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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 ： 「泰山鄉貴仔坑溪」保衛戰—鄉土性科學教材研發與推廣 

主 持 人 ： 賴亞彤 電子信箱： stephanie816@yses.ntpc.edu.tw 

共同主持人： 趙素敏 

執 行 單 位 ：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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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4. 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無 

5. 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無 

6. 參加執行計畫人數：10 人 

7. 辦理/執行成效： 

開發「泰山區貴仔坑溪」的主題式課程是一套科學性的鄉土教材，旨在運用學

校與社區的資源讓學生藉由接觸鄉土環境發現問題並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結合自

然、社會及資訊領域的教材設計，讓學生從三、四年級開始了解貴仔坑溪的汙染問

題，五、六年級則更深入習得水質汙染的指標，並思考改善汙染的方法。課程設計

藉由教學前的備課及教學後的議課進行多次的修改，已可符合不同階段學生的能力

搭建鷹架，讓學生更能延伸學習，對家鄉環境有更多的認同感及好奇心。 

 

二、計畫目的 

這是一個科學性的鄉土教材，旨在開發「泰山區貴仔坑溪」的主題式課程。希望能

學校與社區，讓學校社區化，同時也讓社區學校化一直是教育中相當重要的課題，鄉土

教育應該要結合社區資源，使學生廣泛的接觸鄉土環境，才能激發學生的好奇心與探索

的興趣，希望能有效的利用社區環境和資源，協助學生體驗周圍環境，進而建構社區感

和鄉土認同。因此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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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落實科學教育與生活之結合，讓學童能從生活環境中體驗科學與學習。 

2.透過探索及實驗操作教學方式及策略，提升學生的科學研究及解決問題之能力。 

3.結合既有之自然與科學領域及社會領域之教材，達成課程加深加廣與社區資源加

值之效益。 

4.透過本教材的設計及實施，希望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指引、

教學計畫、學生學習單及教學媒體）等統整式教學模組，以達成學生對自己生活

環境的認知、參與及認同。 

5.充實鄉土科學教材內涵，讓參與科學教育的教師、相關學者及行政人員做為教學、

研究及施政的透過探索及實驗操作教學方式及策略，提升學生的科學研究及解決

問題之能力。 

6.配合校本課程及在地特色，協助學生熟悉及運用教學資源。 

7.推廣義學國小校園內之鄉土性科學教材，使學生具有真摯濃厚的鄉土情懷並養成

學生珍惜保育之正確生態理念。 

 

三、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職稱 姓名 工作掌執 

自然教師 賴亞彤 

(主持人) 

1. 統籌執行科學教育專案計畫各工作項目。 

2. 主持相關會議與工作協調。  

3. 各項經費核銷與結報 

4. 成果報告撰寫。 

自然教師 趙素敏 

(共同主持人) 

1. 執行科學教育專案計畫各工作項目。 

2. 主持相關會議與工作協調。  

3. 成果報告撰寫。 

校長 張照璧 督導科學教育計畫執行狀況 

教務主任 劉啟瑞 協助進行校內教師及課程安排協調 

註冊組長 許筑郁 協助進行各項經費核銷與結報 

設備組長 陳證謙 協助進行計畫所需物資採買 

資訊組長 郭建良 提供電腦設備、平板及軟硬體使用教學 

閱讀推廣教師 鄒岱君 結合學校圖書館資源，結合計畫設計書展 

自然教師 張子韻 

黃英惠 

1. 協助自然領域課程設計 

2. 進行教案實施及討稐 

 

四、研究方法 

（一） 研究背景： 

泰山舊名山腳，因座落於平頂山（今林口台地）之山下，自古依地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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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習稱之「山腳」，由於境內有大窠坑溪及貴子坑溪流經，而成為新莊平原早期

開發地區，水稻田是泰山地區的「穀倉」。學校地理位置早期是水稻田，也是泰

山地區的「穀倉」，因貴仔坑溪未能整治，常有工廠排放汙水、人工垃圾，造成

水源嚴重汙染、更影響人們健康。 

位於新莊區的中港大排，建於 1989年，是新莊地區重要的工業汙水及家庭

汙水的排放處，曾經也像貴仔坑溪一樣會發出惡臭。但於 2010年整治後，變成

生態廊道更成為附近居民休閒的好去處。 

泰山區內的貴仔坑溪就在我們學校旁邊，與學生之生活及學習息息相關，帶

著學生了解貴仔坑溪的汙染狀況、汙染物以及可能改善的方法，是我們對這片土

地可以作出的回饋。希望以「貴仔坑溪」為主軸，結合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資

訊領域及社會領域之學校課程，完成一套主題式跨領域的統整式課程。把這些在

地資源，編寫成教材並融入於教學中，活化了教學的現場，也讓「強調培養以人

為本的終身學習者，以「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等三大面向」

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課程精神得以實踐，不讓學習與生活資源脫

勾。 

 

 

 

 

 

 

 

 

貴仔坑溪、大窠溪及中港大排的流域圖 

貴仔坑溪內的人工垃圾 

中港大排的生態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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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流程及預定進度： 

從 108 年 8 月開始到 109 年 1 月底，研究小組進行相關資料蒐集及教學活

動討論並完成各單元教學活動設計、學習單編撰及教學媒體之製作。從 109 年

2 月到 109 年 6 月陸續完成相關主題課程之實驗教學及修正。從 109 年 7 月則

完成成果彙編。 

 

（三） 實施對象： 

本教材研究乃以中、高年級學生為主要學習對象，教材針對三年級、四年

級、五年級、六年級程度設計，每學年各挑一班實施之。 

 

 

 

 

 

 

 

 

 

 

 

 

