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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99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花蓮縣北區「國際大毒草-銀膠菊」的分布調查研究和生 

                物多樣性保育宣導 

主    持    人：溫智雄 校長 

執  行  單  位：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 

一、 計畫目的：  

（一）、透過九年一貫課程標準，於相關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 

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釐出與本主題研究相關之課程目標的環境教育能 

力指標(以下簡稱能力指標)，作為研究的主軸與依準。 

（二）、根據建構主義理論(知識是經由具認知能力的個體主動建構而 

來)，以學生為主體，先透過講解以認識銀膠菊的特徵及其對生態、人體 

的危害，並學習如何分辨艾草和滿天星，次為探討物種之間的競爭行為、 

了解外來種的優勢，進而了解鏟除外來入侵種的必要性。 

（三）、師生共同擬定計畫，決定用觀察、資料收集交流、田野調查、 

討論、分類等有效科學過程，來獲得科學概念。 

（四）、示範剷除銀膠菊，以行動護衛生態環境，進而維護本土植物生

態。 

（五）、透過研究過程及相互討論，能養成學生具有保護及改善環境所 

需倫理、知識、態度、技能與價值觀，以保障人類社會永續發展。 

 

二、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因原計畫主持人蔡欣吟老師調校緣故，改由溫智雄校長接任計畫主持人，

協同計畫主持人改由田如恆老師接任。 

 

三、 研究方法 

（一）、師生研究動機和對象的尋找(能力指標－環境覺知與敏感度)： 

利用課堂上，師生討論提出「外來種」的主題，在討論之間引導學

生了解外來種對環境、物種，甚至人類的影響，進而可能的威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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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二）、研究主題確立與研究區現況了解(能力指標－環境概念知識)： 

便於發展人們在了解並體認與其文化、生物及物理環境間交互作用

時，所必須具有的技能與態度；也是在教導學童在實際面對問題

時，如何做決定，並發展自我行為的依據準則。因此，學童會針對

其感興趣，且能與生活經驗相結合，並配課程的特定主題去進行數

天、數週，或更久的時間去探索相關的問題及現象，並依其意願決

定發表成果的方式和時間，並同分享過程，及稱之為「主題探索教

學」（蔡慶賢譯，1997；簡楚瑛，1999；陳建宏，1999；張蒼敏，

2001）。 

(三)、執行方法(能力指標－環境行動技能、環境行動經驗)： 

1.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4-1-2 能運用收集資料與記錄的方法，了

解與認識校園與住家環境問題，並能具體提出生活環境問題的

解決方案」：利用網路、圖書館論著、報章雜誌及本校檔案，找

出有關銀膠菊相關之各類文獻，摘錄合於九年一貫課程的自然

環境特徵及教材細目，作為初步教材備用。 

2.示範講授「2-3-1 能了解本土性（如：非核家園）和國際性的環境 

議題（如：永續發展、全球變遷、生物多樣性）及其對人類社會的 

影響。」：內容包括以下主題： 

A、生物多樣性及其重要性 

B、人類與生物多樣性 

C、生物多樣性消失之原因 

D、危害臺灣生態系的外來種 

E、外來種的危害與防治 

F、介紹國際大毒草-銀膠菊的型態及生活史 

G、如何分辨銀膠菊和滿天星、艾草 

H、銀膠菊對生態環境及人體的危害 

I、銀膠菊在北花蓮地區分佈狀況及拔除、處置方法 

3、田野調查「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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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本研究小組擬展開至少三種地毯式實地調查。 

A、第一種以師長為主調查對象以各風景區為主，尋出特殊教學

資源，建檔備用。。。。 

B、第二種以同學為主，沿個人自由路線調查，找出各種不同特

殊教學資源。 

以上兩種方式每月調查兩次，範圍從秀林到花蓮溪口之間的溪

畔、荒廢地及路邊，銀膠菊的分布狀況，同時照相並製作分布

地圖。 

C、第三種為補充調查，用 G.P.S.及 I phone 3GS.座標定位，Google 

earth 使用。 

4、編擬教學手冊（含實察）「4-1-2 能運用收集資料與記錄的方

法，了解與認識校園與住家環境問題，並能具體提出生活環境

問題的解決方案」：以實查所得之教學資源分佈區為重點，編擬

行動活動設計，內含教學目標、教學路線、教學準備和心得，

等並實際戶外行動，教材在試用後加以修正。 

 

5、擴大宣導與拔除「5-1-1 能隨著父母親或老師參與社區環境保護或

關懷弱勢族群生活的活動經驗。」: 

        A、媒體宣導：帶領學生參訪教育廣播電台花蓮分台、漢聲廣播

電台花蓮台，了解利用生態環境教育節目，發表有關環境的資

訊，將透過這些媒體宣導有關銀膠菊的資訊，並在宣導的過程

中，帶入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理念。 

        B、號召參與：帶領學生示範安全妥善的拔除銀膠菊的方法，以及

最終處置方式，並請學生將相關資訊帶到家庭及社區，一起來

參與關懷生態環境。 

        C、持續追蹤紀錄:一如小花蔓澤蘭，即使大量剷除之後，不可能

就此消失匿跡，所以本計畫將持續追蹤記錄銀膠菊在花蓮的蔓

延繁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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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目前完成程度 

（一）、資料收集：來源包括網路、新聞報導、學術研究等。 

  

