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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1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計畫 期末報告 

計畫名稱： 
 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科學教材研發推廣暨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教育資源網經營管理 

主持人： 曾啟銘 E-mail：owl0819@gmail.com 

執行單位： 花蓮縣花蓮市鑄強國民小學 

一、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  

➢ 否 

2.執行重點項目： 

➢ 鄉土性科學教材之研發及推廣 

3.辦理活動或研習會等名稱、對象及人數: 

➢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生態洄瀾-體驗花蓮溪口，第 1梯次 教師科教工作

坊，32名教師。 

➢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認識山林-尋幽探綠美崙山，第 2梯次 教師科教工作

坊，22名教師。 

➢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湖光山色鯉魚潭-拜訪野鳥，第 3梯次 教師科教工作

坊，22名教師。 

➢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城鄉探索-市集踏查，第 4梯次 教師科教工作坊，23

名教師。 

➢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留得青山在-佐倉步道森林保育，第 5梯次 教師科教

工作坊，20 名教師。 

➢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飲水思源-美崙溪溯源，第 6梯次 教師科教工作坊，

22名教師。 

➢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雙語科教工作坊 冬季 3日種子教師工作坊，20名教

師。 

➢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生態雙語營，第 1梯次 3日學生營隊，24名學生 

➢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生態雙語營，第 2梯次 2日學生營隊，22名學生 

➢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生態雙語營，第 3梯次 3日學生營隊，23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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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加執行計畫人數： 

計畫主持人擔任本校教務主任，本計畫之申請與執行，由教務主任統籌協調各處室

辦理，相關參與計畫人員如下表。 

職稱 姓名 工作執掌 

校長 孫東志 督導科學教育專案育執行狀況 

教務主任 

曾啟銘 

(計畫 

主持人) 

1.統籌執行科學教育專案計畫各工作項目。 
2.主持相關會議與工作協調。 

3.規畫研習與營隊各項工作。 
4.各項經費核銷與結報 
5.成果報告撰寫。 

教學組長 練淑貞 
1.協助辦理教師研習。 
2.協助辦理學生營隊活動。 
3.其他協助事項。 

課研組長 張惠雯 
1.協助辦理教師研習。 
2.協助辦理學生營隊活動。 
3.其他協助事項。 

註冊設備

組長 
徐  薇 

1.協助各項活動之設備架設 
2.協助辦理學生營隊活動。 

3.其他協助事項。 

學務主任 周慧蘭 
1.協助教師研習與學生營隊活動之安全規畫。 
2.其他協助事項。 

總務主任 鍾博淵 
1.協助教師研習與學生營隊活動之場地規畫。 
2.其他協助事項。 

5.辦理/執行成效： 

本計畫以「探索洄瀾、體驗生態」主軸，挑選花蓮在地適合師生實施戶外教育

的山林與溪流，作為在地學習空間與體驗場域，應用環境教育教與學策略(ABOUT、

IN、FOR)，並以地方的自然環境與文化資源為教學主題，發展《探索洄瀾、體驗生

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科學教材，並透過寒假及暑期之教師工作坊及學生營隊辦理

與推廣，帶領學習者動手操作與合作學習經驗。 

本計畫引導教育參與者思考「Learning to be where we are」，使其從自己的

文化中與所處的自然環境裡去學習，立足於自己熟悉的領域，由探索、體驗歷程，

增進學習者對花蓮自然環境與常見動物生態有進一步的認知與了解；同時配合實地

的野外探察與體驗，感受洄瀾生物多樣性的豐富。研究者為更有效拓展研發與記

錄，同步建置經營 FACEBOOK【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社團，透過連結推薦國內外優

質環境與生物多樣性教育資訊，也分享生態影像資料庫與教學簡報，提供鄉土科學

教材與教育推廣資料。 



 5 

 

