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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蚊媒疾病的監測與防治需因環境不同而進行調整，無法簡單用一種方法通用於所

有地區。所以社區對病媒蚊監測與控制的認識與認同就很重要。除了一般民眾的

推廣宣導之外，從學生教育培訓起，進而將觀念帶回家人與社區也是一種社區深

耕方式，甚至希望未來，這些學生長大後回到社區，可以成為該社區的防治中堅，

對社區防治蚊媒疾病提供長久的幫助。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與臺南市政府衛生局登革熱防治中心自 2017

年 9 月開始共同推動「病媒蚊蟲防治在地生活教育深耕計畫」，與北區區公所、

南區區公所及兩行政區內之國民中學共三所合作，以社團教學模式定期進駐校園。 

    社團 (又稱科學防蚊實驗社) 課程規劃共有三大主軸，分別為「病媒蚊生態

與習性認識」、「科學防蚊實驗操作」與「教育推廣訓練」，病媒蚊生態與習性認

識學習登革熱病媒蚊的相關知識，了解防治的根本是從孳生源管理「巡、倒、清、

刷」做起；科學防蚊實驗操作基於病媒蚊的知識上，由實做加強學生對病媒蚊的

瞭解，並實驗測試病媒蚊防治的方法；最後教育推廣訓練，則是引發學生的熱情

與訓練其表達能力，讓學生將防治登革熱的正確觀念傳遞給身邊的人。 

    透過社團的課程規劃，除了教導基本防疫知識外，專業的社團老師從旁指

導學生設計實驗、解決問題，更能培養學生科學與實驗的精神；透過社區推廣

訓練，建立學生在地服務的精神，讓學生思考與設計適合自己的方式，實際推

廣於家庭、社區與學校中，讓更多人了解登革熱防疫方法，使整個登革熱防疫

網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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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這本書 

 

(1) 本教案集共分為 8 個單元，不同單元為不同主題，每個主題前面為相關資

訊介紹，後面則為延伸教學活動，每個延伸活動大部分皆配有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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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一學期社團活動後進行評量可以讓教師了解學生在進行社團課程時的學

習型態、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與學習績效之間的相互關係，作為日後教

學的參考，本中心提供一種表格作為評量之參考，教師也可自行修改調

整，發展出適合自己班級的評量表格，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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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教案集以 12 年國教科目課綱為主要的統整架構，主要分為健體科與自然

科，教師除了應用於社團課程上，也可作為專科教學上參考，詳見附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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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蚊子身世大解密 

第一節 蚊子的起源 1 

根據科學家的研究，儘管蚊子的系統發育歷史可以追溯到中生代(三疊紀、侏羅

紀、白堊紀)，但它們很少被保存為化石。目前全世界中蚊子最早出現的紀錄是在

上白堊紀時期，也就是說蚊子與蟑螂一樣早在恐龍時代就存在了。 

 

圖 1.一種學名為 Culiseta kishenehn 的雌蚊化石 

第二節 蚊子的定義 2 

要具備什麼樣的特徵才能夠定義為蚊子呢？依據昆蟲學家們的觀察，這隻昆蟲必

須擁有以下三項特徵，才能夠被稱作是一隻蚊子：(1) 口器長度必須為頭部的三

倍(或以上)，(2) 翅膀上覆蓋鱗片，(3) 翅膀的翅脈須符合特定的走向。 

  

            圖 2. 蚊子口器為其頭部的 3 倍(或以上)           圖 3. 蚊子翅膀上會覆蓋鱗片 

 

圖 4. 蚊子翅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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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蚊子口器大解密 2 

蚊子究竟是怎麼吸血的呢，蚊子吸血時並不是口器一整根直挺挺的刺進去皮膚

內吸血，其實蚊子的口器很柔軟且是由多個部位組成的，口器各部特化成六支

針狀器，即一支上內唇，一支下咽頭，即大小顎各兩支，由下唇包圍，當蚊子

在吸血時，不同的部位會有不同的任務，但共同目標都是方便蚊子更快更有效

率的吸食血液。 

 

圖 5. 蚊子口針構造圖 

第四節 蚊子的食性 4 

過去的觀念中，我們常認為在蚊子的世界中，雌蚊為了要傳宗接代需要吸食動物

血液，而雄蚊則是吸食花蜜、植物汁液及露水為主，但也有部分蚊種的雌蟲其實

都是也跟雄蚊一樣，是以花蜜、植物汁液及露水為食，就跟公園中常見的蝴蝶一

樣，所以其實不是所有的蚊子會吸食動物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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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蚊子吸食花蜜 

第五節 臺灣重要的三大蚊子家族 5、6、7 

根據調查，臺灣目前約有將近 135 種蚊子，而其中有 3 類蚊子是臺灣公共衛生上

很重要的病媒蚊，第一類是瘧蚊屬，瘧蚊屬中的矮小瘧蚊會傳播瘧疾，臺灣於

1965 年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為「瘧疾根除區」，雖瘧疾已被視為在臺灣根

除，但因目前全世界(尤其是非洲地區)，瘧疾依舊是非常嚴重的蚊媒疾病，故仍

不可輕忽其嚴重性；第二類是家蚊屬，目前在臺灣較常見的家蚊傳播疾病為日本

腦炎，是由三斑家蚊傳播致病的，特別一提的是日本腦炎為人畜(常見為豬隻)共

通傳染疾病，所以預防豬隻感染也是很重要的步驟；最後一類是斑蚊屬，埃及斑

蚊與白線斑蚊是目前臺灣登革熱主要病媒蚊，除了登革熱之外，埃及斑蚊與白線

斑蚊也能傳播屈公病、黃熱病與茲卡病等蚊媒疾病。 

  

                     圖 7. 矮小瘧蚊                                     圖 8. 三斑家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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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白線斑蚊                              圖 10. 埃及斑蚊 

第六節 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 8 

斑蚊為昆蟲綱雙翅目蚊科家蚊亞科斑蚊屬之昆蟲，其一生各階段，分別有卵、幼

蟲、蛹、成蟲 4 個時期。台灣傳播登革熱的主要病媒蚊有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會將卵產於水面與空氣交界處上方(積水容器內邊壁)，埃及

斑蚊成蟲喜產卵於積水的人工容器中，而白線斑蚊成蟲則喜產卵於積水的自然環

境中。成蟲斑蚊卵可耐乾旱，乾燥 6 個月仍可以孵出幼蟲；發育時間隨溫度、食

物及空間影響，一般而言，由卵至成蟲約 9-12 天。成蟲白天活動，吸血高峰是

下午 4-5 點，次高峰上午 9-10 點，成蟲喜躲藏在室內的遮蔽物及暗處。 

表 1. 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的比較 

 埃及斑蚊 Aedes aegypti 白線斑蚊 Aedes albopictus 

外觀特徵 

  

胸部背板上有兩條彎形白線 

  

胸部背板上有一條直條白線 

臺灣分布 
分布臺灣嘉義布袋以南， 

海拔 500 公尺以下 
全臺灣皆有分布，海拔 1500 公尺以下 

活動地點 以人類活動區域為主 
除了人類活動區外，郊區、公園、菜園

及森林也常見其蹤影 

雌蚊產卵偏好 

1. 陰暗潮濕的環境 

2. 乾淨靜止的水體 

3. 產卵於容器壁上 

4. 喜於小型水體產卵 

幼蟲生長環境 各式積水容器(環境)，如輪胎、底盤、水桶、樹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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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班蚊的生長史 

卵 幼蟲(孑孓) 蛹 成蟲 

    

1. 卵粒長條狀。 

2. 產於容器壁上。 

1. 在水中生活。 

2. 運用腹部尾端呼

吸管呼吸。 

1. 在水中生活。 

2. 體型與標點符號

「，」相似。 

3. 運用胸部呼吸管

呼吸。 

4. 不會進食。 

1. 六隻腳上有白

斑。 

第七節 熱帶家蚊與地下家蚊 8 

熱帶家蚊與地下家蚊為昆蟲綱雙翅目蚊科家蚊亞科之昆蟲，是熱帶、亞熱帶住家

常見的蚊種。27℃時由卵至成蟲約 10 天，即卵期 1-2 天，幼蟲期 6-7 天，蛹期 2

天。熱帶家蚊幾乎可在任何積水中孳生，但特別喜好富含有機質的污水。成蚊嗜

吸人血，晚上活動，不論室內外均可吸血，活動高峰為半夜 1-2 點，在耳邊飛舞

的高頻聲音，常擾人清夢。可傳播絲蟲病(象皮病)、西尼羅熱等疾病。地下家蚊

於台灣早期並無紀錄，一直到 1996-1998 年才有正式調查紀錄，地下家蚊幼蟲主

要在大樓地下室積水處孳生，成蟲常危害地下停車場至整棟建物，特別是在冬季。

地下家蚊危害時數量眾多，可能是與其自生(autogeny)能力有關，即不需要吸血

即可以產卵，只是卵數低於正常吸血後的卵量。 

表 3. 熱帶家蚊與地下家蚊的比較 

 熱帶家蚊 Culex pipiens 地下家蚊 Culex pipiens molestus 

外觀特徵 

  

活動地點 
除了人類活動區外，郊區、公園、

菜園及森林皆可見其蹤影 
大樓地下室及地下停車場 

雌蚊產卵偏好 產卵地點偏好較為廣泛 主要在大樓地下室積水處孳生 

幼蟲生長環境 大型水域或大型積水環境(尤其是富含有機質的污水)皆可發現其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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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家蚊的生活史 

卵 幼蟲(孑孓) 蛹 成蟲 

    

1. 卵 粒 集 中 成 筏

狀。 

2. 浮於水面上。 

1. 在水中生活。 

2. 運用腹部尾端呼

吸管呼吸。 

3. 呼吸管較班蚊幼

蟲長且細 

1. 在水中生活。 

2. 體型與標點符號

「，」相似。 

3. 運用胸部呼吸管

呼吸。 

4. 不會進食。 

1. 家蚊屬成蚊體色

呈淡褐色或土褐

色。 

2. 晚上擾人清夢的

蚊子為家蚊屬的

成員。 

第八節 白腹叢蚊 8 

白腹叢蚊為昆蟲綱雙翅目蚊科家蚊亞科叢蚊屬之昆蟲，是社區內常見蚊子中體型

最大者，幼蟲喜好富含有機質之水體中，都市環境中主要孳生源為化糞池，幼蟲

共 4 齡呈紅褐色，但於 4 齡末期顏色改變成深藍綠色。成蟲腳無斑點，腹面各節

具有顯著白色橫帶，故稱白腹叢蚊。成蚊吸血高峰在傍晚至晚上。 

表 5. 白腹叢蚊的生活史 

幼蟲(孑孓) 蛹 成蟲 

   

1. 呼吸管不具有管櫛構造。 

2. 四齡末期幼蟲體色呈現藍

綠色。 

1. 在水中生活。 

2. 體型與標點符號「，」相

似。 

3. 運用胸部呼吸管呼吸。 

4. 不會進食。 

1. 叢蚊屬為家蚊亞科體型最

大。 

2. 外觀長的像斑蚊屬的蚊

子。 

3. 喜歡出沒富含有機質高的

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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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https://colinpurrington.com/2016/06/white-footed-woods-mosquito-drinking-nectar/ 

圖 7. https://map.ox.ac.uk/bionomics/anopheles-minimus/ 

圖 8.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圖 9.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圖 10.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表 1.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表 2.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表 3.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表 4.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表 5.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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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1-1 

學習領域 自然科、健體科 教學單元 社區蚊子停看聽 

教學時間 3 節課 教學對象 國中一至三年級 

教學目標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蚊子的起源 

(2) 了解全世界及台灣的蚊子種類數量 

(3) 了解社區常見蚊子的生態習性 

(4) 了解辨別社區常見蚊子之間的特徵差異 

(5)  了解斑蚊傳播的疾病種類與傳播機制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運用科學工具進行生物觀察 

(2) 說出社區常見蚊子之間的特徵差異 

(3) 運用資訊科技找尋與蚊子相關的資料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蚊子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性 

教學資源 

一、 教師部分： 

投影設備、課程簡報、電腦、蚊蟲觀察教具箱、學習單 

二、 學生部分：彩色筆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具 時間 評鑑 

第一節課 

學生可以了解蚊

子對人類生活的

影響性。 

 

 

 

 

 

學生可以了解昆

蟲化石保存樣態

有哪些，以及最

早的蚊子化石出

土是什麼時代。 

 

 

 

 

 

 

1. 首先，請學

生寫下：你

對蚊子的

印象是什

麼？並請

學生做分

享。 

 

2. 教師播放

「侏儸紀

世界」電影

片段(蚊子

琥珀那段)

給學生看，

並請學生

思考蚊子

可能在什

麼時候便

存在了，並

 

 

 

 

 

 

 

 

