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九十三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摘要(至多六頁) 

      

計  畫  名  稱： 

迴龍地區自然科學教學資源之調查與教學模組設計研究 

主    持    人： 許琦玲 

執  行  單  位：台北縣樹林市三多國小 

 

一、 計畫目的 

（一） 系統化收集迴龍地區自然科學教學資源；地形、河流、校內生

物、校內自然實驗設備，建立可供查閱的資料手冊。 

（二） 研究如何將自然教學資源融入各年級的自然與科技教學中並

且開發設計屬於學校本位之自然教學模組提供教學參考。 

 

二、 研究方法 

（一） 本次研究範圍：以塔寮坑溪為中心，調查附近非生物資源與生

物資源。 

（二） 非生物資源部份包括地層、斷層、河流，經教師實際探勘與文

獻研究完成。 

（三） 生物資源包括昆蟲、校園植物、社區綠色地圖，透過課程設計

活動結合社區居民共同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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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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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實際探勘與文獻研究非生物教學資源： 

1、地形景觀 

 

實際探勘 

空中鳥瞰 

2、地層、斷層、與地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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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塔寮坑溪寮簡介： 
（1）全長僅 11.6 公里，流域面積約 29 公頃，發源於林口台地，流經人口稠密

的龜山、新莊地區，匯入於大漢溪中。 

（2）塔寮坑溪集水區上游山坡地之標高約介於 10～200 公尺，面積約占全流域

之 60％。近年來因大幅開發，地表覆蓋減少，且砂石場洗砂問題導致水路淤積、

河道寬度狹窄，暴雨洪水匯集極快，致洪水量極大。 

（3）枯水期又常涓涓細流，甚至凅竭，僅剩沿岸排入的生活污水、事業廢水，

形成污水道般。 

塔寮坑溪流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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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積岩地形與古大漢溪遭襲奪關係 

 

 

塔寮坑溪注入大漢溪，進而認識大

漢溪、淡水河北台灣水資源。 

塔寮坑溪兩側往桃園ㄧ

帶，清楚可見林口台地水平

礫石地層結構，是沉積岩地

形。自空照圖可瞭解古大漢

溪被襲奪所致。 

 

山仔角山塊沙岩地層結

構，與北方林口台地礫石

層有別，使的引發縱貫線

兩旁環境問題也不ㄧ樣。

 

 

（二）師生共同紀錄生物教學資源： 

 

• 【活動一】昆蟲書〈四年級〉 

 

• 【活動二】生命圖像 〈五年級〉 

 

• 【活動三】「粉綠白腰天蛾」專題研究 〈六年級〉 

• 【活動四】創意玩具觀摩賽 
 

• 【社區綠色地圖】正在進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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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模組結構概要圖 

 

觀察情境，察覺問題 

 

引導討論，確定問題 

 

分工合作、進行探究 

 

分享經驗、整合成果 
 

＊ 全生命觀的昆蟲觀察 

 

昆
蟲
模
組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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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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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教學資源

區

動物教學資源

區

地景教學區 

認識台北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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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全球水質檢測日

實際進行水質檢測

利用簡易工具
進行水質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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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論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  利用當地資源指導小學生進行鄉土自然觀察，了解

水文、空間、生物、環境遷變 。  

•  因與學生生活經驗貼近，學生對於科學概念的建立

較完整，而非片段記憶性學習，學習態度也較積極。  

 

•  自然教學資源是透過課程活動與學生共同紀錄，因

此研究種類以及調查範圍並沒有很嚴謹。 

 

•  教學模組設計：整理這一年所完成鄉土教學歷程與

觀察資料，採陳文典教授模組課程概念進行編撰，

使其他教師與學生也能運用這些系統化資料輔助其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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