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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國中小科學資優生之生態資訊營隊 

主    持    人：邱鴻麟 

執  行  單  位：台北市內湖區西湖國小 

 

一、 計畫目的 

1. 透過自然體驗與生態觀察，培養學生自然生態觀察的興趣與能力。 
2. 透過資訊器材的使用，提昇學生進行生態觀察的能力。 
3. 透過資訊課程與部落格討論機制，培養學生分享與溝通的能力。 

4. 透過生態觀察，培養資優生自然生態觀察的研究能力。 
5. 透過器材的使用，提昇學生進行生態研究紀錄的能力。 
6. 透過資訊課程，培養學生媒體素材整理與整合的能力。 

 

二、課程辦理型態 

透過專題演講、小組討論、網路討論版、田野調查、媒體實作與觀摩引導

學生進行系統性學習與分享。 

 

三、辦理地點 

     西湖國小【室內課】；金面山、天溪園【戶外教學】。 

 

四、參加對象 

臺北市四年級以上(含四年級) 對自然生態有興趣之資優班學生，或是自然

能力優異經教師推薦之普通班學生。依學員報名時所繳交之入班問卷作為

篩選依據。 

 

五、報名概況 

區域 

人數 
東區 南區 西區 北區 本校 合計 

報名 34 19 13 37 7 110 

錄取 19 11 9 18 5 62 

 

 

 

六、 活動辦理之人員組織架構及分工表 

 

校長林麗仙 
＊行政指導 

＊活動事務統籌 



七、營隊執行進度 

2008 年    工 作 月 別 

 

 

 

工 作 項 目 

第 

一 

月 

第 

二 

月 

第 

三 

月 

第 

四 

月 

第 

五 

月 

第 

六 

月 

第 

七 

月 

第 

八 

月 

第 

九 

月 

第 

十 

月 

第 

十 

一 

月 

第

十

二

月

營隊器材準備 ◎ ◎           

師資聯絡  ◎ ◎   ◎  ◎     

課程活動設計與討論 ◎ ◎ ◎          

研習手冊印製     ◎   ◎     

多媒體教學簡報製作      ◎ ◎ ◎ ◎ ◎   

營隊部落格規劃維護 ◎ ◎ ◎ ◎ ◎ ◎ ◎ ◎ ◎ ◎ ◎  

初階班課程活動      ◎ ◎      

進階班課程活動        ◎ ◎ ◎   

活動成果分析與檢討       ◎  ◎ ◎ ◎  

成果報告撰寫         ◎ ◎ ◎  

成果報告印製與發表           ◎ ◎

 

八、營隊預期成果與執行成果 

(一 )  預期成果 

1. 完成生態資訊營隊初階班與進階班課程活動，並加強資訊管理與影像資

料紀錄。 

2. 建置線上生態教學簡報資源，讓學生能充分參與課程學習，縮短基礎資

料蒐集歷程，進入研究探索歷程。 

3. 進行實地生態資源點之田野調查研究，培養學生解讀自然環境的能力。 

4. 透過網路與部落格的撰寫，培養學生觀察紀錄與分享溝通的能力。 

(二 )  執行成果 

在生態專家演講課程與田野調查相互配合下，從課堂發問、隨堂測驗、部落

格之文章中可發現，學生對物種辨識、生態概念與生態議題有更深的認識及興

趣。也因為部落格的即時分享機制，學生可以互相觀摩作品，在良性競爭下，心

得的內容層次也隨著提昇，文章發表率幾乎達到 90%。因此執行結果完全符合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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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檢討  