 

 



 

200 

（四） 課程架構： 

 

 

 

 

 

 

 

跨  領  域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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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進度  

預 定 時 程 

實 施 項 目 

108 年 109 年 完成 

百分比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蒐集資料 ● ● ● ● ● ●       100% 

編制教學活動及 

編印學習單 
● ● ● ● ● ● ● ● ●    100% 

教學材料及購買   ● ● ● ●       100% 

教學媒體製作       ● ● ● ●   100% 

教學試教   ● ● ● ●       100% 

教學活動內容修正     ● ● ● ● ●    100% 

正式課程        ● ● ●   100% 

編寫成果、規劃未來計畫          ● ● ● 100% 

研究小組定期開會 ● ● ● ● ● ● ● ● ● ● ● ● 100% 

 

六、研究成果  

(一) 資料蒐集：貴仔坑溪水質調查之教學活動 

利用地緣環境調查並記錄數值，帶領學生學習使用多參數水質分析儀及共利檢

驗包檢測貴仔坑溪水質狀況，從 107 年 12 至 109 年 1 月每三週進行檢測一次並記

錄。我們將檢測結果發展成特色課程內容，進一步將成果發表，共享鄉土科學成果，

實現學科均衡發展。 

  

水質檢測的檢驗地點分為上中下游及

與新莊中港大排匯流處共四處。敝校

位於檢驗點二旁邊。 

長期檢測貴仔坑溪的河川汙染指數多為

嚴重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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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利用多參數水質分析儀檢測水質

狀況。 

使用共利檢驗包進行比色法對照水質數

據。 

 

(二) 教學材料製作及購買：貴仔坑溪汙水淨化系統及 VR 影像製作 

經過長期的檢測貴仔坑溪的水質狀況，學生皆發現水質汙染嚴重，開始發想可

以如何控制水質汙染狀況或淨化水質，教師結合自然領域課程中的岩石與礦物單

元，帶領學生自製水質淨化系統，並有明顯成果。指導學生於今年參加國中小學科

學展覽會得到地球科學領域甲等獎項及最佳鄉土教材獎，並和明志科技大學合作拍

攝｢世界地球日紀念影片-貴仔坑溪的小小守護者｣，讓學生更能了解家鄉環境並推

廣環境教育。 

泰山的貴仔坑溪及新莊中港大排剛好為整治前後的溪流，購買 360 環景相機進

行兩條溪流的環景 VR 影像製作。不僅將兩條溪的影像做為比對來引起學生學習動

機，也能克服若因天候不佳或交通困難不能實際到達現場觀察的困境。 

 貴仔坑溪 VR 影像：https://roundme.com/tour/588799/view/1892164 

 中港大排 VR 影像：https://roundme.com/tour/590187/view/1895819 

 

  

結合六年級自然課程，運用不同石材進

行汙水過濾及浸泡的實驗。 

研究出自製淨水系統淨化貴仔坑溪的汙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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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生於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中獲

得地球科學領域甲等及最佳鄉土教材

獎。 

與明志科技大學合作拍攝｢世界地球日

紀念影片-貴仔坑溪的小小守護者｣。 

 

(三) 編制教學活動及編印學習單、教學活動試教及修正：教案設計與實施 

本計畫預計以中高年級的學生為對象規劃結合鄉土環境及社區資源的教材。根

據期中報告時委員們給予的建議進行課程的修正，經課堂試教，實際教學試用修正

後，建立一套完整之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小「泰山區貴仔坑溪保衛戰」主題教學活

動設計包含學習單(如附件)，以自然領域為主，社會領域及資訊領域為輔。並以基

礎調查（理論架構）──教學指引；教學活動設計（方法與過程）；教學媒體（傳

輸及欣賞）三者合一，以達成兒童及社區人士對自然生態和 文化資產深切體認及

參與，建立熱愛鄉土、襟懷自然之目的。 

 

三年級自然領域課程-貴仔坑溪吃了什麼？ 

  

三年級自然領域課程-貴仔坑溪吃了什

麼？ 

指導學生比較自製汙水以及貴仔坑溪汙

水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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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自然領域課程學習單成果 三年級自然領域課程學習單成果 

四年級自然領域課程-誰住在貴仔坑溪裡面？ 

  

四年級自然領域課程-誰住在貴仔坑溪

裡面？ 

四年級課程指導學生繪製貴仔坑溪的生

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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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自然領域課程學習單成果 四年級自然領域課程學習單成果 

五年級自然領域課程-貴仔坑溪顏色大變 

  

五年級自然領域課程-貴仔坑溪顏色大

變 

五年級課程介紹共利檢驗包的使用方

法，並檢測不同水源的水質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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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自然領域課程學習單成果 五年級自然領域課程學習單成果 

六年級自然領域課程-貴仔坑溪與我們的家園 

  

六年級自然領域課程-貴仔坑溪與我們

的家園 

六年級課程指導學生使用多參數水質分

析儀進行水質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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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自然領域課程學習單成果 六年級自然領域課程學習單成果 

  

高年級社會領域課程-貴仔坑溪保衛戰 高年級學生輪流上台報告造成貴仔坑溪

的汙染及可以改善的方法 

  

中年級社會領域課程-貴仔坑溪放大鏡 中年級學生習寫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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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級資訊領域課程-Excel圖表製作 高年級學生實際操作 Excel的圖表製作 

(四) 實際踏查家鄉環境：探究居家環境與學校的關係 

從學校校園、社區的學習出發：教育從腳下開始，培養學生主動負責的能力，

並對週遭人事物知足感恩。由生動有趣教學活動的實施，使學生對生活環境產生興

趣並主動學習，更進一步瞭解居住鄉鎮的鄉土特色。 

  

