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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是 全 球 性 環 保 組 織 ， 總 會 於 1 9 6 1 年 成 立 ，
總部設於瑞士︒分會及項目遍佈全球超過100個國家︒本會的
使命是透過以下途徑，建立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未來： 

   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
   確保以可持續方式使用可再生天然能源
   推廣減少污染和浪費的行為 

自 1981年起，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透過保育︑生態足印
及環境教育項目，締造生生不息的地球︒為響應我們在全球
的 使 命 ，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香 港 分 會 的 願 景 是 透 過 保 育 自 然
環 境 ， 減 少 碳 排 放 造 成 的 污 染 ， 市 民 「 惜 」 用 資 源 ， 推 動
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的城市︒

關於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 港 是 全 球 3 5 個 生 物 多 樣 性 熱 點 之 一 ， 當 中 更 有 珍 稀 及 香 港 獨 有
的 物 種 ︒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在 本 地 的 保 育 工 作 不 遺 餘 力 ， 為 響 應

《 生 物 多 樣 性 策 略 及 行 動 計 劃 》 ， 我 們 更 在 2 0 1 5 年 開 始 進 行 為 期
兩 年 的 「 香 港 濕 地 生 物 多 樣 性 普 查 」 以 更 新 米 埔 自 然 保 護 區 及
周 遭 的 物 種 狀 況 ︒

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工作刻不容緩，本會認為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其中
一個方式就是把生物多樣性融入學科裡，讓學生從小認識大自然︒
本 會 因 此 製 作 本 教 材 ， 希 望 老 師 能 把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課 題 帶 到 中 學
校園裡，讓學生更了解香港有趣的生態系統和生物︒

老師可利用教材內的教案，並配合本會建立的網上資源庫，先在校
園內進行活動以認識生物多樣性後，再 帶 領 學 生 到 野 外 環 境 進 行 了
解 和 研 習 ， 讓 學 生 成 為 公 民 科 學 家 來 了 解 議 題 及 反 思 個 人 生 活 對
大 自 然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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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中學教師教材套使用指南
生物多樣性的蹤跡-

 生物多樣性與自身的關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作為地球公民，我們可以怎樣看待生物多樣性︖

主題一: 

以公民科學家方式來認識生物多樣性

教材套內包括

1.通識教案本 – 4個於學校及社區進行的教案 

2.城市生物辨認卡 – 展示城市可見的生物 

3.濕地雀鳥辨認卡 –展示濕地可見的雀鳥品種 

4.教育海報 – 米埔的生物多樣性

5.教育海報 – 生物多樣性的威脅

6.網上資源庫 – 包括本會的刊物及供教師用資料及簡報 

 

配合通識教育科、科學科、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科

可於課堂或課外活動堂時使用

課堂一：生物多樣性的蹤跡-校園版

校園生物觀察 

建議使用本教材套內的資料

課堂二：校園及社區生境考察

主題二: 

保育工作對維持生物多樣性的重要

課堂一: 生物多樣性的蹤跡-米埔版

有關米埔的圖片及數據分析

建議使用本教材套內的資料

1 3 4 5 6

課堂二：保育工作重要嗎?

土地發展分析及個案調查

建議使用本教材套內的資料

1 3 5 6

＋ ＋

校園及附近地方生境觀察及比較

建議使用本教材套內的資料

1 2 6

1 2 5 6

p.1



是指生物之間所存在的差異，當中可分為三個層面作解釋：

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是什麼?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於1992年通過具有國際法律約束力的《生物多樣性公約》，鼓 勵 締 約 方 以 可 持 續 方 式 發 展 和 保 護
生物多樣性為發展目標，而《公約》於2011年延伸至香港︒

聯合國宣佈2011-2020年定為「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十年」，促使所有持分者採取保育行動，減緩生物多樣性的損失速度︒ 

