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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表單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鐘敏華(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康繼文(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

校)  

課程領域：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科技領域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數學  ☐其他                                 (可複選) 

一、教案題目 

是「碳」還是「嘆」？！一次搞懂樹木碳匯及碳議題 

二、授課時數 

每節課 50 分鐘，共 5 節課，總共 250 分鐘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全球暖化所造成氣候變遷已實際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因此全球暖化是當今不可忽視議題，然

而我們並不熟悉碳議題相關知識，因而忽略自身對環境影響力。 

  因此本教案希望經由課程討論以及實作等方式，藉此提升學生對環境議題重視，並希望能對

我們的環境能有正面的助益。 

 

四、教學目標 

認知 

1. 使學生具備碳足跡、二氧化碳當量與碳源之碳議題基礎知識。 

2. 了解何謂樹林中碳匯、碳吸存及碳蓄積之內容。 

3. 認識校園樹種並能了解森林與碳蓄積之關聯性。 

情意 

1. 藉由實際操作將理論與實務結合後，更願意認識碳議題。 

2. 了解商品碳足跡過程後，進而願意採取對環境友善行為。 

技能 

1. 能夠辨識校園常見樹種。 

2. 學會測量樹木胸高直徑、樹梢仰角度，並能計算樹木樹高。 

3. 學會估算校園樹木碳蓄積。 

4. 培養統整文獻資料及數據能力。 

5. 提升製作簡報及報告的技巧。 

 

 

 

 

五、教育對象 

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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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本教案主要分成五大單元，經由單元一讓學生計算碳足跡方式，進而了解自身對環境影響

力，接著經由單元二認識碳議題相關知識如碳足跡、碳源等，更進一步了解碳匯相關內容，並

了解森林與碳蓄積之關聯性。再藉由單元三實作方式認識校園樹木，並運用單元四實際操作學

習計算校園樹木碳蓄積，最後在單元五進行分組報告整合四個單元所學的內容。 

 

單元一 生活裡的碳腳印 

單

元 

教學

流程 

內容摘要 時間 

一 準備 一、課堂準備 

1. 介紹今日課程主題，課程進行方式。 

2. 說明加分制度以及如何用 classdojo 查看得分紀錄，藉此鼓勵學生踴

躍參與課程。 

3. 請同學填寫前測問卷。 

二、引起動機 

1. 讓學生看碳足跡標誌，詢問學生你們知道什麼是碳足跡嗎？ 

2. 放一張漢堡照片，你們知道一份漢堡的碳足跡是多少嗎？ 

8min 

發展 一、簡述平凡學生小宏日常 

1. 說明小宏早餐、午餐、晚餐都有不同選擇。 

2. 可選擇搭乘不同交通工具。 

3. 使用哪些電器用品及使用多長時間以及是否使用自備水壺及餐具。 

15min 

二、計算一日碳足跡 

1. 事先設計不同活動碳足跡是多少，如香雞漢堡是 0.693(kgCO2)。 

2. 讓同學自行勾選不同餐點及交通工具等。 

3. 最後請同學計算自身一日碳足跡是多少，如果是一年則是多少。 

15min 

三、進行碳腳印相關議題討論 

1. 不同選擇所產生碳足跡是多少？如果是一年差異多少？ 

2. 有哪些具體措施可以有顯著節能減碳效果？ 

7min 

總結 總結日常生活與碳足跡的關係，且引導學生思考適合自身的生活模式以

及還有哪些友善環境具體行動。 

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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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一次看懂碳知識 