二、計畫目的 

EIC (Environment as an Integrating 

Context)是以環境作為整合情境的教學策略，

近年來被廣泛的應用到正規與非正規的教育體

系中。這種以在地鄉土自然與人文或以環境

(environment-based)為基礎的學習經驗、課

程方案教學及教育理念，常用於地方本位教育 

(Place-Based Education, PBE)或環境本位教

育(Environment-Based Education, EBE)。在

國外已有相當多的研究顯示地方本位教育能促

進學生的學業成就(academic achievement)、

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 、問題解決 

(problem–solving)、決策(decision-

making) 及更理解現實生活世界中，生物與非

生物複雜多元的相互作用。 

研究者嘗試從生態系統觀點，將學校、社

區環境視為是一體，提升學生對環境的認同與

參與。藉由系統的規劃將社會議題、環境議題

與社區環境特色整合到學校課程，讓社區環境

變成課本、社區變成教室。因此，本計畫主要

目的在於透過真實世界的學習經驗與參與，帶

領學童將自己、社區、以及地方環境加以記錄

與聯結，使學童看到所學與其本身的生活世界

相關聯，並以生活於此地感到驕傲，甚且透過

自然方式與其它世界發生關聯，使之成為願意

關懷付出的公民。  

寶島台灣由於境內山高坡陡、河川遍佈，

平原少並位處熱帶及亞熱帶交界以及島內海拔

高度多樣化，形成了多種的自然環境棲地與微

氣候，長久以來孕育出繽紛多彩之地理景觀及

豐富的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生物多

樣性是生態系中，生物群體的歧異性及內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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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其範疇包括基因、物種、生態系等 3種層次的多樣性，並具有生態保育與經濟發

展、科學研究與環境教育、文化、美學與倫理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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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後花園-花蓮，又稱「洄瀾」，

其位處台灣東部，境內具有多樣的地形、

氣候及海拔高度，彼此交會出多種的自然

環境，展現出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這正是

政府相關單位、民間團體及學校教師進行

生態教育與環境學習的最佳場域。 

本計畫以「探索洄瀾、體驗生態」主

軸，挑選花蓮在地適合師生實施戶外教育

的山林與溪流，作為在地學習空間與體驗

場域，應用環境教育教與學策略(ABOUT、

IN、FOR)，並以地方的自然環境與文化資

源為教學主題，發展《探索洄瀾、體驗生

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科學教材，並透過

寒假及暑期之教師工作坊及學生營隊辦理

與推廣，帶領學習者動手操作與合作學習

經驗。 

本計畫引導教育參與者思考「Learning 

to be where we are」，使其從自己的文化

中與所處的自然環境裡去學習，立足於自

己熟悉的領域，由探索、體驗歷程，增進

學習者對花蓮自然環境與常見動物生態有

進一步的認知與了解；同時配合實地的野

外探察與體驗，感受洄瀾生物多樣性的豐

富。 

此外，本計畫因應網路世代與行動學

習，研究者建置了 FACEBOOK《探索洄瀾、

體驗生態》社團，透過課程方案、研究報

告、網路資源及實地拍攝的生物多樣性影

像及教育資源不定時上傳與分享，藉由持

續的網站經營與管理，讓其他教學者也能

應用網站資源教學與交流，擴大科學教育

專案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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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計畫工作項目含括環境與生物多樣性《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科學教材研發、推廣及

FACEBOOK《探索洄瀾、體驗生態》教育資源網經營等，茲將各工作項目以流程圖表述如后。 

 

 

 

 

  

圖 1、《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科學教育方案發展與推廣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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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洄瀾、體驗生態》教育資源網經營-生態靜態影像拍攝紀錄 

環境生態相關影像 

(靜態)資料彙整及分類 

➢自然生態影像紀錄：如 
物化環境（如溪流、山林、海洋等） 
野生物（如植物、動物等） 
景觀資源（如地形、水文、氣象等） 
 

➢人文生態影像紀錄：如 
建築史蹟（如廟宇、古道、建築等） 
社會文化（如節慶祭典、農產、文化活動
等） 
 

➢活動影像紀錄 

➢確認拍攝地點與目標主體   
➢聯繫溝通：包含行政會議作業等相關聯繫溝通 
➢器材準備：相機、電池、記憶卡、閃光燈、鏡頭、腳架等 
➢文件資料：地圖、圖鑑、行程表等 

環境生態數位影像圖庫管理與資料彙整 

環境生態數位影像資訊整合應用 

鄉土環境科學教材研編 

⚫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 

教材手冊編製 

⚫ 教學簡報編製 

⚫ 戶外課程規劃 

教學資源網站經營管理 

⚫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 

教學資源網站建立 

⚫ 教學簡報檔案分享 

⚫ 教學影音檔案分享 

圖 2、《探索洄瀾、體驗生態》教育資源網環境紀錄影像整合與應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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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成果 