可保留的優點：。 

1. 今年學員來自台北市各校對自然生態有興趣的學生，報名時學生來源比往年

只收資優生來得多，而透過行前問卷回饋的內容作篩選，可以收到真正對自

然生態有興趣的學員。因此，今年的學員在上課學習及課後心得分享發表

時，非常認真與投入。學生意見回饋見於資優班生態部落格之網站

http://grc.hhups.tp.edu.tw/eco/的文章。 

2. 營隊部落格已經完成並正式啟用，從報名開始，營隊的相關訊息透過部落格

發佈，可以達到即時及節省時間的效果。另外，錄取名單和相關配合事項也

透過部落格發佈，從正式錄取開始，要求學員養成簽到習慣，除了可以知道

學員使用網站的情形外，也能節省紙張印製的消耗和節省聯繫的時間。 

3. 工作參與人員之工作分配：在作分配上，除了營隊行政工作、課程方向以外，

輪流擔任課程的主要引言人、資訊器材準備、上課助教（貼紙、相關事務處

理）、拍照、課程問卷筆記心得與作業批改、隨堂測驗出題與批改以及網站

設計與管理，分工合作，讓營隊進行順暢。 

4. 增加生態延伸閱讀書籍及心得分享（相關概念課程、專業研究課程、講師書

籍） 

5. 以部落格的方式，將老師上課的簡報檔上傳，方便學員課後複習；並將學員

的討論、筆記、數位影片、活動照片整合。 

6. 營隊分為兩階段，完成初階班的課程訓練與擇優錄取進階班的過程，學生上

課反應課熱烈，發問踴躍，頗受上課講師好評。 

 

應改進的意見：。 

1. 由於營隊部落格無法提供學員上傳照片功能，因此考慮往後加開相關的資訊

課程，指導學員利用網路相簿，分享自己拍攝的照片。 

2. 營隊活動期間，學員相當重視自己的心得成績，也投入相當的時間寫作，從

部落格的紀錄中發現，部分學員為了心得寫作忙到半夜一兩點，因此需要再

開課之時就提醒學員時間管理及健康睡眠時間的重要性。 

3. 原本進階班夜間觀察的戶外教學場地為滿月圓森林遊樂區，但是因主管單位

的限制相當多，公文往返溝通後，仍無法成行。故而移到陽明山國家公園所

屬的天溪園進行夜間觀察，因此在規劃夜間觀察的戶外場所時，除了考慮生

態教學價值外，需要教師更加了解場所的相關行政單位的支援配合度與地域

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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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活動攝影記錄（摘錄） 

1.金面山校外教學  2.基隆鳥會沈錦豐老師上課  3.室內演講課程一隅  4.陳燦

榮老師介紹螢火蟲  5. 6.陳振祥老師介紹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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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學生心得（摘錄） 

