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  畫  名  稱：大同山昆蟲生態調查暨教材研發及推廣 

 主    持    人：沈進發校長 

執行單位：台北縣樹林市武林國民小學 

指導教授：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陳建志教授  新店蝴蝶園 楊宗儒老師 

科學教育研究團隊成員： 

沈進發校長、劉道德主任、易諳峙組長、劉叔玫組長、趙國勝老師、林坤隆老師、林梅君老

師、馮慧玟老師 

壹、背景分析： 

本計畫研究區「大同山」位於台北縣南疆與桃園縣相接，主峰高約 405 公尺，形成樹

林市一半以上的坡地地形。大同山是樹林地區居民休憩爬山健身的好場所，它的自然生態

豐富，樹木茂盛，四季各有不同風貌；昆蟲種類繁多，蟲鳴鳥叫不絕於耳，是個知識的寶

庫；大同山現已有規劃完善之登山步道路線，平常為台北縣南方市鎮居民（含三峽鎮、鶯

歌鎮、樹林市、板橋市、新莊市、土城市等）假日休憩之良好場所，亦為本區域中小學生

觀察研究「自然生態寶庫」的最佳戶外教學場所。 

本校雖位於台北縣樹林市，但學區內農、工、商業區雜處，家長大多藍領階級；因此，

相對於台北縣的其他縣轄市，屬於文化較不利的地區；學校有 49 年校史，教師平均年齡

36.5 歲，年輕、有活力；因位處於大同山腳，「大同山」與學生之生活及學習息息相關，

在本校各領域課程（尤其是自然領域）的設計與發展上，「大同山主題課程」一直是與各

年級、各領域之教學相互融合、緊密聯結。而大同山又蘊藏了無數豐富的學習寶藏，因此，

開發大同山的各項自然與人文素材，將之轉化為可以用的教學資源，一直是學校課程領導

經營的目標。 

目前本校透過以「教育部 93、94 年度科學教育研究專案」等相關計畫之執行，已針

對大同山「地層、地質」以及「植物」等資源，進行教學素材資源調查、教材研究之建置

與推廣，透過團隊教師的踏查、整合、分享等方式，把這些在地的大同山資源，編寫成教

材並融入於教學中，活化了教學的現場，也讓「學習始於生活」的九年一貫課程精神得以



實踐，不讓學習與生活資源脫勾；而本計畫「大同山昆蟲生態調查暨教材研發及推廣」，

屬於本校在科學教育的推廣上原本規劃之既定的方向與領域範圍；且查詢目前「大同山昆

蟲」其相關性之書籍及研究所包涵的廣度及其對實際教學應用的教材發展上，尚屬薄弱，

並未有以大同山昆蟲為主之完整教材資源庫、教學應用參考範例以及線上教材等的呈現。

基於此，本校結合有相同興趣理念之教師，組成教學研究團隊，針對「大同山昆蟲多樣性

調查研究及教材推廣」提出我們的研究計畫。 

貳、計畫目的： 

這是一個已實施多年的延續性研究計畫，旨在開發大同山相關自然素材與課程，目前仍

在進行中。基於上述之背景分析與冀望能將研究之內容結合教學活動，並將成果提供教師教

學之參考，因此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包含以下六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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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結合既有之自然與科學領域教材，達成課程加深加廣與社區資源加值之效益。 

三、 彙整大同山昆蟲之相關教學素材，結合本校既有之大同山生態教材（土壤、地

質與植物），建構完整的社區大同山生態教材。 

四、 藉由整合的大同山教材開發，加強學童本身對生活科學的體悟。 

五、 透過網路教材與資源資料庫的研發與建置，延伸學童學習及教師教學的交流與

成長。 

六、 利用研討會的實務操作方式，活絡以大同山為主之教材創意開發，與落實教材

與教學實務結合的理念。 

參、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一、執行單位：台北縣樹林市武林國小 

二、學校行政的支援情形：本教學研究團隊由校長擔任計畫主持人，在校長的重視與領

導號召下，學校各行政單位都能給予極大的支持。例如：教務處規劃課程，並在課

發會時確立「大同山課程」為本校之校本特色課程；其他在辦理分享研習活動的場

地配合安排與經費核銷的手續等，也都由學校行政協助規劃辦理。 



三、參與人員：除校長、教授與主任外，其餘參與人員皆為本校對於自然昆蟲生態有興趣

的老師。參與人員如下表一所列： 

表一：參與計畫人員表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工作執掌 備註 

沈進發 臺北縣武林國小 校長 綜理研究計畫事宜 計畫主持 

陳建志 市立教育大學 教授 專家諮詢、專家效度檢核 專家諮詢 

楊宗儒 新店安坑蝴蝶園 輔導員 專家諮詢、專家效度檢核 專家諮詢 

劉道德 臺北縣武林國小 教務主任 協助綜理研究計畫各項事務 協同主持 

易諳峙 臺北縣武林國小 資訊組長 資訊素材建置與分類 研究員 

劉叔玫 臺北縣武林國小 教學組長 課程研發 研究員 

林坤隆 臺北縣武林國小 教師 素材蒐集、教材與教法之設計 研究員 

林梅君 臺北縣武林國小 教師 素材蒐集、教材與教法之設計 研究員 

趙國勝 臺北縣武林國小 教師 素材蒐集、教材與教法之設計 研究員 

馮慧玟 臺北縣武林國小 教師 素材蒐集、教材與教法之設計 研究員 

肆、研究方法 

本校為縣立國民小學，而本計畫研究團隊的成員也都是現職之國小教師，因此，本研

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除文獻分析法、田野調查法與專家效度檢核外，也將採用教學行動研

