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106學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 

計 畫 名 稱 ：行動裝置之螢火蟲教材開發與推廣 

主 持 人 ： 張志遠  電子信箱： ccy86423757@gmail.com 

協同主持人： 蘇建榮 

執 行 單 位 ： 新北市崇德國小 

1  計畫目的： 

螢火蟲屬鞘翅目，螢科，為完全變態的昆蟲，其一生經歷卵、幼蟲、蛹、

成蟲等階段，台灣地區目前已發表確認的種類有 13屬 50餘種。近年來，由於

環境的變遷及棲地破壞，導致螢火蟲數量逐年減少。雖然每年到了螢火蟲季總

是能掀起一股的「賞螢」熱潮，但參觀的民眾多為單純欣賞螢火蟲發光之美，

並未對螢火蟲的特性及生態做更深入的認識及瞭解。 

本研究計希望透過螢火蟲 APP軟體的設計與開發，螢火蟲教學短片的製作

以及互動式螢火蟲教學活動的設計和推廣，達到下列的目的： 

(1)透過螢火蟲 APP 的開發，建構螢火蟲電子書，讓使用者能經由行動裝置

讀取螢火蟲相關的解說圖片及文字，進而認識台灣螢火蟲生態。 

(2) 經由 Kahoot!即時回饋系統題庫設計，活化互動式螢火蟲教學活動的

設計。 

(3)透過螢火蟲影像資料的累積與螢火蟲生態短片等教學媒體製作統整，建

構專業的資料庫及分享平台，提供對螢火蟲生態有需求的師生下載、連

結使用。 

(4)透過深層次的螢火蟲教育推廣活動，落實螢火蟲生態及環境保育觀念。 

 

 



2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螢火蟲課程為本校的校本特色課程。本校(崇德國小)由校長到各行政人員皆

全力的支持本計畫的執行，不論是課務安排、經費核銷或是資訊設備及軟體的使

用等都受到學校同事的全力配合與協助。 

本計畫的主要參與人員為螢火蟲小組的 7名成員，依各人的專長為計畫提供

相關的螢火蟲資料、影片，及撰寫相關的介紹文稿及產出互動式教學 kahoot 題

庫。為求螢火蟲教材的正確性，聘請螢火蟲專家陳燦榮老師為本小組顧問，提供

相關的專業諮詢。 

 

3  研究方法 

(1) 研究方法 

1.資料統整與蒐集：整理歷年來螢火蟲小組所拍攝的螢火蟲相關相片及影

片，蒐集並統整螢火蟲相關文獻資料，以作為製作螢火蟲 APP 與互動

式教學活動設計、螢火蟲短片等素材。 

2.行動研究：藉由螢火蟲小組團隊運作，進行教師專業社群的發展，透過

資訊及生態等專業研習、小組腦力激盪、教材設計研討、同儕回饋及

修正等方式進行螢火蟲相關教材的開發。 

3.田野調查：為補充螢火蟲相關行動教材建立時所欠缺的影像，小組成員

會依需求在螢火蟲發生的季節，到螢火蟲棲地進行生態調查及拍攝工

作，以作為相關的研究記錄。 

(2)研究步驟 

1.創思階段：透過團隊討論，腦力激盪，運用 XMind 心智圖軟體，建構

並完成螢火蟲 APP 架構，完成主階層及次階層規畫的心智圖。針對螢

火蟲影片完成主題構思。 

2.設計階段：依 APP 主題進行各分頁的介紹文字撰寫，並進行相關螢火

蟲生態圖片的整理。同時，用軟體進行 APP 各頁面的設計，以及主要

部件的建構。螢火蟲教學影片，則由小組成員分工完成文稿的撰寫及

設計，並透過分享與討論進行文稿的修訂。根據螢火蟲教學課程的需



求，設計 kahoot!互動教學題庫，以在教學時使用。 

3.製作階段：運用 Smart Apps Creator開始將各個材料組織成為一本互

動式的電子書，完成 APP 製作。運用「威力導演」軟體進行螢火蟲影

片的編輯與製作。上網在線上完成 kahoot!的題庫製作。 

4.審查修改階段：邀請螢火蟲專家學者，針對螢火蟲 APP 及影片內容進

行審查，研究團隊再依審查意見修改 APP。 

5.上架推廣階段：將完成的 APP 軟體及教學短片，放在螢火蟲網站，提

供大眾免費下載；透過教師研習、「螢火蟲 e 起來」營隊以及學生教學

活動，介紹並推展螢火蟲 APP。 

4 執行進度（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本計畫目前執行的進度，大多依申請計畫的進度期程實施，整體進度完成

約 55%，各項目完成內容及進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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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螢火蟲APP 

