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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理念： 

本課程源於設計者長期關注與投入生態環境議題相關領域，所以在國一下學期進行自然科學授課時，

有感學生在學習「人類與環境」此單元時，擁有較少可與之共鳴的生活經驗，也難以把生活周遭的自然現

象與「生物多樣性」概念進行連結，而環境議題一直存在我們的生活裡，若沒有學習的引導，多數學生通

常難以自我覺察到自身與環境的連結，所以選擇跟生活息息相關且具生態代表性的「路殺議題」作為議題

融入教學的課程主題。路殺或路死（roadkill）是指動物遭到車輛的撞擊或輾壓導致死亡的現象，死亡的個

體即稱為「路死動物」。路殺議題涉及的公民科學概念，可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學習主題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文」與「資源與永續發展」學習內容相呼應，亦可連結至教育部出版的永續發展

目標（SDGs）教育手冊內容，如第 15項陸域生命的擬議專題：「碎片化為生物多樣性的威脅。」亦適宜

與學校教育的自然科學、綜合領域、社會領域、永續教育、環境教育、科技教育等，進行跨領域或議題融

入教學。 

設計者有感社會議題的複雜性，認為在思考如何解決問題的時候，不僅要有熱忱，還需要擁有相對應

的知識。因此先以教科書的內容，作為學生在「路殺議題」的先備知識，進而搭配公視《我們的島》節目

影片及路死動物標本；在情意部分拉近學生與路死動物的距離；接續進行模擬路殺回報流程的實作活動，

學生可習得參與路殺公民科學計畫的技能；最後再連結回教科書內容，帶領學生深入思考路殺議題。在議

題連結的部分，我想跳脫自然科學以往較著重在知識性的部分，增加生命教育的內涵，如透過路死動物的

死亡凸顯生命的價值，並以哲學思考與價值思辨，和學生一起探索議題更深層的脈絡，例如：探討個人與

其他生物的基本生命意義與關聯，以建立自己的生命價值觀。期盼養成學生在面臨道德價值抉擇的思考能

力，最後達到對他者生命的終極關懷。設計者深信科學是能應用在生活中，即使身為學生也可以透過自己

的方式，為社會盡一份心力，所以鼓勵學生參與路殺公民科學計畫，讓這些學習可以直接運用在生活情境

裡。《我們從路死動物身上學到的事》於 2022年 4月 20日至 6月 20日期間完成課程設計、教學與學習

歷程的資料蒐集，以下內容是經教學後，所調整的版本，將著重在議題融入教學的部分。 

公視兒少教育資源網 

「改變教室的風景」教案徵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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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流程：  

單元一：人類對環境的衝擊—形成路殺的原因 時間：45 分鐘 

本單元著重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以教科書內容作為學生在路殺議題的先備知識，重要概念包含生

物多樣性、棲地破碎化，以及了解人類開發行為對環境的衝擊，可能會對生物造成哪些影響？ 課

程結尾，教師會說明後續將有三節課的時間，特別介紹因為道路開發所造成的路殺現象，並預告

其中會有一節課讓大家使用手機學習，會有在校園內趴趴走的實作活動，讓學生對課程有所期

待，以提升學習動機。 

單元二 活動 1：路殺與我們的距離 時間：3 分鐘 

教師提問： 

1.你有看過在道路上的動物屍體嗎？ 如果有的話，還記得是什麼動物嗎？ 你當時有什麼感受呢？ 

2.接續進行課程說明：我們今天的課程會跟這些在道路上死亡的動物有關，我們會先透過影片來

了解什麼是路殺。 

單元二 活動 2：公視影片欣賞 時間：28 分鐘 

播放影片：《我們的島｜路殺大調查｜找出人與動物的衝突熱點》，並提問： 
1.形成路殺現象的原因？ 

2.發起路殺大調查的研究單位是？ 

3.為什麼研究人員要將道路上的路死動物移除？ 

4.調查紀錄路死動物要準備那些器材？ 哪種調查法的偵測率最高？ 

5.一般民眾參與特生中心所規劃的路殺科學計畫，這稱為？ 

單元二 活動 3：介紹「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與觀察路死動物標本 時間：14 分鐘 