六年級自然領域課程-帶領學生至野外

踏查 

六年級踏查課程指導學生如何採集汙水 

(五) 研究小組定期開會：自然領域學習社群共備及研議課程 

透過定期召開自然領域學習社群，讓校內自然領域及資訊領域教師進行共備，

討論鄉土環境資源及校內現有資源的如何進行結合，並討論教案及實施的要點。 

  

自然領域學習社群共備課程 自然與資訊領域教師討論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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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檢討 

(一)問題一：學生先備知識不足 

由於本教材設計是按照三到六年級的課程做延伸活動，進行試教時發現學生對

於操作共利檢驗包或多參數水質分析儀的技能不足，加上沒有先備知識，操作後得

到之數據無法有水質汙染的連結，故較難進行深入的討論。 

 

解決方法：將教學活動內容進行更明確的設計，並將每節課內容縮減及重點化，於

正式實施時教師及學生都能在課堂中有效的教學及學習。未來若能正式加入學校課

程中，從三年級開始實施便能真的連貫到六年級成為一個完整的泰山在地鄉土科學

教育教材推廣。 

 

 

(二)問題二：教師參與度不高及專業技能不足 

校內夥伴對於此教材相當有興趣且都願意提供班級作為教學對象，但由於共備

時間有限，且教材中所使用的教具較為陌生，夥伴需要利用課餘時間學習專業技能，

固參與度不高。 

 

解決方法：可以將教材中的教具使用的方式及專業技能製作成步驟文件上傳到雲

端，提供給夥伴下載並自行參閱，於定期研究小組開會時提出疑問並進行實際操作，

夥伴也能提供操作上的問題，進行教材設計時的參考。 

 

(三)問題三：本教材為延伸活動與正式課程上時間的安排問題 

本教材內容皆為正式課程中延伸活動，但在實施時並須考慮到正式課程的進

度，所以在實施上的時間安排需要調配。 

 

解決方法：因教材的安排皆搭配正式課程的單元，固在實施時為讓課程有連貫性，

可將課程安排在期末至寒假前的一週中進行，先備知識的傳授則可搭配正式課程中

提供相關知識時做連結，如此一來教具的操作教學不會被切割，學生也能有先備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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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領域教案及學習單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學教學活動設計表 

 計畫名稱 
「泰山鄉貴仔坑溪」保衛戰— 

鄉土性科學教材研發與推廣 
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課程名稱 貴仔坑溪都吃了什麼? 適用年級 三年級 

探討主題 貴仔坑溪的水質污染 課程節數 6節 

配合之自然領

域課程 

康軒版三上第四單元：廚房裡的科學 

翰林版三上第四單元：溶解 

南一版三上第四單元：溶解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觀察不同物質在水中溶解的現象。 

2. 學生能說出水污染的來源及貴仔坑溪有哪些汙染。 

3. 學生能知道水中包含看得見及看不見的汙染 

4. 藉由課程中與學生生活周遭結合，讓學生能從生活環境中體驗科學學習並

落實科學教育與生活之結合，並養成自主學習的科學態度和主動探索的科

學精神。 

教材準備 

1. 實驗記錄學習單  

2. 實驗器材(700毫升透明杯、油、砂石、小型塑膠垃圾、顏料、醋、清潔劑)  

3. VR影片及學習單 

4. 貴仔坑溪空拍影片 

5. 教學簡報 

參考資料 康軒版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手冊 

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教學活動過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

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 

心、想像力持續探索自

然。 

 

一、準備活動-看見貴仔坑溪 

1. 利用影片及照片介紹學校旁的貴仔

坑溪的周圍環境及水質狀況，請學生

發表影片中看到的周遭環境狀況及

污染。 

 

1節課 

貴仔坑溪空

拍影片 

教學簡報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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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B2 能了解科技

及媒體的運用方式，並 

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

及科技運用、自然環

境、書刊及網路媒體

等，察覺問題或獲得有

助 於探究的資訊。 

 

 

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

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

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

問題特性、資源的有無

等因素，規劃簡單步

驟，操作適合學習階段

的器材儀器、科技設備

及資源，進行自然科學

實驗。 

 

 

 

 

 

 

 

 

 

 

 

 

自-E-C1 培養愛護自

然、珍 愛生命、惜取

資源 的關懷心與行動 

力。 

二、 發展活動 

(一) 生活中的汙染 

1. 藉由簡報介紹生活中的汙染(垃圾汙

染、空氣污染、水汙染、土壤汙染、

噪音汙染) 

2. 水汙染來源有家庭汙水、工廠汙水、

垃圾汙染、畜牧汙水…。 

3. 請學生分組討論貴仔坑溪裡有哪些

汙染，並寫在小白板上後發表。 

 

(二) 看得見及看不見的汙染 

1. 複習水可以溶解不同的物質，有些物

質溶解後甚至看不見。 

2. 討論生活中哪些物質可能經由水流

進貴仔坑溪裡，並寫在學習單上。(洗

碗精、油、排泄物…。) 

3. 將 700毫升透明杯裝 400毫升清水，

再依序加入實驗材料：醋、油、清潔

劑、顏料、砂石、小型塑膠垃圾。 

4. 將實驗材料分為可以溶解跟不能溶

解於水中，並請小孩紀錄於學習單。 

 

 (三) 貴仔坑溪都吃了什麼？ 

1. 複習科學觀察的方式-用眼睛看顏 

色、用鼻子聞味道。 

2. 每組發下一杯貴仔坑溪的汙水，請各

組進行顏色及氣味的紀錄。再與自製

的汙水進行比較。 

 

