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過全方位學習推廣可持續發展教育 

                  培基小學
                馮家輝主任



學校的角色
了解

• 與校長和教師了解可持續教育的理念

規劃

• 如何在校園內外周圍進行可持續教育

推廣

• 在網上和實體不同方法去推廣、宣傳和教育



實踐

• 課堂、學藝活動、小息

• 在課後及週末進行

檢視

• 期間檢視每個活動的進展情況

• 再加以改善

展望

• 老師和學生處理數據，總結成果
• 將成果運用在課程或校園內外當中，以達至可持續
發展教育

• 大家提升對大自然和生物多樣性的認識和了解

學校的角色







進行戶外考察或校內觀察環境生態的學習活動
目標 

• 1. 學習環境生態和生物多樣性

• 2. 懂得分析收集得來的資料和數據

• 3. 使用資訊科技及編程應用的能力運用解決環境生態上的需要。

• 4. 培養人與環境正確的價值觀。



進行戶外考察或校內觀察環境生態的學習活動

戶外考察的學習方式 校園內的學習方式

模式 戶外參觀 在校園附近進行觀察

收集數據的地點 香港不同的自然生態
(如米埔、海下灣)

校園內外的生態
(環保生態園及附近叢林)

使用收集數據的
方法

應用程式
CounterDeRecord
Popplet

應用程式
 iNaturalist

對象 學生 學生和老師

  



校園內的學習模式



在培基小學植物的資料
● 利用平板電腦/手機掃描牌上的

   二維碼 (QR code)

● 現有約60種植物具校本資料



中藥園及蝴蝶園



在培基小學的動物資料 (蝴蝶)





學校內外的環境

讓學生觀察由校園繁殖的蝴
蝶的生命週期 – 交配、產卵、
卵、幼蟲、蛹及成蟲 (蝴蝶)。

吸引蝴蝶到來覓食和產卵、讓
學生認識相關蜜源植物、寄主
植物和蝴蝶的關係。

柑橘鳳蝶 – 在學校繁殖了共
有7 代。

蝴蝶屋 蝴蝶園 



2018-2019 蝴蝶 × STEM : 亞軍及最受歡迎獎 (綠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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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 × STEM 增設空間讓蝴蝶交配產卵持續供應給學生
飼養及作科研活動 (2019-2020 及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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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自動化蝴蝶養殖箱 (20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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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 × STEM 走進課室(2019-2020) 



在培基小學的動物資料 (雀鳥)



綠色大搜索 (康文署及香港觀鳥會, 2014-2015至
2019-2020)

1819: 亞軍及最突出雀鳥帽子設計獎 1920: 冠軍及最突出雀鳥帽子設計獎



推廣和實踐

製作網上宣傳短片介紹校
園的動植物



學生- 小息 (安排每天一班學生到蝴蝶園或環保生態園) 



增加校園生物多樣性



參與WWF城市自然挑戰賽 (2020-2021)

展覽資料 到校講座

到校指導 教學套



學校舉行了有關生物多樣性公民科學講座 (費用由WWF贊助)



 WWF 專家及職員到校支援的工作坊



最多觀察記錄



最多物種



檢視活動的成果及其持續性

• 高年級(J5,6)學生利用Excel 製作圖表；

• 在學藝活動上討論及了解校園的生物多樣性；

• 協助學校推行校園生物多樣性政策，
    如：討論食物鏈的關係，規劃如何增加植物 
    物種的數量和品種，吸引動物覓食和棲息。

• 學生希望持續去觀察和了解本地的生物多樣
性。



戶外考察的學習模式



戶外考察 - 米埔自然保護區



戶外考察 - 米埔自然保護區



戶外考察 - 米埔自然保護區









讓學生實地認識濕地對人類和動植物的關係和重要性
(配合6年級科學科植物與環境及動物與環境的課題)

聽聽黑臉琵鷺的故事 用望遠鏡觀察米埔自然保護區的鳥類



讓學生實地認識濕地對人類和動植物的關係和重要性
(配合6年級科學科植物與環境及動物與的課題)
學生記錄這次戶外考察見到的鳥類
品種和數量

學生記錄這次戶外考察見到的蝴蝶
品種和數量



讓學生實地認識濕地對人類和動植物的關係和重要性
(配合6年級科學科植物與環境及動物與的課題)
學生在觀鳥屋觀察及記錄這次戶外
考察見到的鳥類品種和數量



讓學生實地認識濕地對人類和動植物的關係和重要性
(配合6年級科學科植物與環境及動物與的課題)





戶外考察後

• 學生先會分享米埔所見到的生態作分享，看看發現的鳥類和蝴蝶位置與
其習性的關係，了解生物如何適應濕地的環境，讓學生明白保育濕地對
人類和動植物的重要性。

• 之後整理數據 (鳥類和蝴蝶品種和數量)，和校園內的數據作出簡單的比
較。

• 學生從戶外考察加深對課本中的知識，亦學習如何在實地作出觀察、欣
賞和收集數據。

• 培養他們對自然生態保育的價值觀。



戶外考察 – 海下灣海岸公園



戶外考察 – 海下灣海岸公園



學生在海下灣海岸公園探索和認識其沿岸和海洋環境
，藉此明白它們的重要性並學習如何保育環境。

用顯微鏡觀察海水的微生態



學生在海下灣海岸公園探索和認識其沿岸和海洋環境
，藉此明白它們的重要性並學習如何保育環境。

聽導師講解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生態



學生在海下灣海岸公園探索和認識其沿岸和海洋環境
，藉此明白它們的重要性並學習如何保育環境。

乘坐玻璃底船觀察海底的珊瑚群落





學生在海下灣海岸公園探索和認識其沿岸和海洋環境
，藉此明白它們的重要性並學習如何保育環境。

顯微鏡下環保生態園水中的生態



戶外考察 – 元洲仔教育中心



藉著以大自然物料創作藝術品，讓學生認識更多本地生物和
植物品種(配合二、三年級科學科的課程)，亦了解到在生活中
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藉著以大自然物料創作藝術品，讓學生認識更多本地生
物和植物品種，亦了解到在生活中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學生去認識本地生物和植物品種



藉著以大自然物料創作藝術品，讓學生認識更多本地生
物和植物品種，亦了解到在生活中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學生去認識本地生物和植物品種



學藝活動的蝴蝶大使種植蝴蝶蜜源植物及寄主植物 – 馬
利筋、柑橘、金銀花及檸檬等等 



學生參與魚菜共生STEM動手做的體驗性學習和運作



跨學科活動以STEM動手做和Micro:bit編程為學校環保生態園植
物製作自動澆水器，為魚菜共生系統製作自動餵魚器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