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堂名稱：向⼤自然學習-動物好老師 

環保主題：尋找新的⽣活⽅式 

課程設計：鄭慕賢  

推⾏/教授以及報告：陳妍姿、黃菀參  

參與者：9 所成員學校學⽣及教師  

 

學習目標  

1. 讓學⽣學習把⼤自然的特性應用於日常⽣活中，從⽽培養欣賞及尊重⼤

自然的⼼態和建立對⼤自然的正面態度。  

2. 讓學⽣發揮想像⼒和變通⼒，激發學⽣參考⼤自然的各種特性，構想新

的環保 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3. 讓學⽣動⼿模仿動物習性以在⽣活中做到環保。  

 

教學過程 

課堂引⼊: 以「環保」為題，比較⼈類與動物的不同 

活動⼀: 腦筋⼤比賽—鳥/ 狗有甚麼環保的特性?  

老師把學⽣分為 3 ⾄ 4 ⼈⼀組，學⽣用 5 分鐘簡略想出鳥/ 狗/⼤象(選 1 

項)的 環保特性，所有組再以 15 分鐘輪流說出這動物環保特性，老師在⿊

板寫上各組的靈感，老師歸納及點算各組說出的環保特性  

活動⼆: 腦筋⼤比賽及 模仿動物比賽—如何應對炎熱天氣? / 如何取代膠袋

來拿取食物?  

學⽣分組想出多種解決⽅法，同時老師會派發 1 張紙和 1 支筆填寫靈感; 

學⽣需選出其中⼀種動物作為角⾊扮演，最後進⾏匯報及模仿動物環保比

賽  

活動三: 改善環境 STEM 小發明  

根據動物的特徵，學⽣需設計出⼀件發明來解決日常環保問題，並進⾏分

享 

總結: 學⽣可學習模仿⽣物的不同特徵、優點嘗試解決⼈類的日常環境問

題  



評估⽅法 

活動⼀: 腦筋⼤比賽  

流暢⼒: 說得最多; 及 變通⼒: 說得最廣泛的組別勝出  

 

活動⼆: 

A) 腦筋⼤比賽: 

流暢⼒:在紙上寫得最多⽅法; 及變通⼒:寫出較多廣泛的⽅法之組別勝出  

B) 模仿比賽評估原則: 

動物如何應對炎熱天氣? 

-材料 (製作愈⽅便愈好) 、溫度 (溫度降低的幅度愈⼤愈好) 動物如何取代

膠袋來拿取食物? 

-材料 (製作愈⽅便愈好)、數量 (運得愈多愈好)、速度 (運得愈快愈好)  

 

活動三: 改善環境 STEM 小發明  

精進⼒: 能詳細介紹解釋設計的原理、仿⽣的用途、好處及壞處  

 

學習成效  

學⽣初步知道如何學習動物的習性，可是有些仍未具體想出如何參考動物

的習性。 是次活動令學⽣對認識動物的特性增加了很⼤的興趣，他們都

嘗試從創新的角度去 看動物。⽽且在學習到各種動物的⽣活後，也令學

⽣有反思到⼈類作為地球上動物的⼀種，卻比其他動物不環保，變得更樂

意去欣賞不同的動物。  

 

教師反思  

1. 活動開始時，導師需要與學⽣進⾏熱身活動(如: 全班⼀起學習⼤象撲耳

朵，加 快空氣流動)，⼀來可讓學⽣初步了解比較⼈類與動物的不同，抓

緊模仿動物環保 ⾏為的思路，⼆來讓學⽣投⼊比賽，帶動氣氛。否則，

⾼小同學會對這課堂的興趣 ⼤⼤降低，覺得⼤自然沒有甚麼學習之處  



2. 進⾏活動⼀時， ⼤部份同學雀躍參與活動。由於這以比賽形式進⾏，每

⼀組都會嘗試想出很多靈感 。當學⽣想不通時，當時導師給予學⽣以下

提示:  

- 衣、食、住、⾏ 

- 除了麻雀， 還有甚麼雀鳥擁有獨特的特性，我們可學牠們更環保? 

- 牠們的身體有甚麼特性?  

3. 如因時間所限及學⽣程度差異，有部份學⽣未能在短時間內想得到新設

計，導師可給學⽣提示 (如: 想出某動物的特性如何解決哪種環保問題)，

協助學⽣初步想到設計。若製作學⽣設計為延伸部份，建議支持學⽣以額

外時間進⾏活動。  

 

創意延伸  

向動物學習做發明 (如:衣裳、⼯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