本計畫將發展《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科學教材，並於暑期與寒假期

間，辦理《探索洄瀾、體驗生態》教師科教工作坊推廣教材與網站；辦理學生營隊，推動公

民科學，讓學童學習鄉土資源特色與科學概念，將學習應用於生活中。此外，透過建置與經

營管理《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教育網站，分享研究者拍攝與研發之生物

多樣性影像資料庫、教學簡報及網路相關生態影音，提供在地環境生態影像與課程教材簡

報，並以下茲將各研究工作方法說明如后  

 (一) 環境與生物多樣性《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科學教材研發 

生物多樣性教育是引導人們欣賞、愛護自然中形形色色的生物與環境，同時透過生態教

育的歷程，使人們熱愛生命、關懷鄉土，進而能保護生物所棲息的環境與其他生命。為使教

育參與者能對東台灣花蓮的生物多樣性有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研究者依據生物多樣性的內

涵與花蓮在地的環境類型與自然生態，發展了《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科學教材方案。 

 

 

 

 

 

 

 

 

 

 

 

 

 

 

圖 3《探索洄瀾、體驗生態》教育方案核心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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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的核心概

念，以「全球性思考、地方性行動」

為主要規劃考量（參圖 1），結合以生

物多樣性概念之生態系多樣性、物種

多樣性及生態保育等概念加以闡述呈

現(參圖 2)。簡言之，《探索洄瀾、體

驗生態》涵括棲地環境、野生物與環

境行動等層面。透過環境教育單科性

科技整合統整模式，以花蓮野生物生

態與棲地環境多樣性為主題教學內

容，並可連結至自然與生活科技、綜

合活動、藝術與人文、語文等學習領

域概念與素養。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含括生態洄瀾、生命洄瀾、關愛洄瀾等三大教學面向（圖 5），

分別說明棲地生態系統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及生態保育行動等概念。為達成教學目標，主題

涵括棲地環境、野生物與環境行動等層面 共規劃了六個單元主題教學活動(參圖 3)，分別

是「Ⅰ.體驗河溪」、「Ⅱ.認識森林」說明河溪生態、山林環境特色與生物多樣性；「Ⅲ.拜訪

野鳥」、「Ⅳ.探訪蛙蛙」說明森林與河川中鳥類及蛙類的生態特色與重要性；「Ⅴ.飲水思

源」、「Ⅵ.留得青山在」則點出生態保育及環境行動是關愛洄瀾所必須採取的策略與方式。 

圖 4《探索洄瀾、體驗生態》教學面向 

圖 5《探索洄瀾、體驗生態》六大單元主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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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六個單元主題活動內容彼此獨立，教學

者可依據學生學習背景或配合學校之學年主

題教學，抽取本課程的單元活動，進行各單

元活動之教學。教學者欲使學習者對花蓮環

境與生物多樣性有一整體且系統性的認知與

了解，也可參考本課程規劃的教學順序，循

序漸進，完成所有教學單元(參表 1)。 

在教學活動內容的設計上，部份單元結合

STS 科學教育的課程建構模式，結合環境議題

（Environmental issue）融入科學

（Science）、科技（Technology）及社會

（Society）等面向，期使學習內容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上，達成「教育即生活」層次。 

綜而言之，《探索洄瀾、體驗生態》教學

主旨在於使學生瞭解自然環境與生物多樣性

在自然生態系與人文社會中的重要性與相互

關連性，並能探討生物多樣性現階段面臨的

危機，以及學生或社會相對應的保育行動與

措施，期望能使學生透過本課程，瞭解生物

多樣性維護與永續發展的關係，並建立對自

然生命尊重與關懷的價值觀及生態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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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科學教育方案主題與教材內容規劃 