教師示範說明在搜尋引擎上輸入關鍵字「路殺社」，便可以找到特生中心所成立的臺灣動物路死

觀察網並說明標本的價值，提醒同學若不喜歡標本，可以選擇不觀察，將標本於班上傳閱。 

在標本傳閱過程，教師繼續說明網站，呈現路殺資料視覺化部分，帶領學生進行資訊判讀，找出

哪一類動物是路殺的主要物種。 

單元三：邁向公民科學家之路 時間：45 分鐘 

學生需在限定的時間內，於校園尋找假的路死動物標本，找到後需要在目標旁放置尺拍照，還有

拍下環境照，之後將資料及照片回傳至模擬路死動物回報流程 Google 表單，完成後請每位同學

填寫學習任務單，分享尋找標本的心得 

單元四：我們從路死動物學到的事 時間：45 分鐘 

經過前面的課程，我們了解形成路殺的原因，以及未來當我們遇到路死動物時可以怎麼做，現在

有幾個問題想聽聽看同學們的想法： 

1. 你覺得路殺議題與你有關嗎？為什麼？(哲學思考) 

2. 當人類因開發道路，造成棲地破壞，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路殺呢？(環境倫理) 

3. 當人類經濟發展影響到當地生物的生存，你會如何取捨？(價值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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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身為國中生的你，對於臺灣的生態保育工作，可以做些什麼？(終極關懷) 

 

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領域/科目 自然領域-生物 設計者 
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山夢嫻 

實施年級 國中一年級／第四學習階段 教學節次 4 節/180 分鐘 

課程名稱 我們從路死動物身上學到的事 

教案實施情形 

■1.本教案已實際教學實施 

  （1）實施時間：2022/4/20~2022/6/20 

  （2）實施課程名稱：我們從路死動物身上學到的事 

2.本教案尚未實際教學實施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總綱 

核心素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

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B2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

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與環境意識，並主動參

與公益團體活動，關懷生命倫理議題與生態環境 

領域核心素

養具體內涵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中 

自-J-B2 能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與資源，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

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信程度及

進行各種有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的資訊 

自-J-C1 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自 po-IV-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

中，進行各種有計畫的觀察，進而察覺問題 

自 pe-IV-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源。能進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自 ai-IV-2 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科學發現的樂趣 

自 ah-IV-2 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佳的決定 

自 an-IV-2 分辨科學知識的確定性和持久性，會因科學研究的時空背景不同而有

所變 

學習內容 

自 Lb-IV-2 人類活動會改變環境，也可能影響其他生物的生存 

自 Ma-IV-2保育工作不是只有科學家能夠處理，所有的公民都有權利及義務，

共同研究、監測及維護生物多樣性 

自 Na-IV-6 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保護地球自然環境的基礎上 

自 INg-IV-5 生物活動會改變環境，環境改變之後也會影響生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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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單元一：人類對環境的衝擊—形成路殺的原因 

本單元著重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以教科書內容作為學生在路殺議題的先備知

識，重要概念包含生物多樣性、棲地破碎化，以及了解人類開發行為對環境的

衝擊，可能會對生物造成哪些影響？ 課程結尾，教師會說明後續將有三節課

的時間，特別介紹因為道路開發所造成的路殺現象，並預告其中會有一節課讓

45 分鐘 

 

 

 

 

 

 

 

 

 

議題 

融入 

學習主題 / 

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 

環境倫理／環 J1 了解生物多樣性及環境乘載力的重要性 

生命教育 

哲學思考／生 J1 思考生活、學校與社區的公共議題，培養與他人理性溝通的素

養 

終極關懷／生 J3 反思生老病死與人生無常的現象，探索人生的目的、價值與意

義 

價值思辨／生 J5 覺察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飲食運動、

休閒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科技教育 

日常生活的科技認知／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日常科技的使用態度／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教材來源 現行 108課綱國中自然科學（二）教科書 

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https://roadkill.tw/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借出的路死動物護貝標本（蛇、蜥蜴）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及操作設備、投影機、音箱、網際網路、模擬路死動物的假標本、模擬路死

動物回報流程的 Google表單、學生自備手機 

使用的公視影片 《我們的島｜路殺大調查｜找出人與動物的衝突熱點》 

學習目標 

1.學生能說出造成路殺現象的成因 

2.學生能判讀視覺化的路殺資料 

3.學生知道怎麼操作手機，將路死動物資訊上傳至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4.學生能理解議題的複雜性，具有價值思辨的能力 

