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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設計理念

此專題設計一套以「環境教育」為主題的華語教材，教材內容涵蓋林業、動物保育、都市
綠地、登山與無痕山林等主題。

藉由專題製作及教學實驗，嘗試探索如何將山林自然議題有效融入華語教學，期望為主題
式的教材的開發提供實際參考，並作為後續發展更完整教材版本的起點。



專題製作流程

選題 資料搜尋 課文撰寫
生詞及補充
資料撰寫

教學實驗實驗後修正發表



教材目錄

單元 標題 主題概念 核心觀念

單元一 百年林業的軌跡與新生 林業發展、歷史演變、永續轉型 從開發到保育的政策轉向

單元二 新台幣上的山岳與動物們 自然象徵、貨幣設計、生態識讀 圖像中的文化傳遞

單元三 與都市相鄰的山 都市綠地、生態緩衝、生活文化 山林與城市生活的共存



教材目錄

單元 標題 主題概念 核心觀念

單元四 登山？你必須要有的裝備 安全準備、環境適應、責任行為 登山需事前規劃與裝備完善

單元五 窗殺？陸殺？你能做的事 動物傷亡、人類衝突、生態保育
反思日常設施對動物造成的

傷害

單元六 各具特色的森林遊樂區 森林旅遊、文化景觀、生態體驗
結合自然教育與觀光的學習

場域



教材目錄

單元 標題 主題概念 核心觀念

單元七 隱身都市中的森林－臺北植物園 都市生態、歷史融合、植物教育
在城市中實踐環境教育與文

化保存

單元八 山徑邊的小白花 無痕山林、公民素養、行動實踐 從垃圾問題反思環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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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驗簡報
以學科內容語言教學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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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問題與改善方向
以學科內容語言教學法為例

1.專有名詞或較難生字要有漢拼

2.部分詞彙超出學生理解程度，太過困難

3.教學內容設計要和學生的背景作結合。

4.課後活動要跟主題呼應，希望能用

5.可以多利用發放的道具進行活動

6.熱身部分教學到的東西要有連貫

7.太重學科內容，缺乏語言內容：句型、詞彙



專題製作心得

製作這份專題，是一個將零散的記憶整合的過程，

透過選題與加深對於各單元主題的資料搜索和實地走訪。

讓我對於島嶼上的群山以及人和山林間的關係，有了更多的認識。

這份專題雖不完美，但仍是一份對於自己和山之間無形關係的具體展現與回應。



結語

這份專題的製作，是一個嘗試，也是一個將多年對於自然環境的觀察重新梳理的過程，

透過教材的選題，在原有的基礎上，拓展更多的知識及視野，認知到自己的渺小與不足。

在臺灣的山林環境中，仍有許多可以被探討的議題，不論是人文歷史，或是自然生態。

珍惜這片土地所帶來的庇佑，與環境共生，生命能永續，便是此專題製作之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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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是人生的激盪過程，不一定成功，但不做永遠不會成功。

我永遠都想跨越心裡的那座大山。」—山頂狼古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