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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九年一貫課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及

十大能力，透過養殖、栽種、觀察等活動，親近自然、瞭解自然。以情意教學

為主配合體驗、感受生命的重要。 

 

本文以「葉子一生」為主題，從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加以分析，探究—教學
及控制變因實驗等活動，培養學生動手思考，養成愛惜生命的正向觀念。 

 

環境教育之課程目標、能力及內容，從生命教育開始，適當適時融入價值

觀，以「落葉堆肥處理」及「追本溯源」為議題，透過研究、發展教材及社區

人士的參與討論，培養學生對地方問題的關懷與歡喜付出的情懷，進而追本溯

源，由理念培養珍惜生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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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每天大眾傳播媒體報導，總或多或少會出現與生命有關的訊息，青少年因

挫折或父母老師一句不順耳的言詞，便衝動地做出傷害或結束生命的傻事，多

麼令人惋惜呀！教育部曾部長曾在報上發表〈缺乏情意教育，教改令人遺憾〉，

強調生命教育、尊重自己、關懷他人、培養同理心是多麼的重要。 

前台灣省教育廳曾宣佈在中等學校加強實施生命教育，然而成效並不彰

顯。落實生命教育的理想需要家庭、學校和社會三者同時進行。也就是藉著體

驗活動、環境教育、潛在課程等生活化、活潑化的過程去推行，尤其在小學階

段教育中，應多安排體驗活動，使學生進一步瞭解生命的意義，尊重自己、欣

賞別人。 

最近各報章雜誌都爭相刊載有關生命教育的文章，如「生命教育不如從養

花開始」、「熱愛生命 攀登未來」、「幼稚園新學期起教授生命教育」等。

行政長官的大力倡導與關懷引起全國上下對生命教育的重視。現在我們思考什

麼是生命教育，內涵為何？在學校課程與教學活動中如何落實，讓生命教育展

現其光輝及活力？ 

推廣與落實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最直接而容易的方式是從學校教育體

系著手。每一個人至少有九年或更多的受教時間，在國民小學階段的兒童，最

具有可塑性與學習的彈性與空間，特別是對於自然與科技學習、環境教育議題，

以重視情意教學、關懷生命、培養愛護大自然為目標，是一個相當理想並落實

生命教育的課程。 

充足的陽光、空氣和水才能孕育出生物，空氣的流動形成風，水蒸氣的凝

結出現雲，最後因分解而使生物又回歸塵土和大氣，這些自然現象的演變正說

明了生命的意義、過程及未來。人類為了追求更好的享受，著力於工業生產，

一方面帶動了經濟上蓬勃的發展，卻也帶來了環境上的污染，天然或人為的災

難頻頻發生，萬物之靈的人類為此必須面對更大的挑戰，科技的長足進步未必

能夠解決環境問題，卻帶來大量生物的死亡以及生存品質下降，這是不容忽視

的問題。 

大部分環境問題是因人類思想及行為偏差所引起的，因此唯有藉教育潛移

默化之功，改變人類的行為，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所以本文將著力於如

何在自然與科技學習領域及環境教育議題中，強化尊重自己、珍惜生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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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體驗的活動瞭解生命的意義，建立自我信念、發展潛能，樹立正確的人生

觀，培養健全的人格，自然而然地達到落實生命教育的目的。曾部長志朗宣布

2001年為生命教育年，又適逢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在即，謹此提出主題教學範

例，強調如何在自然科和環境議題教學時，透過體驗活動，了解生命教育的重

要，培養學生尊重自己關懷他人，以達到健全人格之目標。 

貳、文獻探討 

什麼是生命教育？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對此概念並未達到共識，尤其國內尚

未進行充分討論，值得關心。早在 1979年，西方國家於澳洲雪梨成立的「生命

教育中心（life educational center：LEC）」已經發展成為國際性機構。其宗旨致

力於「藥物濫用、暴力與愛滋病的防制」。在台灣，生命教育的提倡背景與暴

力關係較大。所謂暴力包含二方面，一是不尊重與傷害他人生命的暴力，一是

青少年的自我傷害或自殺（孫效智）。雖然有不同的背景，但是根本的解決之

道還是互通的。LEC相信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就要給他們一個正向而積極的生

命起點。可見防患未然是根本之道，正向人生觀的建立與家庭、社會的互愛、

互助都有影響。真正的生命教育應從家庭、學校與社會各方面著手，幫助青少

年從小開始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尊重並珍惜生命的價值，熱愛並發展每個

人獨特的生命，將自己的生命與天、地、人之間，建立美好的共存共榮關係。 

生命教育是近年來教育部積極推行的教育計畫，教育部曾部長提出—「生

命教育」的推動絕對是教育改革最核心的一環。考試委員陳英豪談到生命教育

的目的是使學生在受教過程中，不僅學習到知識、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其成為

社會的有用之材。生命教育的內涵幾乎包含了倫理、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的

領域，又涵蓋了人際關係、環境教育、宗教教育及人文教育等範疇。 

林吉基（1998）認為生命教育是透過具生命內涵課程的教學與體驗的歷程，

讓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進而欣賞生命、珍惜生命，最後學習包容、接

納尊重他人的生命，營造出一個至高無上，天人合一的生命。 

錢永鎮（1988）描述學校生命教育的四個目的，在於教育學生認識生命，

引導學生欣賞生命，期許學生尊重生命，鼓勵學生愛惜生命，而生命教育的四

個基礎概念分別為自尊的教育、良心的教育、意志自由的教育與人我關係的教

育。（陳德光，2000）文中：「生命教育」是前台灣省教育廳於民國八十七學

年度開始推動的教育計畫，最早在國中、高中與專職學校實施。各級學校都派

 