5.學生能舉出改善路殺現象的方法 

6.學生願意尊重不同的生命，關懷路殺及環境議題 

7.學生能覺察到生活中的環境議題，確立自己的生命價值觀 

https://roadkil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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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使用手機學習，會有在校園內趴趴走的實作活動，讓學生對課程有所期

待，以提升學習動機。 

 

單元二：路殺與我們的距離 

一、 引起動機 

1.教師提問：「同學們，你有看過在道路上的動物屍體嗎？ 如果有的話，

還記得是什麼動物嗎？ 你當時有什麼感受呢？」 

2.接續進行課程說明：我們今天的課程會跟這些在道路上死亡的動物有

關，我們先透過影片來了解什麼是路殺 

二、 影片教學 

1.教師說明：動物在道路上發生車禍而死亡的現象，稱為「路殺」，現在

播放的影片，是想要跟大家一起了解這個離我們日常生活很近的環境議題 

2.播放影片：《我們的島｜路殺大調查｜找出人與動物的衝突熱點》 
3.小組討論：影片播完後，教師發下題目單，簡易說明題目，分組討論

後，每組分享一題 

(1)形成路殺現象的原因？ 

(2)影片中發起路殺大調查的研究單位是？ 

(3)為什麼研究人員要將道路上的路死動物移除？ 

(4)調查紀錄路死動物要準備那些器材？ 哪種調查法的偵測率最高？  

(5)一般民眾參與特生中心所規劃的路殺科學計畫，這稱為？ 

三、 介紹「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與觀察路死動物標本 

1. 教師提問：剛剛有一題是路殺社是哪個研究單位發起的？大家還記得

嗎？ 

2. 教師說明：我現在示範在搜尋引擎上輸入關鍵字「路殺社」，便可以找

到特生中心所成立的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3. 簡易介紹網站的首頁，移至接近頁尾處，出現民眾上傳路死動物圖片

區。教師說明：「我們從影片知道要將道路上的路死動物移除，其中某

些完整的路死動物成為了標本，作為研究與教育的用途，就像我手中

的這一袋標本。」 

4. 教師說明標本的價值，提醒同學若不喜歡標本，可以選擇不觀察，將

標本於班上傳閱 

5. 在標本傳閱過程，教師繼續說明網站，呈現路殺資料視覺化部分，帶

領學生進行資訊判讀，找出哪一類動物是路殺的主要物種 

 

 

 

 

 

 

3 分鐘 

 

 

 

 

 

2 分鐘 

 

18 分鐘 

8 分鐘 

 

 

 

 

 

 

1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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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尾聲 

教師預先分組，提醒下次要攜帶手機（各組至少要有一位同學帶具照相功

能的手機），因為要進行校園趴趴走的學習活動 

 

單元三：邁向公民科學家之路 

教學前準備 

教師先製作模擬路死動物的假標本、模擬路死動物回報流程的 Google 表

單、紙本的表單連結 Qrcode，課前先將假標本（假蛇乾）分散在校園道

路上 

 

一、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大家還記得上次的路死動物標本嗎？你還記得有哪些動

物？」準備好假標本，吸引學生注意，簡易說明等下的活動，要模擬真的

發現路死動物的情境，各組要練習拍照上傳資料 

 

二、介紹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上傳步驟 

1.教師登入網站個人帳號，示範當發現路死動物時，會如何操作將資料傳

到網站 

2.呈現模擬的 Google 表單，介紹各個欄位，提供校園 wifi 密碼。說明已

在校園內有車子經過的道路，擺放了 20 隻假標本，各組同學等下攜帶手

機、尺、紙本的表單連結 Qrcode 後出發 

三、實作活動： 

學生需在限定的時間內，於校園尋找假的路死動物標本，找到後需要在目

標旁放置尺拍照，還有拍下環境照，之後將資料及照片回傳至模擬路死動

物回報流程 Google 表單 

四、 綜合活動： 

回教室後，每位同學填寫學習任務單，教師於下課前邀請自願同學，分

享尋找標本的心得。最後帶全班同學回顧本次課程的學習內容，作為課

程總結 
註：課後可徵求志願的同學，協助回收假標本，如果有沒找回來的，教師還是要親自跑

一趟回收喔! 

