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件  一  

 

教育部九十四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利用直潭國小週遭自然環境與生物資源之整合性環境教育

研究 

主    持    人：李智賢 

執  行  單  位：台北縣直潭國小 

 

 

 

 

 

一、 計畫目的 

一、 研究背景 
  直潭國小位於新店市鄰近山郊，坐落於青潭堰上方、鄰近烏來山區和直潭淨

水場；四週山環水抱，周圍自然景觀及自然資源十分豐富。校內除設有接近原始

的生態植物園外，更另外打造蜜源和食草植物區，使得校園內不僅擁有許多的植

物資源，各種昆蟲、鳥類、兩爬類的動物在校園中更是隨處可見。本校過去在如

此豐富的環境資源之下，亦發展出許多有關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及綜合領域課程

的教學活動；而這些活動亦使本校教師及學童有更多的機會來觀察、接觸和認識

自然環境和生物。本校在課程主題方面著重於自然學習、生活體驗，主要由周遭

環境和生活經驗中取材，透過讓學童實際接觸、經驗各種事物，使學習和生活能

互相連結；而在教學方法上，特重實際體驗和實地參與，經常採用所謂的田野教

學或實地考察等「體驗學習」方式，強調「學習首重直接經驗」，讓其在生活經

驗中學習。 
本校過去在整體環境規劃和相關課程方面雖有相當成功的發展，但在整體環

境硬體設置和軟體教材開發方面仍有所限制而急需開拓。在硬體環境方面，校園

裡目前雖設有森林、生態教材園、水生植物池等多元教學環境，但因範圍和人力

關係，無法安排專人執行長期規劃和維護工作，而使教師不易使用園區內相關教

材、或因場地安全性及便利性問題，而不易讓學童主動利用教材學習，導致整體

教學成效降低。至於軟體教材方面，本校教師過去雖有自行設計相關橫向課程之

經驗和能力，但因對校內整體資源現況的認識有限、同時缺乏相關環境教育理論

之引入和應用，而使各年段在相關課程之縱向連結發展方面較為不足。另鑑於國

內大學院校相關系所和民間團體之豐富資源的可合作性，本計畫期望整合學校、

大專院校及民間團體之資源，規劃校內整體教學環境及教材的開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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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劃目的 

    考量上述本校現有之優勢和限制，本計劃擬透過學校、大專院校及民間

團體三方面合作模式，從校園內部和週遭環境資源調查、整合校園硬體環境整

體規劃縱向與橫向鄉土性科學、環境教育暨生物教材開發設計和成果推廣，以

及後續相關教學活動之辦理等四個面向進行，以提昇學校教師利用相關資源教

學之成效和學生學習效果；並使校園成為同時具有教學和觀光遊憩之自然教學

中心。 
 

二、 預期成果 
一、 硬體部分 
營造棲地，擴充資源 本年度預期成果主要為以最接近自然生態實際情況為原

則，建置科學教育所需相關資源動植物棲地 :  
1. 修繕、增植校內既有森林和生態教材園之樣貌，強化本土原生樹種之栽植藉，

以營造多樣性的陸生生物棲地。 
2. 增建「靜水式」與「流水式」生態教學池營造本土水生、水棲與溪澗型動植

物棲息環境。 
二、 軟體部分 
循序漸進，增強人力物力資源 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建置校園自然科學教育軟體環

境，第一年度步驟規劃如下 :  
1. 初步建立校園附近鳥類及兩爬完整種類名錄以及觀察資料庫 
2. 提昇教師自然生態相關之教學素養 
3. 編輯出版鳥類、兩爬、蝶類觀察與學習的摺頁教材 
4. 建立教師間自然生態教學資源分享機制 
 
 