三、綜合活動 

3. 各組將自製汙水及貴仔坑溪汙水的

差異寫在小白板上發表。 

4. 老師進行統整。 

 

四、延伸活動 

「貴仔坑溪 VR虛擬實境體驗館」 

體驗貴仔坑溪周遭環境之 VR影片並回答

學習單之相關問題。 

 

1節課 

 

 

 

 

 

 

 

 

1.5節

課 

 

 

 

 

 

 

 

 

 

1節課 

  

 

 

 

 

 

 

0.5節

課 

 

 

 

 

1節課 

 

 

教學簡報 

小白板 

 

 

 

 

 

 

 

教學簡報 

學習單 

實驗材料 

 

 

 

 

 

 

 

 

學習單 

 

 

 

 

 

 

 

教學簡報 

小白板 

 

 

 

 

學習單 

 

實際操作 

口頭發表 

  

 

 

 

 

 

 

實際操作 

學習單習寫 

 

 

 

 

 

 

 

 

 

口頭發表 

學習單習寫 

 

 

 

 

 

 

口頭發表 

 

 

 

 

 

學習單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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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 見及看不見的汙染 

三年___班____號 第_____組 姓名：___________ 

☆小小觀察家： 

任務一： 

觀察老師發的材料中哪些是可以溶解於

水中，哪些不可以呢？請將你/妳觀察到

的結果記錄下來。 

 可以溶解： 

 

 不可以溶解： 

任務二： 

將所有材料都加進水中後，原本乾淨的

清水變成什麼樣子了呢？請將結果畫

下來。 

任務三：觀察貴仔坑溪的污水有哪些特徵(氣味、顏色…)，並記錄下來。 

 

 

☆超級比一比： 

請將貴仔坑溪的汙水及自製的汙水進行比較，你發現了什麼？寫出相同或不同

的地方。你覺得貴仔坑溪的污水裡可能有哪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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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學教學活動設計表 

 計畫名稱 
「泰山鄉貴仔坑溪」保衛戰— 

鄉土性科學教材研發與推廣 
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課程名稱 誰住在貴仔坑溪裡面? 適用年級 四年級 

探討主題 貴仔坑溪的水中生態 課程節數 6節 

配合之自然領

域課程 

康軒版四上第二單元：水生家族  

翰林版四上第二單元：水生生物的世界 

南一版四上第二單元：水生生物的世界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認識不同的水域環境。 

2. 學生能知道不同水域環境中有不同的水生動植物，它的型態與生長方式各

有不同。 

3. 從課程中水域環境與水生動植物部分之延伸與學生生活周遭結合，讓學童

能從生活環境中體驗科學學習並落實科學教育與生活之結合，並養成自主學

習的科學態度和主動探索的科學精神。 

教材準備 

1. 水域環境學習單  

2. 分組白板及海報紙  

3. VR影片及學習單 

4. 貴仔坑溪空拍影片 

5. 教學簡報 

參考資料 康軒版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手冊  

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教學活動過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

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 

心、想像力持續探索自

然。 

 

一、準備活動 

小小調查員 

1. 複習四年級自然課程中水域環境的

分類--「人為建造」、「天然形成」；及水

域環境的生態特色，延伸至學校周圍的

貴仔坑溪的介紹。 

2. 利用照片及空拍影片介紹學校旁的

貴仔坑溪的周圍環境及水質狀況，請學

生發表影片中看到的周遭環境狀況。 

3. 分組完成學習單。 

1節課 

貴仔坑溪空

拍影片 

 

教學簡報 

口頭發表 

學習單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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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

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

然現象，知道如何欣賞

美的事物。 

 

 

 

自-E-B1 

能分析比較、製作圖

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

法，整理已有的自然科

學資訊或數據，並利用

較簡單形式的口語、文

字、影像、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詞、數學公

式、模型等，表達探究

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自-E-C1 培養愛護自

然、珍 愛生命、惜取

資源 的關懷心與行動 

力。 

三、 發展活動 

(一) 看見貴仔坑溪  

1. 複習四年級自然課程中水中動物及

水生植物種類、分類依據及生活環境特

色。 

2.延伸到貴仔坑溪和中港大排周遭環境

之環境生物介紹，並針對影片裡看到的

不同生態進行討論。 

3.各組將討論結果寫在白板上再跟同學

進行分享。 

(二) 繪製生態地圖 

1.請學生回家針對水生動植物範圍找資

料或圖片。 

2.分組進行繪製出貴仔坑溪及中港大排

的生態地圖。 

三、綜合活動 

1.將各組完成之生態地圖貼在黑板上。

2.請小組上台分享。 

 

四、延伸活動 

「貴仔坑溪 VR虛擬實境體驗館」 

體驗貴仔坑溪周遭環境之 VR影片並回答

學習單之相關問題。 

 

 

 

1節 

 

 

 

 

 

 

 

 

2節 

 

 

 

 

1節課 

 

 

 

 

1節課 

 

 

 

教學簡報 

 

 

 

 

 

分組白板 

 

 

 

海報紙 

 

 

 

  

 

 

 

 

學習單 

 

 

 

實際操作 

分組討論 

 

 

 

 

 

 

 

 

 

實際操作 

分組討論 

 

口頭發表 

 

 

 

 

口頭發表 

學習單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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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仔坑溪保衛戰—義小四年級之活動實作紀錄單 

活動內容:貴仔坑溪的水中生態 

活動組別: 四 年    班 姓名:                

任務一~~小小調查員 

  調查學校附近的「貴仔坑溪」的水域環境，把調查結果記錄下來 

  水域類型 □湖泊   □溪流   □池塘   □水田   □河口溼地 

□灌溉溝渠        □其他                    

水流情形 □水流急速        □水流緩慢      □靜止不動 

水質情況 □清澈   □混濁   □有異味        □其他              

陽光充足 □陽光充足        □陽光不充足 

水生生物 □水生植物        □水生動物 

 

其他發現 

 

                                                    

 

 

任務二~~看見貴仔坑溪 
觀察學校旁的貴仔坑溪，請你將所看到的狀況記錄(畫)下來(參考方向—汙染?生

物?水流狀態?周圍環境?) 