4 

(188) 2 教育資料集刊第二十六輯 

遣種子老師，分批接受培訓。該計畫的目標如下：（一）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

意義，進而尊重生命、熱愛生命，豐富生命的內涵。（二）輔導學生認識自我，

建立自我信念，進而發展潛能，實現自我。（三）增進人際關係技巧，提昇對

人的關懷。（四）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陶冶健全的人格。 

孫效智（2000）在其《從災後心靈重建談生命教育》一文中指出，生命教

育的意義是指「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整合行動力」的一種有關人之所以

為人的意義、理想、與實踐的教育。在《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哲學基礎》一文中

亦提及：生命教育在學校教育中的落實大概應包含「深化人生觀」、「內化價

值觀」、「整合知情意行」三方面。此外再加上「尊重多元智能」的環境，以

幫助學生在潛移默化中瞭解，每一個人獨特的「所是」（to be），遠比外在財

富地位的「所有」（to have）要來得重要。 

 從國中、高中、專職及大學共同關注生命教育，每一層級的目標與實施

方式不同，從具體到抽象，以達「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整合知情意行」

及「尊重多元智能」的環境，發展個人獨特的「所是」。但在國小階段尚被忽

略，2001年為生命教育年，應從國小課程中落實體驗的活動感受生命的可貴。 

陳英豪（1998）指出其所提倡的生命教育意義，在於讓每個人體會到別人

的生命和自己的同等重要。孫效智（1998）指出無論職業為何，職位儘管重要，

但你我仍是一個人，而生命教育的重要，正在於強調教育應引導學生在思維訓

練上作思考，與生命素質息息相關的終極關懷與身心安頓的課題。在內涵上，

生命教育涉及了倫理教育，宗教教育，生死教育等範疇，在李遠哲等學者（1999）

合著的《享受生命—生命的教育》一書中揭示，每一個人都必須瞭解生命的意

義以及存在的價值，肯定自己、接受痛苦與困難。曾志朗（1999）所撰〈生命

教育—教改不能遺漏的一環〉文中指出，在所謂速食文化的新世代，缺乏情意

教育的陶冶。黎建球在〈生命教育的意義價值及其內容〉一文中表示：生命教

育的具體內容，乃是在我、人、環境與天的四重奏中，在這四重奏關係的發展

中，無形的建立起一己生命的發展模式，以及幸福快樂或孤獨失落。 

林思伶（1998）在實際參與生命教育的推動經驗中指出，欲有效的推動生

命教育，需要有統整性的思考與推動策略，學校領導者的個人承諾、適當的教

師楷模、具有支持功能的行政系統與有效的工作團隊，再配合擔任催化功能的

課程與可以感動學生的校園環境，生命教育的功能應可預期。Duffy和 Jonassen 

（1991）認為學習者對知識的瞭解，是以經驗為根基，所以教學的計畫可能不

僅止於傳遞內容，也應包括發展學習者建構「計畫」的能力（朱湘吉，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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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觀點反應並可滿足生命教育的目的之一—培養學生判斷情境、解決問題的能

力。建構主義的核心概念「情境學習」強調情境本身就是內容的一部份（Spiro 

et al，1991）。 

若從學習的類別區分，「生命教育」各單元內涵包括了認知、技能、情意

等三種學習領域（Bloom，1956）。就像道德發展的歷程一樣，學習者對某一德

目或價值信念的內化歷程，必須在認知上先理解某特定概念，從而願意接受該

價值與其重要性，且瞭解運作該價值信念的方法或技能。 

生命教育的意義在於體會、瞭解自己的生命和別人同等的重要及存在的價

值。營造一個至高無上的超越，達到我、人、環境與天的四重關係發展。學校

可透過課程，建立感動學生的校園文化。 

葉麗君（2000）在〈塑建多元智慧的學習環境推動生命教育〉一文中表示：

教育改革的希望工程已在萬方期盼下啟動，現代化的教育必然運用資訊化、科

技化的工具與途徑，順應人性化、民主化、多元化的趨勢發展。 

林思伶（1999）在〈高級中學實施生命教育課程方法與成果調查研究〉一

文中指出：國內的教育改革需要更多與價值有關的改變，而這個改變必須是教

育內容與情境的（content and context）、是教育核心本質的（core value）、是統

整的（holistic and systematic）、是著重長期（long-term）、具體指導未來與前瞻

性（proactive）的思考。 

從「體驗--表現--理解」構成生命解釋學的公式來看，以情意溝通理論為基

礎的「情意教學」，其實是一種生命教育，（鍾聖校，2000，《生命教育的另

類可能—談情意溝通理論在大學之實踐發現》）是國內教育很重要的課題，卻

又不易著墨。究其原因，和客觀衡量學習者情意與態度的改變的程度之困難有

關，故許多講求科學驗證的理論與架構較難在此領域上發揮功能。有效實施生

命教育單元教學所需的過程與原則，必須注意學習個體（學習者）的心理與社

會發展歷程，要瞭解學習者的先備經驗，引起學習者的興趣與動機等條件。探

究建構主義所主張的「情境學習理論」可能是必要且有用的途徑。 

〈台灣省高級中學實施生命教育現況—1998-2000〉中發現，學校教師對生

命教育抱持著正向的期許，其需求為教材、專業知能研習，尤其是導師應熟悉

生命教育的內容。建議生命教育應與輔導室工作配合，並由輔導老師正式對學

生授課，在教授時，使用的教學法以情意陶冶取向教學法佔 26％，次為思考取

向教學法佔 22％及個別化取向教學法為 13％，可見透過情意、思考的教學法是

教師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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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生命教育的方法有很多種，學校應成立輔導小組，以行政系統與有效

