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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7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 ： 空氣中隱形的健康殺手－尋找 pm2.5 

主 持 人 ： 潘志煌 電子信箱： currerepan@gmail.com 

共同主持人： 陳志宏、汪郁純、黃詩涵 

執 行 單 位 ： 基隆市中華國小 

 

一、計畫執行摘要 

1. 是否為延續性計畫？□是    否 

2. 執行重點項目： 

  □ 環境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 科學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之研究發展 

  □ 科學資賦優異學生教育研究及輔導 

  □ 鄉土性科學教材之研發及推廣 

   學生科學創意活動之辦理及題材研發 

3. 辦理活動或研習會等名稱：  

4. 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  

5. 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 

6. 參加執行計畫人數： 

7. 辦理/執行成效： 

 

二、計畫目的 

1. 帶領學生討論設計並實作觀測及蒐集中華國小周遭 pm2.5 的數值，促進學生對 

於空污 pm2.5 的知識學習，進而協助學生對於環境保護議題的察覺及重視。 

2. 帶領學生運用 webduino 開發版製作 pm2.5 的測量儀器。 

3. 學習 webduino 的設定安裝與語法，並且將觀測數據上傳在中華國小首頁。 

4. 透過本校網頁將 webduino 觀測結果及評估分析，讓家長、老師及學生能夠即時

瞭解學校周遭空污觀測結果，並自主提出改善的行動實踐方案。 

5. 分析 pm2.5 觀測結果，製做「中華國小 pm2.5 防治桌遊」中華國小 pm2.5防制

桌遊，深化學生對於 pm2.5 防治認知。 

 

三、研究方法 

1. 資料收集： 

學生利用網路尋找收集 PM2.5 相關資料，了解 PM2.5 是甚麼，PM2.5的來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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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人體的危害，並尋找預防方法或是相關處理辦法。PM2.5 到底是什麼？ PM 

代表的是懸浮微粒（ Particulate Matter ） 的縮寫， 2.5 則是表示微粒的粒徑，

單位是微（ µm ），PM2.5 就是粒徑小於 2.5 µm 的懸浮微粒。 

(引用自 https://www.medpartner.club/pm25-air-pollution-introduction/) 

 

   

 

 

 

 

 

 

 

 

 

 

 

 

 

 

2. 實地儀器測量： 

利用 webduino 組裝觀測套件進行實地數據觀測，裝設配件在圖書館外，觀測中

華國小校園環境 P2.5數值。 

 

 

 

 

 

 

 

https://www.medpartner.club/pm25-air-pollution-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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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成果 

(一) 結合資訊課帶領學生討論 PM2.5 對人體的影響，並讓學生利用電腦上網查找相關

資料。 

 

 

 

 

 

 

 

 

(二) 利用資訊課程教導學生 webduino 開發版操作及腳位連接，並利用 scratch課程熟悉

程式設計，並學習 webduino 的設定安裝與語法，設定觀測 PM2.5的程式積木。 

 

 

 

 

 

 

  

 

 

(三) 收集 107學年度下學期資料，整理統計 2019年 2月 11 日開始到 2019年 3月為止， 

從上午七點開始，到下午五點，地點位於圖書館外。根據聯合國的標準，PM2.5每

天 24 小時平均濃度最高不能超過 35μg/m3。若超過 35μg/m3對，將對敏感體質者

如：老人、小孩、有心肺和血管疾病、或呼吸系統疾病的人有害。若超過 65μg/m3，

對大多數人的健康都會造成傷害(資料取自 2019 世界衛生組織)。根據 107 學年度

下學期開學前五周(2/11~3/15)觀測所得數據顯示，中華國小 PM2.5的檢測數值大都

低於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危害標準，對於在校內上課的學生或教師並未有顯著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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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月份 