 

 

 

 

 

 

2 分鐘 

 

 

 

 

 

 

 

 

 

3 分鐘 

 

 

 

 

7 分鐘 

 

 

 

 

 

25 分鐘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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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我們從路死動物學到的事 

教學前準備 

教師預先整理上一節課，Google 表單的照片 

一、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同學們，你還記得上一節課，找到幾隻假蛇乾（假標本）

阿？」 

二、教師說明 

投影出以選取好的照片，如拍攝合宜與不合宜的範例，和同學一起討論有

哪些地方值得學習，有哪些地方可以再注意 

三、團體討論 

經過前面的課程，我們了解形成路殺的原因，以及未來當我們遇到路死動

物時可以怎麼做，現在有幾個問題想聽聽看同學們的想法： 

Q1.你覺得路殺議題與你有關嗎？為什麼？ 

Q2.當人類因開發道路，造成棲地破壞，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路

殺呢？ 

Q3.當人類經濟發展影響到當地生物的生存，你會如何取捨？ 

Q4.身為國中生的你，對於臺灣的生態保育工作，可以做些什麼？ 
（註：此部分教師會以哲學思考與價值思辨，和學生一起探索議題更深層的部分，並鼓

勵學生可以參與路殺公民科學計畫） 
 

教師說明 

連結回教科書內容，回答上述的問題，如以苗栗開發案與保育類動物石

虎的案例，說明保育與經濟發展的平衡（Q3）。舉例：臺灣對動物友善的

作為有生態工法，減少路殺可設置生物廊道、道路的減速標誌等（Q2）。 

 

四、 教師總結 

帶著同學一起回顧這四節課程的內容，並以這些內容是「我們從路死動

物身上學到的事」，希望同學們可以經由這些學習，了解自己對於生命的

價值觀，在未來面對相關議題時，能思考不同的面向與接納不同的觀

點，進而做出自己的行動選擇，一起讓臺灣的生態環境與社會變得更好  
（註：最後可發學習任務單，鼓勵同學完成後，自己交回給老師） 

 

 

 

2 分鐘 

 

 

8 分鐘 

 

 

20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實施成果：  

經由學生的學習單內容，發現這堂課能有效提升學生對環境的覺知（awareness）與統整路殺

議題的相關知識。有高達 92%的學生表示，未來若遇到路死動物會願意將資料上傳至路死網。學

生對整體課程印象最深的部分，有 36%為實作課程、35%為觀察路死動物標本、4%意識到路殺

造成大量動物死亡及路殺議題其實與自己的生活很近、1%對路殺社網站的介紹印象深刻，其餘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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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描述對課程整體的感受。可見路死動物標本與實作課程是學生學習的重要記憶點，學生能習得

科學觀察的技能與生命關懷的態度，他們熱烈的回饋，也是我這次設計課程最大的鼓勵與收穫。 

教學心得與省思： 

我在路殺社於臉書成立的第一年便加入迄今，一路見證著路殺社的發展與改變。平時在各種

教學現場(校外演講、校內課程)，時常會以講述搭配影片的方式，向學習者介紹路殺議題，這幾年

總覺得自己的教學還少了些什麼。直到 2022 年參與「路殺社 X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公民科學資

料如何納入學校特色課程」教師培力活動後，在與該團隊的訪談過程中，才突然靈光一閃，找到

那缺少的部分，也就是我可以再做些什麼來拉近學生跟路殺議題的距離，我如何讓學生對路殺現

象更「有感」，原來那被我遺漏許久的是對生命的「終極關懷」，所以今年我主動向特生中心申請

借用路死動物標本，設計讓學生在校園尋找假蛇乾作為練習，完成了這次的路殺主題式課程，並

融入在自然科學的課程裡。 

這堂課也帶給我許多新的體會，透過這次的課程設計，我發現許多藏在知識裡的情意。我也

看到以往對自然科學興趣缺缺，只會被手機遊戲吸引的學生，在這堂課是多麼地投入，展現出強

烈的學習意願。我深深地反思著，若要培養學生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除了要有基礎的相關知

識，一顆熱忱的心，實作與練習機會，我想最需要的是能獲得成就感的學習。或許是因為許多解

決問題的能力，無法從紙筆測驗看出，建議教學者未來可藉由不同的課程設計及多元評量，提升

學生的學習意願，培養學生關懷日常生活裡的環境議題與行動實踐的能力。本課程於 2022 年 10

月 23 日在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完成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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