2016 年，香 港 政 府  制 訂 首 份 《 生 物 多 樣 性 策 略 及 行 動 計 劃 》 (BSAP)， 以 檢 視 本 港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狀 況 和 制 訂 相 應 的 保 育 措 施︒

“Biodiversity”一詞在1986年才被提出，
以取代只用來解釋物種的多樣性的詞語
“biological biodiversity” ︒ 豐富的生物
多樣性為生 物 包 括 人 類 提供日常所需
的資 源 ， 令 物 種 得 以 適 應 改 變 中 的
環 境 ， 亦能維持生態 平 衡 ， 因 此 我 們
必 須 一 同 守 護 生物多樣性︒

指一個區域內生態系統的數量。一個地區的生態系統愈多，就可孕育
更多物種。

生態系統多樣性

指某種物種內遺傳基因的變化。一個物種內的基因變化愈多，代表該
物種愈能適應環境中突如其來的改變，並能繼續生存及孕育下一代。

基因多樣性

©Sam Fentress/Wikipedia Commons/CC BY-SA 2.0

指在一個地區物種的差異。該地區的物種愈多，就愈能有效維持
生態平衡。

物種多樣性

©  B re n t  S t i r t o n  /  G e t t y  I m a g e s©  n a t u re p l . c o m  /  D o u g  Pe r r i n e  /  W W F ©  M a r t i n  H a r ve y  /  W W F

Source: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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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素來都是科學家的工作，即使他們發掘的知識和理論
有多偉大，普羅大眾都因為缺乏有關的知識，所以敬而遠之︒
公民科學正正就是把科學家的研究變得主流化，讓社會上有
不同背景的人士成為公民科學家，透過參與科學研究活動來
提高他們對科學的認知及興趣︒除了加快研究的進展，市民
更能為科學家提供新構思或思路，對研究事半功倍，而生態
調查就是接觸科學的其中一個最佳切入點︒

公民科學家無分年齡背景，當學生成為公民科學家以協
助進行研究時，可以透過親身體驗來了解生物多樣性，是
一種配合通識教育科︑生物及地理課程需要的活動，亦是個
獨特的學習經歷，對於學生發掘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及培養學生
的公民意識有莫大的幫助︒

公民科學

學生也能當公民科學家？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於 2 0 1 5 年 舉 辦 為 期 兩 年 的 「 香 港 濕 地
生 物 多 樣 性 普 查 」 ， 項 目 加 入 了 公 民 科 學 家 的 元 素 ，
來自不同背景的市民及學生參與了米埔的各種生態調 查
， 例如泥底底棲生物調查︑大型哺乳類動物調查等，他
們 除 親 身 體 驗 科 學 家 的 日 常 工 作 外 ， 亦 加 深 自 己 對 生
物 多樣性的認識︒可瀏覽以下網址以獲取更多資訊︒

http://wwf.hk/DBprogram

「平時很難看見夜行動物，現在可透過科技見到
牠們︒這些數據很重要，讓人知道我們和動物很
接近，可提升保育意識︒在發展的同時，也要有
人為這些動物發聲︒」
　
- 周子瑋

「很高興和很多同學合作完成調查，學到不同泥
灘生物的知識！」　
　
- 江煌 
天主教培聖中學

你知道嗎？

公民科學家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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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民科學家方式來認識生物多樣性
主題一 :

本主題以下會有兩個教案：

課堂一：生物多樣性的蹤跡-校園版

學習目的

期望學生能走出課室，了解身邊的生物多樣性
培養學生對大自然的關愛
明白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及與人類的關係，並鼓勵學生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模式

針對科目：科學科、生物科、通識教育科以及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科

建議課堂時間：40分鐘

時間(分鐘)