三、 研究方法與完成程度 

軟體部分： 
概述 : 至本年度期中報告為止，各相關教師增能研習課程以及資源

分享機制皆已完成或妥善安排入學期行事表單，故後期主要工作重心

為折頁的製作，製作進度為兩爬摺頁定稿。 
1. 邀請相關領域專家，辦理動植物相和地理景觀資源調查相關知能研習活動，

並協助參與資源調查之工作。 
目前完成進度 : 如期中報告所示，資源調查基本技能相關研習已全部辦理完成。 
 
2. 邀請相關領域專家及親師協同方式，針對校區內部及學校周遭的鳥類、兩棲、

爬蟲等動物相資源做定點系統性調查。 
目前完成進度 : 如期中報告所示，表定資源調查計畫已調查完成，建立兩棲動

物，爬行動物，鳥類之完整名錄，並且使用棲息環境，出現時節與發現機率並示

的排序方式。 
待完成進度 : 調查深度廣度強化 深化調查內容，包含持續調查發現新種，以及

常見種類的深入生態紀錄與少見種類的資料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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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邀請相關領域專家辦理環境教育、科學教育整體課程設計相關知能研習課程

以提升教師專業素養。 
目前完成進度 : 如期中報告所示，已完成 21 小時的教師進修增能研習活動，其

成果亦見於教師所設計的生態科學教育相關教案之中。 
並於後期再增強教師有關本區地形及水文、環境教育融入領域教學等概念進修課

程，強化教師環境教育的敏銳度，將環境議題融入課程探討以解決問題落實於生

活中。 
4. 就實際生態調查結果設計、出版校園及週遭環境的生態、地理資源簡介摺頁。 
目前完成進度 : 完成兩棲爬蟲動物摺頁初稿 已初步編輯完成校區學區兩棲爬蟲

動物簡介摺頁，摺頁相關設計理念說明如下 :  
A 運用文字與影像的編排技巧，呈現入門與進階兼具的教學資訊。 
B 內容取向盡可能以引導問題方式為標題，內文則說明尋找答案的探究方式，

具互動性之教學媒材，而非單調的資料呈現。 
C 注重觀察者為中心的情意導向，引導使用者發現動物之美，並且揭示方便快

速的觀察入門方式，輔助其實地進行觀察。 
D 動物與棲地的觀察緊密配合，呈現出完整實用的生態觀察與生態學教育內涵。 
E 內文使用適合學童的趣味淺白文字語言，加強教學效果。 
F 折頁製作過程 :  

 確定 DM 格式 
 討論 DM 折頁的呈現方式，決定好風格與內容大概方向後，便開始進行

各部的作業。 
 內容架構編寫 

 由自然科教師進行內容架構的編寫，決定要放入哪些資訊，如：有哪些

蛙是出現過的、他們的棲地與特性、觀察需注意的事項等等。 
 資料與圖片收集 

 針對架構文稿所編寫的內容，收集所需之青蛙、蜥蝪及蛇的照片，並到

校園與附近地區拍攝其棲地。圖片收集上主要以自然老師所拍攝的為

主，但其餘不足的部分則至相關自然生態網站向同好們尋求幫忙。 
 圖片處理 

 將收集到的動物照片以 PHOTOSHOP 軟體進行去背，以利與棲地合成。 
 DM 版面與美工設計 

 以 PHOTOSHOP 進行版面與美工的設計，將文字資訊與圖片置入，並

作適當的安排，除了將相關的動物與其所可能出現的棲地合成，還必須

考量到未來使用者在閱讀與辨識上的方便性與美觀。 
 專家審閱 

 請自然科方面之專家對於初步完成之設計稿給予意見，檢視是否有資訊

錯誤或設計不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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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棲爬蟲動物折頁附圖範例 :  
 

 
 

待完成進度 : 初稿輸出審稿與出版 完成如標題之後期製作工作，並且融入課程

或試發試用，進行試用效果評估並再做檢討改進。 
 
5. 建立網路分享機制，統整教師參與學習歷程資料與相關生態調查發現成果。 
目前完成進度 : 校內非網路之分享機制 如期中報告所示，本校教師以自發性建

立電子檔案與教學活動設計互相交流的機制，依目前狀況評估暫不建立電腦網路

的分享機制。 
 
硬體部分 
年度工作項目： 
1.修繕、增植校內既有森林和生態教材園之樣貌，強化本土原生樹種之栽植，藉

以營造多樣性的陸生生物棲地。 
教材園 :  
降低食草植物密度，部分移株森林 
因森林土地非本校所有，故以有限的空間持續進行蜜源食草培植，而原先的蝴

蝶園區，經移植部份植物，園區植物生長密度適宜。 
現多項性植物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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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園區在食草部分多以台灣原生種的植物種植為主，不妨礙植物成長的空間

