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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背景緣由
1.基隆暖暖區生態及地質的豐富資源

2.簡易科學教育製作



基隆高中

暖東苗圃

暖東峽谷

荖寮坑



計畫目的
 1.增加多元的學習方式
 2.把所學用在生活當中
 3.增進學生的觀察及思考能力



暖東苗圃生態查訪



計畫參與人員
姓名 職稱 職掌 任教科目

蔡仲元 導師 主持人 地球科學

楊志忠 技術服務組長 協同主持人 物理

蘇友寬 設備組長 協同主持人 生物

黃淑珠 教師 課程講師 化學

吳旭明 教師 課程講師 物理

盧慧芳 教師 課程講師 歷史

王駿智 教務主任 課程講師 地理

戴祖雄 秘書 課程講師 物理



研究方法
 1.觀察、紀錄
 2.發表想法
 3.資料蒐集與處理

蒐集資料的工具，包括:上課紀錄表、戶外
課程紀錄觀察表，學員回饋調查表，省思
紀錄表、學習單。



研發課程(1/2)

編
號

參觀地點 教學目標

1 暖東峽谷 1. 認識暖峽谷環境特色與生物多樣性
的關連

2. 建立常見生物基本觀察及描述能力
3. 建立環境生態保護的概念

2 荖寮坑礦業園
區

1. 瞭解煤礦形成的原因
2. 探討煤礦與基隆產業發展的關係
3. 探討人為干擾對於生物多樣性的影
響（與暖東峽谷作對照）

4. 昆蟲與植物基本觀察和採集技巧，
及研究與環境倫理探討

戶外探查與採集課程



研發課程(2/2)

編號 作品 教學流程
1 簡易望遠鏡 1. 介紹光學望遠鏡的原理

2. 光學望遠鏡的發展史與科學上的重大突破
3. 動手操作及組裝望遠鏡
4. 至室外練習觀察及拍照

2 手機改造顯微
鏡

1. 介紹顯微鏡的原理
2. 顯微鏡對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3. 動手操作及組裝顯微鏡
4. 實際觀察標本並記錄

3 基本昆蟲與植
物標本製作

1. 認識昆蟲型態構造，與乾燥標本製作
2. 認識植物型態構造，與臘葉標本製作
3. 認識生物多樣性之美，與適應及演化的關連
4. 上台口頭報告、解說與分享

動手做課程



執行成果-進度
經費執行部分 60%
(多數材料以買足，剩下活動開銷)

課程開發部分 85%
(已展開校內小助教培訓)

活動執行部分 40%
(預備寒假的營隊)



暖東峽谷場勘照



荖寮礦坑場勘照



菁桐照片



試用昆蟲網



辦理寒假自然科學探索營
一、活動日期:
105年1月21日、22日兩天 9:00~16:00

二、活動地點:
國立基隆高中、暖東峽谷

三、參加對象及人數:
國高中在職學生40人



營隊課程
時間 1/21(四)第一天
8:40~9:00 報到
9:00~9:30 長官致詞、開幕式 校園環境介紹
9:30~12:00 手機顯微鏡原理與實作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50 探索地球
15:00~16:00 失落的世界 基中校園探索

1/22(五)第二天
8:40~9:00 基隆高中集合出發 前往暖東峽谷
9:00~12:00 暖東峽谷實地考察
12:00~13:30 用餐 回學校
13:30~14:20 小組討論時間
14:30~15:30 成果分享
15:30~16:00 頒獎、結業式



校內小助教培訓照片



活動手冊



預期目標
 1.自行研發出的戶外教學課程模組，能引發學生觀
察力，探索研究之科學素養，並培養學生對鄉土
文化的認同感。

 2.培養學生動手操作及設計能力；藉由了解望遠鏡
與顯微鏡的成像原理，增進其物理基礎，將來可
運用於改良科技儀器或創造新的儀器。

 3.藉由開發校本課程，展現本校特色。
 4.跳脫課本教學，讓學生走向戶外，親身感受課本
裡所講的知識與現象，使上課內容不再只是文字。

 5.將此課程推廣至鄰近國中，使培育人才向下扎根
及增進地方福祉，達到整合教育資源，提升基隆
區文化水準。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