 

 

 

 

 

 

 

任務三~~行動後的省思 

看了貴仔坑溪的現況，我們可以採取怎樣的行動來保護水域環境與水生生

物的健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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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學教學活動設計表 

 計畫名稱 
「泰山鄉貴仔坑溪」保衛戰— 

鄉土性科學教材研發與推廣 
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課程名稱 貴仔坑溪顏色大變 適用年級 五年級 

探討主題 檢測貴仔坑溪的污染物質 課程節數 6節 

配合之自然領

域課程 

康軒版五上第三單元：水溶液 

翰林版五下第二單元：水溶液 

南一版五下第二單元：水溶液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知道水汙染指標與其代表的意義。 

2. 學生能操作共立檢驗包並了解檢驗數值之意義。 

3. 從課程中水溶液的酸鹼值延伸至生活中的水質檢測，讓學童能從生活環境

中體驗科學學習，並養成自主學習的科學態度和主動探索的科學精神。 

教材準備 

1. 水質檢驗學習單 

2. 實驗器材(6種共立檢驗包、紅色及藍色石蕊試紙、貴仔坑溪的汙水、飲用

水、學校生態池的水) 

3. 教學簡報 

4. 貴仔坑溪空拍影片 

5. VR影片及學習單 

參考資料 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手冊、多參數水質量測儀說明書 

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教學活動過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

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 

心、想像力持續探索自

然。 

 

一、準備活動 

看見貴仔坑溪 

1. 利用照片介紹學校旁的貴仔坑溪的

周圍環境及水質狀況，請學生發表影

片中看到的周遭環境狀況及污染。 

2. 由水溶液的單元延伸，看得到的汙染

以及溶解在水中看不到的汙染。 

 

1節課 

貴仔坑溪空

拍影片 

 

教學簡報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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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

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

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

問題特性、資源的有無

等因素，規劃簡單步

驟，操作適合學習階段

的器材儀器、科技設備

及資源，進行自然科學

實驗。 

 

 

自-E-B2 能了解科技

及媒 體的運用方式，

並 從學習活動、日常

經驗及科技運用、 自

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

媒體等，察覺 問題或

獲得有助 於探究的資

訊。 

 

 

 

 

 

 

 

 

 

 

 

自-E-C1 培養愛護自

然、珍 愛生命、惜取

資源 的關懷心與行動 

力。 

四、 發展活動 

(一) 認識環保署水汙染指標項目 

4. 介紹環保署的水汙染指標物以及相

關汙染。 

5. 請學生分組討論，並提出生活中那些

行為會造成水汙染。 

 

(二) 介紹共立檢驗包 

1. 複習水溶液檢驗酸鹼的方法-石蕊試

紙。 

2. 介紹六種共立檢驗包使用方式： 

化學需氧量(COD)、氨氮(NH4)、磷酸

(PO4)、硝酸(NO2)、亞硝酸(NO3)、重金屬。 

A. 如何吸取樣本水到檢驗包中。 

B. 不同項目等待時間。 

C. 比色法。 

 

(三) 檢測貴仔坑溪的污染物質 

1. 請各組選擇一種檢驗包項目進行三

種不同水樣的水質檢測。 

2. 各組利用紅色及藍色石蕊試紙進行

三種不同水樣的酸鹼度測試。 

3. 將檢驗結果寫在各組學習單上。 

 

 

三、綜合活動 

1. 將各組完成之共利檢驗包的數據寫

在黑板上。 

2. 完成學習單小組並進行討論，請小組

分享學習單結論。 

 

四、延伸活動 

「貴仔坑溪 VR虛擬實境體驗館」 

體驗貴仔坑溪周遭環境之 VR影片並回答

學習單之相關問題。 

1節課 

 

 

 

 

 

 

1節課 

 

 

 

 

 

 

 

 

1.5節課 

  

 

 

 

 

 

 

 

0.5節課 

 

 

 

 

1節課 

 

教學簡報 

補充教材 

學習單 

 

 

 

 

學習單 

共立檢驗包 

石蕊試紙 

 

 

 

 

 

 

共立檢驗包 

石蕊試紙 

貴仔坑溪的

汙水 

飲用水 

學校生態池

的水 

 

 

 

 

 

 

 

學習單 

 

實際操作 

學習單習寫 

 

 

 

 

 

實際操作 

學習單習寫 

 

 

 

 

 

 

 

實際操作 

學習單習寫 

 

 

 

 

 

 

 

口頭發表 

學習單習寫 

 

 

 

 

口頭發表 

學習單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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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檢測紀錄表 

五年___班____號 第_____組 姓名：___________ 

☆任務一：利用共利檢驗包及石蕊試紙檢測飲用水、學校生態池及貴仔坑溪的水

質狀況，比較看看有什麼差異。 

 飲用水 生態池 貴仔坑溪 

化學需氧量(COD)    

汙染程度    

亞硝酸鹽(NO2)    

汙染程度    

硝酸鹽(NO3)    

汙染程度    

氨氮(NH4)    

汙染程度    

磷酸(PO4)    

汙染程度    

重金屬(ME)    