本研究的目的在產出一個可與使用者互動的螢火蟲電子書，考量經費及

研究者能力，故以 Smart Apps Creator 教育版為主要開發工具，輔以

PhotoImpac 做為影像處理軟體，期望可以製作出能在智慧型手機、平板，

甚至桌上型電腦上可執行的 APP軟體。 

經過研究團隊的同心協力，螢火蟲 APP 大致已完成全部的內容建構，內

容主要包含：認識螢火蟲、主題螢展、崇德螢火蟲、螢火蟲教室、螢火蟲

網站以及螢火蟲挑戰區等，相關主要及次要項目如下表所示： 

主題 次主題 內容 

認 

識 

螢 

火 

蟲 

螢火蟲簡介 生物位階、種類、完全變態、外形 

螢火蟲季節 第一季螢火蟲、第二季螢火蟲、第三季螢火

蟲、賞螢最佳季節 

螢火蟲種類 水生螢火蟲、半水生螢火蟲、陸生螢火蟲 

螢火蟲的一生 卵階段、糼蟲階段、蛹階段、成蟲階段 

螢火蟲食性 水生螢火蟲、半水生螢火蟲、陸生螢火蟲、

螢火蟲成蟲 

螢火蟲的發光 如何發光、發光的目的、不同的螢光、不發

光的螢火蟲 

螢火蟲雄與雌 分辨雌雄、雌蟲的外形、交配與產卵 

主 

題 

螢 

崇德的螢火蟲 黃緣螢、黑翅螢、紅胸黑翅螢、梭德氏脈翅

螢 

春夏常見的螢火蟲 黑翅螢、紅胸黑翅螢、大端黑螢、紋胸黑翅

螢、擬紋螢 



展 秋冬常見的螢火蟲 山窗螢、橙螢、雲南扁螢、雙色垂鬚螢 

水生螢火蟲 黃緣螢、條背螢、黃胸黑翅螢、鹿野氏脈翅

螢 

高山的螢火蟲 黃緣短角窗螢、雪螢、鋸角雪螢、神木螢、

灰翅雪螢 

日行性螢火蟲 紅胸窗螢、南華鋸角螢、赤腹櫛角螢、奧氏

弩螢、大端黑螢 

螢 

火 

蟲 

教 

室 

話說螢窩 螢窩再起、螢火蟲小組、螢窩活動、萬里種

田趣 

螢窩任務 螢火蟲飼育、生態調查研究、教育推廣、教

材開發 

聯絡預約 聯絡方式、預約參觀、交通位置、APP 分享 

螢火 

蟲 

挑 

戰 

區 

Q1螢火蟲生物位階、Q2螢火蟲的一生、Q3螢火蟲分類 

Q4螢火蟲出現的季節、Q5 分辨螢火蟲的雌雄、 

Q6崇德的螢火蟲、Q7螢火蟲季常見螢火蟲、Q8冬螢連連看 

Q9 日行螢火蟲、Q10野外賞螢注意事項 

 

   

螢火蟲 APP首頁 認識螢火蟲分頁 螢火蟲挑戰題 



在下半年度，將進行螢火蟲 APP 的專家審查及細部微調修正工作，以確

保電子書的內容及圖片正確無誤，待修正完成後即可上傳到雲端硬碟分享，

並開始進行軟體的試用與宣導活動。 

  

螢火蟲 APP(Android版) 螢火蟲 APP(桌機執行版) 

 

 

(2) Kahoot!即時回饋系統題庫設計 

Kahoot 是一個免費又方便使用的師生互動即時反饋系統 IRS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它可以讓學生透過不同載具(如：電腦、

平板、手機、筆電)在可以上網的狀況之下，直接讓老師與學生進行互動，

只要一個遊戲代碼就可以登入操作，不需要複雜的註冊過程。 

本計畫希望期望能針對螢火蟲 APP 中的知識及在螢火蟲教室中所學習到

關於螢火蟲生態的內容，設計 Kahoot題庫，以在課程及教學活動結束前，

運用 Kahoot!即時回饋系統統整孩子的學習，並檢視教學的成果。 

由於 Kahoot題庫設計內容主要為將配合螢火蟲 APP及螢火蟲影片的內容，

所以目前 Kahoot 題庫僅完成[螢火蟲教室觀察]、[認識螢火蟲]、[螢火蟲

的雌與雄]、[螢火蟲幼蟲的運動方式]及[雲南扁螢的生活史]共 5組題庫，

預計在下半年度中配合螢火蟲影片的建立完成，設計相關配套的題庫，以

作為螢火蟲教學時使用。 



 

 