探
索
洄
瀾
、
體
驗
生
態 

教學 

主題 單元主題 活動內容 內涵生態概念 
環境教育 

關鍵能力指標 
領域連結 

生
態
洄
瀾 

Ⅰ、體驗河溪 

Ⅱ-1.活水台灣  

Ⅱ-2.河溪遊記 

Ⅱ-3.大地血脈 

˙河川環境資源 

˙河川棲地生態 

˙河川生態結構 

˙河川集水區 

˙食物鏈網 

˙河川生物多樣性 

1-1-2 藉由身體感官接觸自然環境中的動

植物和景觀，啟發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

畫圖像和說故事的方式表達對河川及其

棲地的感受與敏感。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溪流及其棲地環

境特色與基本生態原則。 

3-2-2 能主動親近關懷學校暨社區的環境

與河川，進而瞭解環境權的重要。 

@社會 

@綜合活動 

@自然與 

生活科技 

Ⅱ、認識山林   
Ⅰ-1.森林初探  

Ⅰ-2.走訪山林 

Ⅰ-3.森森不息 

˙森林生物多樣性 

˙森林生態結構 

˙森林生態演替 

˙森林環境資源 

1-2-2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

響。 

1-1-2 藉由身體感官接觸自然環境中的

動植物和景觀，啟發欣賞自然之美，並

能以畫圖像和說故事的方式表達對森

林環境的感受與敏感。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森林及環境特色

與基本生態原則。 

@綜合活動 
@自然與 
生活科技 

生
命
洄
瀾 

Ⅲ、拜訪野鳥 

Ⅲ-1.大自然的精靈 

Ⅲ-2.野外尋鳥蹤 

Ⅲ-3.人鳥之間 

˙鳥類個體生態 

˙鳥類形態特徵 

˙生態區位 

˙生物多樣性 

˙鳥類行為生態 

˙鳥類資源價值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鳥類及其棲地環

境特色與基本生態原則。 

3-2-2 能主動親近關懷學校暨社區的環境

與鳥類，進而瞭解環境權的重要。 

@綜合活動 

@自然與 

生活科技 

@社會 

Ⅳ、探訪蛙蛙    
Ⅳ-1.聽青蛙在唱歌 

Ⅳ-2.賞蛙呱呱叫 

Ⅳ-3.保育蛙蛙 

˙蛙類棲地生態 
˙蛙類形態特徵 
˙蛙類保育 
˙生物多樣性 
˙蛙類資源價值 

2-1-1 認識溪流常見的蛙類及其棲地環

境特色與基本生態原則。 

3-3-1 瞭解生命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

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境倫理。 

@綜合活動 

@自然與 

生活科技 

@藝術與人文 

關
愛
洄
瀾 

Ⅴ、飲水思源 
Ⅴ-1.水資源保育 

Ⅴ-2.分享希望 

˙河川生態管理 
˙環境倫理 
˙河溪生態工法 
˙棲地破壞 
˙環境行動 

2-2-2 能持續觀察與紀錄社區的河川環

境問題並探究原因。 

4-2-4 能運用科技及資訊探討瞭解環境

及相關的議題。 

@自然與 

生活科技 

@社會 

@藝術與人文 

Ⅵ、留得青山在 
Ⅵ-1.森林保育 

Ⅵ-2.埋下種子 

˙森林保育經營 

˙森林生存危機 

˙棲地保育 

˙生物多樣性保育 

1-2-2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

響。 

3-1-2 具有好奇心，思考存在環境中萬

物的意義與價值。 

4-3-5 能運用科學工具分析、瞭解周遭

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5-3-1 參與學校和社區的環境保護相關

活動。 

@社會 

@綜合活動 

@自然與 
生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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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科學教材研發推廣 

研究者依據環境教育的教與學模型，進

行《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科學教材推廣。

在教學角度上，參考環境教育的 about、

in、for，讓每個活動不僅能使學習者藉由

室內課程，了解生態環境與物種的基本概念

與知識，也能透過戶外課程的實地觀察與體

驗，將學習內容應用於生活中。最後因認識

與互動，而培養學習者環境倫理，進而關愛

洄瀾(參圖 4)。 

以單元主題＜Ⅲ、拜訪野鳥＞為例，

先進行課室解說，讓學習者了解鳥類相關概念與辨

識技巧，如鳥類個體生態、形態特徵、行為生態等

內容（教學有關野鳥 about），讓學習者具有先備

知識；根據意義學習理論（meaningful learning 

theory），學習是建立於原有的知識基礎上。 

學習者有基本的認識後，帶學生戶外觀察鳥類

（in）。《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科學教材推廣強調

戶外課程之體驗學習，在大自然中，適切的啟發學

習者探索大地之心、引導其對各種生命的好奇與感

動，儘量給予學習者感受與欣賞自然生態的各種樣

貌。當學習者具備了相關的野外經驗與生態概念

後，透過師生的互動討論，可對相關的鳥類生態議

題做更深入探討，並啟發學生關切鳥類的態度，鼓

勵參與相關之保育行動（for）。 

在科學教材推廣活動之對象規劃上(參圖 5)，研究者先以現職教師或相關教育工作者為

主，並透過教師回饋與討論，調整修訂與滾動檢討《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科學教材。期望

透過野鳥作為科學探究的主題，引導學習者獲得知識、技能與態度，並且能參與問題解決的

保育行動。綜而言之，研究者在進行鳥類生態教育前，會先考量人、事、時、地、物、錢、

情、理、法、變等各種變因，與適宜的教學活動與內容，針對教學對象，規劃客製出有系

統、地點安全合宜鳥類生態教育活動。 

本計畫《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科學教材推廣工作項目(參圖 1)，主要依據環境教育理