的工作團隊—校長、教職員工及熱心家長，共同擬定實施計劃、課程、宣導及
不定期的活動與關心。透過情境學習理論，使學習者情意與態度的改變，願意

接受別人、尊重自己才可能進而重視生命。 

生命教育的理論如雨後春筍、百家齊鳴，目前已發展出許多派的理論，但

是各說各的，未達共識又無具體實施的方法，實在是相當可惜。以往大都著眼

於國中、高中及大學，忽略小小心靈更容易受創傷的國小、幼稚園階段的學生，

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家庭教育的重要，因此如何奠定基礎教育，不要以考試、才

華領導教育，應以情意教學為主，培養其自信，認為天生我才必有用，走出戶

外向大自然學習，發展自己的潛能，欣賞別人的優點，讓人生在合群、分工、

祥和社會環境中成長，綻出絢麗的生命。 

參、探討與分析自然科和環境議題中與生命

教育相關性 

在自然科和環境議題的教學目標中，有很多都是針對落實生命教育、尊重

生命的幸福快樂之培養，所以課程教材配合活動，培養學生具有判斷情境、解

決問題的能力，達到享受生命的理想。 

一、理念 

人類透過觀察自然，研究各種現象的變化，最後運用技巧，以適應環境、

改善生活，這就是人為萬物之靈的道理。為了生存，自古以來就學會鑽木取火，

隨著工具不斷的進步，當今資訊時代，更利用電腦來協助處理。人類善用機具、

材料、方法、知識，運用資源，增強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可喜的，但是

因為人類的物慾無窮，認為地球的資源無限，加上科技、知識快速發展，使得

「取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的觀念不再被重視。所以環境遭受無情的迫害，

一下雨就造成水災及土石流，一不下雨就是旱災等民不聊生的情況，生活的安

全受到嚴重威脅，每天過的日子充滿恐懼，曾幾何時，整個生活環境已經遭到

破壞，不禁讓人思考生存的目的何在？生命的意義為何？又九二一地震後與最

近失業率節節上升，有些人受不了挫折，就輕率地以結束生命來解決問題，怎

不讓人感到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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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命教育」方案，期盼從學校正規教育先著手，不要過份注重智育，

多提供學習、探索生命的意義，培養情意，珍惜自己關懷別人的機會與環境。

透過學校、家庭及社會教育，投入更多的時間心力，才能讓失落已久的心靈，

再度恢復純真本性。首先，學校應先釐清教育的本質與方向，以下提供參考： 

1.全人教育－以培養學生適應現在社會及未來生活的能力為主。 

2.正確的人生觀－用心經營生涯發展，追求真善美的理想。 

3.結合家長資源—讓家長瞭解「生命」的意義及其重要性。 

4.結合社區資源－請社區中提供資源，協助生命教育進行。 

5.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以學校的特色、環境資源、老師的專長、興趣，

成立專業成長團，讓老師、學生共同為學校努力，校園中的一草一木都可

為學生的學習對象，相信對認識「生命教育」是有助益的，進而尊重別人、

愛護自己。 

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自然科和環境議題與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在理論上，從幼稚園到成人階段，是人的成長歷程中不可或缺的。

將生命教育納入現有的教育課程中，不失為可行的辦法。分析九年一貫課程的

綱要，作者發現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和環境教育議題與生命教育相關的目標、

能力，如下： 

(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課程目標 

1.學習科學與技術的探究方法及其基本知能，並能運用所學於當前和未

來的生活。 

2.養成愛護環境、珍惜資源及尊重生命的態度。 

◎分段能力指標—科學應用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7-3-0-4察覺許多巧妙的工具常常是簡單科學原理的應用 

7-4-0-1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十大能力 

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經由對自然科學與生活科技的瞭解，養成尊重

生命、珍惜資源、愛護環境的情操： 

8 

1)能力的培養方面，藉養殖、栽種、觀察等活動，親近自然、瞭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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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逐漸養成愛惜生命、珍惜資源、保護環境的情操，教學活動或

做實驗時，要顧及降低對生物的傷害。 

2)與各學習階段之能力指標的對應方面 

1a-能因友善和喜愛，關懷別人感受。 

1b-能參與團體活動，分擔責任，分享榮耀。 

2a-能經由瞭解而喜愛生物及關心環境，不隨意傷害生物、破壞環境。 

3a-能愛惜生命、並珍惜資源、善用資源。 

 

從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發現 

1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課程目標有六個，其中有兩個目標已經注意

到生命教育—應用所學於當前和未來的生活及尊重生命的態度。 

2在分段能力指標有八個項目，第七項—科學應用，能把許多科學知識、原

理、概念應用在生活中，解決生活的問題。 

3在十大能力中 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可以透過養殖、栽種……等親近自然，
逐漸養成愛惜生命、珍惜資源、保護環境的情操，教學活動或做實驗時，

要顧及降低對生物的傷害。 

4在實施的要點中之教材選編、教學實施等，並未有所交待如何可達成。所

以教育部曾部長認為九年一貫教改中欠缺生命教育。為了讓學生在日常生

活中因學習而更瞭解生命意義，珍惜目前的生活，所以學校應發展更多的

教材，以情意教學為主，配合體驗、感受等活動，才能落實生命教育於生

活中。真正達到學習是為了解決生活的問題。 

(二)環境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 

◎課程目標 

(3)環境倫理價值觀—藉由環境倫理價值觀的教學與重視培養學生正向

積極的環境態度，使學生能欣賞和感激自然及其運作系統、接納不同

文化，關懷弱勢族群及未來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5)環境行動經驗—將環境行動經驗融入於學習活動中，使教學內容生活