投影設備、課程

簡報、電腦 

 

 

 

 

 

 

 

 

 

3’ 

 

 

 

 

 

 

 

10’ 

 

 

 

 

 

 

 

 

 

 

學生可以明確說出蚊子對自己平時生活

的影響是什麼。 

 

 

 

 

 

 

學生可以說出昆蟲化石最常見到的保存

樣態有琥珀化石以及印痕化石，以及說出

最早的蚊子紀錄是在白堊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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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以了解世

界各種蚊子的食

性主要分類以及

雌蚊吸血的用意

為何。 

 

 

 

 

 

學生可以了解蚊

子的特徵以及區

分社區常被誤判

為蚊子的昆蟲。 

 

 

 

 

 

 

 

 

學生能運用資訊

科技找尋與蚊子

相關的新聞報

導。 

且能夠以

什麼形式

進行保存

( 化 石 型

態)。 

 

3. 調查班上

學生有無

被蚊子叮

咬的經驗，

以及思考

所有的蚊

子都會叮

咬人嗎？ 

 

 

4. 讓學生思

考平時發

現的蚊子

大多具備

什麼共同

特徵？(教

師可帶入

自然科中

的昆蟲認

識) 

 

 

5. 請學生回

家搜尋臺

灣近年來

報導跟蚊

子相關的

新聞資訊，

完成學習

單並於下

堂課做分

享。 

 

 

 

 

 

 

 

 

投影設備、課程

簡報、電腦 

 

 

 

 

 

 

 

 

投影設備、課程

簡報、電腦 

 

 

 

 

 

 

15’ 

 

 

 

 

 

 

 

 

 

15’ 

 

 

 

 

 

 

 

 

 

 

 

2’ 

 

 

 

 

 

 

學生能夠說出全世界的 3500 多種蚊子只

有 6%的蚊種雌蟲會吸血，其餘皆以花蜜

露水為食，以及能夠說出雌蚊吸血大多是

為了傳宗接代需求(提供足夠養分)。 

 

 

 

 

 

 

學生能夠辨別蚊子必備特徵為：(1)口器長

度須為頭部的三倍(或)以上(2)翅膀上居

覆蓋鱗片(3)一對明顯翅膀，教師可以補充

另一對翅膀退化成平均棍 (維持身體平

衡)。 

學生可以說出社區中常見的蛾蚋、衣蛾、

果蠅、小黑蚊以及大蚊皆不屬於蚊科昆

蟲，所以他們不是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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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 

學生能夠整理並

分享所蒐尋到的

新聞資料。 

 

 

 

學生可以了解埃

及斑蚊及白線斑

蚊特徵以及生態

習性。 

 

 

學生可以了解兩

種斑蚊會傳播的

疾病(登革熱、屈

公病及茲卡等)

及傳播方式。 

1. 讓學生將

上週搜尋

到的資料

進行簡單

的分享。 

 

2. 教師介紹

埃及斑蚊

及白線斑

蚊特徵與

習性。 

 

3. 教師介紹

兩種斑蚊

在公衛上

的角色地

位，以及目

前會傳播

的疾病種

類及傳播

方式。 

 

 

 

 

 

 

投影設備、課程

簡報、電腦、蚊

蟲觀察教具箱 

 

 

 

投影設備、課程

簡報、電腦、蚊

蟲觀察教具箱 

10’ 

 

 

 

 

 

20’ 

 

 

 

 

 

15’ 

 

 

 

 

 

 

學生可以說出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特徵

及生態習性。 

 

 

 

 

學生可以說出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會傳

播哪些疾病，以及如何傳播。 

第三節課 

學生可以了解熱

帶家蚊、地下家

蚊及白腹叢蚊特

徵以及生態習

性。 

 

 

學生可以了解校

園內哪些環境是

熱帶家蚊、地下

家蚊及白腹叢蚊

偏好棲息的環

境。 

 

 

 

 

1. 教師介紹

熱帶家蚊、

地下家蚊

及白腹叢

蚊特徵與

習性。 

 

2. 教師帶學

生在校園

內認識哪

些環境是

熱帶家蚊、

地下家蚊

及白腹叢

蚊偏好棲

息的環境。 

 

投影設備、課程

簡報、電腦、蚊蟲

觀察教具箱 

 

 

 

 

擴音設備、蚊蟲

觀察教具箱 

 

 

 

 

 

 

 

 

15’ 

 

 

 

 

 

 

15’ 

 

 

 

 

 

 

 

 

 

學生可以說出熱帶家蚊、地下家蚊及白腹

叢蚊特徵及生態習性。 

 

 

 

 

 

學生可以說出熱帶家蚊、地下家蚊及白腹

叢蚊偏好棲息的環境類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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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夠了解社

區常見的蚊子有

哪些以及思考蚊

子對於人類的影

響性為何。 

3. 讓學生進

行蚊子賓

果，教師發

下賓果空

白紙，讓學

生依序填

入不同蚊

子名稱(可

重複 )，教

師開始喊

出不同蚊

子的生態

習性，學生

須依照其

習性圈出

對應的蚊

子，老師可

自行決定

學生連成

幾條線遊

戲便獲勝

結束遊戲。 

 

4. 老師回饋，

整理這幾

週上課重

點。 

學習單 10’ 

 

 

 

 

 

 

 

 

 

 

 

 

 

 

 

 

 

 

 

 

 

 

5’ 

學生能夠依據教師所說的特徵習性圈選

出對應的蚊子種類。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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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蚊特派員就是你- 

第____組。 ____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 

新聞張貼處 

新聞日期  新聞出處 
 

新聞重點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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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賓果-  
 

第____組。 ____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 

 

⚫ 請各位同學於下列空格中隨機填入埃及斑蚊、白線斑蚊、家蚊、白腹

叢蚊四種蚊子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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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1-2 

學習領域 自然科、健體科 教學單元 校園蚊子 map 

教學時間 1 節課 教學對象 國中一至三年級 

教學目標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不同蚊蟲喜歡的停棲環境特性 

(2) 了解斑蚊雌蟲產卵特性 

二、 技能方面 

(1) 找出斑蚊雌蟲偏好產卵的環境位置於校園地圖上 

三、 情意方面 

(1) 學生會思考與注意斑蚊停棲的環境與產卵特性關聯 

(2) 學生會思考孳生源出現原因及解決辦法並願意試試看 

教學資源 

一、 教師部分： 

投影設備、課程簡報、電腦、校園地圖、學習單 

二、 學生部分：筆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具 時間 評鑑 

學生可以注意到

社區及校園內蚊

蟲孳生的環境樣

態。 

 

 

學生可以了解社

區內常見的各種

蚊蟲雌蟲產卵特

性偏好。 

 

學生可以在校園

內找出不同種蚊

蟲偏好孳生的環

境。 

 

 

 

 

 

 

 

 

 

1. 讓學生思考

平時在哪些

環境容易發

現到蚊子的

蹤影？ 

 

2. 教師介紹社

區常見蚊子

的雌蚊產卵

偏好特性。 

 

3. 校 園 蚊 子

map：將學

生分組，讓

學生在校園

尋找不同蚊

蟲可能會滋

生的地點環

境，標示地

點並簡單地

描述該環境

特徵。 

 

 

投影設備、課程簡

報、電腦 

 

 

 

 

 

 

 

 

 

校園地圖、學習單 

 

 

 

 

 

 

 

 

 

 

 

 

2’ 

 

 

 

 

 

15’ 

 

 

 

 

20’ 

 

 

 

 

 

 

 

 

 

 

 

 

學生可以說出社區及校園內蚊蟲孳生

的地點環境。 

 

 

 

 

學生可以比較不同蚊子雌蟲產卵偏好

特性差異。 

 

 

 

學生可以找出校園內不同蚊蟲偏好孳

生環境並判斷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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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以了解不

同蚊蟲偏好產卵

環境及思考如何

改善避免孳生。 

4. 請各組分享

調 查 的 結

果。 

 

5. 教師回饋，

整理今天上

課重點。 

學習單 5’ 

 

 

 

3’ 

學生可以整理出校園內不同蚊蟲偏好

產卵的環境地點及特性。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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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蚊子 map- 
 

第____組。 ____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 

 

 

 

 

 

校園地圖 

 

 

 

 

 

 

 

 

編號 環境描述 現場有沒有蚊子(蚊種) 可能孳生的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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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斑蚊如何鎖定你 

第一節 蚊子的感官 1 

蚊子究竟是為什麼可以找到目標(血源)的確切方向與位置呢，這就要從蚊子的

感官開始說起，根據科學家的研究發現，蚊子在搜尋目標(血源)的時候，光

線、氣味、二氧化碳以及溫度會是主要的影響因子，而感應這些影響因子的正

是蚊子的複眼以及頭部的感覺受器。蚊子的頭部觸角擁有多個感覺受器，分別

感應氣味、溫度以及濕度，除了觸角之外，靠近蚊子口器的下顎鬚也能夠感應

氣味甚至是二氧化碳。 

 

圖 1.蚊子口器-外部構造 

第二節 雌蚊如何搜尋血源 

根據科學家的研究發現，發現雌蚊在搜尋血源時，光線、氣味、二氧化碳以及

溫度會是主要的影響因子，那這些因子是如何影響她鎖定目標的呢？對雌蚊來

說，距離目標較遙遠時，二氧化碳會是主要影響她搜尋的條件，但一旦離目標

逐漸越來越近，光線、氣味及溫度便會成為她鎖定目標的主要條件。此外，作

者也設計了幾個小實驗來證明，分別是溫度、顏色及氣味對於雌蚊的影響。溫

度的實驗結果中，我們比較了冰水(10℃以下)處理組、溫水(30-40℃)處理組對

於雌蚊的選擇影響，發現雌蚊會較偏好停留在溫水處理組上，因為溫水的溫度

接近我們人體本身的溫度(血源)，這對於雌蚊來說便是一個搜尋訊號。顏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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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中，我們比較了深色的紙卡(黑)及淺色的紙卡(白)，發現較多的雌蚊會

停留在深色的紙卡(黑)上，在物理上，深色(黑)會吸熱，而我們前一個實驗也提

到，雌蚊會受到溫度較高的水吸引，故雌蚊也就會對於深色(黑)趨之若鶩了。

在體味的實驗中，我們準備了有抹上汗水體味的石臘膜及沒有任何沾上人體味

道的石臘膜，發現雌蚊會停留在有抹上汗水體味的石臘膜，也就是說我們流汗

所散發的味道是有吸引雌蚊作用的，那為什麼雌蚊會喜歡我們身上味道呢，因

為我們人體表皮會分泌一些化學物質，例如乳酸、尿酸、胺基酸等，這些發酵

後的味道便是雌蚊的絕佳吸引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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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Clements, Alan N. "The biology of mosquitoes." (1992): 509. 

引用圖片說明 

圖 1.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http://dobug.nmns.edu.tw/observation-and-

exploration/morphology/ 

 

  

http://dobug.nmns.edu.tw/observation-and-exploration/morphology/
http://dobug.nmns.edu.tw/observation-and-exploration/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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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2-1 

學習領域 自然科、健體科 教學單元 蚊子眼中的世界 

教學時間 2 節課 教學對象 國中一至三年級 

教學目標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蚊子的感官構造 

(2) 了解雌蚊搜尋血源會受到那些因子影響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實驗操作與紀錄 

(2) 說出哪些因子會影響雌蚊搜尋血源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平時該如何自我保護避免成為蚊子叮咬目標 

教學資源 一、 教師部分： 

投影設備、課程簡報、電腦、校園地圖、學習單、放大鏡、A4 黑色塑膠版、A3 白色塑膠板、夾鏈袋(可裝

下塑膠板的規格)、市售防蟲黏膠噴灌、各種色系紙卡、斑蚊趨性實驗影片 

二、 學生部分：筆、剪裁工具、黏貼工具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評鑑 

第一節課 

 

 

 

 

 

 

學生能夠知道

蚊子的感官器

官以及與人類

感官器官的比

較。 

 

學生能夠知道

蚊子搜尋吸血

目標的過程及

需要仰賴的因

子。 

 

學生能夠完成

實驗製作與佈

設。 

1. 先問學生有聽聞蚊子會喜歡叮咬

哪些類型的人(例如：很會流汗的

人、喜歡吃肉的人等等)。 

 

 

 

2. 教師介紹蚊子感官器官及位置。 

 

 

 

 

 

3. 教師介紹蚊子搜尋吸血對象的過

程。並讓學生試扮作一隻蚊子，進

行深淺色系卡偏好選擇。 

 

 

 

4. 教師講解實驗操作，並請各組製作

並懸掛在校園適當位置。 

(1) 將 A4 黑色塑膠板黏在 A3 白

色塑膠版上，並在板上方打

投影設備、課

程簡報、電腦、

各 種 色 系 紙

卡、斑蚊趨性

實驗影片 

 