究法發展相關教材與課程設計，另外，教學資料庫的建置亦是團隊的重點工作；相關研究

項目與研究方法，如表二所列： 

表二：研究項目與研究方法 

研究項目 研究方法 

相關昆蟲素材整合 
一、文獻分析 

二、內容分析研究法 

大同山昆蟲之採集、調查

及分類 

一、田野調查法（兼採定點計數法與地區搜尋法） 

1. 定點計數法（point count）： 

針對大同山部份地區常見的蝴蝶、天牛與甲蟲等較易觀

察到的昆蟲，採此種調查法。 

2. 地區搜尋法（area search）： 



以實地徒步的方式進行廣泛的搜尋，劃分區域觀察紀錄

大同山研究區內的昆蟲生態。 

二、文獻與素材分析 

三、專家效度檢核 

聘請對「昆蟲」有相關專長之專家學者，針對本團隊的

研究調查與分類資料效度檢核。 

研究項目 研究方法 

大同山昆蟲之線上資料庫

建置 

一、素材分析 

二、專家效度檢核 

聘請相關專長之專家學者，針對線上資料庫資料效度檢

核。 

大同山昆蟲之教材、教學

設計與學具的開發 

一、教材製作 

二、教學行動研究法 

1.教材的研發，由擔任研究工作之教師，進行教學活動。 

2.教學設計的改進與實施。 

三、專家效度 

 聘請相關之專家學者，針對教材與教學設計效度檢核。 

大同山之昆蟲教材推廣 
一、專家效度檢核 

二、行動研究法 

伍、目前完成程度 

97 年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文獻分析            

田野調查及素材蒐集            

昆蟲素材檔案的整理與

歸納 

           

網站資料庫整合建置            

「大同山昆蟲」課程設計

研習與網路教材的推廣 

           

教材修正與評鑑            

成果的彙理與分享            

◎ 目前完成之工作項目： 



1. 大同山昆蟲生態調查與相關教學素材彙整。（已完成） 

（1） 自 96 年 3 月起開始進行大同山昆蟲生態調查，以實地徒步的方式進行廣泛的搜

尋，觀察紀錄大同山研究區內的昆蟲生態，並拍攝各種昆蟲照片千餘張。 

（2） 大同山相關文獻探討。 

2. 專家效度指導，校正調查與分類之資料。（已完成） 

（1）邀請市立臺北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陳建志教

授進行專家效度指導。 

（2）已完成各項資料分類與校正。 

3. 大同山昆蟲課程教材（含數位教材）與教學設計

的研發。（大部分完成） 

4. 大同山昆蟲網站資料庫的研發與建置。（已完成） 

5. 大同山網路昆蟲教材及課程教學設計之研習舉

辦。（已辦理 2 場次） 

6. 大同山網路昆蟲教材及課程教學設計製作之資料彙整。（部分完成） 
大同山昆蟲網站的建置

拍攝大同山各種昆蟲照片 

市北教大陳建志教授專家指導

 

大同山植物教學網站的建置 

7. 結合本校「93、94 教育部科學教育計畫~大同山

土壤、地質與植物」相關成果，建置完整的大同

山生態環境教材與資料網站。（部分完成） 

8. 成果發表及研討會之舉辦。（尚未辦理） 

陸、預期成果 

一、 落實本校學童生活經驗、學校課程實施與科學教育的結合。 

二、 樹立本校教師教學者即研究者之教學專業形象。 

三、 完成大同山昆蟲田野調查，建立大同山昆蟲調查結果與昆蟲圖像資料庫，提供

數位分享平臺。並藉由教材、素材資源庫的建置及分享，達到資源共享與教師

成長的目標。 

四、 編纂大同山昆蟲生態調查鄉土教材與學生學習手冊，提供台北縣三鶯區 29 國



中小鄉土資源補充教材。 

五、 引發教師、學童對環境生態的認識與重視。 

柒、檢討  

本計畫的進行，一直以來就是校內對於「大同山鄉土課程」有興趣教師的既定的

方向；因此，參與本計畫的團隊教師都能盡心盡力的做好自己分配的工作項目，目前

為止也都能達到計畫原先所設定之工作進度，團隊運作十分的順遂。但無可諱言，在

團隊運作的過程中仍會遭遇些困境，列舉如下： 

一、研究時程的問題：大同山昆蟲生態的變化需一年四季完整觀察紀錄，本專案計畫

96 年 11 月提出申請，97 年 3 月核定，97 年 6 月經費才實際撥款到校，壓縮了許

多研究時程。 

二、課程研發的問題：無較有利之誘因可吸引教師投入課程研發工作，建議縣市政府

教育局能提高給予參與教師敘獎之額度。另外，未來也可以以策略聯盟的概念，

與鄰近大同山的學校共同合作，發展大同山區域課程聯盟。 

三、團隊研討的問題：團隊教師課務仍多（未有減課經費的編列），共同交流討論時

間不足，較無法凝聚團隊向心力與及時發現個別成員的研究困境。未來編列預算

時，應酌予編列研究員減課之經費，以利團隊研討的進行，提升團隊合作的研究

效能。 

四、鄉土教材文獻分析與昆蟲辨識的問題：本研究計畫區「大同山」較缺乏正式的文

獻可供分析，倒是有許多的鄉野傳說。另外許多昆蟲也難辨識，只能拍照請專家

協助辨識。 

學校一群熱心於鄉土教育的老師們，不辭辛勞的利用課餘時間跋山涉水，冒著酷

暑嚴寒，為臺北縣大同山區的昆蟲留下珍貴的紀錄，相信未來也能發展出孩子們的最

佳學習教材！也感謝教育部能補助我們團隊 3 年的經費，讓本專案計畫能持續的進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