5

15

15

5

主題活動 所需教材及用具

網上資源庫內有關米埔的影片

城市生物辨認卡、放大鏡、相機

教育海報-生物多樣性的威脅

-

以影片及圖片介紹生物多樣性 

在校園內發掘及了解身邊的生物多樣性

人類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 

討論 

課堂二：校園及社區生境觀察

學習目的

在學校及兩個社區環境內作出生境及物種觀察後，比較三地生物多樣性的分別，並嘗試作出解釋
培養學生對環境保育的責任感

針對科目：科學科、生物科、通識教育科以及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科

建議課堂時間：40分鐘

兩個教案旨在讓學生於校園內初步認識生物多樣性的概念，
多仔細觀察動物，並不要求學生準確辨認動物的物種名稱︒

30

10

主題活動 所需教材及用具

城市生物辨認卡、放大鏡、相機

-

在校園及社區內觀察身邊的生物多樣性

以討論作為總結 

時間(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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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的蹤跡- 校園版
課堂一:

自由討論時間：影 片 中 展 示 了 那 些 生 境 地 及 生 物 ︖ 請 指 出 有 那 些 畫 面 能 展 現 生 物 多 樣 性 ︒
除 影 片 中 的 環 境 ， 香 港 還 有 那 些 不 同 類 型 的 生 境 地 和 野 生 生 物 ︖

活動一：觀看影片及圖片

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生活有什麼關連? 富饒的生物多樣性對自然環境有什麼重要性?

在 我 們 的 校 園 也 有 野 生 生 物 嗎 ︖ 試 在 校 園 各 處 進 行 仔 細 觀 察 ， 看 看 會 否 有 意 外 的 發 現 ！
你 可 用 相 機 及 以 下 的 紀 錄 表 記 下 數 量 ， 亦 可 利 用 圖 鑑 來 初 步 辨 認 生 物 的 品 種 ︒

活動二：在校園內觀察

 在進行觀察時，你應：

•聽從老師的指引進行活動。

•在不騷擾野生生物的情況下進行觀察。

•尊重野生生物。

•保持安靜，你會看到更多野生動物。

•請不要試圖騷擾蜂類，否則會對同學做成傷害。

•請不要觸摸雀鳥的糞便。

鵲鴝 Oriental Magpie Robin

黑鳶(麻鷹) Black Kite

麻雀 Tree Sparrow

紅耳鵯 Red-whiskered Bulbul

白頭鵯 Chinese Bulbul

珠頸斑鳩 Spotted Dove

黑領椋鳥 Black-collared Starling

其他 Others   

雀鳥 Birds 昆蟲 Insects

壁虎 Gecko 

其他 Others 

爬行類動物 Reptiles 哺乳類動物 Mammals

蛙 Frog   

其他 Others

兩棲類動物 Amphibians

蜻蜓 Dragonfly 

豆娘 Damselfly 

蝴蝶 Butterfly 

蛾 Moth 

甲蟲 Beetle 

蜂類 Bee and wasp 

其他 Others 

 

狗 Dog 

貓 Cat 

蝙蝠 Bat 

其他 Others

野生生物 野生生物 數量 數量

請觀看一段有關米埔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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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應 多 留 意 環 境 保 育 議 題 和 周 遭 的 小 生 物 ， 世 界 上 的 每 種 生 物 在 各 種 生 態 系 統 裡 都 有 重 要 的 生 態
角 色 ︒ 人 類 活 動 例 如 大 量 砍 伐 樹 木 及 水 質 污 染 都 會 破 壞 了 生 物 多 樣 性 ︒ 保 護 環 境 的 方 法 有 很 多 ，
我 們 可 先 改 變 我 們 的 生 活 習 慣 ， 例 如 善 用 資 源 ︑ 減 少 使 用 膠 袋 等 ︒

從 校 政 或 自 己 的 生 活 習 慣 出 發 ， 我 們 有 什 麼 可 以 改 善 方 法 ︖ 試 與 老 師 和 同 學 討 論 吧 ！

活動三：生物多樣性的威脅

在校園裡的活動如何影響附近動物的生活︖

在觀察校園這個市區生境地，你能試舉出一些生物被人類活動影響的例子嗎︖

香港有不少生境地都受到大規模的破壞。

©  WWF-Hong Kong©  Mauri Rautkari/WWF©  Mauri Rautkari/WWF

填海、濕地減少 海洋垃圾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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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簡圖