 

 

 

 

 

 

 

 

 

 

 

 

學習單、筆、剪

裁工具、黏貼

工具、A4 黑色

塑膠版、A3 白

5’ 

 

 

 

 

 

10’ 

 

 

 

 

 

10’ 

 

 

 

 

 

15’ 

 

 

 

學生能夠說出坊間常聽聞的蚊子

喜好叮咬對象特徵。 

 

 

 

 

學生能夠說跟指出蚊子是藉由觸

角感應氣味、溫度以及濕度，靠近

蚊子口器的下顎鬚感應氣味及二

氧化碳，及複眼辨別深淺色。 

 

 

學生能夠了解在顏色部分，蚊子搜

尋吸血目標會以深色系為主，並同

時知道可以多穿著哪些色系衣褲

做預防保護。 

 

 

學生能夠組裝完成實驗器材，並在

校園內設置適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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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穿繩(或細鐵絲)，在黑白色

塑膠板上噴上防蟲黏膠。 

(2) 將完成的黑白色黏板懸掛在

校園內蚊蟲會活動的位置。 

(3) 將懸掛位置詳細記錄在學習

單上(避免懸掛在暴露太楊

易曬之處)。 

 

5. 教師與學生預告下週課程，並請學

生在上課前將黑白色黏板收回來。 

色塑膠板、市

售防蟲黏膠噴

灌 

 

 

 

 

 

 

 

 

 

 

 

 

 

 

 

 

5’ 

 

第二節課 

學生會使用放

大鏡辨別蚊子

種類。 

 

 

學生能彙整調

查數據。 

1. 學生將上週懸掛的黑白色黏板進

行結果檢查(可以使用放大鏡輔助

之)。 

 

 

2. 教師教學生統計各組調查結果，並

請各組派一代表報告。 

學習單、放大

鏡、筆、夾鏈袋

(可裝下塑膠板

的規格)。 

 

 

35’ 

 

 

 

 

10’ 

學生能夠將黏殺到的蚊蟲做基礎

鑑定分類。 

 

 

 

學生能夠將調查數據整理好並呈

現出來。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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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如何讓斑蚊不會靠近你 

第一節 防蚊液的起源 1 

從古代開始，人們便知道有些植物的味道會讓蚊蟲不喜歡靠近，運用這些植物

的味道來驅趕蚊蟲，最簡單的方法便是將這些植物凹折過後掛在家門口，植物

凹折過的地方便會散發出味道讓蚊蟲不敢靠近，在現今一些國家中仍可看到這

種方式；另外也會將植物焚燒或燻蒸，像是端午節中的燒艾草，後來則演變為

將植物汁液經處理後變成精油塗抹在身上，這便是防蚊液使用的開始。 

第二節 有效的防蚊液？！2 

我們常常購買防蚊液最重視的便是有沒有效，那要如何判斷防蚊液有沒有效

果，其實要看的是它的有效成分濃度及能夠維持多久時間，不同的有效成分濃

度會影響防蚊液的效果，也會影響維持的時間。臺灣現在常見的防蚊系列產品

又可分為兩大類：(一)環境用藥：經常使用於噴灑於紗窗、紗門或帳篷防止蚊

蟲進入室內的防蚊液，經環保署核准含有效成分，會有環署衛字號，此類產品

會加註「本產品不可噴灑於皮膚或衣物上」等文字，以免民眾使用不當，影響

人體健康。(二)乙類成藥：可塗抹噴灑於人體皮膚的防蚊液，經衛福部核准含

有效成分，會有衛署(部)藥字號。在現今臺灣市面上能夠購買到的防蚊產品的

有效成分僅有 DEET（敵避，又稱待乙妥）以及派卡瑞丁（Picaridin）、必安敵

（PMD）以及 IR3535，而其中 DEET（敵避，又稱待乙妥）為現今最為廣泛使

用於防蚊藥劑的有效成份。 

 

圖 1. 防蚊產品使用前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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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防蚊液使用須知 2 

在使用含有不同有效成分的防蚊產品時，需特別注意使用的年齡限制以及塗抹的

濃度，不同的年齡層所能使用的濃度皆不同，所以使用防蚊產品前，需詳閱說明

書。防蚊液的使用方式應為距離皮膚或衣物 10-15 公分，緩慢噴灑；使用於臉部

時，請先噴於手掌再塗於臉部，並避開眼、口周圍，若有傷口、過敏或曬傷的皮

膚，請不要使用，夏天與防曬產品一起使用時，應先使用防曬產品，間隔 5-10 分

鐘，再使用防蚊液，以免皮膚過敏不適。用於孩童時，應由成人噴於手掌再塗抹

孩童，但未滿 6 個月的嬰兒，請勿使用。另外選用防蚊液產品也必須選擇經過政

府相關單位核可的，正確使用防蚊液才能夠既安全又保護我們避免被蚊蟲叮咬。 

 

圖 2.防蚊產品使用注意事項(衛福部疾管署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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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Maia MF, Moore SJ. (2011) Plant-based insect repellents: a review of their 

efficacy,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Malar J. Mar 15:10. 

2. 防蚊液該怎麼選購？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一般民眾版。

https://www.cdc.gov.tw/antirumorinfo.aspx?treeid=abe19a12394afd29&nowtreei

d=0139d39599f2ee34&tid=155A0F70B8F0B423 

引用圖片說明 

圖 1.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圖 2.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教宣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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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3-1 

學習領域 自然科、健體科 教學單元 讓斑蚊退避三舍的秘密 

教學時間 1 節課 教學對象 國中一至三年級 

教學目標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防蚊液的起源 

(2) 了解防蚊液為何能夠忌避蚊子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實驗操作與觀察記錄 

(2) 說出如何判斷有效的防蚊液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平時選購防蚊液該注意哪些 

教學資源 三、 教師部分： 

投影設備、課程簡報、電腦、含有 DEET 防蚊液、不含 DEET 防蚊液、化妝棉、夾鏈袋、黑色膠帶、溫水、

成蟲籠、白線(埃及)斑蚊雌蟲、學習單 

四、 學生部分：筆、家裡的防蚊液產品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評鑑 

學生可以了解平

時預防蚊子叮咬

的各種方法。 

 

 

 

學生能夠了解防

蚊液的定義及忌

避原理。 

 

 

 

 

學生能夠了解防

蚊液有效的定義

以及該如何挑選

適合自己的防蚊

液。 

1. 請學生舉出平時除了物理性的

自我保護外，還有什麼方法能夠

自我保護避免被蚊子叮咬。 

 

 

 

2. 教師介紹防蚊液的起源，可以詢

問學生現在有看過哪些較原始

天然的防蚊驅蟲方法(例如現今

的端午節家家戶戶會在門前掛

艾草束，其實這也是一種驅蟲的

方式) 

 

3. 教師介紹防蚊液為何能夠驅蚊

(有效成分)，並請學生拿出從家

裡帶來的防蚊液產品檢查看看

是否有相關成分，以及跟學生解

釋選購防蚊液應該注意哪些。教

師也可自行準備一些防蚊液產

品讓學生觀察比較。 

 

 

投影設備、課

程簡報、電腦 

 

 

 

 

 

 

 

 

 

 

 

學生家裡帶來

的防蚊液產品 

5’ 

 

 

 

 

 

10’ 

 

 

 

 

 

 

30’ 

學生能夠說出塗抹防蚊液也是一

種防蚊叮咬的方法。 

 

 

 

 

學生能夠說出防蚊液的起源以及

現今仍有在應用的天然驅蟲方法。 

 

 

 

 

 

學生能夠說出目前政府合法許可

的防蚊液有效成分有哪些並能夠

自行判斷家裡防蚊產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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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斑蚊退避三舍的秘密- 

第____組。 ____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 

◼ 市售防蚊液大檢驗 

1. 防蚊液名稱： 

 

 

2. 生產公司名稱： 

1. 是否含有「有效成分」?     有     無 

2. 「有效成分」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有效成分」濃度是_______________。 

4. 可維持的有效時間為_______________。 

5. 是否有政府核准字號 ?     有     無 

6. 政府核准字號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上面是否有年齡族群使用須知 ?     有      無 

1. 防蚊液名稱： 

 

 

2. 生產公司名稱： 

1. 是否含有「有效成分」?     有     無 

2. 「有效成分」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有效成分」濃度是_______________。 

4. 可維持的有效時間為_______________。 

5. 是否有政府核准字號 ?     有     無 

6. 政府核准字號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上面是否有年齡族群使用須知 ?     有      無 

1. 防蚊液名稱： 

 

 

2. 生產公司名稱： 

1. 是否含有「有效成分」?     有     無 

2. 「有效成分」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有效成分」濃度是_______________。 

4. 可維持的有效時間為_______________。 

5. 是否有政府核准字號 ?     有     無 

6. 政府核准字號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上面是否有年齡族群使用須知 ?     有      無 

1. 防蚊液名稱： 

 

 

2. 生產公司名稱： 

1. 是否含有「有效成分」?     有     無 

2. 「有效成分」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有效成分」濃度是_______________。 

4. 可維持的有效時間為_______________。 

5. 是否有政府核准字號 ?     有     無 

6. 政府核准字號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上面是否有年齡族群使用須知 ?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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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如何了解你家社區斑蚊有多少 

第一節 病媒蚊密度監測與意義 1 

病媒蚊密度監測其實就是去了解這個地區的蚊子數量及分布位置，得到這兩個資

訊後就可以知道要應用什麼防治方法，達到對症下藥的目的。因為每個地區的病

媒蚊狀況都不盡相同，反之如果說我們對於這個地區的病媒蚊密度不瞭解，就直

接投入防治，那就有可能會像瞎子摸象般效果不佳，所以平時的病媒蚊密度監測

是很重要的，我們可以即時掌握哪個地方的蚊子數量突然多了起來，對於那個位

置進行孳清或是防治處理，這樣就可以避免疫情爆發造成損傷。 

第二節 病媒蚊密度監測工具介紹 1 

病媒蚊密度監測使用的主要工具稱為蚊蟲誘卵桶，他是應用斑蚊雌蟲產卵特性

(陰暗潮濕/乾淨平靜水體/產卵於壁邊)進行設計，以黑色的桶具吸引斑蚊雌蟲靠

近，桶內清水會蒸散出水氣自上方開孔誘引斑蚊雌蟲飛入產卵，而在桶周邊鋪

上餐巾紙讓斑蚊雌蟲產卵在上面，監測人員定期調查時就會把這些卵紙收回去

檢查鑑定。 

 

圖 1.誘卵桶拆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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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病媒蚊密度監測方法 1 

今天要在一個區域放置誘卵桶，決定誘卵桶的數量及擺放位置很重要，監測人

員會依據區域的大小與環境去決定總共要佈設多少個誘卵桶，因為太多或太少

的誘卵桶監測效果都不會很好，無法代表整個區域的蚊蟲密度；決定好了數

量，再來就是擺放的位置與距離，擺放的位置除了參考斑蚊棲息的環境之外，

人群的活動密度也是很重要的參考依據，誘卵桶的擺放距離如果彼此太過接近

則可能會互相干擾，因而影響整個監測的效果。 

第四節 監測數據的收集與計算 1 

監測人員會依據有發現蚊卵的桶術以及卵紙上的卵粒數換算成監測資料，提供給

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做防治策略參考。目前在臺南市已經設有三千多個誘卵桶，

可以每週準確掌握到各個社區內的登革熱病媒蚊活動密度，做好即時的預防措施，

而在誘卵桶的調查中我們最常聽到以下幾個專有名詞，分別為：(1) 陽性桶：每

個誘卵桶桶有發現到蚊卵、(2) 陽性率：(該區域陽性桶數量/該區域所有佈設的

誘卵桶數量)乘以 100%、(3) 卵數：陽性桶內回收的卵數、(4) 卵總數：該區域所

有陽性桶內卵數總和。 

 

圖 2.誘卵桶製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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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回收誘卵桶內卵紙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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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2018)。登革熱病媒蚊密度監測方法標準畫構想書。 

引用圖片說明 

圖 1.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圖 2.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圖 3.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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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4-1 

學習領域 自然科、健體科 教學單元 斑蚊大間諜 

教學時間 3 節課* 教學對象 國中一至三年級 

教學目標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什麼是臺灣登革熱病媒蚊密度監測系統 

(2) 了解蚊蟲密度監測所使用的工具 

(3) 了解蚊蟲密度監測調查及數據回收方式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實驗操作與觀察記錄 

(2) 完成蚊蟲誘卵桶組裝 

(3) 完成校園內誘卵桶設置 

(4) 完成誘卵桶檢查與數據紀錄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蚊蟲密度監測對疫情防治的重要性 