汙染程度    

紅色石蕊試紙    

藍色石蕊試紙    

☆任務二：根據以上水質檢測項目的結果以及貴仔坑溪空拍影片，想一想可能造

成貴仔坑溪汙染的原因，至少寫出兩點以及你/妳的感想 

 

☉請將檢測後的紅色及藍色

石蕊試紙貼在下方： 

黏
貼
處 

黏
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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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學教學活動設計表 

 計畫名稱 
「泰山鄉貴仔坑溪」保衛戰— 

鄉土性科學教材研發與推廣 
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課程名稱 貴仔坑溪與我們的家園 適用年級 六年級 

探討主題 改善貴仔坑溪的污染與生態 課程節數 6節 

配合之自然領

域課程 

康軒版六上第三單元：大地的奧秘 

康軒版六下第三單元：生物與環境 

翰林版六上第三單元：地表的變化 

翰林版六下第三單元：生物、環境及自然資源 

南一版六上第三單元：地表的變化 

南一版六下第三單元：生物、環境及自然資源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操作自製石材濾水器。 

2. 學生能操作多參數水質檢測儀之使用並了解檢驗數值之意義。 

3. 從課程中岩石部分之延伸與學生生活周遭結合，讓學童能從生活環境中體

驗科學學習並落實科學教育與生活之結合，並養成自主學習的科學態度和主

動探索的科學精神。 

教材準備 

1. 實驗記錄學習單  

2. 實驗器材(岩石濾水器、多參數水質檢驗儀、貴仔坑溪水)  

3. VR影片及學習單 

4. 貴仔坑溪空拍影片 

5. 教學簡報 

參考資料 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手冊、多參數水質量測儀說明書 

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教學活動過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

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 

心、想像力持續探索自

然。 

 

一、準備活動 

看見貴仔坑溪 

1.利用照片介紹學校旁的貴仔坑溪的周

圍環境及水質狀況，請學生發表影片中

看到的周遭環境狀況及污染。 

2.複習五年級學過的水溶液檢驗酸鹼的

方法-石蕊試紙，延伸至新的檢驗水質方 

法「多參數水質檢驗儀」 

 

1節課 

貴仔坑溪空

拍影片 

 

教學簡報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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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

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

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

問題特性、資源的有無

等因素，規劃簡單步

驟，操作適合學習階段

的器材儀器、科技設備

及資源，進行自然科學

實驗。 

 

 

自-E-B2 能了解科技

及媒 體的運用方式，

並 從學習活動、日常

經驗及科技運用、 自

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

媒體等，察覺 問題或

獲得有助 於探究的資

訊。 

 

 

 

自-E-C1 培養愛護自

然、珍 愛生命、惜取

資源 的關懷心與行動 

力。 

 

 

 

 

 

 

 

 

 

 

 

五、 發展活動 

(一) 多參數水質檢驗儀 

6. 介紹實驗儀器-多參數水質檢驗儀使 

用方式及數值意義。 

 
7. 請學生分組練習使用，並學會如何解 

讀儀器上的數值。 

(二) 自製石材濾水器 

1.複習岩石分類。 

2.介紹三種不同石材的石材濾水器的設

計理念及使用方式。 

3.請各組選擇一種石材進行簡易濾水器

實作。 

(三) 貴仔坑溪の黑水風暴 

4. 複習科學觀察的方式-用眼睛看顏 

色、用鼻子聞味道。 

5. 每組先發一杯樣本水，請學生先進行 

觀察並記錄。 

6. 分組進行實驗-以各組自製石材濾水 

器進行過濾，過濾 5次再以多參數水質

檢驗儀進行檢驗。 

7. 將檢驗結果寫在各組學習單上。 

三、綜合活動 

1.將各組完成之實驗數據寫在黑板上。

2.完成學習單小組並進行討論，請小組

分享學習單結論。 

 

四、延伸活動 

「貴仔坑溪 VR虛擬實境體驗館」 

體驗貴仔坑溪周遭環境之 VR影片並回答

學習單之相關問題。 

 

 

1節課 

 

 

 

 

 

 

 

 

 

 

1節課 

 

 

 

 

 

1.5節

課 

  

 

 

 

 

 

0.5節

課 

 

 

 

 

1節課 

 

 

教學簡報 

多參數水質

檢驗儀 

學習單 

 

 

 

 

 

 

學習單 

貴仔坑溪水 

岩石濾水器 

 

 

 

 

 

 

 

 

 

 

 

 

學習單 

 

 

實際操作 

學習單習寫 

 

  

 

 

 

 

 

 

實際操作 

學習單習寫 

 

 

 

 

 

 

 

 

 

 

 

 

 

口頭發表 

學習單習寫 

 

 

 

 

口頭發表 

學習單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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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仔坑溪保衛戰—義小六年級之活動實作紀錄單 

活動內容:石材濾水實驗之水質紀錄表格 

活動組別: 六 年    班第     組  組員姓名:                

任務一~~水質知多少 

1. 請利用我們學過的科學觀察方式進行來進行此次實驗。 

2. 濾水行動~~~請利用簡易石材濾水器進行水質過濾行動，請記得要重複 5次濾水才能

進行後續檢測活動。 

※我們組別的濾水石材是:                    

 
(過濾前) 

樣本水 

(過濾後) 

火成岩 

(過濾後) 

珊瑚砂 

(過濾後) 

一般石 

(過濾後) 

麥飯石 

看起來  
     

聞起來  
     

溫度(∘C) 
     

酸鹼度(pH) 
     

濁度(NTU) 
     

總溶解固體

(TDS)(mg/L) 
     

溶氧 

(DO) (mg/L) 
     

2. 請依據實驗結果，將以下的石材濾水器按照乾淨程度進行排序(第 1~4名): 

我們組別的排序依據是:                                                

