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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一) 蒐集各式螞蟻誘引裝置。 

(二) 比較各種不同誘引螞蟻的配方。 

(三) 設計四合一螞蟻誘引盒。 

(四) 建置快篩校園螞蟻標準作業程序。 

(五) 撰寫並發表快篩校園螞蟻技術手冊。 

(六) 以新發展的快篩技術進行新北市校園螞蟻的調查。 

(七) 帶領科學社團學生進行螞蟻學之研究及探索。 

(八) 提供快篩技術予教育界、政府、大專院校、協會、學會及其他對這方面有興

趣及需求的團體。 

(九) 促進科學教育、創客教育與環境教育的跨領域結合。 

二、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一) 執行單位對計畫執行密切配合，差假、核銷作業、設施借用及公文往返皆順

利進行。 

(二) 生活科技老師游允赫大力跨域協助誘引盒設計製作、李訓安組長擔任研究助

理負責盡職。 



 

三、 研究方法 

(一) 探索性研究法：誘引盒的設計、製作及改良。 

(二) 調查法：快篩螞蟻誘引盒之螞蟻相。 

(三) 行動研究法：螞蟻誘引技術手冊、學習單及教案之研發。 

(四) 順流學習法：帶領學生進行螞蟻生態研究，師生沉浸真實探索樂趣。 

四、 執行進度（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預估已完成 50%之進度。 

五、 預期成果 

（一）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1.能完成螞蟻食餌開發。 

2.能製作螞蟻誘引盒。 

3.能利用新設計的螞蟻誘引盒進行全市校園螞蟻相調查。 

4.能快速分析螞蟻種類。 

5.能提供中學師生快速螞蟻相調查使用手冊。 

6.可提供教師生物教學資源。 

7. 撰寫誘引螞蟻之學術研究報告。  

8. 規畫以螞蟻相調查為主體之社會昆蟲學教學學習單。  

（二）預期之具體成果 

1.能實際調配有效之誘引處方。 

2.可提供中小學甚至是學術界快篩螞蟻的方法。 



 

3.可引領科學社團師生體驗真實科學研究活動。 

4.可出版適合中小學生物教學使用之螞蟻誘引技術手冊。 

5.運用順流學習法帶領社團學生體驗建立螞蟻相調查之生態教學活動的真實探索

樂趣。 

六、 檢討  

(一) 目前為止，收集螞蟻的誘引盒雖已可快速採獲校園螞蟻，但是採集後如何從

誘引盒快速裝入標本瓶，以及如何快速鑑定螞蟻種類，仍然有相當的瓶頸。 

(二) 放置快篩誘引盒於校園之人力不足，後續應調教育局進行增能研習及教育訓

練。 

(三) 發展快篩，主要的目的是監控，尤其近年造成蟻災的入侵種，包括紅火蟻、

長腳捷蟻、破壞單家蟻和雙疣琉璃蟻等，是否進入校園？利用校園繁衍？應

加強ㄧ般人對其型態的辨識，誘引盒也要朝這些目標蟻種設計。 

(四) 中小學自然科教師在師資養成訓練中，普遍未修習過昆蟲學，在與輔導教授

討論後，認為教師之昆蟲學知識必須輔以進修研習方能增長。也就是說，本

計劃完成後，若希望教師能加以利用於教學中，必須先建立教師之先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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