日期\時間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日均 

2019/02/11 2 2 4 5 5 2 2 5 4 6 5 4 

2019/02/12 2 5 6 6 5 4 2 6 6 8 6 5 

2019/02/13 9 7 11 6 8 4 7 2 4 5 8 6 

2019/02/14 5 8 7 12 10 22 14 6 2 12 13 10 

2019/02/15 10 11 11 14 20 18 18 19 21 22 20 17 

2019/02/18 4 5 9 7 8 2 6 12 6 4 6 6 

2019/02/19 6 8 14 16 13 8 11 10 9 9 12 11 

2019/02/20 13 12 12 18 12 13 10 10 11 13 13 12 

2019/02/21 7 7 7 5 4 4 2 5 5 6 9 6 

2019/02/22 5 6 6 4 4 4 2 2 4 2 5 4 

2019/02/25 11 10 9 8 9 9 10 9 12 12 13 10 

2019/02/26 14 14 12 13 13 13 12 12 12 14 13 13 

2019/02/27 20 20 21 22 25 25 25 25 27 28 28 24 

2019/02/28 6 9 6 8 7 6 4 7 9 10 11 8 

圖一 

2.三月份 

日期\時間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日均 

2019/03/01 12 12 12 12 10 10 11 13 12 14 14 12 

2019/03/04 10 10 11 11 12 13 13 12 13 15 16 12 

2019/03/05 24 22 18 17 11 12 9 2 9 8 8 13 

2019/03/06 8 7 8 15 7 7 5 4 7 8 13 8 

2019/03/07 17 21 23 42 35 28 27 50 63 41 42 35 

2019/03/08 7 8 7 8 9 10 8 4 5 4 4 7 

2019/03/11 14 17 15 11 10 11 15 15 14 15 18 14 

2019/03/12 24 32 21 25 24 24 23 24 23 24 23 24 

2019/03/13 23 21 22 20 23 21 22 26 26 22 23 23 

2019/03/14 21 19 19 18 24 36 36 24 21 19 17 23 

2019/03/15 10 5 9 6 7 7 7 11 13 13 14 9 

圖二 

(四) 以中午十二點分成上午及下午，進行數據分析，以數據來看，雖然本校位於協和發

電廠附近，但是空氣品質未因此有所影響，除了 3月 7日以外，皆符合正常活動標

準，因此都鼓勵學生外出運動，增強體魄，而 3月 7日的數值標高是因為當日受高

濃度境外汙染影響，導至全台各地空氣品質不良。 

 



 

5 

 

 

 

 

 

 

 

 

 

 

 

 

 

 

 

 

 

 

 

 

 

 

 

 

 

 

 

 

  



 

6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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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防制空氣汙染為主題來設計「桌遊紙牌遊戲」，主要規則如下： 

1. 規則說明： 

每個人輪流做事情，輪到你的時候，你只需要抽一張牌，然後選擇要不要打牌，

接著換下一個人做事！我們手上都會掌握解決對應危機（顏色）的對策牌，只要

大家齊心協力就能讓各種危機迎刃而解了。而且在每次解決危機之後，有出力的

人還可能會得到分數呢！ 

2. 遊戲得分： 

有人剛抽到危機牌的時候把危機牌打出來，這個時候的危機牌還只是一個徵兆，

只要每個人都在這個時候打出相對應的對策牌且總和等於或大於危機數字，危機

就解除了！解除之後會由第一個出對策牌的人和出了最大數字對策牌的人得到

分數。相反的，如果大家打出來的對策牌數字不夠，危機就會真正爆發了。 

在場上已經爆發危機時，你可以選擇要不要打出對應的對策牌來幫助解決這個危

機，如果你出牌後就解決了危機，那就由你獨自得到解決這個危機的分數！ 

3. 遊戲結束： 

我們只要把牌堆抽完，就代表成功保護地球村了，此時就可以算分來比勝負囉。

但是，在抽完牌以前，一旦出現了以下幾種情形就代表空氣汙染失去控制，大家

反而就會一起輸掉！ 

(1)爆發了 3個同類型的危機。 

(2)累積爆發了 5個危機。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 討論 

1. 認知空污議題：學生對於空污的認識僅有大概認識，透過  

資訊查找及閱讀，深化學生對於空污以及 PM2.5危害的認 

識。  

2. 實作技能：學生對於 Arduino 相關腳位連接較難理解，較容易搞混。在連接網路

時，要注意與 AP的距離，盡量在 20公尺以內，訊號較強。結合 Scratch課程練

習指令編程，訓練學生邏輯思考。 

3. 情意態度：學生對空污有完整的認識及能夠在面對空氣汙染時主動提出對應方案

或解決方法。 

(二) 建議 

1. 觀測時間延長及觀測範圍擴大，再考慮影響空氣汙染狀況的外部因素。 

2. 融入學校本位課程推動，結合環境教育來實施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