化，培養學生處理生活周遭問題的能力，使學生對社區產生歸屬感與

參與感。 

9 ◎分段能力指標 

(3)環境倫理價值觀 

3-1-1經由接觸而喜愛生物，不隨意傷害生物和支持生物生長的環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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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3-2-3瞭解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3-3-1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境倫理。 

3-3-2學習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活環境。 

(5)環境行動經驗 

5-1-1能隨著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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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組織學校及社區的環境保護、關懷弱勢族群活動。 

◎十大基本能力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1-4-1體會生命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並分享個人的經驗與感受。 

(2)欣賞、表現與創新 

1-3-1瞭解不同生活環境差異之處並能尊重及欣賞其間的不同特色 

(3)欣賞、表現與創新—能體認生物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依存、共生

共榮的生態法則。 

(4)表達、溝通與分享 

5-2-2瞭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遭環境是出於主動的，也是主觀的，經由

討論、溝通可分享觀點並形成共識。 

(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能愛惜生命、並珍惜資源、善用資源。 

(6)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1-4-8透過藝術創作的方式，表達對社會、自然環境與弱勢族群的尊

重、關懷與愛護。 

 9-4-7關懷全球和人類共同福祉，並身體力行。 

(5)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瞭解科學與科技對人類生活有高度的影響。 

(6)規劃、組織與實踐 

   2-3-3規劃改善自己的生活所需的策略與行動。 

(7)運用科技與資訊 

   4-4-1分析各種人為和自然環境可能發生的危險與危機，擬定並執行

保護與改善環境之策略與行動，以減低危險的發生。 

(8)主動的探索與研究 

9-1-3舉出重要環境問題（如空氣污染、水污染、廢棄物處理等），並

願意負起維護環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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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瞭解環境因素如何影響食物種類並探討影響飲食習慣的因素 

7-2-5調查、分析生活周遭環境問題與人體健康的關係。 

7-2-6參與社區中環保活動或環保計畫，並分享其獲致的成果。 

7-3-4分析人類行為如何改變全球環境，並探討環境改變對人類健康的

影響。 

(9)主動的探索與研究—探索一個現象，能觀察變化的過程、思考其可能

的原因。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生活的型態 

4-4-2分析各種人為和自然環境可能發生的危險與危機，擬定並執行保

護與改善環境之策略與行動。 

6-4-4舉例說明各種權利（如兒童權、學習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

權、自由權、機會均等權、環境權及公民權等）之間可能發生衝突。 

9-4-5舉出全球面臨與關心的課題，如環保、飢餓、犯罪、疫病、基本

人權、貿易與科技研究等，分析因果並建構問題解決方案。 

◎主要內容： 

(一)環境覺知與環境敏感度 

  經由感官覺知能力的訓練培養學生對自然環境與人為環境美的欣

賞與敏感度。 

(二)環境知識概念內涵 

瞭解環境問題現況及其對人類社會文化的影響。 

(三)環境倫理價值觀 

欣賞並接納不同文化，關懷弱勢族群，進而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

發展。 

(四)環境行動技能 

能規劃、執行個人和集體的校園清潔活動，或組織學校及社區的環

境保護、關懷弱勢族群活動。 

(五)環境行動經驗 

環境保護行動計畫。參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環境保護與弱勢族群生活。 11 

 

上面資料來自：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自

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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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環境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發現 

1環境教育議題之課程目標有 5個，其中有二個目標已經注意到生命教

育—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環境態度，使學生能欣賞和感激自然及其運

作系統、欣賞並接納不同文化，關懷弱勢族群，進而關懷未來世代的

生存與發展及使學生對社區產生歸屬感與參與感。 

2分段能力指標有 5個項目，其中環境倫理價值觀—瞭解並尊重不同族

群文化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學習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活環境及環境

行動經驗讓學生能隨著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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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環境教育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之十大能力中均含有與生命教育相關之

能力指摽，可見在各學習領域已經注意培養學生生活的能力。 

4在環境議題的內容涵蓋五個層面－（一）環境覺知與環境敏感度（二）

環境知識概念內涵（三）環境倫理價值觀（四）環境行動技能（五）

環境行動經驗。由感官覺知開始，最終能參與學校社團、社區環境保

護與弱勢族群的生活，相信只要落實環境議題教學，即可達到關懷生

活、尊重生命。 

可見將環境議題融入每個學習領域即是生命教育的開始， 適當適時地融

入價值觀，關愛生物最後關懷自己尊重別人，這就是生命教育的意義。因此有

了目標、能力該如何設計生動的教材及教學活動就是落實生命教育之關鍵所

在，期盼透過本文實務的介紹，引起共鳴，當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生命教育

能在教學中被重視，使得生命教育的績效能在生活中放出快樂的樂章。 

肆、實務與教學活動設計 

自然科的教學範圍很廣，上至天文下至最小要用顯微鏡才可看到的細菌。

從觀察、測量、分類、推理、形成假設、控制變因及實驗…等各種科學方法，
探究過程中細心、耐心與愛心，最後解決問題。所以自然科的素材應是身邊周

遭的環境中易取、易得的，其目標在於能透過了解動物、植物與大自然之間的

關係，在課程與教材方面經過精心設計，一定可以培養學生尊重生命、關懷他

人，對落實生命教育頗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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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議題也是以生活、時事問題為主，如八十九年七月一日開始台北市實