（二）、.田野調查：從去年 5 月起至今，每月 2 次從秀林鄉立霧溪畔以

南，到花蓮溪口以北，包括秀林、新城、吉安三鄉，以及蓮市，

以這四個行政區域內的溪畔、荒廢地及路邊、社區，做地毯式

實地調查。師生分別或一起，調查有銀膠菊的地點記錄如下： 

1.中原路→重慶路→永吉路→南濱路→南海一街、二街→花蓮大橋加

油站香蕉園→嶺頂（花蓮溪口南岸，以嶺頂最為嚴重，幾乎全淪

陷） 

2.新城光復路民有街→大德街→太平街→康平街→廣三街→北埔路

→臨潭橋→七星潭草坪→重慶路旅路 

3.海岸路→忠義二街→民樂三街→忠義三街→腳踏車步道→花蓮漁

港港濱路→華西街（以腳踏車步道最為嚴重） 

4.榮光橋→南濱公園→吉安溪長安街→阿美文化村 

5.南海一街→二街→三街→四街→五街→六街→七街→八街→九街

→十街→十一街→十二街→重慶路→海岸路（以八街道路兩旁都

淪陷，最為嚴重） 

6.府後路→ 水源路（美崙山以南到花蓮縣政府）  

7.化道路上公園→球崙一路（拍到蜜蜂在銀膠菊花上採蜜）→腳踏車

步道（銀膠菊已拔除） 

8.榮光橋→七腳川溪→中原路→和平路→知卡宣大道→花蓮大橋前

加油站的香蕉園→阿美文化村路上→南濱路→華西街→新城鄉

垃圾場前的太平街及大漢技術學院農地→電光城空地→嶺頂→

臨潭橋七星潭（這些點都有用殺草劑處理） 

9.牛山：去年至今年八月，牛山銀膠菊的分佈狀況，從海邊沿山路蔓

延。 

10.大漢街→康樂路→康樂村加灣產業道路→康樂村海岸路→順安村

草林→蘇花公路兩旁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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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吉安鄉廚餘場→垃圾場路上（花蓮三處垃圾場—新城鄉、吉安鄉、

花蓮市皆嚴重） 

12.高幹三棧產業道路→景美加灣 →北埔部落→新城康樂路 →接蘇

花公路 →新城鄉代會→景美 

13.→台九線→富世村→大漢村→康樂路→博愛路（台九線，過家樂

福以北，道路兩旁皆有） 

14.美崙溪口（從 96 年第一次發現至今已 4 年，但僅在溪口至下游，

中上游未發現） 

15.太昌路明義二街→吉安鄉中山路一段→建國路中央路→新城鄉佳

林村→新城嘉里三街→新城樹林街（三鄉一市，以新城鄉最嚴重） 

16.學校：花農校園荷花池畔及後門口、啟智學校操場、溪口國小校

門右側荒地、中華國小操場 

17.中原路上→吉安吉興路→東華大橋往南→台九線上→溪口國小→

花蓮溪北岸→阿美文化村的農地→南濱路上→燕聲電台後面（吉

安鄉阿美文花村附近農地最為嚴重） 

18.水源街→台九玉米田→守臣橋附近→秀林鄉活動中心→海星中學

旁→高支順安 7 右 4 左 9-1 農地前→翰品酒店對面 

19.花蓮市垃圾掩埋場→教育電台斜對面→文中二公園→忠義三街→

港口腳踏車步道→花蓮大橋香蕉園→嶺頂→仁安社區→榮光橋

（香蕉園、嶺頂最為嚴重） 

20.光華一、二街、知卡宣三段交叉路口→光華一街十字路口旁，對

角是中華紙漿廠牆角→光華農場圍牆（華一街十字路口旁的玉米

田） 

        

   （三）、室內課程及戶外教學：調查研究成果，做成簡報。 

   （四）、移除方式的探討：徒手連根拔除、殺草劑、除草機三種比較。 

          對外來入侵種，處置方是就是移除，在計畫執行期間，政府跟

民間的使用移除方式有三種，包括殺草劑、割草機和連根拔除。

經較長時間的觀察，比較這三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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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殺草劑：不但無法根除銀膠菊，連其他草本植物也受害，況且之後，

最先生長的還是銀膠菊。 

2.割草機：美崙的「文中二」這塊地方的銀膠菊，是使用割草機，當

我們去拔除時，發現它的主根，特別粗壯，猶如人參，可能是割草

機重複割除所致。 

3.用手拔除：銀膠菊是屬於淺根植物，一般用手就可以連根拔除，除

非遇到之前割草機割過的，它的主根粗壯，才需要使用小鏟子。 

由此，我們認為：連根拔除是最佳的移除方法，只是，需要持續長期

觀察、紀錄，並重複拔除，因為仍有落在土裡的種子。 

（五）、媒體：平面媒體：更生日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廣播電台：

漢聲、教育電台，電視台：中天、民視、客家電視台、一傳媒 

 

五、 預期成果  

1.師生認識銀膠菊的型態及生活史。 

      2.師生認知銀膠菊對生態環境及人體的危害。 

      3.以行動拔除北花蓮地區銀膠菊。 

      4.從認知到行動的過程，體認外來物種對本土物種的影響，以及

生物多樣性的重要。 

 

六、 檢   討   

（一）、銀膠菊在冬天時會枯萎，因此在冬天時較不易辨識它的存

在，也因為不易發現它的蹤跡讓人輕忽它的傷害，故須在教材之中

加入因應之道。 

（二）、因為對有些人來說，銀膠菊的毒性並不足以引發嚴重的徵

狀，因此在宣傳策略上應特別著重這一塊的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