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國民教育輔導團 102 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精〜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國中小環境教育暨防災教材教案優良示例徵選」 

◎社區水土保持就從你我做起◎ 

一、作品說明 

作品類別 
（請勾選） □環境教育教材教案示例 □防災教育教材教案示例 

可融入之 
課文名稱 

大地的奧祕－土石 適用年級         六年級 

版本與課別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康軒版第七冊第二單元 
出版日期      98 年 3  月 

九年一貫 
環境教育指標 

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2-2-2 能持續觀察與紀錄社區的環境問題並探究其原因。 

教學目標 

1、能察覺生活周遭生態環境的變遷。 

2、能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 

3、能關切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 

4、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5、能提出改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決環境問題。 

預期達成能力 

1-2-3 察覺生活周遭人文歷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包括對地形地貌、

都巿發展及耕地開墾變化的覺察。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可能的改善方

法。主要問題包括水、土、岩石及植被，地形、地貌的改變。 

3-3-1 關切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

觀念。 

4-1-1 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

法。 

5-4-4 具有提出改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決環境問題的經驗。 

主要學習概念

與設計理念 

學生經由觀察體驗、探究社區環境，瞭解生活周遭人文歷史與生態環

境的變遷，學習到水土保持觀念，再經過討論後建立正確的價值；在

課程中學生獲得個人水土保持的行動與社區參與經驗，讓學生擁有水

土保持素養，進一步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力。 



 

教學資源 
暨 

參考資料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水土保持戶外教室。 

東勢林場水土保持戶外教室。 

高雄市國教育局國教輔導團環境議題相關研習簡報(輔導員傅志男等)。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 

成效評量 
95%的學生能明白社區水土保持的現況與問題。 

90%的學生能認識現階段水土保持的方法。 

節  數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教學目標 

備

註、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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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課 
 
 
 
 
 
 
 
 
 
 
 
 
 
 
 
 
第

課前準備 
水土保持與環境簡報檔 、電腦、單

槍、布幕。 

 
   

動機引導 

 
壹、引起動機 

教師使用影片、簡報檔及圖片輔助，

向學生講述臺灣水土保持與環境的

現況。 

 

5  

水土

保持

與環

境簡

報檔 

教學過程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乾坤大挪移】 

一、分組後請學生就簡報圖片討論

有那些地方未做好水土保持？

【討論式教學法】 

 (如邊坡、提岸、防土強、坡地….)  

 

二、請學生將討論結果書寫在小白

板上，並上台報告，並提出改善

方式。【討論式教學法】 

 

 

三、教師歸納整理報告之結論。 

    並導引到人類有哪些破壞環境 

的行為。 

＜第一節結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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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察覺生活周

遭生態環境的變

遷。 

 

 

2、能認識生活周

遭的環境問題形

成的原因，並探

究可能的改善方

法。 

 

3、能關切人類行

為 對 環 境 的衝

擊。 

能 
討論 

 
能 

發表 
報告 



 

二

堂 
課 

教學過程  

【活動二：大家來找碴】 

一、請學生提出社區內有哪些地方

未做好水土保持？【問思教學

法】 

二、請學生思考未做好水土保持的

後果？【問思教學法】 

三、請學生發表未能做好未做好水

土保持的原因。【探究式教學法】 

四、請學生歸納有哪些可行的未做

好水土保持方法。(植被、生態

工法、種樹、植草磚、避濫墾濫

伐。 

【歸納法】 

五、社區調查行前說明 

 

參、綜合活動：改善策略 

一、教師與學生分享調查結果與心

得。 

二、討論水土保持可行改善方案。

【討論式教學法】 

三、教師將討論的結果歸納整理，並

書寫成海報張貼於黑板。 

四、畫出良好水土保持的願景圖。 

＜本單元結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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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以語言、文

字或圖畫等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

或環境保護的想

法。 

 

 

 

 

 

 

 

 

 

 

 

5、能提出改善方

案、採取行動，

進而解決環境問

題。 

 
能 

找出 
 

能 
發表 

 
 
 

能 
歸納 

 
 
 
 
 
 

能 
討論 
歸納 
發表 

 

 

 

 
 
 
 
 
 
 
 



 

二、學習單 

加昌國小水土保持課程學習單         

                      學習者：    年    班     號 姓名：              

各位親愛的小朋友：  

    今天在學校附近社區看到許多與水土保持有關的設施與工程，也學到

許多水土保持的觀念及方法，大家認真的學習之後，希望都可以成為水土

保持的小尖兵！  

 一、  讓我們一起來到社區公園觀察一下，比較看看雨水在各種地表的流

動情形！把觀察到的結果，在表格中勾出來。  

    裸露地  覆蓋區     
（百喜草） 

敷蓋區  覆蓋區     
（假儉草） 

依地表水流出來的

速度塡上順序？  
          

哪一區流出的水量

最多？      
      

哪一區流出來的水

較混濁？  
          

    由此發現，想要讓地表的土壤不輕易地被雨水沖刷完，你覺得最好的

辦法是什麼？  

                                                                      

                                                                      

 二、 小朋友，你今天認識水土保持植物（草類）的種類有幾種？ 

                                                                             

                                                                             

三、 一天的行程中，我們去了幾個地方，令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些？你玩

得開心嗎？                                                      

                                                                       



 

四、 你發現社區內有哪些地方未能做好水土保持? 