 火成岩  珊瑚砂 一般石 麥飯石 

    

 

任務二~~行動後的省思 

  在你做完這些實驗後，想一想淨水環保活動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呢?身為小學生

的你有哪些是你可以為周圍環境付出的呢?請至少各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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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學教學活動設計表 

 計畫名稱 
「泰山鄉貴仔坑溪」保衛戰— 

鄉土性科學教材研發與推廣 
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課程名稱 走！來去貴仔坑溪~ 適用年級 六年級 

探討主題 貴仔坑溪的污染狀況 課程節數 3節 

配合之自然領

域課程 

康軒版六上第三單元：大地的奧秘 

康軒版六下第三單元：生物與環境 

翰林版六上第三單元：地表的變化 

翰林版六下第三單元：生物、環境及自然資源 

南一版六上第三單元：地表的變化 

南一版六下第三單元：生物、環境及自然資源 

教學目標 
1. 學生透過實際踏查、調查等探索活動，去了解貴仔坑溪的汙染現況。 

2.讓學童能從生活環境中體驗科學學習並落實科學教育與生活之結合，並養

成自主學習的科學態度和主動探索的科學精神。 

教材準備 

1. 戶外踏查學習單  

2. 貴仔坑溪空拍影片 

3. 實驗器材(撈水水桶、童軍繩、寶特瓶、漏斗、貴仔坑溪水) 

4. 教學簡報 

參考資料 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手冊 

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教學活動過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

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 

心、想像力持續探索自

然。 

 

一、 準備活動- 看見貴仔坑溪 

1.利用 Google map及空拍影片介紹學校

旁的貴仔坑溪的周圍環境，請學生分享

自己看到的水污染現況。 

2.教師複習生活中造成水汙染主要來源

有：工廠廢水、家庭汙水、畜牧汙水、

垃圾汙染……。 

3.教師說明戶外踏查的活動範圍、分組

情形、各組任務等。 

4.任務說明：觀察記錄+實際採水 

 A.全班分為 4組。 

 B.因貴仔坑溪位置較高，學生無法實際

走到水邊進行採水，須以水桶及童軍繩

1節課 

貴仔坑溪空

拍影片 

 

教學簡報 

口頭發表 

學習單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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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撈水採集。 

 C.出發前進行安全教育。 

 D. 調查摘記。 

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

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

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

問題特性、資源的有無

等因素，規劃簡單步

驟，操作適合學習階段

的器材儀器、科技設備

及資源，進行自然科學

實驗。 

 

 

 

自-E-C1 培養愛護自

然、珍 愛生命、惜取

資源 的關懷心與行動 

力。 

 

 

 

 

 

 

 

 

二、發展活動-漫步貴仔坑溪超級任務 

1.分組實際走訪貴仔坑溪進行觀察並將

所觀察到的紀錄在記錄板上。 

2.分組實際操作「自製撈水器材」，各組

收集 1個寶特瓶的水帶回學校。 

  

 

三、綜合活動 

1.完成分組學習單。 

2.引導學生分享戶外踏查的觀察感受及

發現。 

  

 

1節課 

 

 

 

 

 

 

 

 

 

 

 

1節課 

 

 

 

 

 

 

 

 

撈 水 器 材

(童軍繩、水

桶 、 寶 特

瓶、漏斗) 

觀察紀錄板 

 

 

 

 

 

實際操作 

學習單習寫 

 

  

 

 

 

 

 

 

 

 

口頭發表 

學習單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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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仔坑溪保衛戰—「貴仔坑溪戶外踏查」  

活動實作紀錄單 

活動組別: 六 年    班第     組  組員姓名:                

任務一~~貴仔坑溪的秘密 

1. 實際觀察學校旁的貴仔坑溪，請你將所看到的狀況記錄(畫)下來(參考向度—

汙染?生物?水流狀態?周圍環境?) 

 

 

 

 

 

 

 

 

2.根據我們實際撈回來的水以及貴仔坑溪空拍影片，想一想可能造成貴仔坑溪汙

染的原因， 

至少寫出兩點以及你/妳的感想 

我覺得汙染原因可能是~ 

 

 

 

我覺得~~ 

 

 

 

 

 

任務二~~行動後的省思 

  為了珍惜水資源及減少水汙染，我們可以採取哪些具體的行動呢?請至少

寫出 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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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學教學活動設計表 

 計畫名稱 
「泰山鄉貴仔坑溪」保衛戰— 

鄉土性科學教材研發與推廣 
領域 社會領域 

課程名稱 貴仔坑溪保衛戰 適用年級 高年級 

探討主題 如何改善貴仔坑溪? 課程節數 3節 

配合之社會領

域課程 

五下第五單元：城鄉發展與區域特色 

五下第六單元：臺灣的自然環境 

六上第六單元：臺灣的城鄉與區域 

六下第三單元：放眼看世界 

六下第四單元：關心我們的地球 

教學目標 

1.學生能了解被汙染的社區生態環境與被影響的情形。 

2.學生能發展批判思考、價值判斷與問題解決的能力進而培養學生社會參

與、做理性決定及實踐的能力。 

3.學生能了解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教材準備 
1. 貴仔坑溪空拍影片 

2. 分組白板及海報紙  

參考資料 南一版社會領域教師手冊  

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教學活動過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 社