教學資源 一、 教師部分： 

(1) 第一節課：投影設備、課程簡報、電腦 

(2) 第二節課：自製寶特瓶誘卵桶(教師先行完成)、餐巾紙、黑色電氣膠布、學習單、校園地圖 

(3) 第三節課：水盤、塑膠滴管、放大鏡(或顯微鏡)、斑蚊卵粒圖卡、夾鏈袋、厚紙板(報紙亦可)、學習

單 

二、 學生部分：每位學生準備相同寶特瓶空瓶 2 個(教師也可以以本教案展示之誘卵桶為範本，請學生準

備深色不透明寬口含蓋容器)、剪裁工具、黏貼工具、油性筆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評鑑 

第一節課 

學生能夠了解

調查生物數量

的科學方法有

哪些。 

 

 

 

學生可以了解

目前調查社區

斑蚊的方法。 

1. 教師介紹目前世界上幾種調查生物數

量的方法，並請學生舉出要怎麼做才

能夠了解一個環境的蚊子數量。 

 

 

 

 

2. 教師介紹何謂病媒蚊密度監測系統以

及所需工具。 

 

 

3. 教師預告下週製作誘卵桶並請學生自

備剪裁黏貼工具。 

投影設備、課

程簡報、電腦 

30’ 

 

 

 

 

 

 

20’ 

 

 

 

5’ 

學生能夠說出：掃補成蚊、找

尋孳生源等方式了解該環境的

蚊子數量高或低，通常一個環

境若蚊蟲密度很高，則容易掃

捕到成蚊以及找到許多孳生

源。 

 

學生能夠說出什麼是病媒蚊密

度監測系統以及誘卵桶的功

用。 

第二節課 

學生能夠透過

教師示範的製

1. 教師說明及示範製作誘卵桶步驟。 

 

自製寶特瓶誘

卵桶 (教師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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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自己操

作一次。 

 

 

 

學生能夠完成

自製誘卵桶並

確實標記好各

項資訊。 

 

 

 

 

 

 

 

 

 

學生能夠將前

面所學的斑蚊

生態習性應用

在佈桶上進行

評估放置。 

 

 

學生能夠將佈

設資料整理好

並做簡單的報

告分享。 

 

 

 

 

 

2. 學生製作誘卵桶。 

(1) 桶子外圍需貼上說明標籤，內容

需含佈設班級/社團名稱、實驗

名稱、佈設日期、下次回收日期

(這部分可設計成重複書寫方

式)、誘卵桶編號及佈設者資料

(姓名/班級或社團名稱)。 

(2) 餐巾紙上需在左上角標記誘卵

桶編號、佈設日期。 

(3) 水位不宜超過佈設餐巾紙高度

的一半(約該容器的六七分滿水

量即可)。 

 

3. 每組於校園內尋找適合佈設誘卵桶的

位置進行佈設，並詳細記錄設置位置

於學習單上。誘卵桶數量可由老師以

校園面積大小自行考量決定佈設數

量。 

 

 

4. 佈設完畢後，每組將佈設資料整理進

行報告(報告佈設位置以及佈設原因)。

教師請學生回去調查記錄近期至下週

課程前的每日天氣狀況。 

行完成)、餐巾

紙、黑色電氣

膠布、學習單、

校園地圖 

 

學生自備相同

寶特瓶空瓶 2

個 (教師也可

以以本教案展

示之誘卵桶為

範本，請學生

準備深色不透

明寬口含蓋容

器 )、剪裁工

具、黏貼工具、

油性筆 

 

 

學習單、校園

地圖、油性筆、

自製誘卵桶 

 

 

 

 

學習單、校園

地圖、油性筆 

 

 

 

 

 

20’ 

 

 

 

 

 

 

 

 

 

 

 

 

12’ 

 

 

 

 

 

 

3’ 

 

 

 

 

 

學生能夠正確的組裝誘卵桶及

準備相關工具。 

 

 

 

 

 

 

 

 

 

 

 

學生能夠正確找出適合佈設誘

卵桶的位置並確實記錄，如陰

暗潮濕的環境，或是植被較茂

密的地方皆是適合放置誘卵桶

的位置。 

 

 

學生能夠說出佈設誘卵桶的位

置以及原因。 

第三節課 

學生能夠記得

自己布設位置

並成功回收回

來誘卵桶。 

 

學生能夠了解

如何紀錄誘卵

桶的各項數據。 

 

 

1. 教師先請學生課前將佈設在校園的誘

卵桶全數收回(整顆原封不動包含水直

接收回)。 

 

 

2. 教師示範操作如何回收誘卵桶和如何

觀察記錄數據。 

(1) 餐巾紙：請學生觀察上方是否有

斑蚊卵粒，如果有則請學生計算

並填在學習單上。 

 

 

 

 

 

水盤、塑膠滴

管、放大鏡(或

顯微鏡)、斑蚊

卵粒圖卡、夾

鏈袋、厚紙板

 

 

 

 

 

10’ 

 

 

 

 

 

 

 

 

 

學生能夠說出回收誘卵桶及數

據整理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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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夠完成

誘卵桶調查並

做簡單的資料

統計。 

 

 

 

 

 

 

 

 

 

 

 

 

學生能夠了解

誘卵桶數據與

週邊環境及天

氣因素的關聯。 

 

(2) 卵桶內的水：請學生將誘卵桶內

的水倒在水盤內，觀察裡頭是否

有斑蚊孑孓，如果有則請學生用

滴管吸取計算並填在學習單上。 

(3) 陽性率：請各組各自計算好自己

組的誘卵桶後，再由教師帶領全

班進行陽性率計算。 

 

3. 請各組學生進行誘卵桶檢查以及數據

紀錄，檢查完的卵紙請集中收集後丟

置一般垃圾內(倘若教師要留存含卵餐

巾紙則可用先將其放置在厚紙板(或報

紙)上乾燥，再收至夾鏈袋標記資訊後

進行保存)，斑蚊幼蟲則是紀錄後傾倒

至平坦裸露的地板上曝曬(請勿將桶內

的水直接倒在洗手台上)。記錄完成後

將結果換算成當週陽性率與卵總數。

(1) 陽性桶：每個誘卵桶桶有發現到蚊

卵、(2) 陽性率：(該區域陽性桶數量/

該區域所有佈設的誘卵桶數量)乘以

100%、(3) 卵數：陽性桶內回收的卵

數、(4) 卵總數：該區域所有陽性桶內

卵數總和。 

 

4. 每組報告該週校園監測調查結果，並

搭配收集的近期天氣資料及校園環境

進行結果評估，判斷誘卵桶的結果與

其關聯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如都無

收集到卵是否需更換位置或是長期都

有卵是否周遭有斑蚊偏好棲息環境

等)。 

 

5. 教師回饋學生提出的校園環境改善方

法。 

 

 

*備註：教師可依實際教學狀況考量延長監

測調查週數或是各組誘卵桶數量，調查週數

越多越能明確呈現校園內各角落的登革熱

病媒蚊活動密度。 

(報紙亦可)、

學習單 

 

 

 

 

 

 

 

 

 

 

 

 

 

 

 

 

 

 

 

 

 

 

學習單 

 

 

 

 

 

 

 

 

 

20’ 

 

 

 

 

 

 

 

 

 

 

 

 

 

 

 

10’ 

 

 

 

 

 

 

 

5’ 

 

 

 

 

 

 

 

 

學生能夠正確回收誘卵桶以及

將每個部分的數據確實記錄完

成。 

 

 

 

 

 

 

 

 

 

 

 

 

 

能夠說出誘卵桶的數據結果與

校園蚊蟲密度及天氣因素的關

係，並提出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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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蚊大間諜-第____組 

校園地圖黏貼處 

誘卵桶編號 
佈設位置 

(並將編號標記在地圖上) 
佈設姓名 

   

   

   

   

   

   

 



39 
 

______________國中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結果-第______組 

      

卵數 幼蟲數 卵數 幼蟲數 卵數 幼蟲數 卵數 幼蟲數 卵數 幼蟲數 

           

           

           

           

           

           

           

           

           

           

           

           

           

           

           

           

           

           

誘卵桶編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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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國中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結果-全班總調查結果 

          

陽性率(%)          

總卵數          

 

          

陽性率(%)          

總卵數          

 

          

陽性率(%)          

總卵數          

 

透過誘卵桶監測調查，你發現校園內哪些地方較常有斑蚊活動？那邊的環境有什麼狀況(簡單描述)？有什麼辦法或建議可以改善降低

那 

  

日期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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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4-2 

學習領域 自然科、健體科 教學單元 斑蚊究竟可以飛多高 

教學時間 3 節課* 教學對象 國中一至三年級 

教學目標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斑蚊飛行的最遠距離 

(2) 了解樓層高度對於蚊子的影響有哪些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實驗操作與觀察記錄 

(2) 完成蚊蟲誘卵桶組裝 

(3) 完成校園內各樓層的誘卵桶設置 

(4) 完成誘卵桶檢查與數據紀錄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斑蚊活動範圍其實與人有密切關聯 

(2) 引導學生思考病媒蚊防治不能局限在平地 

教學資源 一、 教師部分： 

(1) 第一節課：投影設備、課程簡報、電腦 

(2) 第二節課：自製寶特瓶誘卵桶(教師先行完成)、餐巾紙、黑色電氣膠布、學習單、校園地圖 

(3) 第三節課：水盤、塑膠滴管、放大鏡(或顯微鏡)、斑蚊卵粒圖卡、夾鏈袋、厚紙板(報紙亦可)、學習

單 

二、 學生部分：每位學生準備相同寶特瓶空瓶 2 個(教師也可以以本教案展示之誘卵桶為範本，請學生準

備深色不透明寬口含蓋容器)、剪裁工具、黏貼工具、油性筆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評鑑 

第一節課 

學生能夠了解

調查生物數量

的科學方法有

哪些。 

 

 

 

學生可以了解

目前調查社區

斑蚊的方法。 

4. 教師介紹目前世界上幾種調查生物數

量的方法，並請學生舉出要怎麼做才能

夠了解一個環境的蚊子數量。 

 

 

 

 

5. 教師介紹何謂病媒蚊密度監測系統以

及所需工具。 

 

 

6. 教師預告下週製作誘卵桶並請學生自

備剪裁黏貼工具。 

投影設備、課

程簡報、電腦 

30’ 

 

 

 

 

 

 

20’ 

 

 

 

5’ 

學生能夠說出：掃補成蚊、找

尋孳生源等方式了解該環境

的蚊子數量高或低，通常一個

環境若蚊蟲密度很高，則容易

掃捕到成蚊以及找到許多孳

生源。 

 

學生能夠說出什麼是病媒蚊

密度監測系統以及誘卵桶的

功用。 

第二節課 

學生能夠透過

教師示範的製

5. 教師說明及示範製作誘卵桶步驟。 

 

自製寶特瓶誘

卵桶 (教師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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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自己操

作一次。 

 

 

 

學生能夠完成

自製誘卵桶並

確實標記好各

項資訊。 

 

 

 

 

 

 

 

 

 

學生能夠將前

面所學的斑蚊

生態習性應用

在佈桶上進行

評估放置。 

 

 

學生能夠將佈

設資料整理好

並做簡單的報

告分享。 

 

 

 

 

 

6. 學生製作誘卵桶。 

(1) 桶子外圍需貼上說明標籤，內容

需含佈設班級/社團名稱、實驗名

稱、佈設日期、下次回收日期(這

部分可設計成重複書寫方式)、誘

卵桶編號及佈設者資料(姓名/班

級或社團名稱)。 

(2) 餐巾紙上需在左上角標記誘卵桶

編號、佈設日期。 

(3) 水位不宜超過佈設餐巾紙高度的

一半(約該容器的六七分滿水量

即可)。 

 

7. 請各組分別於校園各校舍每樓層適合

的位置放誘卵桶(同組設置同一棟)，並

詳細記錄設置位置於學習單上。誘卵桶

數量可由老師以校園建築數量及樓層

數自行考量決定佈設數量。 

 

 

8. 佈設完畢後，每組將佈設資料整理進行

報告。 

行完成)、餐巾

紙、黑色電氣

膠布、學習單、

校園地圖 

 

學生自備相同

寶特瓶空瓶 2

個 (教師也可

以以本教案展

示之誘卵桶為

範本，請學生

準備深色不透

明寬口含蓋容

器 )、剪裁工

具、黏貼工具、

油性筆 

 

 

學習單、校園

地圖、油性筆、

自製誘卵桶 

 

 

 

 

學習單、校園

地圖、油性筆 

 

 

 

 

 

20’ 

 

 

 

 

 

 

 

 

 

 

 

 

12’ 

 

 

 

 

 

 

3’ 

 

 

 

 

 

學生能夠正確的組裝誘卵桶

及準備相關工具。 

 

 

 

 

 

 

 

 

 

 

 

學生能夠正確找出適合佈設

誘卵桶的位置並確實記錄，如

陰暗潮濕的環境，或是植被較

茂密的地方皆是適合放置誘

卵桶的位置。 

 