 

 

五、 請畫出社區水土保持應該改進的地方? 

 

 

 

 

 

 

 

 

 

 

 

 

六、                                                      

      你玩得最高興的地方是：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回饋建議: 
 
 
 
 



 

四、 教學成果 

(一) 成效評量 

評量結果 
95%的學生能明白社區水土保持的現況與問題。 

90%的學生能認識現階段水土保持的方法。 

 

(二)教學成效評估 

一、知識力 

1.辨知力：學生能了解課堂中所瀏覽的簡報檔、網站、圖片及文章所傳達

的水土保持正確訊息。 

2.理解力：學生能理解水土保持是環境教育與日常生活重要的 

環結。  

二、情意表現力 

1.自信力：學生完成這個課程的學習後，明瞭自己對水土保持方法更加認

識，對自己更加有自信，瞭解水土保持對環境教育的重要。 

2.發問力：學生對於諸多與社區相關的水土保持議題產生興趣，並勇於發

問。 

3.尊重心：學生能尊重對提出問題的人，尊重彼此看法。 

4.開放性：學生能在討論中發表自己意見，並願意接受別人的意見。  

三、思考力 

1.理則性思考：學生能推知為何水土保持被視為一個重要課題。 

2.聯想性思考：透過老師的引導，學生明瞭要做好水土保持，才能永續

生存。  

四、問題發現與解決力 

1.知覺力：學生能知覺台灣的我們，有很多水土保持與環境問題須解決。 

2.探索力：學生能針對未來可能水土保持與環境發生的問題，提出因應

對策。 

3.綜合力：學生能融合舊經驗，在可能發生的水土保持與環境問題提出

應變策略。 

五、資訊力 

1.組織力：學生能分類、整理所吸收到的資料。 

2.應用力：學生能將學習到的知識應用到生活中。  

六、創作表達力 

1.正確性：學生能將自己所要表達的完整呈現在發表、學習單。 

2.熟練性：學生能熟練的進行學習單。  

 七、技能 

1.正確性：學生能將自己所要表達的完整呈現在發表、學習單。 

2 品質性：學生能仔細評估水土保持環境議題的危機，提出最具可行性的

想法。  

 



 

四、教學省思 

 

1.將水土保持與環境議題融入，透過角色扮演、價值澄清、討論、及問思等教

學方法的應用，與傳統資料填鴨式教學有所區別。 

 

2.以情境、參訪、體驗、互動等創意教學，取代課堂講述式的單向傳授知識；

讓學生從生活中學習。 

 

3.學生在各小組練習討論技巧能力仍需要再培養及提升，可由組長先擬提綱引

導，讓每組成員都儘可能提出自己的意見，而各組員的意見也要經過組員們

的充份討論同意，才記錄在小組學習單上，避免只有少數同學的討論及意

見，所以在小組討論的同時，教師要指導各小組，適時加以引導並鼓勵較內

向的孩子表達自己的意見，及讚賞熱烈討論的小組。透過遊戲與各組的競

爭，可凝聚各組向心力。當組內成員發表受到其他同學質疑時，組員們要能

支援同組組員，這樣的能力確實需要加強。 

  

4.隨時修正教學，教學者如果經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包括:價值澄清、情境

教學、討論教學、問思法教學、及角色扮演等)，不僅可以達到教學成效，

也可以在不斷的反思當中得到寶貴的經驗及回饋。 

 

5.透過多元評量，檢視創意與體驗式教學的成效，應避免流於主觀。 

 

 
 
 
 
 
 
 
 
 
 
 
 
 
 
 
 
 
 



 

五、教學照片 

 

 

照片一  未做好水土保持造成土石崩落(拍攝者:黃佳雯，2013) 
 

 
照片二  全面植栽(方法錯誤  距離過近)(拍攝者:黃佳雯，2013) 
 



 

 
照片三  學校旁帶狀公園水土保持植栽現況(拍攝者:黃佳雯，2013) 
 
 
 

 

照片四  學校旁帶狀公園水土保持植栽現況(拍攝者:黃佳雯，2013) 

 



 

 

照片五  學校旁後勁溪護堤水土保持生態工程法(拍攝者:黃佳雯，2013) 
 
 

 

照片六  學校旁後勁溪護堤水土保持生態工程法(拍攝者:黃佳雯，2013) 

 



 

 

 
照片七  學生參與社區植栽與水土保持防災 

(資料來源:高雄市國教輔導團環境議題，輔導員傅志男提供) 

六、補充教材 

參考資料暨教學資源 

書籍 

1.水土保持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7，「水土保持手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7，「水土保持法暨相關法規」。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3)林信輝，2001，「水土保持植生工程」。高立。 

(4)王鑫，1999，「台灣的地形景觀」。渡假。 

2.土石流防災 

(1)詹錢登，2000，「土石流概論」。科技。 

(2)黃立政，2004，「土石流災害防治概論」。全華科技。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1，「小熊種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4)鄭微宣等，2010，「那些土石流教我的事：人與自然的互會」。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