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金山區中角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六年級環境教育課程-動物與自然環境 

設計者：徐子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1-3-4-2辨識出資料的特徵

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2-3-2-1察覺植物根、莖、

葉、花、果、種子各具功

能。照光、溫度、溼度、土

壤影響植物的生活，不同棲

息地適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

相同。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

有許多種。 

【海洋教育】5-3-2 說明海

洋生物種類及其生活型態、

棲地。 

 

三、生物、環境與自然資源 

1.臺灣的生態 

活動一：臺灣的自然環境 

1.利用課本圖片引導學生進行探討，臺灣有許多樣貌的自然環

境，可以先讓學生從自身經驗開始，例如：海邊、紅樹林、森林

等環境，甚至住家及學校的環境中，也有許多生物棲息其中。 

2.教師指導學生利用圖書館、網路索引查詢各自然環境的環境特

徵。 

3.透過討論與發表，引導學生認識臺灣的海洋、紅樹林、濕地、

森林及高山的生態及環境特徵。 

4.利用海拔地圖與各生態系動植物圖片，請學生依照動物生活區

域，將動植物黏貼於正確位置，並填寫上生態系特色，完成生態

地圖。 

3 翰林版國小自然與

生活科技 6下教材 

三、生物、環境與

自然資源 

1.臺灣的生態 

自編教材 

口頭討論 

資料蒐集 

 

第十四週 

 

1-3-1-2察覺一個問題或事

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觀

察而看出不同的特徵。 

1-3-4-1能由一些不同來源

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

的看法。 

1-3-4-2辨識出資料的特徵

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1-3-4-3由資料顯示的相

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

關係。 

6-3-2-3面對問題時，能做

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環境教育】2-3-1 了解基

本的生態原則，以及人類與

自然和諧共生的關係。 

三、生物、環境與自然資源 

1.臺灣的生態 

活動二：臺灣特有種與保育類生物 

1.利用課本圖片或相關網站，認識臺灣瀕臨絕種的生物和特有

種。臺灣有許多特有種生物，因為僅分布於特定區域，所以也顯

得格外珍貴。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生物因為瀕臨絕種，需要加以

保育。 

2.請學生抽選台灣特有種與保育類生物，指導學生利用圖書館資

源、網路索引查詢其相關資料。 

3.學生報告發表有關台灣特有種與保育類生物的生活狀況與面臨

的困難與危險。 

4.教師引導學生歸納使台灣特有種與保育類生物生存面臨危險的

因素。 

活動三：臺灣的候鳥 

1.利用課本圖片或相關網站，認識有哪些候鳥，會隨季節遷徙來

臺灣。隨著季節而遷徙的鳥類稱為候鳥，可分為夏候鳥、冬候鳥

與過境鳥等。 

2.臺灣有許多種候鳥，教師可事先收集相關影片於課堂上播放，

可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 

活動四：外來種生物 

3 翰林版國小自然與

生活科技 6下教材 

三、生物、環境與

自然資源 

1.臺灣的生態 

自編教材 

口頭討論 

資料蒐集 

 



 

 

1.教師先紹外來種的定義，一個地區原本沒有分布，而由人為有

意或是無意引入的生物種類稱為外來種。 

2.外來種常因農業或貿易行為、具娛樂及觀賞價值、生物防治所

需、科學研究所需或原來外來種棲地改變而引入。 

3.適應良好的外來種不但可能干擾原生生物的環境，掠奪原生種

的食物，有時甚至破壞農作物，造成農民莫大損失。教師引導學

生思考，並搭配習作相關文章閱讀，了解防治外來種的方法。 

第十五週 

 

1-3-4-2辨識出資料的特徵

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2-3-2-2觀察動物形態及運

動方式之特殊性及共通性。

觀察動物如何保持體溫、覓

食、生殖、傳遞訊息、從事

社會性的行為及在棲息地調

適生活等動物生態。 

 

三、生物、環境與自然資源 

2.生物與環境 

活動一：其他的棲息環境 

1.指導學生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索引蒐集相關資料，再進行探

討，這些棲息環境各有什麼特點，以及棲息其中的生物，又有哪

些特徵。 

2.熱帶雨林：熱帶雨林的生物種類十分豐富，世界上有一半以上

的動、植物種類棲息在雨林。雨林終年溫暖、潮溼，沒有季節的

區分，樹木常綠，植物的葉片大多寬大，藤本及著生植物很多。 

3.草原：非洲熱帶草原的氣候一年中有明顯的乾季和溼季，年降

雨量在 500～1000毫米之間，多集中在溼季，乾季的氣溫高於熱

帶雨林地區。 

4.沙漠：沙漠中雨量非常的稀少，植物為了因應這種特殊的環

境，通常具備可貯存水分和減少水分散失的構造。生活在沙漠的

生物，除了對水分有其不同的因應方式外，還要適應日夜的大溫

差，有些生物甚至利用夜晚活動，以避開白天的高溫。 

5.極地：南、北極區邊緣冰凍無樹的平坦地區。極地的氣候酷

寒，動物仰賴厚實的毛皮，或血液內的防凍劑保持溫暖，而生存

下來，例如：企鵝、北極熊等。苔原植物則會在短暫的夏季進行

繁殖。 

活動二：生物如何適應環境 

1.藉由課本圖片，發現同一類生物，為了適應不同的棲息環境，

會有不同的外形特徵。例如：凍原中的北極兔，冬天時毛色純白

形成保護色，耳朵較短小可減少散熱；沙漠中的野兔，毛色灰

褐，耳朵較大。 

2.教師歸納，生物的生長與分布會受到溫度、雨量、照光和土壤

等不同因素影響，因此不同的棲息環境，孕育出多樣化的生物。 

3 翰林版國小自然與

生活科技 6下教材 

三、生物、環境與

自然資源 

2.生物與環境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發表 

資料蒐集 

 