 

學生能夠說出佈設誘卵桶的

位置以及原因。 

第三節課 

學生能夠記得

自己布設位置

並成功回收回

來誘卵桶。 

 

學生能夠了解

如何紀錄誘卵

桶的各項數據。 

 

 

6. 教師先請學生課前將佈設在校園各校

舍的誘卵桶全數收回(整顆原封不動包

含水直接收回)。 

 

 

7. 教師示範操作如何回收誘卵桶和如何

觀察記錄數據。 

(4) 餐巾紙：請學生觀察上方是否有

斑蚊卵粒，如果有則請學生計算

並填在學習單上。 

 

 

 

 

 

水盤、塑膠滴

管、放大鏡(或

顯微鏡)、斑蚊

卵粒圖卡、夾

鏈袋、厚紙板

 

 

 

 

 

10’ 

 

 

 

 

 

 

 

 

 

學生能夠說出回收誘卵桶及

數據整理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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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夠完成

誘卵桶調查並

做簡單的資料

統計。 

 

 

 

 

 

 

 

 

 

 

 

 

學生能夠了解

誘卵桶數據與

週邊環境及天

氣因素的關聯。 

 

(5) 卵桶內的水：請學生將誘卵桶內

的水倒在水盤內，觀察裡頭是否

有斑蚊孑孓，如果有則請學生用

滴管吸取計算並填在學習單上。 

(6) 陽性率：請各組各自計算好自己

組的誘卵桶後，再由教師帶領全

班進行陽性率計算。 

 

8. 請各組學生進行誘卵桶檢查以及數據

紀錄，檢查完的卵紙請集中收集後丟置

一般垃圾內(倘若教師要留存含卵餐巾

紙則可用先將其放置在厚紙板 (或報

紙)上乾燥，再收至夾鏈袋標記資訊後

進行保存)，斑蚊幼蟲則是紀錄後傾倒

至平坦裸露的地板上曝曬(請勿將桶內

的水直接倒在洗手台上)。記錄完成後

將結果換算成當週陽性率與卵總數。

(1) 陽性桶：每個誘卵桶桶有發現到蚊

卵、(2) 陽性率：(該區域陽性桶數量/該

區域所有佈設的誘卵桶數量 )乘以

100%、(3) 卵數：陽性桶內回收的卵數、

(4) 卵總數：該區域所有陽性桶內卵數

總和。 

 

9. 每組分享校園監測調查結果(不同校舍

是否會有結果差異，認為可能的原因是

什麼)。 

 

 

10. 教師回饋。 

 

 

*備註：教師可依實際教學狀況考量延長監測

調查週數或是各組誘卵桶數量，調查週數越

多越能明確呈現校園內各樓層的登革熱病媒

蚊活動密度。 

 

 

 

(報紙亦可)、

學習單 

 

 

 

 

 

 

 

 

 

 

 

 

 

 

 

 

 

 

 

 

 

 

學習單 

 

 

 

 

 

 

 

 

 

20’ 

 

 

 

 

 

 

 

 

 

 

 

 

 

 

 

10’ 

 

 

 

 

5’ 

 

 

 

 

 

 

 

 

學生能夠正確回收誘卵桶以

及將每個部分的數據確實記

錄完成。 

 

 

 

 

 

 

 

 

 

 

 

 

 

學生能夠具體描述出影響斑

蚊活動的原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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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蚊究竟可以飛多高- 

第____組。 ____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 

佈桶時間：     年 0  0 月 0  0 日。校舍名稱： 

 有無斑蚊卵？ 斑蚊卵數 有無斑蚊孑孓？ 孑孓數 

     

     

     

     

     

◼ 討論 

(1) 根據實驗結果，斑蚊會飛到二樓以上活動產卵嗎？為什麼? 

 

(2) 面向不同環境的校舍對斑蚊活動產卵也會有影響嗎？為什麼? 

 

 

(3) 那你覺得面向哪種環境的校舍斑蚊較喜歡在那附近活動產卵？為什麼? 

 

  

樓層數 



45 
 

第五單元-誘「蚊」的死亡陷阱 

第一節 蚊蟲誘殺桶的原理 

蚊蟲誘卵桶便是利用斑蚊雌蟲產卵特性製作出來的監測工具，但因為斑蚊雌蟲一

生可以產 3-4 次卵，所以誘卵桶僅能是一種監測工具，無法達到滅蚊的功用，但

科學家發現，假若在桶子的內壁塗上一層膠，當班蚊雌蟲來產卵時，便會被黏住

再也飛不走，也就無法繼續產卵孳生新的斑蚊，這就是蚊蟲誘殺桶的出現，而科

學家也研發出多款不同造型的蚊蟲誘殺桶做為滅蚊工具。 

第二節 目前應用的各式蚊蟲誘殺桶介紹 

自動供水式誘殺桶：桶身設計附有水瓶，運用大氣壓力原理補水，可維持兩週

至一個月的供水量，利用桶內底部散發出的水氣以及上蓋開孔誘引斑蚊雌蟲前

來產卵，因斑蚊雌蟲會將卵產在容器內邊壁上，桶內週邊塑膠黏片便會黏補斑

蚊雌蟲，此外，桶內底部設有隔網可防止孑孓羽化，並配合滅蚊藥劑(對人體無

害)來殺死蚊卵及孑孓。 

新加坡式誘殺桶：利用斑蚊產卵習性以水氣誘引雌蟲飛至桶內產卵，在停棲時

雌蚊則會被塑膠黏片黏補住，以達到誘殺效果，所使用的黏膠無異味，對成蚊

不會有任何影響，中間有金屬網做隔離，避免羽化之成蚊飛出。 

 

                       圖 1. 自動供水誘殺桶                 圖 2. 新加坡式誘殺桶 

第三節 自己的蚊蟲誘殺桶自己做 1 

衛福部疾管署有邀請國衛院國家蚊媒病中心黃旌集博士分享以平時隨手可得的

資材製作蚊蟲誘殺桶(下圖組裝說明)，老師也可以請學生依據斑蚊雌蟲產卵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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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己設計誘殺桶，並讓學生攜回家擺放進行觀察及防治。 

 

圖 3. 誘殺桶 DIY 說明(入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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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誘殺桶 DIY 說明(進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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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蚊蟲誘殺桶 DIY 製作教學影片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IeUI0ZJxYE 

引用圖片說明 

圖 1.國衛院國家蚊媒病中心 

圖 2.國衛院國家蚊媒病中心 

圖 3.國衛院國家蚊媒病中心 

圖 4.國衛院國家蚊媒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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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5-1 

學習領域 健體科 教學單元 蚊蟲誘殺桶 DIY 

教學時間 3 節課* 教學對象 國中一至三年級 

教學目標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登革熱、屈公病等蚊媒疾病的蟲媒 

(2) 了解斑蚊喜歡活動棲息的環境 

(3) 了解斑蚊雌蟲產卵特性 

(4) 了解蚊蟲誘殺桶的應用原理 

(5) 了解蚊蟲誘殺桶調查及數據回收方式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蚊蟲誘殺桶製作 

(2) 完成蚊蟲誘殺桶設置 

(3) 完成蚊蟲誘殺桶檢查及數據紀錄 

三、 情意方面 

(1) 培養學生可以透過誘殺桶數據改善居家環境狀況 

(2) 引導學生思考社區防疫參與的重要性 

教學資源 一、 教師部分： 

(1) 第一節課：課程簡報、投影設備、DIY 蚊蟲誘殺桶材料(依學生人數準備) 、放大鏡 

(2) 第二節課：DIY 蚊蟲誘殺桶材料(接續第一堂課的材料) 、學習單 

二、 學生部分： 

剪刀、美工刀、切割版、膠帶及雙面膠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評鑑 

第一節課 

 

 

 

 

 

 

 

 

 

 

 

 

 

學生能夠了解登

革熱及屈公病的

症 狀 及 傳 播 方

1. 教師可以先給學生以下問

題思考： 

(1) 登革熱及屈公病是什

麼? 得到這些病會有

什麼症狀? 

(2) 為什麼會感染到登革

熱及屈公病，他們是透

過什麼方式傳染的? 

(3) 為什麼大家對於登革

熱及屈公病都這麼的

害怕緊張? 

 

 

2. 教師介紹登革熱及屈公病

的症狀以及傳播途徑 

 

 

 

 

 

 

 

 

 

 

 

 

 

 

簡報、投影設備 

 

 

5’ 

 

 

 

 

 

 

 

 

 

 

 

 

10’ 

 

 

 

 

 

 

 

 

 

 

 

 

 

 

 

學生能夠說出登革熱及屈公病的症

狀以及傳播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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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學生能夠了解埃

及斑蚊及白線斑

蚊生態習性與傳

播疾病的過程。 

 

學生能夠了解預

防蚊子叮咬的方

法。 

 

 

 

學生能夠了解誘

殺桶的原理及機

制。 

 

 

3. 教師介紹登革熱及屈公病

病媒-斑蚊的生態習性 

 

 

 

4. 讓學生思考可以如何避免

感染到登革熱及屈公病，

以及可以如何應用斑蚊的

生態習性來防治他們。 

 

 

5. 介紹目前臺灣有在應用得

蚊蟲誘殺桶結構原理與設

置方法。 

 

 

簡報、投影設備 

 

 

 

 

簡報、投影設備 

 

 

 

 

 

簡報、投影設備 

 

 

10’ 

 

 

 

 

10’ 

 

 

 

 

 

10’ 

 

 

學生能夠說出斑蚊的特徵及生態習

性 

 

 

 

學生能夠說出自我保護的方法以及

斑蚊產卵特性。 

 

 

 

 

學生能夠說出蚊蟲誘殺桶的原理以

及設置方法。 

 

第二節課 

 

 

 

 

學生能夠照著教

師所教學的完成

誘殺桶製作。 

1. 教師說明及示範製作誘卵

桶步驟，並讓學生每個人

自行製作 1 個。 

 

2. 學生製作完成後，教師提

醒學生帶回家找尋適合的

位置放置，並於隔一週帶

回班上檢查(請學生下週帶

誘殺桶來學校時記得先將

桶內的水傾倒在平坦曬得

到太陽的地方)。 

簡報、投影設備、

蚊蟲誘殺桶製作

材料 

 

學習單 

40’ 

 

 

 

5’ 

學生能夠正確的組裝誘卵桶及準備

相關工具。 

 

 

學生能夠正確找出適合佈設誘殺桶

的位置並確實記錄。 

 

第三節課 

 

 

 

 

學生能夠判斷誘

殺桶上黏殺到的

昆蟲種類為何。 

 

 

 

 

1. 教師統計班上學生誘殺桶

放置的地點有哪些。 

 

 

2. 請學生檢查桶內是否有黏

殺到蚊蟲，教師可於投影

幕上投影埃及斑蚊、白線

斑蚊、家蚊、白腹叢蚊及其

他常見居家昆蟲圖片，讓

學生可以做為參考並觀察

誘殺桶黏殺到什麼昆蟲。

學習單、蚊蟲誘殺

桶 

 

 

簡報、投影設備、

學習單、蚊蟲誘殺

桶 

 

 

 

 

10’ 

 

 

 

15’ 

 

 

 

 

 

 

 

 

 

 

學生能夠正確的判斷出誘殺桶上黏

殺的是否為埃及斑蚊或白線斑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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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夠簡易的

計算出誘殺率。 

 

 

 

 

 

 

 

學生能夠判斷並

思考如何透過誘

殺桶的結果來對

居家環境進行整

理改善。 

並將黏紙黏貼於學習單上

做紀錄。 

 

 

3. 教師調查全班居家誘殺桶

的黏殺率，黏殺率 = (黏殺

到斑蚊桶數/全班設置的總

桶數)*100 %，以及調查每

位學生的誘殺桶各別誘殺

到幾隻斑蚊，也調查黏殺

到斑蚊的桶子皆擺設在哪

些地點。 

 

4. 讓學生思考為什麼這些地

點會黏殺到斑蚊?如果想

要避免斑蚊繼續在這些地

點活動，可以做哪些預防

措施? 