（請簡單畫出調查地點的景像）

非生物因子

(例: 溫度、日照時間、相對濕度)

關於地點的簡述 

(例: 人類活動、生境地的種類） 

  

校園及社區生境考察
課堂二:

我們除了在校園內可以找到在趣的生物外，我們還可以在社區的環境發現牠們，
究竟不同地方的生物多樣性會否有分別？ 什麼是生境地？

1. 生境地描述 - 試尋找校園及附近兩個不同類型的生境地，並作比較。

調查地點一              調查地點二                   學校             

2. 調查各類生物 –紀錄各種生物的數量。

實地考察

注意事項

生境地是生物居住的環境︒
該地生物的種類取決於生 境
地 的 環 境 ︑ 氣 候 等 因 素 ︒
河流︑樹林和草地都是生境地
的例子︒

鵲鴝 Oriental Magpie Robin

黑鳶(麻鷹) Black Kite

麻雀 Tree Sparrow

紅耳鵯 Red-whiskered Bulbul

白頭鵯 Chinese Bulbul

珠頸斑鳩 Spotted Dove

黑領椋鳥 Black-collared Starling

其他Others   

雀鳥 Birds 昆蟲 Insects

壁虎 Gecko 

其他 Others 

爬行類動物 Reptiles 哺乳類動物 Mammals

蛙 Frog   

其他 Others

兩棲類動物 Amphibians

蜻蜓 Dragonfly 

豆娘 Damselfly 

蝴蝶 Butterfly 

蛾 Moth 

甲蟲 Beetle 

蜂類 Bee and wasp 

其他 Others 

 

狗 Dog 

貓 Cat 

蝙蝠 Bat 

其他 Others

野生生物 野生生物 數量 數量

•聽從老師的指引進行活動。

•在不騷擾野生生物的情況下進行觀察。

•尊重野生生物。

•保持安靜，你會看到更多野生動物。

•請不要試圖騷擾蜂類，否則會對同學做成傷害。

•請不要觸摸雀鳥的糞便。

地點一 地點二 學校 地點一 地點二 學校

地點一 地點二 學校地點一 地點二 學校

地點一 地點二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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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分析三地生物多樣性差異的成因︒

一起想想以下的問題吧！

延伸討論

在生境地裡進行野生生物數量統計是公民科學的活動，你認為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科學家應具備
什麼條件?

身為一個公民，你應如何對待大自然︖

總結及反思
課堂二:

如何提升校園內的
生物多樣性︖

學校環境

校園的
宣傳活動

物種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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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的教案參考答案

活動二

活動一

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生活有什麼關連? 富饒的生物多樣性對自然環境有什麼重要性︖

