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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成員:鄭軒安、劉易昀、張瑄庭
李敏幼、曹元樂、李語欣

指導老師 : 劉雅鳳老師、李明峯老師(小強老師)、周鈞儀老師、豐佳燕老師



參與對象/人數：三~六年級，人數在20人以內。

分成4組，一組4-5人
活動時間：(一個半小時)90分鐘
活動地點：

芝山綠園(111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20號)



教案主題/規劃

感
覺

SDGs:4、6、7、12、13、14、15
1.認知 :確保⼤家正確認識⽔環境的優缺點、⽣態多樣性和⾯臨的塑膠
危害。
2.技能:⾛⼊⽣活周遭的⽔域環境，透過實際觀察及遊戲等⽅式，發覺
平⽇難以察覺的細微變化。
3.情意:思考⼈為活動對⽔資源造成影響，進⽽從⽇常⽣活珍惜⽔資
源。

洞察 重點有:認識芝⼭綠園     認識⽔資源、⼈類對⽔資源的危害
我們發現⼈類對⽣態的危害年年都在增加且愈來愈嚴重

實踐 我們可以透過⼀些桌遊或者是⼀些故事改編,讓⼤家對這個議題更感興
趣,並且願意和我們⼀起⾏動。

分享 我們可以透過⼀些環保協會或者是⿃類保育協會讓更多⼈關注這個議
題,發揮更深更遠的影響⼒。



         歡迎⼤家來參加我們的活動。我們現在的地點
是芝⼭綠園，⼊⼝⼀進⼊會先看⾒⽔⽣池，往左轉有
攀樹地，往右轉則是「得得之家」，繼續直⾛是台北
古城⽯頭步道和楓香樹，如果⼤家已經認識地⽅名
稱，那現在就來開始⼀個開場的⼩活動吧。

相⾒歡



遊戲規則：

抽一張芝山綠園地點卡牌，如果可在５秒內說出芝山綠園

地點卡牌上的地點，即可有小禮物一份。如果說不出來，

就可以選擇再加一到兩秒，加完秒數後如果說出來了，就

還是能拿小禮物，但如果沒有，就沒有禮物．

活動名稱：你「芝」不「芝」道?

⼈數：五⼈⼀組（以⼩孩為優先），輪流遊戲



請說出卡牌是哪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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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生態很豐富，有翠鳥、魚等動物，也有大葉楠、榕樹等植物，裡面有一

個專門救傷鳥的得得之家，那邊可以看到許多台灣原生種鳥類。

認識芝山綠園 

翠鳥 大葉楠 榕樹 得得之家



   外雙溪位於台灣北部，屬於淡水河水系，為基隆河的支流，流域分佈於台

北市士林區、北投區，外雙溪流域有芝山岩、雙溪公園、中影文化城、國立

故宮博物院、聖人瀑布等景點，磺溪上游則有多處溫泉，均為著名的旅遊勝

地。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係臨外雙溪，聯外道路因而得名「臨溪路」，另

外，芝山綠園有許多綠地，可以提供生物生存的空間。

認識芝山綠園位置

資料來源:https://ntuplus ntu edu tw/?page id=634



你知道嗎 ?植物在⽇常幾乎無處不在  
你會在

 河邊 海岸 濕地 陸地  
看到植物

讓我們玩遊戲認識各種植物吧

芝⼭綠園和



規則:每一組拿到一張地圖(有河邊海岸濕地陸

地)，依照人數給樹和花的圖片小卡，小組討

論正確生長的地區並進行配對{把樹或花的圖

貼上地圖上，計算答對幾題並給予獎勵卡。

⼩遊戲地圖

我住在哪裡
 ―樹的家是......

榕樹
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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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規則:每⼈發下⼀張連連看的學習單，
               要連出⼈類做的那些事會對⽔資源造成影響，哪些不會。



浪費

泡澡 洗完⼿不關⽔ 刷⽛⽤漱⼝杯

開著⽔⿓頭刷⽛ 總是把⽔⿓頭開最⼤

⽤洗⽶⽔沖⾺桶

隨⼿關⽔ 淋浴

省⽔



浪費省⽔

⽤洗⽶⽔沖⾺桶 刷⽛⽤漱⼝杯

開著⽔⿓頭刷⽛

洗完⼿不關⽔

總是把⽔⿓頭開最⼤隨⼿關⽔

泡澡

淋浴



小白鷺會抓魚來填飽肚子,我們可能在河邊見到小白鷺正在吃魚,通常看到的是小
白鷺和中白鷺。

翠鳥會站在樹枝上,看到有魚就馬上抓來吃,牠的背是美麗的藍綠色

鳥類介紹

台灣藍鵲記憶力很好,有人欺負牠的話,牠會去找兄弟姊妹報仇(因為他們是群居動
物)

https://ebird.org/species/formag1?siteLanguage=zh

https://ebird.org/species/comkin1?siteLanguage=zh

https://ebird.org/species/litegr?siteLanguage=zh



領角鴞是夜行性動物，是得得之家創辦的契機，有人當時撿到的雛鳥，但不知
道怎麼照顧傷鳥，「得得之家」是芝山綠園所設置的野鳥育護中心，也是台北
地區傷鳥救護站。其名由來，是一隻受到不當照護的小貓頭鷹──布萊得。牠
在1個多月大時因落巢被民眾拾獲帶回家照顧，因不了解貓頭鷹食性，只餵牠吃
白吐司，2個多月後布萊得的羽毛變成雪白色，還不斷掉落，腿也無法站立，民
眾才緊急將牠送至鳥會。義工花了1年多才讓布萊得恢復健康。