為要點，規畫賞蝶步道。 
 
2.增建「靜水式」與「流水式」生態教學池營造本土水生、水棲與溪澗型動植物

棲息環境。 
淨水式 :  
已完成進度 :  
水池環境評估與問題發現 針對淨水式水生植物池觀察評估後發現因為水池範圍

狹小，不同種類植物之間的淨消長情形明顯，例如萍蓬草的擴張速度快，時常覆

蓋住整個池面，致使水下情況觀察不易，並且壓縮同池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間。 
待完成進度: 
研擬強勢植物雜生之改善方式  徵詢專家意見，研擬出異種水生植物隻間互相競

爭的應應方式規劃，其目的主要在於方便教學上的觀察利用，可能作法為加設隔

離設施。 
 
流水式 :  
引進溪流生態物種 
目前完成進度 : 經評估後暫時不進行野外捕捉施放的工作，理由主要為專家評

估流水式生態池的生態尚未多樣完整，不足以提供溪流型蛙類的繁殖條件。 
 
 

三、  檢  討（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軟體部分： 
 
1. 邀請相關領域專家及親師協同方式，針對校區內部及學校周遭的鳥類、兩棲、

爬蟲等動物相資源做定點系統性調查。 
發現問題 : 此處發現校園之中有幾種特有的保育類野生動物，其生態行為與生

態地位都值得深入研究探討，也足以做為直潭國小的代表性物種，如兩生類之中

的台北樹蛙及鳥類中的猛禽黑鳶。計畫工作人員討論後一致認為將此類物種獨立

且深入的規劃入野外觀察課程有其必要，單一物種的深入觀察學習與廣泛性的學

習有本質上與成效上明顯的不同，目前正研擬計畫當中。 
 
2. 就實際生態調查結果設計、出版校園及週遭環境的生態、地理資源簡介摺頁。 
問題與困難 

 圖片收集困難 
 由於學校的經費有限，對於所需用到的動物圖片，無法全部向相關的單

位購買高品質的圖檔，只能自行拍攝或收集。但因人力上的限制，實無

法將所有必需之圖片拍攝齊全，只能於”自然攝影中心”網站上向生態觀

察的同好們求助，希望能夠提供作品供教學上使用。但所連絡的同好

中，只有 1/3 的熱心人士有回覆及提供圖片，其餘可能是因為沒有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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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 或不願意提供，而沒有進一步回覆，是讓人感到挫折的地方。對於

此問題，解決的方法無它，只有繼續於網站上尋求其他同好的幫助，所

幸最後都有熱心的同好再次大力幫忙，才能把所有圖片都找齊。 
 版面與內容之限制 

 因為 DM 頁數有限，而要呈現的資訊雖已儘量精簡，但到真正開始於電

腦軟體上製作排版時，內容還是稍嫌太多。在兼顧美觀與實用性的前提

下，要對內容做刪減時實在很難取捨，最後的解決方法是找編寫內容的

自然科教師與其他參與的人員及專家一起再次討論，對內容的圖片及文

字再做一次檢視來做刪減的動作，希望在兼顧版面易讀性的需求下，也

能儘量使內容的充實性不打折扣。 
 印刷上的尺寸限制 
 由於經費有限，在使廠商估價與印刷上自然也要將經費做最好的運用，在不

浪費紙張的前提下，廠商告知我們一個令人挫折的消息：每一頁的寬度可能

必須從 11 公分減少為 9.5 公分。在版面已經不太夠用的情況下，縮這看起

來少少的 1.5 公分勢必造成整個版面更加的擁擠，且許多內容都必須再調

整，在堅持不能縮小每頁大小的原則下，經過討論後，我們決定將正面的某

些內容挪到比較空的背面，這樣一來頁數減少了，在印刷上沒有問題了，且

內容也一樣充實而不須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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