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多數學校內最大垃圾量就是落葉，但落葉一定是垃圾嗎？

透過討論，學生提出葉子由發芽到枯萎掉落，就是葉子生命的開始與結束，為

此展開葉子一生的探究。作者首先對現行自然科課本進行探討與分析葉子相關

的內容，進一步探究環境議題及設計教學活動，最後追本溯源，在過程中發現

不論大學生、小學生都是對處理身邊問題的處理較有興趣。透過體驗活動可以

增進生命意義的了解與並增加解決問題的能力，以下簡介各活動的精神與理

念，提供參考，期盼能在自然科及環境議題教學中，落實生命教育。 

一、探討與分析—葉子相關課程 

作者在教授國小自然科實驗研究課程，採用的是分組進行主題式的研究，

有一組的主題是「葉子的一生」。首先從現行自然課本南一、康軒、牛頓三版

本中分析出與葉子有關的主題、項目、內容如表一，及設計教學活動範例—葉

子的遊戲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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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葉子相關教材（林純如、何佳靜、羅時明同學的分析報告） 

次主題 項目 內容 

葉 形 
葉片呈細長形、圓形、三角形、菱
形、雞蛋形、針狀….等各種形狀 

葉 緣 
光滑、鋸齒、波浪狀、邊緣有細毛
或針刺 

葉 脈 網狀脈、平行脈 

顏 色 顏色、葉脈紋路的差異 

觸 感 粗糙或光滑 

氣 味 草香味、果香味或臭味 

一、葉子的形態 

大 小 葉子的大小 

葉 序 對生、互生、輪生 

向光性 葉片在生長時有向光成長的特性 二、葉子的生長 

單葉、複葉 單葉、羽狀複葉、掌狀複葉 

光合作用 
生理上的機能 

蒸散作用 

遮蔽陽光並防止紫外線的直接照
射 

調節溫度避免產生溫室效應 

產生隔音效果減少噪音污染 

吸附空氣中的懸浮粒子以淨化空
氣 

對自然界中氧氣、二氧化碳的循環
上佔有重大角色 

為食物鏈中最基層的生產者 

調節大氣濕度 

三、葉子的功能 

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水循環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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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的葉片有利於眼睛的健康、視
力的保健 

光合作用產生的氧氣對人體呼吸
系統及健康甚有幫助 

有些植物的葉片可供人類食用，可
做為食物的來源並含有豐富的維
他命及礦物質 

對人類的影響 

多采多姿的葉片令人心曠神怡促
進健康 

  針葉 

  捲曲葉 

  鱗葉 

  捕蟲葉 

  繁殖葉 

花葉 

四、葉子的變態 

  苞葉葉 

用落葉玩遊戲 

用落葉當燃料 

掃除用具 
  落葉的利用 

蓋房子 

利用落葉做堆肥或製成有機
土，可用以改善土壤品質 

幫助植物生長 

五、葉子的掉落 

  堆肥 

減少垃圾量與環境污染 

  樹葉拼圖 

  拓印葉脈 

  搶葉子遊戲（找相同的葉子） 

  用葉子做編織（做蚱蜢、樹環） 

  吹榕葉笛 

  描葉形 

  幫落葉找家 

  利用葉子佈置教室 

六、葉子的遊戲 

  幫落葉找同伴（將各種落葉分開，相同的放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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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操作—利用葉子做遊戲 

實驗名稱 用葉子做蚱蜢 拓印葉脈 樹葉拼圖  

    

實驗原理 
用狹長的葉子，利用其

纖維的韌性編織蚱蜢 

         

利用各種葉脈紋路加

上色彩繽紛的水彩構

圖 

利用不同葉子的顏色、形

狀，加上豐富的想像力拼

畫 

實驗器材 

椰子樹樹葉x 5 水彩x 1 

水彩筆x 1 

圖畫紙x 5 

各種不同的葉子 

圖畫紙x 5 

膠水或口紅膠x 1 

各種不同的葉片 

實驗步驟 

1、 在距葉子頂端四  

分之一處，將葉  

   子由中肋處分三部

分。 

2、依序編織即可。 

1、 將水彩調勻塗於 

   葉背。 

2、 把上色的葉被印 

   於圖畫紙上。 

3、 把圖畫紙晾乾即 

   可。 

1、 構想自己喜歡的 

   圖樣於圖畫紙。 

2、 將落葉塗上膠水 

黏在圖畫紙的適當地

方。 

3、 等圖畫紙晾乾即 

   可。 

實驗結果 一隻栩栩如生的蚱蜢 一幅葉脈圖 一幅生動活潑的樹葉拼圖 

 

 

在此教學活動中，隨時強調組成生態環境的每一分子，都各有其特殊的用

處與存在的價值，即使是一片葉子，從其葉芽發生到枯黃掉落，各個不同階段

的作用中，對於植物本身、動物成長、以及整個自然環境的平衡，都有著莫大

的影響與貢獻，充分發揮了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從而提醒小朋友應學習葉子的

精神，尊重自己、珍惜生命、關懷別人、愛護大自然，展現生命的光輝及力量。 

在國小自然教材的內容中，除了主題「葉子的一生」可以用來指導並落實

生命教育的學習及發展外，尚有其他許多單元的活動也同樣可以達到以上的效

果與目的。如低年級教材中有：「可愛的動物」、「豆子發芽了」、「水裡的

小動物」、「六隻腳的動物」、「養蝌蚪」等；中年級教材中有：「養蠶」、

「植物的根莖葉」、「動物的身體」、「認識人體」、「植物的花與果」等；

在高年級教材中有：「生物的繁殖」、「生物的分類」、「生態系」、「自然

界物質的循環」、「動物的行為」、「地球村」等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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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各單元教學活動中，能適時介紹生命有長有短、型體有大有小、儀