自由討論時間：影片中展示了那些生境地及生物︖請指出有那些畫面能展現生物多樣性︒
除影片中的環境，香港還有那些不同類型的生境地和野生生物︖

建議答題方向:  教師可向學生解釋每種生物在生態系統中都擔當著重要而獨特的
角色，以維持生態系統的穩定，並確保能量及營養能夠由食物鏈底層向上傳遞︒

例子：狗︑蜜蜂︑蝙幅︑草地等

活動三 在觀察校園這個市區生境地，你能試舉出一些生物被人類活動影響的例子嗎︖

建議答題方向:  垃圾︑燈光︑污水︑車輛︑噪音︑滅蟲措施等︒

在校園裡的活動如何影響附近動物的生活︖

建議答題方向:  動物不能夠用聲音溝通︑滅蟲活動會令生物多樣性下降等︒

活動後 - 總結及反思：

延伸討論：

試分析三地生物多樣性差異的成因

建議答題方向: 人類的活動範圍︑空氣質素︑水源及食物的位置︑資源多寡︒

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科學家應具備什麼條件︖

建議答題方向:  在收集數據的時候，應仔細觀察及辨認生物︒以認真的態度使用用具及
紀錄︒可向身邊的人分享普查成果並嘗試了解數據背後的原因︒

身為一個公民，你應如何對待大自然︖

建議答題方向: 老師應強調學生需持續對自然環境關愛，例如不應在仔細觀察時騷擾生物，
或在日常生活中作出保護大自然的行為︒

學校環境：
-可加一個淺水的水池讓鳥類停留
-種植芸香科的植物來吸引蝴蝶
-加設人工巢箱讓鳥類停留
物種保護：
-進行工程或活動時，了解及減少對物種的影響︔
-種植原生植物：盡量在校內引入本地原生物種︒

校園宣傳活動：
-認識及欣賞大自然，並將生物多樣性的
概念推廣到同學之間︔
-長期進行生物多樣性調查，追蹤學校物
種和生境的發展情況及趨勢︒

參考資料及延伸活動

提升校園內的生態多樣性的建議:

世界自然基金會網上資源庫    

本教材套的海報

其他在校內可進行的生物多樣性普查          

製作海報以宣傳生物多樣性

課堂一：生物多樣性的蹤跡-校園版

課堂二：校園及社區生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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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 :
保育工作對維持生物多樣性的重要
本主題以下會有兩個教案：

學習目的

針對科目：通識教育科、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科

建議課堂時間：40分鐘

學習目的

利用米埔附近的地區及塱原的例子來了解濕地保育工作的重要性
能夠以數據分析及資料整合來檢視現行的保育措施及政策

15

20

5

主題活動 所需教材及用具

教案內的圖片

教案內的圖表

-

以圖片分析內后海灣30年的土地變化

以數據分析保育工作在塱原的成效 

以討論作為總結 

利用米埔作為例子來認識本地生物多樣性
能夠分析數據並嘗試探討物種數量出現變化的原因

針對科目：通識教育科、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科、

建議課堂時間：40分鐘

課堂一：生物多樣性的蹤跡-米埔版

15

20

5

主題活動 所需教材及用具

以影片及圖片介紹本地生物多樣性 

以數據分析來了解米埔物種的分佈及
過去30年的變化。

以討論作為總結 

課堂二：保育工作重要嗎？

本教案的分析只屬參考，生物的分佈情況會受其他環境因素影響︒
老師可鼓勵學生多搜集更多資料以從不同角度分析數據及情況︒

時間(分鐘)

網上資源庫內有關米埔的影片、濕地雀鳥辨認卡
教育海報：米埔的生物多樣性

教案內的圖表

教育海報-生物多樣性的威脅、網上資源庫上的剪報

時間(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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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自然保護區

© Anthony Sun

米埔簡介

世界自然基金會於1983年開始管理米埔自然保護區，以保護當中的生物多樣性︒
在1995年，米埔內后海灣及附近的濕地更獲《拉姆薩爾公約》 劃為「國際重要
濕地」，成為「拉姆薩爾濕地」其中之一︒

處於內后海灣的保護區正是東亞–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的重
要中途站，因此成為數萬隻水鳥每年向南遷徙時的覓食及棲
身之所，當中瀕危的黑臉琵鷺亦會到訪這片生物多樣性豐富
的濕地︒要保護瀕危的物種，就先要保護牠們的家園︒

你可以登入以下網址來獲取更多資訊:
http://www.wwf.org.hk/whatwedo/water_wetlands/mai_po_nature_reserve/

佔地380公頃的米埔
自然保護區位於香港
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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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物種指非本地原生的物種，

它們被意外或蓄意引進並迅速地

大量繁殖，影響原生物種生長。

生物多樣性的蹤跡-米埔版
課堂一:

請先觀看一段有關米埔生物多樣性的影片，然後嘗試回答下列問題︒

活動一：細看相片/影片

©Augustine Chung/WWF-Hong Kong©Augustine Chung/WWF-Hong Kong© WWF-Hong Kong

圖片一 圖片二

福壽螺 薇甘菊

1 .  試指出以上兩種本地原生物種的名稱︒

2.  在米埔，你可觀察到什麼層面的生物多樣性︖(基因多樣性︑物種多樣性或生態系統多樣性 )

3 .  米埔有那些入侵物種? 外來的入侵物種如何影響生態平衡︖

思考及討論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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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數據分析

資料一：米埔及內后海灣一月份水鳥統計 1979-2016

資料二：米埔曲翅螢的分佈情況 

資 料 來 源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處 , 香 港 觀 鳥 會

水
鳥

總
數

年份

深圳

紅樹林群落

錦繡花園

數 量 少 於 5 隻
5 - 2 0 隻
2 1 - 5 0 隻
多 於 5 0 隻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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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一:
思考及討論

你認為上述哪一項是影響本港生物多樣性的主因︖
(開放討論)

本港生物多樣性受到以下各方面的威脅，嘗試用你的理解去解釋以下的威脅︒

2.  試解釋為何水鳥的數量由1980年代開始上升︒

1.  試描述資料一中，香港后海灣水鳥數量在近年的趨勢︒

3.  參考資料二，描述及解釋米埔曲翅螢分佈的狀況︒

3.  綜合以上資料，試估計物種數量的轉變與近年人類活動變化的關係︒
(提示：深圳發展︑中國改革開放︑香港城市化發展︑全球增溫等︒ )

總結及反思

生物多樣性
受到的威脅

物種入侵

城市化發展

跨境影響

污染

氣候變化

過度消耗及
開採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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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工作重要嗎？
課堂二:

圖片一：內后海灣一帶的發展（1984年)

圖片二：內后海灣一帶的發展 (2016)

活動一：圖片分析

2 .  箭咀指示的地方是深圳深圳灣地區，試比較該地方過去30年的變化︒

3.  有什麼因素可能導致上述兩個地區濕地的面積減少︖如果米埔沒有被列為保護區的後果會如何︖

1.  試參考以上圖片及網站的縮時攝影圖像，描述天水圍及元朗一帶(圓圈指示)的發展變化︒

縮 時 攝 影 圖 像 ：
https://earthengine.google .com/timelapse/#v=22.47236,113.97463,10.917, latLng&t=0.49

思考及討論

深圳灣

天水圍及
元朗一帶

深圳灣

天水圍及
元朗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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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數據分析

塱原自然保育管理計劃

背景資料：

塱原 位 於 新 界 北 部 ， 是 一 片 面 積 約 2 5 公 頃 的 淡 水 濕 地 ， 當 中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非 常
豐 富 ！ 香 港 觀鳥會和長春社於2005年起透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展開「塱 原 自
然 保 育 管 理 計 劃 」 以 管理塱原生態︑監測雀鳥品種數量及推行環境教育的方式，
保護及提高當地的生態價值︒

了解更多:  
http://www.cahk.org.hk/show_works.php?type=uid&u=48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觀 鳥 會 及 長 春 社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觀 鳥 會 及 長 春 社

推行塱原自然保育管理計劃

數據一：塱原定期雀鳥調查的數據

數據二：過去十年於塱原錄得的雀鳥品種數量

推行塱原自然保育管理計劃

每
年

平
均

錄
得

數
量

(隻
)

年份

雀
鳥

品
種

數
量

(種
)

年份

p.16



延伸討論

思考及討論
課堂二:

1 .  在何等程度上，香港政府的保育政策能成功維持香港的生態多樣性︖(開放討論)

2.  各方的持分者如何可以加強保育的成效?