單

元 

教學

流程 

內容摘要 時間 

二 準備 一、課堂準備 

1. 簡易複習何謂碳足跡，公布目前每人得分情形。 

2. 說明今日主要課程為碳議題。 

3. 請同學認真寫學習單，因為最後會用 kahoot 做複習，如果有進前 3

名會進行加分。 

二、引起動機 

1. 詢問學生知道 2023 年全球碳排放量是多少嗎？ 

2. 追問你們知道台灣碳排放量是多少嗎？ 

5min 

發展 一、介紹各種碳議題內容 

1. 認識碳足跡及二氧化碳當量，利用麥香紅茶上碳足跡標誌做介紹。 

2. 認識碳源、碳匯、碳吸存、碳蓄積及碳循環。 

3. 了解生態造林，解釋碳權，介紹碳吸存能力強的樹種。 

15min 

二、計算樹木吸收二氧化碳的吸附量 

1. 事先設計題目說明如果每位台灣人每年平均碳排放量為 10.71 公噸

/年(2020)，如果以全班 33 位同學計算，每年會產生多少碳？ 

需要種幾公頃的相思樹才能中和全班的碳排放量？ 

2. 請同學上台計算樹木吸收二氧化碳的吸附量，並幫同學加分。 

3. 最後請同學思考生態造林以及自身節能減碳的重要性。 

15min 

三、進行 kahoot 競賽 

1. 事先設計 10 題和課程內容相關題目。 

2. 請同學進入遊戲，確認所有同學都進入遊戲後，再啟動遊戲。 

12min 

 
 

 

圖一 老師使用線上網站 classdojo

進行計分以鼓勵學生參與課程 

圖二 利用 PPT 說明學生小宏一日

的生活 

圖三 利用事先設計表格請學生計

算小宏一日的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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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認前三名同學後進行加分，並重新檢視錯題，複習課程內容。 

總結 說明日常生活與碳議題的關聯，並提醒同學下堂課需要攜帶東西。 3min 

 

 

單元三 認識植物很簡單 

單元 教學

流程 

內容摘要 時間 

二 準備 一、課堂準備 

1. 複習碳議題專有名詞，以及複習計算樹木吸收二氧化碳的吸附量。 

2. 說明今日主要課程為認識校園樹木。 

3. 請小老師發學習單，並請同學用手機登入教育部校園樹木資訊平台。 

二、引起動機 

1. PPT 上顯示校園中常見樹種名稱並請學生先思考樹種外貌。 

2. 請同學舉手回答常見樹種可能外型特徵有哪些。 

8min 

發展 一、介紹校園常見樹種 

1. 說明學習單內容，介紹常見 30 種校園樹木照片及特徵描述。 

2. 部分重點特徵描述留白，請同學登入教育部校園樹木資訊平台，將

空格填寫完成。 

3. 以搶答方式請同學回答空格答案，並幫回答答案同學進行加分。 

15min 

二、繪製校園植物 

1. 準備 30 種校園樹木特徵照片，將同學分成 6 組，每組同學 5 種植

物。 

2. 請同學將樹木特徵照片放置第一層，第二層放複寫紙，第三層放明

信片卡紙。 

20min 

   

圖四 老師講解 2023 年全球碳排

放量的情形 

圖五 老師說明台灣原生樹種中碳

吸存前五名的樹種有哪些 

圖六 利用 kahoot 進行競賽並重新

檢視錯題，複習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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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著請同學進行繪製。 

4. 最後請各組組長分享組別繪製植物及特徵給其他組別同學聽。 

三、介紹教育部校園樹木資訊平台 

1. 說明教育部校園樹木資訊平台已標示校園中樹木位置並有樹木的

現況照片。 

2. 請同學利用下課時間找到校園樹木 30 種。 

3. 找到樹木後進行拍照且標記樹木名稱。 

4. 最後將 30 張照片上傳至 classroom 完成作業。 

5min 

總結 再次提醒同學下堂課需要攜帶東西，以及完成拍照作業。 2min 

 

單元四 一日五木人 

單元 教學

流程 

內容摘要 時間 

四 準備 一、課堂準備 

1. 複習校園常見樹種有哪些，以及說明樹種特徵。 

2. 說明今日主要課程為探查及計算校園樹木的碳蓄積。 

二、引起動機 

先放一張高聳樹木照片，請同學思考要如何計算樹高呢？ 

5min 

發展 一、介紹樹木碳匯測量 

1. 將校地面積主要分成六大塊，全班同學分成六組。 

2. 請各組同學進行分工，分別有人負責記錄、拍照，進行測量等。 

3. 說明如何運用三角函數計算樹高。 

4. 說明如何量測觀測者與樹木之間的距離、測量樹頂頂端仰角度(可

使用手機量角器 app)。 

5. 說明如何量測樹的胸高周長，請測者站立在樹前，以捲尺量測樹的

胸高周長(cm)。 

10min 

 
  

