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九十一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摘要 
      
計  畫  名  稱：編號 53 

山腳地區溪流生態探索：溪流生態研習計畫 

主    持    人：蔡雯怡 

執  行  單  位：桃園縣立山腳國中 
 
一、計畫目的 
此為第二年計劃，延續去年於本區生態調查的內容，加以實際的推廣。本校

山腳國中地處蘆竹鄉北部，桃園縣之最北端，西與中正機場、大園鄉為界，東臨
台北縣林口地區，南崁溪上游坑子溪穿越此區，流入南崁溪下游後入海。桃園地
區多池塘溪流，平時居民即以釣魚作為日常的休閒娛樂，對於溪流環境實有密切

的接觸。但除了作為休閒娛樂之外，對於溪流中生物的種類，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等，實缺乏一深入之認識。南崁溪是全省污染最嚴重的次要河川之一，在污染如

此嚴重的南崁溪，上游竟難得有一片淨土，由去年進行的生態調查計劃，已收集

了本區溪流魚類，溪畔植物及鳥類等的相關資料，而今年則希望將這些資料以研

習活動的形式加以推廣，讓參與的學生珍惜自己的環境；同時也希望針對老師作

溪流生態的推廣教育活動，讓更多的老師成為生態教育的種子，將保育的觀念紮 

根於人心。綜合來說，本計畫的主要目的為以下數點： 
1. 針對本溪流環境進行第二年計劃，以本區生態調查的內容，舉辦研習活動加
以推廣。 

2. 將去年設計的教材內容，實際應用於研習上，加以改進修正。進行環境教育
教學活動。 

4. 學生研習活動---擴大舉辦。 
5. 種子教師研習活動---使更多教師能對環境教育有進一步認識。 
6. 依據研習修正後所得的資料編寫教學手冊 
 
二、研究方法 
1. 於民國九十一年八月十六日舉辦第一梯次的學生溪流生態研習營，參加人
數七十九人。 

2. 於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舉辦第二梯次的種子教師溪流生態研習營，
參加人數二十七人。 

3. 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前教材手冊編寫完成。 
 
三、研究成果 
1. 兩梯次溪流生態研習營如期完成。 



2.教學手冊編寫完成 
在舉辦溪流生態研習營之前，先進行了一至兩年的棲地環境資源調查的前置

作業，收集到第一手的鄉土環境資料，並由調查資料中選取適合的溪流環境教育

研習場所，再讓學生以及當地教師民眾參與研習活動。在這個連續的過程中，有

許多的環節都可以讓學生參與。以下依棲地調查、及研習活動二階段，列出可能

進行的環境教育活動。 
(一)棲地調查階段 
在尋找適合的戶外教學地點時，必定需經過實地探勘調查的階段。此階段得

到的許多數據，可以作未來設計活動的第一手資料，所以若能讓學生參與，將會

更有意義。在此階段時，可以進行的教育活動有棲地環境調查、與生物相調查活

動(河川生物、溪畔植被、鳥類等)。（教學活動）。 
(二)研習活動階段 
藉由連續的河川生態保育教育活動使學生認識水資源的重要，珍惜水資源，

並與水域環境及生活於其中的生物能實際接觸，進而體會生物與河流之間的生態
關聯，而愛護鄉土，所以依進行的先後程序，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 預備活動  
目標：打破隔閡、認識彼此，進入共同學習的情境。（教學活動） 
第二階段 溪流生態主題活動 
目標：認識水資源、認識水中生物、體會生物與環境間的關係 

(1) 熱身活動：傳水接力活動、水污染何處來、與水族共舞。(教學活動) 
(2) 主題活動：溪流環境、生態介紹、何處是我的家（水域生物巡禮）、
生物性指標(教學活動) 

第三階段：體驗活動 
目標：發現河流、傾聽河流、遠觀近觀河流、感覺河流，(教學活動) 
第四階段：後續活動(分享體驗，回饋及評量)(教學活動) 

 
 
四、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1. 學生研習活動的對象主要為各學區內國小升國中的學生，活動性強，致使
學生在戶外活動時，危險性增加，下次若有舉辦這類的活動，人數需再精

簡，或隨隊講師人數宜再增加。 
2. 未來戶外溪流生態的研習活動可與學校本位課程結合，在彈性課程時間實
施，成為例行的活動。 

3. 適合在溪流環境進行的教學活動，可以轉移至校園中進行，因為在戶外的
溪琉研習畢竟需要交通工具才能進行，但若將部分體驗活動回歸到校園

中，將可以讓戶外的研習活動更具有延續性，也更能增加深度及廣度。 
4. 教師的研習活動是第一次舉辦，教師的學習意願十分強烈，對於環境體驗
活動也反應良好，但建議將演講內容附在手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