(3) 螢火蟲生態影像整合 

配合螢火蟲教學，本研究小組已陸續製作了 1~3分鐘教學小短片 17 則，並

放在 youtube影音網站，讓有需求的老師可以由本校螢火蟲網站連結進入。

經過教學後，發現螢火蟲小短片能引起學生及參觀者的學習興趣，若能增加

影片數量，對螢火蟲生態教學會有很大的助益。 

透過此次的專案，研究小組希望能將歷年來累積拍攝完成有關螢火蟲的影

像，依據螢火蟲生態教學的需求，以主題的方式，完成螢火蟲短片腳本的撰

寫，以及後續的錄製剪輯等工作。經過小組的討論及腦力激盪後，決定此次

的螢火蟲短片以[螢火蟲的一生]為主軸，輔以特色螢火蟲的介紹與螢火蟲的

生態保育觀念的推廣，做為本次螢火蟲教學短片的主要內容。 

 



螢火蟲影片架構圖 

目前研究小組已完成〈分辨螢火蟲雌與雄〉、〈螢火蟲吃些什麼〉、〈螢火蟲

幼蟲的運動方式〉、〈雲南扁螢的生活史〉、〈黃緣螢生態介紹〉、〈螢火蟲的生

態危機〉、〈螢火蟲的天敵〉、〈螢火蟲的蛻皮〉、〈化蛹及羽化〉、〈不發光的螢

火蟲〉等11則螢火蟲影片的說明腳本。 

剪輯製作並上傳Youtube影片3則：分辨螢火蟲雌與雄(1’56”)、螢火蟲

幼蟲的運動方式(2’09”)、雲南扁螢的生活史(2’26”)。 

 

   

螢火蟲的雌與雄 螢火蟲幼蟲的運動方式 雲南扁螢的生活史 



(4) 螢火蟲生態推廣活動 

螢火蟲生態教學活動配合本計畫之螢火蟲APP、螢火蟲互動式教學系統與

螢火蟲影片的完成，於螢火蟲季前後實施。除了辦理教師螢火蟲E化教學研

習外，並將辦理學生的「ｅ起來愛螢」營隊、親子螢火蟲生態解說活動。目

前本團隊開始進行初步的規劃與討論，待下半年度依計畫時程實施。 

 

5 預期成果 

針對此次計畫，本團隊預期要完成的工作與達到的成果如下： 

(1) 製作開發內含具電子書功能螢火蟲APP軟體[螢在崇德]，介紹常見特色

螢火蟲及其生態，放置崇德螢火蟲網站提供各界免費下載使用，讓下

載完成安裝後就算不連網路也可以使用。 

(2) 完成「螢火蟲即時回饋系統題庫」10組，每組內含10~15題題目。教

師可以在看完螢火蟲影片或是進行完螢火蟲主題教學後，運用行動裝

置進行課程的統整及總結。 

(3) 錄製生態教學影片10則以上，每則長度1~3分鐘，並統整全部製作完成

的教學影片，依內容分類上傳影音網站，並置於螢火蟲網站，供教師配

合螢螢火蟲課程作為教材之用。 

(4) 辦理一場教師螢火蟲E化教學研習，介紹包含螢火螢APP等行動裝置的

運用。辦理學生的「ｅ起來愛螢」營隊，以分站闖關方式進行多元的螢

火蟲生態教學。配合螢火蟲季，進行深度親子螢火蟲生態解說活動，提

供小而精緻，富知性與感性不一樣的賞螢活動。 

 

6  檢討 

本計畫目前遭遇困難與預定的解決之道分別如下： 

(1)螢火蟲APP軟體[螢在崇德]，在[螢火蟲挑戰區]部份由於軟體版本的限

制，有些拖曳及連結反應不佳；另外在通過學生的試用後，發現挑戰題

目有些過於困難，恐影響學習者繼續玩下去的心理。 

針對版本限制所引起的連結反應錯誤等困難，除了加強後續的軟體除錯



外，也請學校支援經費購買軟體，將Smart Apps Creator提升到3.0版。

至於挑戰難度過高的部份，經過小組討論後，決定在APP中再加入[初級

挑戰題]，讓師生能針對自己需求選擇挑戰的難度。 

(2)螢火蟲教學影片的製作，配合影片主題所需的生態影片片段仍嫌不足；

另團隊成員對影片編輯軟體[威力導演]的熟悉度不夠，影響製作的成

效。 

針對生態影片不足，在影片腳本撰寫出來之後，比對小組已拍攝完成的

影像資料，將欠缺的部份製作清單，於螢火蟲教室及野外生態調查時，

補充拍攝所缺乏的畫面。關於團隊成員對影片編輯軟體[威力導演]的熟

悉度不足部份，除加開[威力導演]研習增進成員的編輯技能外，增加成

員間共作的時間，一起討論分享修改影片內容，以確保影片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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