圖七 老師課堂講解常見校園植物

所使用 PPT 

圖八 同學運用代針筆及複寫紙繪

製植物 

圖九 請同學利用下課時間找到目標樹

種進行拍照且標記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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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際進行樹木碳匯測量 

1. 老師發放樹木碳匯測量學習單，並請同學到指定地點。 

2. 老師要確認每組同學測量狀況，並從旁協助同學。 

3. 請同學要將數據拿給老師檢查，如數據正確同學便可回教室。 

4. 請先回教室同學可以開始計算自己組別所有樹木總碳蓄積量。 

30min 

總結 提醒同學繳回樹木碳匯測量學習單，以及參考農業懶人包準備下次分

組報告。 

5min 

 

單元五 我是解說員 

單元 教學

流程 

內容摘要 時間 

五 準備 一、課堂準備 

1. 複習校園樹木碳匯測量方式。 

2. 說明今日主要課程要請六組同學分組報告，每組同學報告時間為

5 分鐘，包含 1 分鐘回答同學問題。 

3. 並發下互評表，請各位同學幫其他組別進行評分。 

二、引起動機 

先請同學思考專業的解說員具備哪些特質？好的簡報有哪些特點？ 

5min 

發展 一、說明碳議題與校園樹木碳匯主題報告流程 

1. 將各組互評表發給同學，請同學依簡報設計、口條及主題內容進

行評分並給予 3 點改善建議。 

2. 並準備 1 個問題對於該組別進行提問，有提問同學會進行加分。 

3. 說明報告時間僅有 4 分鐘，剩 30 秒會按鈴提示，請同學須注意

報告時間。 

5min 

   

圖十 同學以捲尺量測樹的胸高周

長(cm) 

圖十一 同學運用手機量角器量出θ

角 

圖十二 同學正在紀錄測得的各項

數值 



7 
 

二、進行碳議題與校園樹木碳匯主題報告 

1. 運用線上抽籤系統決定報告順序。 

2. 請同學依序報告，並請第二順位報告同學準備報告內容。 

3. 報告結束後請同學進行提問，並請報告同學回答問題。 

4. 每組報告時間結束後，老師再給予報告組別建議。 

5. 最後再請小老師收回互評表。 

36min 

總結 1. 老師統整這 5 個單元課程內容，讓同學對於碳議題與校園樹木碳

匯內容亦有更深刻的體會。 

2. 發下後測問卷請同學填寫。 

4min 

 

 
 

 

圖十三 以農業懶人包介紹如何

以活潑圖文方式傳達知識內容 

圖十四 同學運用簡報介紹桃花

心木的特徵 

圖十五 同學運用校園樹木地圖介紹校

園植物 

七、學習評量內容 

 

 

評量工具 內容摘要 

學習單一   事先設計校園樹木碳匯及碳議題學習單，老師在進行課堂講解時，學生依照

學習單空格進行填答。學生經由手寫答案方式，加深學生對於碳相關議題印象。 

學習單二   設計樹木碳匯測量學習單，學習單內容包含測量步驟以及須測量哪些項目。

設計單放上校園樹木實地照片，引導學生到操作地點，接著便能按照測量各項

目進行測量。 

課堂問答   透過學生回答課堂問題或是提出問題便加分方式，鼓勵學生參與課程內容。

此外，老師也能重新調整課堂節奏及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問卷(含前後

測) 

  經由問卷讓學生自行評估對於碳議題認識程度是否有提升，也可以讓老師知

道日後課程需在加強哪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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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以校園樹木碳匯及碳議題

學習單認識碳議題專有名詞 

圖十七 以校園樹木碳匯及碳議題

學習單學習計算校園樹木碳匯 

圖十八 以相同問卷分成前後測，

瞭解學生對於碳議題認識 

 
  

圖十九 以樹木碳匯測量學習單進

行樹木碳匯各項數據測量 

圖二十 以樹木碳匯測量學習單紀

錄各項數據 

圖二十一 以 excel 分析問卷，從

各項問項得分確認學生學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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