態有美有醜、成長過程有艱辛有順暢、生活的環境優劣有差異，然而，每個個

體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都能充實且有意義的成長，並奉獻自己的一生，所有

生命都有其生存的地位、目的和價值，生命的每一分子都是同等的重要。 

瞭解生、老、病、死是所有生物生存必經的過程，但在有生之年要學習誠

實面對問題、解決問題、讓生命綻放光彩。 

二、探索活動—教學(永樂國小楊馥綺老師主筆) 

(一)課程設計理念 

本教材是以「葉子的一生」為主題設計，現在的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

綱要中，對於植物、葉子的素材，佔了相當的比重，又因教學設計日

趨重視遊戲化、生活化，本教材採取生動、活潑的學習方法進行。 

(二)目標 

1.落實永續校園環境教育。 

2.以學校為中心之教師專業成長。 

3.提昇課程統整及教學設計之能力。 

4.發展學校本位的課程，營造專業導向之校園文化，重建教師尊嚴。 
(三)教學活動 

為了讓學生對於「葉子」有完整的概念，本教學活動設計，從葉子的

外形到落葉的利用，將其一生加以介紹。首先觀察葉子，進而透過葉

子的遊戲體認到葉子的美與用途，再由葉子的機能與對環境的影響，

體驗與了解葉子對人類與環境的重要性，最後利用落葉製作成堆肥，

使學生學習控制變因科學方法，一方面達到垃圾減量的效果，另方面

落葉成為可再利用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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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擴散思考 

堆
肥
筒
製 
作 

落

葉

堆

肥 

資

源

回

收 

美

化

環

境 

隔

音

效

果 

淨

化

空

氣 

調

節

溫

度 

遮

蔽

陽

光 

蒸散作用 

光合作用 

葉子噴畫 

葉子窗簾 

葉脈書籤 

葉子拓印 

葉子擦畫 

葉子項鍊 

蚱蜢製作 

葉子聲音 

大
小 

質
感 

氣
味 

排
列 

形
狀 

顏
色 

葉子 
的一生 

大
地
維
他
命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神
奇
的
葉
子 

認識葉子 

葉
子
的
機
能



(202) 218  教育資料集刊第二十六輯 

 

(五)教學活動範例 

名稱：葉子真好玩 

小朋友，歡迎你們來到葉子的「遊戲世界」，今天，你們所玩的遊戲

將都會與「葉子」有關，準備好了嗎？我們出發吧！！！ 

1.今天你們這一組選擇如何利用葉子來完成作品：                               

2.簡單畫出你們這一組合作的作品，或貼上你的作品： 

 

3.簡單畫出或貼出你們這一組合作的作品： 

4.寫出你所知道的用不同的方式，葉子所呈現不同的作品，來表示「葉

子的美」： 

5.請你想像自己是一個葉子玩具公司的董事長，貴公司將開發出多樣的

葉子遊戲，請發揮你的創造力，仔細想一想，日常生活中，我們

可以用葉子來做什麼遊戲？請將你的想法寫在下面的空格內。 

◎遊戲名稱：                                      

 

◎需要材料：                                      

◎進行方式：                                      

6.在這次活動中，你最欣賞誰的作品？並寫出原因。 

 

                                                                

原因：                                               

 

年     班，第    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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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變因實驗教學 
學生可在自然科上課時，操作落葉堆肥製作學習的機會，以汽水保特瓶

作為堆肥桶，設計各組加入不同的菌或尿液作為操作變因，下面介紹由美

國 Nancy M. Trautmann and Marianne E. Krasny著，王佩蓮譯： 

名稱：汽水保特瓶生物反應瓶(SODA  BOTTLE  BIOREACTORS) 

(一)目的 

1.保特瓶生物反應瓶較適用於做堆肥實驗觀察，反而不是非常適合真

正拿來做有機廢物堆肥使用。 

2.反應瓶體積小且價廉。 

3.學生自行設計及建立個人專屬的研究。可以研究不同的變因如:濕

度或養分比例對堆肥反應溫度變化有何影響。 

4.鼓勵學生設計自已的保特瓶生物反應瓶，觀察記錄保特瓶內的溫度

的變化。以下是由師院生在課後時間自己操作，並記錄其溫度。 

(二)材料 

1.兩個二公升或三公升的保特瓶 

2.保麗龍盤或盆 

3.一個比保特瓶底部略小，可剛好卡在底部的塑膠盒。例如: 奶油盒。 

4.用來鑽孔的鑽子或釘子 

5.電用膠布或透明包裝用膠帶 

6.美工刀或尖銳的剪刀 

7.泡棉或 FIBERGLASS之類的保溫材料 

8.細網孔的覆蓋物或布(例如:絲襪)，面積需大過通氣孔以防蚊蟲。 

9.長度至少在 20公分以上的針面溫度計 DIAL THERMOMETER 

10.切碎的蔬菜屑，如:  萵苣葉、蘿蔔或馬鈴薯皮、蘋果芯。或整理

庭園後的垃圾，如:  雜草或除下的草。 

11.木屑或剪成一公分大小的紙製雞蛋盒、紙板或木材 

12.可用來保持通風的中空有彈性的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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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三)步驟（略） 

最後如下圖，即可開始測量其溫度與時間的變化 

以絕緣膠帶緊密貼合即完成品 

現在已經做好一切準備可以觀察堆肥的過程了! 