論，針對教師，規劃暑期夏季、寒假冬季共 3梯次合計 7日之種子教師工作坊；針對不同學

習階段的學童，規劃 3梯次，合計 7日之學生生營隊。 

圖 6《探索洄瀾、體驗生態》教學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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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PLORE & EXPERIENCE BIODIVERSITY of HUA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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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探索洄瀾 體驗生態 雙語科教工作坊 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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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探索洄瀾 體驗生態 鑄強生態雙語營 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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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PLORE & EXPERIENCE BIODIVERSITY of HUALIEN /WINTER ECO CAMP Da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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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PLORE & EXPERIENCE BIODIVERSITY of HUALIEN /WINTER ECO CAMP Da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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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PLORE & EXPERIENCE BIODIVERSITY of HUALIEN /WINTER ECO CAMP 第 2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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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PLORE & EXPERIENCE BIODIVERSITY of HUALIEN /WINTER ECO CAMP 第 2梯次 Day2 

  

  

  

  

 



 46 

 

 



 47 

2023 EXPLORE & EXPERIENCE BIODIVERSITY of HUALIEN SUMMER ECO CAMP 第 3梯次 

Da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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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PLORE & EXPERIENCE BIODIVERSITY of HUALIEN SUMMER ECO CAMP 第 3梯次 Da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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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PLORE & EXPERIENCE BIODIVERSITY of HUALIEN SUMMER ECO CAMP 第 3梯次 Da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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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索洄瀾、體驗生態》教育資源網經營 

本計畫之《探索洄瀾、體驗生態》教育資源網經營之

項目，主要透過環境生態紀錄影像整合與應用，進行「環

境自然與人文生態影像與拍攝紀錄」(參表 2)、「環境生態

數位影像圖庫建置與應用」等工作。 

環境生態資訊，即是關連生物與環境因子相關的資訊，

其廣泛地內涵於環境資源、環境變遷、環境生態、環境管

理等環境相關領域，可廣泛應用於各項實務工作，經整合

分析之生態資訊，將有助於推動花蓮地區鄉土性科學研究

及教材研發等(參圖 6)。 

研究者已建置《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網站（如下

圖），透過持續更新與管理，藉由自然探索、生態體驗、影

像記錄與圖文分享學習網站特別規劃『教學研發』、『檔案

庫』及『生態影像簿』等功能，讓教育參與者有國內外及在

地相關資源教材可參考。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原本建置

在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奇萊網平台下的《探索洄瀾、體驗生

態》教育資源網，因縣府教育處政策、資安及其他考量，決

定讓奇萊網伺服器於 111 年 10月下旬停止服務，導致研 究者經營建置已初具規模之《探索

洄瀾、體驗生態》教育資源網已無法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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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生態影像拍攝規劃表 

溪流主題系列 野鳥主題系列 

  

山林主題系列 蛙類主題系列 

  

海洋主題系列 平原主題系列 

  

學生發表系列 生態體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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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考量重新架設全國性網路伺 服器之成本與後續維護之經費與專業，在現 

階段無法執行與達成，故研究者採多數人熟 悉的社群網路平台 FACEBOOK，重新以【探 索

洄瀾 體驗生態】FB社團形式呈現，提供 國內外生態與環境科學相關的影音與圖片， 供教

育參與者應用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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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研發《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方案與科學教材與，並透過

辦理《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種子教師工作坊及學生營隊，推廣鄉土環境科學教材與推

動公民科學，讓學童學習鄉土資源特色與科學概念，將學習應用於生活中。為有效推廣，

研究者也建置經營管理 FACEBOOK【《探索洄瀾、體驗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教育網站，

分享生態影像資料庫與教學簡報，提供鄉土科學教材與教育推廣資料。 

 

研究者從生態系統觀點，將學校、社區環境視為是一體，提升學生對環境的認同與

參與。藉由系統的規劃將社會議題、環境議題與社區環境特色及雙語教育，發展雙語生

態整合到學校校訂課程<EXPLORE & EXPERIENCE> BIODIVERSITY of HUALIEN ，讓社區

環境變成課本、社區變成教室。因此，本計畫主要目的在於透過真實世界的學習經驗與

參與，帶領學童將自己、社區、以及地方環境加以記錄與聯結，使學童看到所學與其本

身的生活世界相關聯，並以生活於此地感到驕傲，甚且透過自然方式與其它世界發生關

聯，使之成為願意關懷付出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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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