6 月 7 日 臺北郊山的生物資源:林玉琴老師之課程心得 
西湖國小吳庭佑 

我喜歡山林間那種詩情畫意的美，每當漫步在其中，都會感到豁然開朗。我

喜歡樹葉的瀟灑、樹幹的粗曠、花朵的嬌豔和秋葉的熱情，但看著這些美麗的景

象，卻總是不知這些植物的名字，即使回家後翻開圖鑑也僅得到一知半解的印象。 
參加生態營，才開啟問名之路，發現植物的習性十分有趣，就像人類的個性一樣，

有蠻橫霸道的雀榕、有彬彬有禮的台灣山蘇、有奸詐狡猾的咬人貓，甚至還有好

客的構樹，總是大擺宴席的迎接它的客人。 
其中我最喜歡的植物就是有著紅色果梗、黑色果實的紅楠，它因為東北季風

的迎風面造成與中海拔雲霧帶近似的溫度，所引起的「北降現象」而可以在北海

岸一帶看見。它的各種特殊構造不但能夠不怕寒冷的東北季風，反而在東北季風

的季節能夠長出最脆弱的新葉。而它如豬腳形狀般的紅色包片能夠緊緊的保護住

嫩葉，使其不會被狂風吹落，因而又稱作豬腳楠。當新葉已經健全，外面的包片

便會隨即脫落，所以若在地上看到，千萬不要將他誤以為是好吃的豬腳！ 
除此之外，我還認識了天然林。天然林有兩種，原始林和次生林。原始林就

是在沒有人類干涉的情況下長出的天然林，而次生林則是在人類破壞後，經過一

段時間的休養而長出的天然林。在次生林中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最早到達當

地生根的先鋒植物一定都是陽性植物，例如構樹、白匏子、血桐。而沒有遮蔽的

空曠地區中，根本完全無法生長的陰性植物，在那些陽性的先鋒植物長得高大、

茁壯後，大喬木、中喬木、灌木、地被層等耐陰性植物有了遮陽物，便悄悄的進

駐、成長、茁壯，漸漸成為優勢植物，最後取代原本的陽性植物，這個過程就叫

做「演替」。而經過多次演替的次生林，就能算是成熟的次生林了。 
每當走在山中小逕時，常會看見地上有片片的瓜殼，這並不是沒有公德心的

遊客亂丟垃圾，而是台灣藍鵲在吃完山桕的堅果後，所留下的食物殘渣。台灣藍

鵲的家族性十分的強，當藍鵲的家族中有雛鳥出生，牠所有的親戚和家族成員都

會幫牠尋找食物，只留下一支最兇狠的藍鵲來保護雛鳥。每當可疑人士一靠近，

守衛的藍鵲便會狠狠的飛下去，使盡力氣在對方頭頂踩一下，表明出他要求攻擊

者離開的意思。 
課程中，發現了台灣的蝴蝶王國果然名不虛傳。其中最有趣的便是世界罕見

的蝴蝶大遷徙：紫斑蝶。紫斑蝶過冬的地方是在台東和高雄一帶，較少寒風的山

谷中，所以每年冬天都可以在這些「紫蝶幽谷」中看到密密麻麻飛舞著的暗紫色

身影。而每年的冬天過後，成千上萬的紫斑蝶便會從南部的高雄、台東飛向北部，

遷徙的壯舉也是美不勝收。但這些紫斑蝶在到達北部，產完卵後便死去，由牠們

的下一代替他們完成回到南部老家的使命。 
青斑蝶也是同樣會遷徙的蝴蝶，牠們每年只憑著薄薄的翅膀和推動牠們的強

大氣流，在台灣和日本之間來回的飛行。雖然有學者認為牠們是靠氣流飛行，所

以並不算是遷徙，但要完成如此大的壯舉也是十分不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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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向我們分享最有趣的事情莫過於是在一個叫做大分的布農族部落舊

址。住在當地的布農族在日治時期因土地規劃而遷移至其他地方。當地的小米田

荒廢不久，整片梯田都被青剛櫟所覆蓋，正好成為了台灣黑熊喜愛的覓食區。因

此科學家便在當地蓋起觀測站進行台灣黑熊生態研究。據說為了節省開支，住宿

的地方根本是幾塊鐵皮和一個睡袋，而且每天都需要上山去撿一大堆木柴回工作

站燒火煮飯，不僅如此，還時常會遭到百步蛇的攻擊。有著如此鍥而不捨的精神，

收穫一定很大，果然在青剛櫟上看到多次熊爪痕，甚至看到被熊連根拔起的大

樹，還親眼看到野生的台灣黑熊呢！ 
自然界中，有許多動物的棲息地被人類影響的例子，更嚴重的甚至還會改變

到動物的習性。像居住再山區的台灣獼猴就是一個很好的例子。當觀光客驅車上

山時，往往會看見幾隻台灣獼猴在道路邊。有人看到猴子便感到非常開心，立刻

將車上的零食全部拿給那些台灣獼猴。也因如此，使得部分台灣獼猴喪失了牠們

的求生本能，每當觀光客上山時，只要在車窗旁做出哀求的姿勢，便可輕鬆獲得

許多好吃的食物。產生的問題不只這些，經過調查顯示，許多野生的台灣獼猴因

為吃了過多人類的高油脂食物(洋芋片、薯條)，而得到了皮膚病。因此，環保人

士已成立了義工團，上山勸阻遊客餵食台灣獼猴，以免出自一番好心的餵食，反

而導致極大的問題。所以大家若有機會看到野生動物，千萬不可以跟牠們分享自

己的食物。 
我認為我們應該多多珍惜大自然，那種壯闊靜謐的美，一定是人們修身養性

的最佳去處。如果我們毫無拘束的破壞了它，它不但會失去它的美感，甚至還會

使居住在其中的動物也喪失性命。我們要當一個森林綠意的製造者，而不要讓森

林的綠意到此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