利用所測得的溫度製成圖表來記錄過程。將溫度計由瓶口插入保特瓶

內的混合物中。剛開始的幾天，每天至少要記錄一次溫度，如果許可的話

多記錄幾次。在這類小型的堆肥器中，溫度有可能在 24小時之內就達到頂

點。為了避免遺漏早期可能出現的頂點溫度，使用有最高/最低溫度的溫度

計或以不停記錄的溫度感應器，或者就讓學生在頭幾天經常的記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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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特瓶生物反應器的溫度通常會達到攝氏 40-45度，比大型的堆肥器較

低溫。如果條件不對，溫度不會明顯的上昇。鼓勵學生設計有溫度增加的

系統並且利用他們的實驗結果做為其它討論的起點。例如影響微生物成長

及堆肥成效的因素(碳:氮比率、濕度、空氣流通程度、顆粒大小及隔熱程度。)  

因為保特瓶很小，堆肥完成後的成果可能看起來不像一般大型堆肥的

結果。不過，保特瓶的內容物應該在體積上會比原來縮小一半或三分之二，

而且看不出來原來的樣子。你可以將堆肥放置在保特瓶中幾個月，或將其

移到其它容器中，或放在戶外曬乾。 

不同的保特瓶生物反應器設計會影響堆肥的溫度變化嗎?不同的有機

材料會影響保特瓶內的溫度變化嗎?值得大家來試一試。 

四、解決問題—深入研究 

(一)研究動機 

在執行垃圾減量宣導成果的同時，市師環教中心深深感覺落葉

處理的重要。因此參考國內外落葉堆肥的作法，五月著手進行試驗，

最後決定採用經濟又方便之圍網堆肥法。以下詳述實驗的設計及結

果，提供參考，更希望大家一齊來，讓大地的維他命發揮功效—活化
土質。 

(二)研究目的 

本實驗利用圈圍法進行落葉堆肥，目的如下： 

1.瞭解堆肥腐熟過程所需時間為何？ 

2.瞭解隨著時間變化，落葉減量、減容情形與溫度、高度變化情形。 

3.探討圈圍堆肥法在校園實施的可行性。 

(三)實驗步驟 

控制組甲：不加任何物質 

實驗組乙：加入尿素 

實驗組丙：加入尿素及有機肥土 

1.選擇校園一適當角落。 

2.收集落葉，並予以混合均勻。 

22 3.用塑膠網以及竹子設立三個圈圍區，長度為 1公尺，寬度為 1公
尺，高度為 1.3公尺。 

4.準備三個一公尺平方的網子、綠色紗網及竹子架設起堆肥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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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  

 

 

 

 

 

 

 

 

 

 

 

 

丙場域 

乙場域 甲場域 

落葉堆肥—甲、乙、丙場域 

1.在甲場域內放置市師校園中取得之落葉，稱重並加入水，作為控制

組。 

2.在乙場域內放置與甲場域同量的落葉，再加入尿素(150g尿素溶於

30公斤水中)，作為實驗組。 

3.在丙場域內放置與甲同量的落葉，加入尿素(150g尿素溶於 30公斤

的水中)再加入有機肥土(廚餘機所產生之有機土壤)，作為實驗組。 

4.選取甲場域三面中點，將溫度計深入 50公分處測量，所得三點溫

度之平均是為中心溫度。並測量落葉堆置之高度。 

5.乙、丙場域同上述步驟。 

6.每兩天灑水一次。含水量之測試，以手握葉子，水不滲出為止。每

天詳細觀察顏色並記錄之。 23 

(四)結果 

每天固定於上午九時，將溫度、高度、顏色紀錄，以下只摘錄溫度，並

以溫度、高度對時間(日)作圖，提供訊息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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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間與溫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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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a.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溫度，只有在 9天前高一點，至 10日後漸趨

一致，到 15天後三者溫度幾乎是一致了。所以顯示加入尿素及

其他物質只是短暫的幫助，落葉的處理是堆久就成肥料是有道

理的，在台北寸土寸金的地方，要快速的腐化還有待努力。 

b.圖中顯示落葉堆肥溫度變化在前三星期有 2~5個高低循環週

期，此時落葉未達腐熟；三星期後堆肥溫度趨於平緩，表示堆

肥材料已達腐熟。實驗發現位於表面的葉子並未完全腐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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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為此次實驗為完全開放的空間，位於葉子的表面其水分散

失較快，致使微生物無法活動，所以，位於表面的葉子不容易

腐熟。 

五、追本溯源—落實生命教育(以平溪國小及社區為例) 

(一)理念 

我們以「只有一個平溪」為起點，以「人文、生態、資訊」為學校經

營的目標，推展環境教育。其中一個策略便是營造綠色的校園，並搭配以

在地化的生態課程。帶領孩子走出教室向大自然學習，從體驗活動中認識

生命教育。 

(二)流螢鳴蛙戲翠池—生物的生命史 

  
              多樣性的生態池      方韻如提供 

溼地生態一直扮演著提供蟲魚鳥獸及水生植物棲息地的重要角色，可

觀察到生物的生命史，而且生長在其中的植物及微生物還可形成一座小型

的淨水廠防治污染，所以它對於維護自然生態的有著齊備的功能。 

學校將校內一小塊空地，營造成溼地生態模式，並將原本在本區發現

的水生植物，依其生長型態的不同來呈現，希望利用這個環境引入各種蛙

類、蜻蜓、豆娘、螢火蟲等生物，並找回孩子失落的水邊尋寶的經驗。 

25 

 

