.無其他附加成本 2.不需更換原先成型機器 3.不影響產品功能 4.較

低之產品碳足跡 5.價格優勢 6.使配方內之工程塑膠材料使用佔比降低 10-50% 

7.減少漁業廢棄物堆置 目前已有多家國內外廠商導入此環保材料製成各種產品

銷售！其除可加強訴求其產品之環保特性並宣傳該公司對於自然生態保護努力

外，更可不須改變生產設備即可降低原料成本，使銷售產品更有價格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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