得得之家第一位成員介紹

連結:https://m.facebook.com/zcegarden8866/posts/1253735368100905/



台灣欒樹(四季的變化):春季萌芽、夏季綠蔭、秋季花

黃、冬季轉紅落葉春 秋

冬



1.準備三盆⽔(模擬⾃然環境):
(1)家庭、⼯業廢⽔(⽔中有垃圾、泡沫，很混濁)
(2)天然⽔(清澈、乾淨)
(3)充滿外來種的⽔(有很多⼤萍，⽔下的氧氣會被吸收)
2.請同學⽤鑷⼦夾起⽔中的「⿂」，體驗⽩鷺在不同⽔域
覓⾷的感覺。
3.請同學說出⼼中的感受

四、總結活動
⽩鷺覓⾷體驗



  Q1:⼩⽩鷺為什麼會抓⿂?
 
Q2:⼩⽩鷺⻑⼤會不會變成中⽩鷺和⼤⽩鷺?
 
Q3:台灣藍鵲是群居還是獨居?
 
Q4:領⾓鴞可以吃⽩吐司嗎?為什麼?
 

有獎徵答(導覽內容)



  Q1:⼩⽩鷺為什麼會抓⿂?
 A:為了填飽肚⼦。
Q2:⼩⽩鷺⻑⼤會不會變成中⽩鷺和⼤⽩鷺?
 A:不會，牠們是不同的品種。
Q3:台灣藍鵲是群居還是獨居?
 A:牠們是群居動物。
Q4:領⾓鴞可以吃⽩吐司嗎?為什麼?
 A:不可以，因為牠們是⾁⾷性。

有獎徵答(導覽內容)



想像結果
 Q1.如果沒有⽔資源的話，動植物會怎麼樣？      
Q2.動物們吃到塑膠的感覺?
Q3.如果⽔中的⽣物消失了，我們會怎麼樣？
  



小強老師為了讓我們成為環保培訓員，安排了一連串的校

外教學活動。老師跟我們介紹台北的溪流和水資源還有課

程水環境生態概論。我在得得之家也學到了很多：台灣有

12種貓頭鷹，台灣藍鵲是鴨類，會幫忙照顧弟弟妹妹，這

一次的攀樹我覺得超好玩的!經過了這幾次的戶外培力我學

到了如何做水質檢測和攀樹還有很多有關陸地和水域生態

的事，我一定會努力成為環保培訓員的！

鄭軒安



劉易昀
老師帶我們去基隆河淨溪撿垃圾時，大部份都是菸蒂！現代人真的太愛抽煙

啦！希望大家不要再抽菸，也不要亂丟煙蒂。一方面減少空污 ，另一方面讓

吸菸者的身體負擔減少，變得更健康。我們還去了紅樹林。我發現紅樹林有

很多彈塗魚、招潮蟹，偶爾還會有幾隻相手蟹探出頭來。我還看到他們進食

以及紫色招潮蟹呢!我還發現紅樹林的許多優缺點：優點；可以提供生物生活

的空間、作為防風林使用、耐高鹽。缺點；會佔據一大片空間，還會遮蔽陽

光，造成其他樹木不易生長。我發現濕地真的很重要，我們要好好保護它。

接下來，我們去了芝山綠園攀樹，我選了一條很長的繩子，想爬很高。最

後，我發現濕地和河流真的很重要，我們要好好保護它們，把生活中的污染

降到最低，這樣才能保護濕地和河流、海洋等水域環境。



張瑄庭

這個學期我們參加了很多和環保與⽔資源有關的⼾外培⼒
活動，和學習保護⾃然環境，我覺得收穫滿滿。 ⼾外環保
培訓活動，讓我們更清楚的明⽩⽔資源不是「取之不盡、
⽤之不竭」的，要正確的⽤⽔並保護⽣態資源，許多⽣態
早已因為⼈類的惡劣對待⽽瀕臨絕種，要好好的對待⾃然

環境，免得讓地球「不再發光」！



李敏幼
經過這些戶外培力，這些戶外培力都是與水有關的，

我學到很多與水有關的東西，不但學到如何做水質監

測和鳥類的基礎知識與保育鳥類的方法、外來種的常

識，還發現了台灣許多地方都有許多垃圾，也體驗到

平時不會體驗的事[例如攀樹 清除外來種]，我會努

力的減塑，還給世界一片美麗蔚藍的海洋，還給台灣

一片沒有塑膠的淨土。



曹元樂

我們的校外教學,不是跟水有關,就是跟大自然有關,如果沒有

水,就沒有樹,如果沒有樹,空氣就會被汙染,地球就不適合人類

生存了,所以我們要好好愛惜水資源,不浪費水和不亂丟垃圾,這

樣水資源才會一直留存在這個美麗的地球上,除此之外,保護水

生動物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是牠們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麗，有

些提供我們人類飲食，有些可以讓我們知道水質的狀況。



李語欣

    這學期有許多與戶外有關的課程。老師們讓我們了解台灣

目前的水資源狀況，又教會我們CPR與AED、戶外的急救方

式、水質檢測的方法、攀樹的小技巧、人們對鳥類錯誤的觀

念，也帶著我們去各種地方觀察生態、清除外來種......

    我們在這學期吸收了許多知識，希望這些環保的觀念和意

識，能一直流傳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