會、自然與人 文環境

變遷，關 注生活問題

及其影響，並思考解 

決方法。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

等表徵符 號，理解人

類生活的豐富面貌， 

並能運用多樣的表徵

符號解釋相 關訊息，

達成溝 通的目的，促

進相互間的理解。 

一、準備活動 

看見貴仔坑溪Ⅰ 

1.利用照片及空拍影片介紹學校旁的貴

仔坑溪的周圍環境及水質狀況，請學生

發表影片中看到的周遭環境狀況。 

2.請學生分組蒐集有關泰山發展的資料

或圖片。 

3.並請學生分組討論自己實際看到的貴

仔坑溪狀況，將討論結果寫在分組白板

上。 

六、 發展活動 

環保小尖兵 

1.請學生將所收集的資料及討論結果製

成海報，繪製完成後分組上台進行報告。 

2.針對小組報告內容請其他同學給予回

饋。 

 

 

 

 

 

 

 

1節課 

 

 

 

 

 

2節課 

 

 

 

 

 

 

 

 

 

 

 

貴仔坑溪空

拍影片 

 

 

 

 

 

分組白板及

海報紙 

 

 

 

 

 

 

 

 

 

口頭發表 

  

 

 

 

 

海報製作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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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學教學活動設計表 

 計畫名稱 
「泰山鄉貴仔坑溪」保衛戰— 

鄉土性科學教材研發與推廣 
領域 社會領域 

課程名稱 貴仔坑溪放大鏡 適用年級 中年級 

探討主題 貴仔坑溪的污染源探討 課程節數 3節 

配合之社會領

域課程 

三下第六單元：守護我家鄉 

四上第一單元：美麗的家鄉 

四上第三單元：家鄉生活大不同 

教學目標 
1.學生能經由觀察說出貴仔坑溪有哪些汙染。 

2.學生能說出中港大排與貴仔坑溪的不同處。 

3.學生能了解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教材準備 

1. 貴仔坑溪空拍影片 

2. VR影像 

3. 分組白板及海報紙  

參考資料 南一版社會領域教師手冊  

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教學活動過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 社

會、自然與人 文環境

變遷，關 注生活問題

及其影響，並思考解 

決方法。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

等表徵符 號，理解人

類生活的豐富面貌， 

並能運用多樣的表徵

符號解釋相 關訊息，

達成溝 通的目的，促

進相互間的理解。 

一、準備活動 

貴仔坑溪及中港大排比一比 

1.利用 VR影像及空拍影片介紹學校旁的

貴仔坑溪及新莊中港大排的周圍環境及

水質狀況，請學生發表影片中看到的周

遭環境狀況。 

2.請學生分組討論貴仔坑溪及新莊中港

大排有哪些相同及不相同的地方，將討

論結果寫在分組白板上。 

 

二、 發展活動 

汙染哪裡來 

1.介紹水資源有哪些不同的汙染，並介

紹貴仔坑溪及中港大排的發展歷史。 

2.請學生分組討論貴仔坑溪可能的污染

來源，並寫在小白板上。 

3.看完中港大排改善後的生態廊道，想

一想我們可以為貴仔坑溪做些什麼？ 

1.5節課 

 

 

 

 

 

 

 

1.5節課 

 

 

貴仔坑溪空

拍影片 

VR影像 

 

 

 

 

 

 

分組白板及

學習單 

 

口頭發表 

  

 

 

 

 

 

學習單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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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學教學活動設計表 

 計畫名稱 
「泰山鄉貴仔坑溪」保衛戰— 

鄉土性科學教材研發與推廣 
領域 資訊領域 

課程名稱 利用 Excel 製作圖表 適用年級 高年級 

探討主題 Excel 的圖表操作 課程節數 2節 

配合之資訊領

域課程 
Excel 文書處理、資料分析 

教學目標 
5. 學生能將水質調查紀錄表上的數據輸入後計算平均值及變化百分率。 

6. 學生能熟悉繪製折線圖，並可以更改圖標題。 

教材準備 

4. 貴仔坑溪水質調查紀錄表格 

5. Excel軟體 

6. Goole Clssroom 

7. 教學簡報 

參考資料 宏全資訊-Google 輕鬆快樂學 

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教學活動過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4-1-2 能操作常用瀏

覽器的基本功能 

 

一、準備活動-認識水質數值 

2. 進入 Google Classroom 下載數據表

格。 

3. 利用貴仔坑溪水質數據表格介紹水

溫、酸鹼度、濁度、總溶解固體及溶

氧的數據意義。 

10分鐘 

貴仔坑溪水

質數據表格 

 

Google 

Classroom 

 

教學簡報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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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能瞭解資訊科

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3-2-1 能使用編輯器

進行文稿之編修 

 

 

 

 

 

 

 

 

 

 

三、 發展活動 

(一) 利用 excel算出平均值 

8. 介紹 Excel內建公式計算平均值。 

9. 請學生算出五項數據的平均值。 

 

(二) 利用 excel算出數據變化百分率 

5. 觀察第八天數據比對第一天數據。 

6. 練習比較量及基準量的計算百分率。 

7. 教學 Excel中如何自行輸入公式計算

變化百分率。 

8. 請學生算出五項數據第八天比對第

一天的變化百分率。 

 

 (三) 畫出折線圖 

5. 選取四天數據，選擇插入折線圖。 

6. 更改數據選取範圍。 

7. 更改圖表標題。 

8. 畫出五項數據隨著天數變化的折線

圖。 

 

三、綜合活動 

1. 將完成的檔案進行存檔。 

2. 進入到 Google Classroom，並將完成

的檔案上傳至作業區。 

3. 關機。 

 

10 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10分鐘 

 

 

 

教學簡報 

excel 

 

 

教學簡報 

excel 

 

 

 

 

 

 

教學簡報 

excel 

 

 

 

 

 

教學簡報 

Google 

Classroom 

 

實際操作 

 

 

 

實際操作 

 

 

 

 

 

 

 

實際操作 

 

 

 

 

 

 

上傳完成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