 

 

第十六週 

 

1-3-4-3由資料顯示的相

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

關係。 

6-3-2-3面對問題時，能做

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環境教育】2-3-1 了解基

本的生態原則，以及人類與

自然和諧共生的關係。 

三、生物、環境與自然資源 

3.人類活動對生態的影響 

活動一：環境破壞 

1.引導學生回想導致台灣特有種與保育類生物遭遇生存危機的因

素，並指導學生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索引蒐集資料並討論人類

活動會造成環境改變。 

2.小組討論其一個環境破壞因素，並共頭思考解決方法。 

3.小組發表。  

活動二：水的汙染與防治 

1.透過課本圖片，引導學生認識水對生物的重要性，當水受到汙

染時，會對生物和環境造成什麼影響。 

2.指導學生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索引蒐集水汙染的相關文章與

新聞。 

3.水和空氣中的毒性物質，經由飲食、呼吸或接觸等管道，而進

入動、植物體內，長期影響之下，可能造成慢性中毒和各種疾

病。動、植物可能面臨瀕臨滅絕的危機，也會影響到人類的身體

健康。 

4.水汙染來源包括天然的汙染源及人為的汙染源，天然汙染源一

般是指暴雨逕流沖刷屋頂、街道、坡地、溝渠等所帶下的汙泥或

有機質；人為的汙染源則來自人們各種活動及開發所產生。 

5.水汙染防治：都市設置衛生下水道、規劃水源保護區、汙水處

理系統、使用環保洗衣粉、不把廢棄物倒入河川中等。 

活動三：空氣的汙染與防治 

1.透過課本圖片，引導學生討論空氣汙染的來源。 

2.教師可補充說明，空氣中的汙染物有臭氧、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一氧化碳及懸浮微粒等。 

3.引導學生討論空氣汙染的防治方式。 

4.教師歸納並說明，科技的進步，除了文明的便利外，也可能帶

來全球性的汙染，並藉此讓學生思考國際性的環境問題。 

3 翰林版國小自然與

生活科技 6下教材 

三、生物、環境與

自然資源 

3.人類活動對生態

的影響 

自編教材 

小組互動表現 

發表 

資料蒐集 

 

第十七週 

 

5-3-1-1能依據自己所理解

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6-3-2-3面對問題時，能做

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7-3-0-1察覺運用實驗或科

學的知識，可推測可能發生

的事。 

三、生物、環境與自然資源 

3.人類活動對生態的影響 

活動四：自然保育 

1.鼓勵學生發表相關經驗，例如：曾經去過或聽過哪些國家公

園；知道哪些自然保留區等。 

2.教師說明，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和保護區等設置目的，知道

人類是大自然的一分子，應該要愛惜保護所有生物共同的生存環

境。 

3 翰林版國小自然與

生活科技 6下教材 

三、生物、環境與

自然資源 

3.人類活動對生態

的影響 

自編教材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發表 

資料蒐集 

 



 

 

3.可請學生分組蒐集相關資料，進一步了解保育工作的重要性，

並說明為了恢復已遭破壞的環境，達到永續發展與保存生物多樣

性的目標，我們應該重視自然保育工作，愛惜生態環境，延續臺

灣的生態之美。 

第十八週 

 

5-3-1-1能依據自己所理解

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

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三、生物、環境與自然資源 

4.資源開發與永續經營 

活動一：自然資源 

1.透過課本圖片認識各種自然資源，讓學生進行探討，哪些資源

可以循環使用，哪些資源可能會耗盡。 

2.將討論結果進行歸納，了解陽光、水、空氣、土地、動物、植

物等資源，在合理使用下，可以循環利用，屬於可再生性資源。

有些資源會用完，例如：煤、石油、天然氣和礦產等，需經過千

萬年才能形成，稱為不可再生性資源。 

活動二：能源 

1.教師提示學生回四年級時所習得的知識與經驗。 

2.請學生根據生活經驗或課本圖片，發表所知道的電力或動力來

源。 

活動三：不竭資源的開發與利用 

1.透過閱讀課本圖片，了解臺灣發電方式，知道目前所倚賴的能

源含量有限，必須開發環保新能源。 

活動四：永續環境 

1.教師引導學生探討，如何從日常生活的行為做起，以永續經營

環境。例如：隨手關燈、關水；使用省水、節能或環保產品；自

備購物袋、餐具；選購當季、當地蔬果；選擇減量包裝產品等。 

2 閱讀科學小百科：節能標章。選購具有節能標章的產品，可減

少能源的使用，也可以降低電費支出。 

3.除了改變消費習慣之外，教師可以提示學生，平時都會進行垃

圾分類與資源回收，這些也是友善環境的作法，並藉此引導學生

討論更多可行的作法。 

4.科學閱讀：似霧非霧的霾。認識生活中常見的霾，以及懸浮微

粒對人體的危害，了解 AQI代表的意涵。 

5.引導學生閱讀「生活裡找科學」，認識彈簧在生活中的妙用，

以及碳足跡代表的意涵。 

3 翰林版國小自然與

生活科技 6下教材 

三、生物、環境與

自然資源 

4.資源開發與永續

經營 

自編教材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發表 

資料蒐集 

 

 



新北市金山區中角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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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不同動物的生活環境 認識環境破壞 

  

觀看外來入侵種相關影片 學生查詢資料後報告 

  

學生查詢資料後報告 學生查詢資料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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