 

*備註：教師可依實際教學狀況

考量讓學生持續在家擺設並在

家做實驗觀察，並定期將結果紀

錄於學習單上，最後繳交回教師

這邊考評或是讓學生可在課堂

上做分享報告。 

 

 

 

 

學習單、蚊蟲誘殺

桶 

 

 

 

 

 

 

 

學習單、蚊蟲誘殺

桶 

 

 

 

 

15’ 

 

 

 

 

 

 

 

 

5’ 

 

 

 

 

學生能夠說出計算誘殺桶的方法。 

 

 

 

 

 

 

 

 

學生能夠說出改善居家環境的辦法

並實際執行。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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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單元-不同水溶液對斑蚊孑孓的影響 

第一節 投放鹽巴對孑孓的影響 1 

【滲透作用】：是將細胞放入高濃度溶液(高濃度鹽水)中，因為高濃度溶液滲透壓

比細胞質大(又稱為高張溶液或高滲透壓溶液)，細胞內的水透過細胞膜進入高濃

度溶液中，使得細胞脫水變形，這過程稱為皺縮。當孑孓處在高濃度鹽水之中，

就會因為鹽水濃度關係脫水死亡。 

 

第二節 斑蚊的耐鹽生存戰 2-7 

斑蚊孑孓在高濃度鹽水之中會脫水死亡，那其他濃度的鹽水斑蚊孑孓又會如何呢？

根據科學家的研究發現，在實驗室裡埃及斑蚊在 30%的海水中仍可存活，而在戶

外的部分，沿海地帶一些淡鹹水的水域(如廢棄的水井、船體、積水容器等)皆有

發現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的蹤跡，顯示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幼蟲除了會在我們過

去所認知的小型淡水水域孳生，其實也會棲息在淡鹹水水域，顯示埃及斑蚊及白

線斑蚊在淡鹹水環境具有高適應性。 

 

第三節 投放無磷洗衣粉/肥皂對孑孓的影響 8 

【破壞表面張力及含鹼環境】：用了幼蟲在水中環境生活需要至水面換氣的特性，

由於洗衣粉中所含的界面活性劑成分會破壞水的表面張力，水的表面張力一經破

壞，便會使幼蟲在利用尾端呼吸管換氣時，水從氣孔滲入其體內的氣管系統內，

使幼蟲無法正常換氣而最終缺氧死亡。此外，洗衣粉水與肥皂水屬於鹼性物質，

濃度高的情況下，蚊卵無法在鹼性水域生存。 

 

第四節 投放無磷洗衣粉及肥皂後對環境有什麼影響 9-10 

若不斷的以投放洗衣粉及肥皂等清潔劑做為登革熱防治，長時間下來可能會造成

環境汙染，累積過多環境賀爾蒙，進而影響生物發育繁殖造成生態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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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究竟在水裡投放鹽巴跟洗衣粉來防蚊有沒有效 

如果發現水溝有孑孓活動抑或是大型體積的水域有孑孓孳生，一般民眾無法採

買到環境用藥進行防治，便會投入鹽巴、無磷洗衣粉或肥皂滅殺孑孓，那究竟

這樣的方法有沒有效果呢，根據實驗結果發現，使用鹽巴、無磷洗衣粉或肥皂

來消滅幼蟲最重要的還是要配合水體的大小調整使用量，若使用的濃度過高，

恐怕會有汙染環境或破壞生態的疑慮。反之若是濃度過低，則無法達到消滅幼

蟲的效果。且最重要的是，定期清理水溝以及清除積水才會是永續且較為友善

環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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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6-1 

學習領域 自然科、健體科 教學單元 水溝裡的秘密 

教學時間 2 節課 教學對象 國中一至三年級 

教學目標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社區常見病媒蚊生態習性 

(2) 了解常見蚊子雌蟲產卵特性 

(3) 了解水溝清潔整理方式 

二、 技能方面 

(1) 辨別不同種蚊子雌蟲偏好產卵環境 

(2) 完成水溝管理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生物如何在不利環境下生存並繁衍下一代 

教學資源 一、 教師部分： 

(1) 第一節課：課程簡報、電腦 

(2) 第二節課：擴音設備、清掃水溝工具、粗布手套、開水溝蓋工具 

二、 學生部分： 

(1) 第一節課：筆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評鑑 

第一節課 

學生能夠完成複

習斑蚊生態習性

及產卵特性。 

 

 

學生能夠觀察社

區在水溝的登革

熱防治有哪些方

法。 

 

 

學生能夠了解水

溝內投擲鹽水及

洗衣粉只是防治

一時，但會隨著

時間逐漸稀釋進

而失去效果。 

 

學生可以提出實

質 水 溝 管 理 方

1. 教師複習斑蚊生態習性以及雌

蚊產卵特性。 

 

 

 

2. 詢問學生關於水溝部分有在社

區看過哪些登革熱防治方法(如

撒鹽巴或洗衣粉等)。 

 

 

 

3. 教師介紹斑蚊幼蟲生存特性，並

請學生思考在水溝投擲鹽巴及

洗衣粉的防治時效有多久。 

 

 

 

 

4. 將學生分組，請各組討論對於水

溝(社區及校園)可以有哪些管理

程簡報、電腦 10’ 

 

 

 

 

3’ 

 

 

 

 

 

20’ 

 

 

 

 

 

 

10’ 

 

學生能夠說出斑蚊生態習性及產

卵特性有哪些。 

 

 

 

學生能夠說出自己住的社區內有

看過哪些水溝登革熱防治方法。 

 

 

 

學生 

能夠說出在水溝投擲鹽巴或洗衣

粉的防治時效會隨著水溝水流動

而逐漸稀釋，最後其鹽度可能反而

會利於斑蚊幼蟲生存。 

 

 

 

學生可以提出自己能夠達成的水

溝管理方式，如掃地時間定期清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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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防範登革熱的方法。 

 

5. 教師回饋，並介紹現階段有在使

用的管理方法，並預告下一節課

內容。 

 

 

2’ 

水溝上落葉及淤土，發現水溝淤積

堵塞可以通報老師處理等。 

 

 

第二節課 

 

 

 

 

 

學生能夠了解避

免水溝積水的方

法並實際執行。 

 

 

 

 

 

 

學生能夠省思執

行過程的困難及

如何解決。 

1. 教師於課前先選擇校園內一段

水溝作為教學場域，並請學生協

助將清掃工具拿至集合處。 

 

 

2. 教師將學生進行工作分配，請各

組學生負責整理一小段水溝，以

前一堂課所教學的方法。 

 

 

3. 整理完後請學生恢復場地，並將

清掃工具清潔歸位。 

 

 

4. 請學生分享心得，並試著提出管

理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

式。 

擴音設備、清

掃水溝工具、

粗布手套、開

水溝蓋工具 

2’ 

 

 

 

 

30’ 

 

 

 

 

10’ 

 

 

 

3’ 

 

 

 

 

 

學生能夠將上堂課所學實際應用

在清掃維護水溝上。 

 

 

 

學生能夠同心協力整理環境並歸

位清掃工具。 

 

 

學生能夠提出遇到的困難及解決

辦法。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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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單元-孳生源管理 

第一節 什麼是孳生源 1、2 

什麼是孳生源呢，孳生源就是有斑蚊幼蟲孳生的地方，那斑蚊幼蟲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孳生其實跟

他們的媽媽有很大的關係，根據昆蟲學家的調查，發現斑蚊雌蟲會較喜歡選擇積水容器或環境產

卵，且積水是較乾淨無法流動的，另外斑蚊雌蟲產卵時會停靠在容器邊壁，將卵依序產在上面。 

 

圖 1. 盆栽積水形成孳生源(週邊還有蚊卵) 

第二節 孳生源有哪些類型 1、2 

孳生源的類型百百種，有些人會依照容器的種類做分類，有些則是依照容器使用方式做分類，但不

管如何分類，只要謹記一個要點，只要是會積水的容器就有可能會成為孳生源，像是有些民眾會習

慣在住家門口擺放水桶儲水，假如沒有做好管理，這桶水就會變成斑蚊的家；另外除了有在使用的

容器，戶外一些垃圾也有可能會成為孳生源，像是飲料瓶罐或者是棄置保麗龍箱等等，而且這些垃

圾平時若有積水比較不會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維護環境的清潔就非常重要。 

  

             圖 2. 各式孳生源樣態圖                           圖 3. 各式孳生源樣態圖 

第三節 如何做好孳生源管理 1、2 

那要怎麼做才能清除掉這些孳生源，避免被斑蚊叮咬的風險呢？只要記住四字口訣「巡、倒、清、

刷」就可以找到這些斑蚊的家囉。「巡」：便是尋找斑蚊喜歡活動棲身的場所，像是一些光線較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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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或是潮濕積水的空間，都有可能會是斑蚊出沒的地點；另外也可以尋找斑蚊幼蟲棲息的環境，斑

蚊幼蟲較常棲息在各式積水容器中，所以假如你在家附近有看到積水的輪胎或是底盤水桶，就有可

能就會發現牠們的蹤跡。「倒」：將發現的積水容器裡的水倒掉，讓斑蚊幼蟲沒有可以棲身的環境，

這邊有一件事情要特別注意，倒水的時候千萬要倒在平坦有光線照射倒的的地方，讓陽光將積水曬

乾，那麼裡面的斑蚊幼蟲便會因為沒有水而死掉了，千萬不要倒在水溝或是其他可能會積水的環境

中，這樣等於是在幫斑蚊幼蟲搬家唷。「清」：如果容器是還要重複使用的，那倒掉積水後就要將他

們整理好放在室內，避免下雨天讓這些容器又再次積水；假如是一些廢棄容器，那就要依照資源回

收一一分類清掉。「刷」：在整個孳生源管理中，這個步驟是最重要的，因為斑蚊卵可以乾燥很長一

段時間再孵化成幼蟲，而雌斑蚊又會將卵產在容器的內部邊壁上，所以我們必須使用刷子將容器內

部邊避仔細刷洗，將斑蚊卵通通刷掉，這樣就可以防止漏網之蚊。 

 

圖 4. 孳生源管理宣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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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病媒蚊孳生源 - 疾病管制署。

https://www.cdc.gov.tw/home/info.aspx?treeid=8d54c504e820735b&nowtreeid=

f5ba0ba81c8e043b&tid=43491C8A99454FCD 

2.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2016)。社區孳生源管理手冊 

引用圖片說明 

圖 1.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圖 2.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圖 3.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圖 4.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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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7-1 

學習領域 健體科 教學單元 來蚊影去蚊蹤 

教學時間 2 節課 教學對象 國中一至三年級 

教學目標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校園內斑蚊偏好棲息的環境 

(2) 了解積水容器的定義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校園積水容器樣態調查 

(2) 說出校園內積水容器類型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該如何降低校園內積水容器的數量 

教學資源 一、 教師部分： 

(1) 第一節課：投影設備、課程簡報、電腦、學習單 

(2) 第二節課：學習單、塑膠滴管、小型瓶罐(採集孑孓用)、白色水盤、放大鏡(或顯微鏡) 

二、 學生部分：筆、手電筒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評鑑 

第一節課 

學生可以複習說

出之前所學的兩

種 斑 蚊 生 態 習

性。 

 

 

學生能夠了解斑

紋雌蟲的產卵習

性。 

 

 

學生能夠了解積

水容器的定義及

類型，還有清理

的方式。 

 

 

學生能夠觀察了

解居家積水容器

的類型以及清理

方式。 

1. 教師帶學生複習之前所學的斑

蚊生態習性有哪些。 

 

 

 

 

2. 教師介紹斑蚊雌蟲產卵習性。 

 

 

 

 

3. 教師介紹積水容器的定義以及

目前普遍的幾種分類。以及該如

何清理這些積水容器 

 

 

 

4. 教師發積水容器分類表，請各組

學生討論自己家裡或社區有看

過哪些類型的積水容器，並作各

組報告。 

 

 

 

 

 

 

 

投影設備、課

程簡報、電腦 

 

 

 

 

 

 

 

 

 

學習單、筆 

5’ 

 

 

 

 

 

15’ 

 

 

 

 

14’ 

 

 

 

 

 

10’ 

 

 

 

 

學生能夠說出斑蚊的幾個重要生

態習性。 

 

 

 

 

學生能夠說出斑蚊雌蟲產卵習性，

分別為靜止乾淨小型水域、陰暗潮

濕的環境以及會將卵產在壁邊水

面上 2-3 公分。 

 

學生能夠說出幾個主要積水容器

的分類，以及幾種清理的方法。 

 

 

 

 

學生能夠說出自己家裡有的積水

容器類型以及自己可以怎麼做避

免這些積水容器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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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預告下週課程內容，並提醒

學生自備手電筒。 

1’ 

第二節課 

學生可以在校園

內調查出不同類

型的積水容器。 

 

 

 

 

學生能夠歸納統

整出自己的調查

結果，並做報告。 

 

 

1. 教師帶領學生在校園內進行積

水容器樣態調查，並對所觀察到

的進行記錄，以及如果有發現孑

孓則進行採樣收集。手電筒是方

便觀察積水容器內是否有孑孓

孳生。 

 

2. 請學生將調查結果進行整理，並

做報告分享。 

 

 

3. 教師回饋。 

學習單、塑膠

滴管、小型瓶

罐 (採集孑孓

用 )、白色水

盤、學習單 

 

 

學習單、放大

鏡(或顯微鏡) 

20’ 

 

 

 

 

 

 

20’ 

 

 

 

5’ 

學生能夠細心觀察並找到校園內

常見的各式積水容器，並運用手電

筒等工具採集孑孓。 

 

 

 

 

學生能夠說出校園內有哪幾種常

見的積水容器類型。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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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蚊影去蚊蹤-居家環境查查看 

第____組。 ____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 

 

客廳 

 

浴室 

 

廚房 

 

臥室 

請把家裡每個地點有出現的積水容器類型標記在上方空格!! 