(三)原生植物—豔紅鹿子百合和山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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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豔紅鹿子百合 

豔紅鹿子百合是平溪、石碇一帶特殊的原生植物，由於它的花形與一

般百合不同，沒有一般喇叭狀的花筒，而是花瓣呈波浪狀反捲到後方，露

出花瓣上大面積的鮮紅色斑點和乳頭狀突起，及突出的花藥，十分鮮豔美

麗。但這樣的美麗卻引來生存的威脅，豔紅鹿子百合原先就因為生長環境

特殊，只分布在東北角一帶向陽而有部份芒草或蘆竹覆蓋的岩壁上，因此

野外的族群很少，現又被大量的採集蒐購，只剩下人跡罕至的山壁上才可

見到花蹤，平溪國小的孩子幸運地在學校對面陡峭的孝子山、慈母峰山區

尚可以欣賞到。有鑑於它的特殊性，學校希望能將稀有物種保育的觀念帶

給孩子，因此開始著手繁殖豔紅鹿子百合。由於用鱗莖無性繁殖有窄化遺

傳變異之虞，因此將陸續帶孩子到野外採集種子，希望未來從平溪畢業的

孩子都能親手呵護一株家鄉稀有的百合長大，從呵護過程中體會生命的光

彩。 

 

          
               平溪的原生種—豔紅鹿子百合      林建棕提供 

2.山藥 

山藥薯植物原名「薯蕷」，別名「淮山」，具多項療效，原是低海拔

山區著生在喬木上的的蔓性植物，在北部以雙溪鄉為中心，屬於白色無纖

維的基隆山藥品種，經過人工栽培之後，品質提高不少，在市場上的價錢

很高。選擇在教材園教孩子種植這種特殊的植物，最初的動機是有鑑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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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本地的產業在煤礦沒落之後，呈現中空狀態，我們希望藉山藥種植成功

的推廣，讓孩子動手親近土地，發現野生植物基因庫和人類生活的另一種

關係。在秋天，山藥是平溪飯館中的佳肴，孩子們上網以關鍵字檢索，竟

查到三百多筆的山藥資料，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以山藥為主角的菜單，不禁

讓人想像收成時的美味，高價對於孩子來說就不是那麼重要了。於是，從

家長會捐贈土壤開始，中高年級的孩子輪流將土運進菜圃，接著由警衛伯

伯講解培土的意義及農民自己研發出的穴植法，讓小朋友體會到由辛勤的

汗水和土地的感情激發出的專業知識，然後高年級學生每人都嘗試種下一

株自己的山藥。十個月後，山藥的葉子爬滿了棚架，雖然地底下不一定有

好收成，但希望透過小朋友動手，期待成長中開始思考。願立足平溪，從

追本溯源的理念培養其珍惜生命的理想。 

 

 

 

 
            平溪的綠色黃金—山藥     方韻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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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結合社區  
平溪的校園裡，可以見到基隆河中的壺穴石、帶動平溪發展的煤礦及運

煤車、與平溪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民俗植物或作物—筆筒樹、箭竹、過溝

菜蕨、金針等，也可以在生態池和生態缸中找到平溪水域中的寶貝，在蝴

蝶網室中看到食草葉上的毛毛蟲或蝶蛹，還有其他無數自由進出的昆蟲與

鳥類。這一切，都逐步使平溪的校園成為親近地方特色的教室，讓孩子可

以自然而然地接觸，使得學校教育成為本土環境教育及社區意識的萌芽

點，進而了解生命的真諦。 

伍、結論與建議 

一、落實生命教育應從家庭、學校、社會三方面同時努力，效果才會彰顯。

今後應從幼稚園、國小就開始重視學生的情緒發展。父母教育子女，

從小以疏導的方法，讓孩子對生命有正向的看法。 

二、學校教育應多給學生肯定，少以智育成績、課業才華作為比較，力求

五育平均發展，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能力所在。 

三、落實生命教育實施方法很多，學校應成立輔導小組，包括校長、教職

員及熱心家長，共擬願景，藉由不定期的宣導活動傳達由衷關懷、熱

愛生命的理念。 

四、生命教育的意義在於體會、瞭解自己的生命和別人同等的重要。學校

可透過課程，教材教法感動學生，豐富生命。 

五、生命教育的目標、內容在各層級都不同。從具體到抽象，以達「深化

人生觀、內化價值觀、整合知情意行」、「尊重多元智慧」，並以開

發個人獨特的「所是」為要。 

六、在自然科教學中，重視長期的觀察、紀錄，藉由體驗、感受而內心感

動，才能體會生命的意義與喜悅。 

七、環境教育議題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的主題，透過小組討論，澄清價值

並能培養孩子發展自己的潛能，欣賞別人的優點，發現生命的意義而

更珍惜生命。 

八、在環境議題的教學中，應以時事、生活為題材，從收集資料、整理、

思考、批判、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後解決問題。 

九、生命教育的教學可透過情境學習理論，使學習者情意與態度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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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願意接受別人，尊重自己，重視生命，綻放生命的光芒，照耀大

地。 

十、教師的教學法應多加變化，讓不同學生得以有不同舞台呈現自己能力，

每一個人都有一片藍天，相信更會熱愛自己的生命。 

十一、學校行政應支援教學，讓學生走出教室，到戶外看看真實、活潑的

生命，有了關懷才會有行動，有了行動才能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才會體會、珍惜生命。 

十二、從實務教學中發現，各層級的目標不同，內涵不同，但在教學策略

則以體驗、情意及思考為學生最喜愛，可以從經驗分享中，體會生

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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