類型 數量 類型 數量 

(1) 桶缸甕盆  (8) 水溝  

(2) 杯瓶碗罐盒  (9) 容器外部凹槽  

(3) 花瓶  (10) 樹洞  

(4) 各式底盤  (11) 旗桿座  

(5) 帆布、塑膠布  (12) 馬桶、浴缸  

(6) 保麗龍箱  (13) 水塔  

(7) 輪胎  (1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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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蚊影去蚊蹤-校園大探索 

第____組。 ____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 

校園地圖黏貼處 

請把找到的積水容器類型編號標記在地圖上!! 

類型 數量 類型 數量 

(1) 桶缸甕盆  (8) 水溝  

(2) 杯瓶碗罐盒  (9) 容器外部凹槽  

(3) 花瓶  (10) 樹洞  

(4) 各式底盤  (11) 旗桿座  

(5) 帆布、塑膠布  (12) 馬桶、浴缸  

(6) 保麗龍箱  (13) 水塔  

(7) 輪胎  (1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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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7-2 

學習領域 自然科、健體科 教學單元 社區孳生源管理戶外教學 

教學時間 2 節課 教學對象 國中一至三年級 

教學目標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社區中常見的積水容器類型 

(2) 了解不同環境的積水容器類型差異 

(3) 了解社區與學校孳生源類型的相似與相異處 

二、 技能方面 

(1) 辨別出社區內的積水容器樣態 

(2) 完成社區積水環境樣態調查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社區內積水容器處理方式 

教學資源 一、 教師部分： 

(1) 第一節課：擴音機、麥克風、學習單 

(2) 第二節課：海報紙 

二、 學生部分： 

(1) 第一節課：水壺、筆 

(2) 第二節課：美術用具(如彩繪筆)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材 時間 評鑑 

第一節課 

 

 

 

 

 

 

 

 

學生能夠了解社

區的積水樣態。 

 

 

1. 事前工作：教師可先選擇一個學

校週邊的社區鄰里作為教學場

域。 

 

2. 老師先將學生集合，說明請學生

在社區內進行觀察記錄，並於回

校後進行討論報告。 

 

3. 老師帶學生在社區內進行觀察

紀錄。 

 

 

4. 回到學校，教師告知學生下週課

程內容，請學生將調查結果進行

彙整與報告。 

 

 

 

 

 

擴音機、麥克

風、學習單 

 

 

 

 

 

 

 

3’ 

 

 

 

40’ 

 

 

 

2’ 

 

 

 

 

 

 

 

 

 

學生能夠觀察與記錄社區積水樣

態。 

 

 

 

第二節課 

 

 

1. 學生將上週戶外教學的內容與

心得做整理。 

學習單、海報

紙、美術用具

30’ 

 

學生能夠整理歸納筆記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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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夠思考並

說出社區內積水

容器處理方式 

 

 

 

 

 

2. 各組進行報告。 

 

 

 

3. 教師回饋。 

(如彩繪筆) 

 

學習單、成果

海報 

 

 

10’ 

 

 

 

5’ 

 

 

學生能夠將觀察到的現象統整做

報告。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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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孳生源管理戶外踏查學習單 

組別：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類型 積水數量 可以如何避免形成孳生源? 

花盆的底盤 

 

  

塑膠布/帆布 

 

  

保麗龍箱 

 

  

輪胎 

 

  

積水水溝 

 

  

水桶水缸積水 

 

  

水甕水盆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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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邊緣凹槽積水 

 

  

樹洞積水 

 

  

旗桿座積水 

 

  

廢棄衛浴設備積水 

 

  

水栽植物(無養魚) 

 

  

杯子、碗、罐子積水 

 

  

瓶子、盒子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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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7-3 

登革熱教育遊戲-【防蚊總動員】 

透過實境解謎遊戲學習孳生源管理概念 

◼ 前言 

以校園實境解謎的活動方式，透過在教室內與校園中的層層關卡設計，讓學生在解謎推理的過

程也能夠學習到登革熱防疫相關知識等多元化課程，了解登革熱防治與自我保護。 

◼ 實境解謎遊戲與學習 

實境解謎一般泛指玩家需要發現和利用身邊的物品來完成指定任務（通常是解開特定謎題的方

式），最終達到逃離該區的目的。 

實境解謎的核心精神，在於參與者經由小組中與他人交流、討論、互動，發揮集體智慧精神解

答出關卡謎題，這樣的情境與課堂中，著重學生彼此間合作討論、如此營造給學生一個自主思

考、推理討論、高度參與及觀察統整的空間。 

 

◼ 解謎遊戲的設計和說明 

在活動開始之前，解謎遊戲的所需教具，共有六道線索以及一張校園平面地圖，以日記搭配線

索裝置讓學生閱讀後進行操作；第一道線索會在遊戲開始時先給各組學生進行解謎，待解開後

便能得知下一道線索的設置位置，搭配校園平面地圖前往下一地點，而在第五道線索會將學生

帶回原先集合的地點，教師便將最後第六道線索交給學生，待成功解開後便完成整個實境解謎

的課程。以下為各道線索所包含的教具說明： 

第 1 道線索-【登革熱病徵】 

校園平面地圖(示意圖) 

 

線索日記(裝在拉鍊袋裡) 

 

筆(鉛筆或原子筆皆可) 

 

三位數密碼鎖+小零錢包 

 

第 2 道線索-【巡】 

線索日記(裝在拉鍊袋裡) 

 

含蓋寬口容器(能夠手伸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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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道線索-【倒】 

線索日記(裝在拉鍊袋裡) 

 

磁鐵+與容器顏色相同的塑膠板 

 

容器底部也貼附上磁鐵 

 

含蓋寬口容器(能夠手伸進去) 

 

第 4 道線索-【清】 

線索日記(裝在拉鍊袋裡) 

 

各式容器卡牌 

 

三位數密碼鎖+小零錢包 

 

含蓋寬口容器(能夠手伸進去) 

 

第 5 道線索-【刷】 

線索日記(裝在拉鍊袋裡) 

 

菜瓜布(可裁切成小塊) 

 

銀色刮刮樂貼紙貼於容器內邊壁 含蓋寬口容器(能夠手伸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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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道線索-【日記整合】 

線索日記(裝在拉鍊袋裡) 

 

孳生源管理四字卡牌 

 

 

※備註：實境解謎所有的文件檔案附上 QR-code 供教師掃描存取。 

 

 

◼ 事前準備 

1. 教師先將所有紙本教材以及校園地圖列印下來，並規劃每一組的線索設置地點(同組線索之

間盡量避免太近)，將第 2 道至第 5 道線索及教具依編號放進對應容器之中，而第 1 道線索

是遊戲開始時便交給學生，第 6 道線索則是學生將前面每道線索解完依線索提示回到集合

位置後再交給學生，以下為某間學校教學執行參考圖： 

2. 在每道線索中，有一些需要先特別設置準備，以下為各項目說明： 

(1) 第 3 道線索-【倒】：教師須在容器底部黏貼強力磁鐵，並使用對應顏色膠布遮掩住，

裁切符合容器底部尺寸的同色塑膠板，並同樣黏貼上強力磁鐵，使塑膠板能夠吸附在

容器底部而不掉落，容器底部黏貼上下一個線索位置，設置前須先裝六七分滿的水。 

 

(2) 第 5 道線索-【刷】：教師須將(已黏貼下一個線索位置)銀色刮刮樂貼紙黏附在容器內

部邊壁，設置前須先裝六七分滿水位(淹過貼紙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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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流程 

1. 教師說明【防蚊總動員】實際解謎遊戲的規則，並發給各組第 1 道線索及校園地圖。 

2. 教師務必提醒學生在解謎過程中須將發現的每一樣線索教具通通攜帶著，不隨意亂丟或放

置原位，因為最後仍會需要使用。 

3. 讓學生進行解謎(解答見表一)，當學生在其中一道線索卡關時，教師可提供提示，但不直

接說出答案。 

4. 待學生解開前面的每道線索，並依據提示回到集合位置後，教師再將第 6 道線索交給學生

進行最終推理，方完成整套【防蚊總動員】課程遊戲。 

5. 教師最後與學生做遊戲體驗後回饋討論。 

 

表一、【防蚊總動員】實境解謎解答說明 

線索名稱 解答 

第 1 道線索-【登革熱病徵】 

學生閱讀報導後，依據報導上翻紅的登革熱症狀，在另一張

格子紙中圈出所有登革熱症狀，完成依照圈出的形狀可得到

三個數字，可解開三道密碼鎖並取出下一道線索設置的位

置。 

  

第 2 道線索-【巡】 

學生閱讀日記後，依據日記指示手眼並用找出環境圖片中所

有的積水容器類型，計算發現的數量並對應便條紙上的表

格，並可得到下一道線索設置的位置。 

  

第 3 道線索-【倒】 

學生閱讀日記後，將容器的水先傾倒在平坦裸露的地面，並

將底部的塑膠板掀開，便可發現黏貼底部的下一道線索位置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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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道線索-【清】 

學生閱讀日記後，將各式容器卡牌依照日記提示進行計算，

便可得到三個數字，可解開三道密碼鎖並取出下一道線索設

置的位置。 

  

第 5 道線索-【刷】 

學生閱讀日記後，使用菜瓜布將容器內邊壁的銀色刮刮樂貼

紙刷除，便可發現最後終點位置。 

  

第 6 道線索-【日記整合】 

學生依據前面收集的每篇日記描述，對應孳生源管理的四字

卡牌，並與教師報告最後配對的答案，便完成整套實境解

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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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單元-防疫推廣 GOGOGO 

第一節 教育宣導的重要性 

登革熱是目前台灣最嚴重的蚊媒傳染病，雖然說登革熱是透過生物(斑蚊)傳播，

但科學家發現登革熱其實是一種環境病，什麼是環境病呢？環境病就是這種疾病

與環境的狀況是有很大的影響關係，因為斑蚊喜歡在積水容器/環境產卵孳生，

假如一個社區內到處充滿積水容器/環境，那便會提高登革熱感染的風險。所以

了解什麼改善環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透過一些教育課程、社區宣導及文宣海報

等方式，可以讓大家更加了解如何改善環境清除積水容器，避免蚊蟲孳生。 

 

第二節 要如何做教育宣導 

教育課程：請專業的講師與大家分享病媒蚊防治以及自我保護的方法有哪些，通

常會集合社區內的民眾或是學校師生共同講課，是當次人數較多的宣導活動。 

社區宣導：在路上隨機與社區民眾進行簡單的宣導，因宣導時間有限，內容會不

比教育課程繁複，而是多以重點性的與民眾說明，通常會佐文宣海報配合說明。 

文宣海報：經由圖像文字呈現宣導內容，張貼在公共空間(如社區、學校、診所

等)，可以讓民眾隨時接受到宣導的內容，並透過鮮明活潑的圖像文字讓民眾更

加印象深刻。 

 
圖 1. 本中心主辦國小登革熱冬令營學員與社區 

 

 

  



75 
 

引用圖片說明 

圖 1. 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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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8-1 

登革熱教育遊戲-【社區/校園防蚊 running man】 

透過與社區居民/學校師生宣導學習溝通技巧以及社區孳生源管理概念 

 

◼ 社區/校園溝通與學習 

凝聚學校與社區登革熱防疫共識，讓學生將課堂所學防疫知識傳遞回到社區之中。營造學校-社

區登革熱防疫認同感，並適時導入社區志工與人力資源，讓學生與社區民眾能夠互相交流登革

熱防疫資訊。 

◼ 課程設計與說明 

1. 此教學活動可以結合學校與周邊鄰里志工，凝聚學校與社區登革熱防疫共識。 

2. 讓學生各組自行設計孳生源管理宣導海報，並於課程活動中呈現給民眾並練習與民眾宣導

孳生源管理步驟及重要性。 

3. 讓每組學生練習與不同年齡層民眾進行簡單衛教宣導，培養社區溝通能力。 

4. 此堂課程亦可轉成在校內進行，宣導對象轉為校內師生。 

◼ 事前準備(3 堂課) 

1. 教師預先安排 2 堂課各組學生設計孳生源管理宣導海報。 

2. 教師預先安排 1 堂課讓學生練習宣導的口條與表達能力，並給予指導建議。 

◼ 教學流程(1 堂課) 

1. 教師介紹課程進行的方式，讓各組進行課程內容，教師可設定每組宣導的對象條件(年齡/

人數等，依課程進行的時間安排)。 

2. 待每組完成任務後，教師可讓各組分享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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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8-2 

學習領域 健體科 教學單元 一日里長登革熱防疫體驗 

教學時間 1 節課 教學對象 國中一至三年級 

教學目標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社區登革熱防疫網 

(2) 了解里長與社區志工如何做登革熱防疫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紀錄與訪談 

(2) 說出社區登革熱防疫的方法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培養社區登革熱防意參與意識 

教學資源 一、 教師部分：擴音器、學習單、相機 

二、 學生部分：水、筆 

路線規劃 ※以下流程以台南市某間國中為例 

時間 流程 

15:00-15:05 集合出發 

15:05-15:45 
里長帶領學生在 xx 里社區內介紹社區登革熱預防

策略以及列管點管理須知 

15:45-16:00 
提問與討論 

賦歸 
 

教學流程 一、 教學準備 

教師先讓學生回家查詢拜訪的里別資訊(里長姓名、里相對位置、里面積大小、里人口數以及有新聞

有無刊載發生過登革熱疫情)，讓學生先對該里有初步的認識，並經由里長介紹後有更多的了解。 

二、 參訪規劃 

里長帶領學生在社區內參觀及解說實施哪些登革熱預防策略，以及里內列管點平時管理方法。 

三、 回顧討論 

學生於參訪中在學習單上做筆記，並於綜合討論時與里長進行訪談，透過訪談能夠更深入了解。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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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_____國中________社 

認識自家社區登革熱防疫網 

第_______組  班級：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 背景資料 

拜訪里別： 里長姓名： 

里面積： 里人口數： 

位於___________國中的什麼方位： 

 

 

  

◼ 筆記專區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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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問卷說明： 

每一學期社團活動後進行評量是很重要的，本中心提供一種表格作為評量之參

考，教師也可自行修改調整，發展出適合自己班級的評量表格。 

評量的方法為「學生自評表」，學生自評表的結果可以讓教師了解學生在進行社

團課程時的學習型態、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與學習績效之間的相互關係，作

為日後教學的參考。 

 

評分說明： 

填完基本資料後，讓學生自行統計得分。「極同意」表示 5 分，「同意」表示 4

分，「普通」表示 3 分，「不同意」表示 2 分，「極不同意」表示 1 分。總分數越

高代表學生在該社團課程中的學習型態、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與學習績效之

間的相互關係為正相關。 

 

  



80 
 

「科學防蚊實驗社」社團回饋單 

親愛的同學 ： 

這學期的社課即將要告一段落了，我們一同經歷了對登革熱病媒蚊的認識、科

學防蚊實驗操作以及衛教宣導訓練，分享了彼此的想法和心情，留下了一些回

憶。我們很想瞭解你對這次社團的想法和感覺，以作為下次社團改進的依據，

下面的問題請你用心思考，用最真實的感受填寫，就每個敘述符合你想法感受

的程度。 

-社團課程清單- 

授課日期 課程名稱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____月____日  

 

壹、 個人基本資料 

各位同學們，請在符合你基本資料的    上打勾。 

一、生理性別： 

女生     男生 

二、就讀年級： 

國中一年級       國中二年級       國中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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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成效評估 

問題 
極同

意 
同意 普通 

不同

意 

極不同

意 

上完社團課程後... 

1. 課程內容符合學習需求      

2. 課程內容增進新知      

3. 課程內容充實豐富      

4. 課程內容生動有趣      

5. 課程內容難易適中      

6. 課程呈現方式合宜      

7. 課程進行流暢      

8. 小組同儕互動良好      

9. 老師之回饋分享受益良多      

參與這個社團後... 

瞭解登革熱與斑蚊之間的關係      

瞭解登革熱病媒蚊的辨別與習性      

瞭解登革熱病媒蚊喜歡棲息的環境      

會主動注意關心校園內與社區內的積

水環境 
     

瞭解登革熱病媒蚊的監測方法與意義      

瞭解台灣目前有在應用的登革熱病媒

蚊防治方法 
     

對校園社區登革熱防疫產生認同感      

能夠對家人、鄰居與同學宣導病媒蚊

防治的重要性 
     

學習完這些課程讓我更加有信心      

會願意主動投入登革熱防疫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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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習成效自評 

一、我參加這個社團的最大收穫： 

 

 

 

 

 

二、參加這個社團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三、我參加這個社團的學習心情為： 

 

 

 

 

 

四、我對本次社團課程的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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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2 年國教科目課綱 & 各章節單元相關索引表 

章

節

名

稱 

活動單元 學習內容/學習內容次項目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 

第

一

單

元 

1-1 社區蚊子停看聽 能量的轉換形式與流動(B) 

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D) 

地球與環境(F) 

演化與延續(G) 

地球的歷史(H) 

生態系中能量的流動與轉換(Bd) 

動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Db) 

生物圈的組成(Fc) 

生物多樣性(Gc) 

地層與化石(Hb)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蚊子的起源 

(2) 了解全世界及台灣的蚊子種

類數量 

(3) 了解社區常見蚊子的生態習

性 

(4) 了解辨別社區常見蚊子之間

的特徵差異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運用科學工具進行生物

觀察 

(2) 說出社區常見蚊子之間的特

徵差異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蚊子對人類生

活的影響性 

一、 形成性評量：(個人)完成學

習單 

二、 總結性評量：(分組)報告討

論 

1-2 校園蚊子 map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不同蚊蟲喜歡的停棲環

境特性 

(2) 了解斑蚊雌蟲產卵特性 

一、 形成性評量：(個人)完成學

習單 

二、 總結性評量：(分組)完成校

園蚊子地圖 



84 
 

二、 技能方面 

(1) 找出斑蚊雌蟲偏好產卵的環

境位置於校園地圖上 

三、 情意方面 

(1) 學生會思考與注意斑蚊停棲

的環境與產卵特性關聯 

(2) 學生會思考孳生源出現原因

及解決辦法並願意試試看 

第

二

單

元 

2-1 蚊子你最愛哪邊  能量的轉換形式與流動(B) 

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D) 

演化與延續(G) 

自然界的現象與交互作用(K) 

生物與環境(L) 

溫度與熱量(Bb) 

動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Db) 

生物體內的恆定性與調節(Dc) 

生物多樣性(Gc) 

波動光及聲音(Ka) 

生物與環境的交互作用(Lb)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蚊子的感官構造 

(2) 了解雌蚊搜尋血源會受到那

些因子影響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實驗操作與紀錄 

(2) 說出哪些因子會影響雌蚊搜

尋血源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平時該如何自

我保護避免成為蚊子叮咬目標 

一、 形成性評量：(個人)完成學

習單 

二、 總結性評量：(分組)報告實

驗結果 

第

三

單

元 

3-1 讓斑蚊退避三舍的秘密 安全生活與運動防護(B) 安全教育與急救(a) 

藥物教育(b)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防蚊液的起源 

(2) 了解防蚊液為何能夠忌避蚊

子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實驗操作與觀察記錄 

(2) 說出如何判斷有效的防蚊液 

一、 形成性評量：(個人)完成學

習單 

二、 總結性評量：(分組)報告實

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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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平時選購防蚊

液該注意哪些 

第

四

單

元 

4-1 斑蚊大間諜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C) 

個人衛生與性教育(D) 

身心健康與疾病預防(F) 

健康環境(a) 

個人衛生與保健(a) 

健康促進與疾病預(b)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什麼是臺灣登革熱病媒

蚊密度監測系統 

(2) 了解蚊蟲密度監測所使用的

工具 

(3) 了解蚊蟲密度監測調查及數

據回收方式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實驗操作與觀察記錄 

(2) 完成蚊蟲誘卵桶組裝 

(3) 完成校園內誘卵桶設置 

(4) 完成誘卵桶檢查與數據紀錄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蚊蟲密度監測

對疫情防治的重要性 

一、 形成性評量：(分組)完成誘

卵桶佈設及定期紀錄 

二、 總結性評量：(分組)報告調

查結果 



86 
 

4-2 斑蚊究竟可以飛多高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斑蚊飛行的最遠距離 

(2) 了解樓層高度對於蚊子的影

響有哪些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實驗操作與觀察記錄 

(2) 完成蚊蟲誘卵桶組裝 

(3) 完成校園內各樓層的誘卵桶

設置 

(4) 完成誘卵桶檢查與數據紀錄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斑蚊活動範圍

其實與人有密切關聯 

(2) 引導學生思考病媒蚊防治不

能局限在平地 

一、 形成性評量：(分組)完成誘

卵桶佈設 

二、 總結性評量：(分組)報告調

查結果 

第

五

單

元 

5-1 誘「蚊」的死亡陷阱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C) 

身心健康與疾病預防(F) 

健康環境(a) 

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b)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蚊蟲誘殺桶防治原理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蚊蟲誘殺桶製作 

(2) 說出雌蚊產卵影響因素有那

些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運用工具防治

蚊蟲對於社區防治有什麼優缺點 

一、 總結性評量：(個人)完成誘

殺桶 

第 6-1 水溶液也能殺孑孓?!  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D) 動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Db) 一、 認知方面 一、 形成性評量：(個人)完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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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單

元 

物質的反應平衡及製造(J) 

生物與環境(L) 

科學技術社會及人文(M) 

資源與永續發展(N) 

生物體內的恆定性與調節(Dc) 

水溶液中的變化(Jb) 

生物與環境的交互作用(Lb) 

科學技術及社會的互動關係(Ma) 

科學在生活中的應用(Mc) 

環境汙染與防治(Me)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利用(Na) 

(1) 了解不同溶劑對於孑孓的影

響 

(2) 了解溶劑的濃度高低對於蚊

子幼蟲的致死程度差異 

二、 技能方面 

(1) 完成實驗操作與觀察記錄 

(2) 說出不同水溶液對孑孓的致

死機制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做到登革

熱防疫與汙染環境破壞生態之間

的平衡性 

習單 

二、 總結性評量：(分組)報告實

驗結果 

第

七

單

元 

7-1 社區孳生源管理-戶外教

學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C) 

個人衛生與性教育(D) 

身心健康與疾病預防(F) 

健康環境(a) 

個人衛生與保健(a) 

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b) 

一、 認知方面 

(1) 了解社區中常見的積水容器

類型 

(2) 了解不同環境的積水容器類

型差異 

(3) 了解里長與社區志工如何做

登革熱防疫 

二、 技能方面 

(1) 辨別出社區內的積水容器樣

態 

三、 情意方面 

(1) 引導學生思考社區內積水容

器處理方式 

一、 總結性評量：(分組)報告社

區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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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單

元 

8-1 登革熱教育遊戲- 

【防蚊總動員】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C) 

個人衛生與性教育(D) 

身心健康與疾病預防(F) 

健康與環境(a) 

個人衛生與保健(a) 

健康心理(a) 

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b) 

以校園密室逃脫的活動方式，透過

在教室內與校園中的層層關卡設

計，讓學生在解謎推理的過程也能

夠學習到登革熱防疫相關知識等

多元化課程，了解登革熱防治與自

我保護。 

藉由參與者經由小組中與他人交

流、討論、互動，發揮集體智慧精

神解答出關卡謎題，這樣的情境與

課堂中，著重學生彼此間合作討

論、如此營造給學生一個自主思

考、推理討論、高度參與及觀察統

整的空間。 

一、 總結性評量：(分組)完成遊

戲，並說出每個關卡所要表

達含意 

8-2 登革熱教育遊戲- 

【社區防蚊 running man】  

凝聚學校與社區登革熱防疫共識，

讓學生將課堂所學防疫知識傳遞

回到社區之中。營造學校-社區登

革熱防疫認同感，並適時導入社區

志工與人力資源，讓學生與社區民

眾能夠互相交流登革熱防疫資訊。 

一、 總結性評量：(分組)報告成

果 

 

  



89 
 

致謝 

感謝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北區區公所

及南區區公所協助「病媒蚊蟲防治在地生活教育深耕計畫」的執行

運作；感謝臺南市延平國民中學杜校長俊興及蔡主任孟怡還有潘組

長立峰、明德國民中學趙校長克平及鄧組長義群、新興國民中學蘇

校長恭弘及汪主任松霖合作參與「病媒蚊蟲防治在地生活教育深耕

計畫」教學；特別感謝臺南市延平國民中學杜校長俊興協助本教案

集校稿與指導建議；最後感謝每一位協助「病媒蚊蟲防治在地生活

教育深耕計畫」執行的貴人，謝謝您們！ 

 

 

計畫團隊名單 

國衛院國家蚊媒病中心 
杜武俊 顧問/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國衛院國家蚊媒病中心 黃旌集 專案技術助研究員 

國衛院國家蚊媒病中心 陳思恩 研究助理暨作者 

國衛院國家蚊媒病中心 楊佳樺 研究助理 

國衛院國家蚊媒病中心 林宜穎 研究助理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