保育本地生物多樣性的措施如：

設立條例，例如：《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及《城市規劃條例》︒

設立海洋保護區及海岸公園
→現時香港總共有五個海岸公園及一個海岸保護區，以保護海洋生物及其生境地︒

設立郊野公園及濕地公園
→全港40%土地被列入為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並設有不同展板及訪客中心以教育大眾︒
→ 因 新 市 鎮 發 展 ， 政 府 興 建 濕 地 公 園 以 作 補 償 濕 地 ， 以 維 持 濕 地 為 生 態 緩 衝 的 功 能 外 ，
亦可作為教育大眾有關濕地的地方︒

保育區及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 香 港 設 有 多 個 保 護 區 及 佔 地 6 6 0 0 公 頃 的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例 如 米 埔 自 然 保 護 區 和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等︒

舉行珊瑚普查
→以了解本港海洋生態的狀況︒

各方的持分者如何
可以加強保育的成效?

保育團體
(倡導者︑監察者)

政府
(決策者)

市民
(倡導者︑參與者)

學生
(參與者︑倡導者)

老師
(教育工作)

傳媒
(監察者)

2.  試利用以上資料來支持以下的論點︒
「濕地保育的措施能保存當地的生物多樣性︒」

1.  參考以上資料，試形容塱原在10年間每年平均雀鳥數量及雀鳥品種數目的變化︒

總結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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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一：生物多樣性的蹤跡-米埔版

主題二的教案參考答案

活動一：細看相片/影片

2 .在米埔，你可觀察到什麼層面的生物多樣性︖

3.米埔有那些入侵物種? 外來的入侵物種如何影響生態平衡︖

建議答題方向:  生態 系 統 和 物 種 的 多 樣 性 ︒ 米 埔 蘊 藏 著 各 式 各 樣 扶 養 多 個 物 種 的 生 境 地 ︒  我 們 可 在 米
埔自然保護區找到5種濕地，包括基圍︑泥灘︑紅樹林︑蘆葦叢及淡水池塘︒ 此外，我們
亦可在保護區內找到許多其他物種，包括兩棲類動物︑爬行類動物︑哺乳類動物及植物︒
(教師可使用本教材套中有關米埔的海報以作闡釋︒)

建議答題方向: 外來入侵物種因為沒有天敵的原故，在生境地大量繁殖，並與本地原生物種競爭營養及環境︒

1.試指出以上兩種本地原生物種的名稱︒

圖片一：小靈貓  圖片二：米埔曲翅螢

活動二：思考及討論

1 .  試描述資料一中，香港后海灣水鳥數量在近年的趨勢︒

建議答題方向: 雖然在2006年曾經錄得過去30年最多水鳥數量的紀錄，但其後有下降的趨勢︒

2.  試解釋為何水鳥的數量由1980年代開始上升︒

建議答題方向: 米埔得到妥善的生境管理，令該地的生物多樣性增加︔水鳥統計方法更成熟︔東亞
                    澳大拉西亞飛行航道的其他濕地受破壞及氣候變化，令水鳥改到后海灣一帶渡冬︒

3.  參考資料二，描述及解釋米埔曲翅螢分佈的狀況︒

建議答題方向: 米埔曲翅螢多於接近錦繡花園一帶的紅樹林出沒︒保護區北部為深圳，大廈發出的光
會直接影響米埔曲翅螢溝通︒

4.  綜合以上資料，試估計物種數量的轉變︒與近年人類活動變化的關係︒

建議答題方向: 深圳 發 展 及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 1 9 8 0 年 ， 深 圳 成 為 中 國 第 一 個 經 濟 特 區 ， 發 展 速 度 快 ，
現已成為中國一線都市︒然而由於中國都市化和人口增加，移民湧入，令城市面積擴大，
大量自然生境減少︒

                    氣 候 變 化 ： 使 用 化 石 燃 料 為 全 球 增 溫 及 導 致 氣 候 變 化 的 主 要 原 因 ， 增 溫 造 成 夏 季 增
長 ︑ 冬 季 縮 短 ， 因 此 候 鳥 的 季 節 性 的 遷 徙 路 線 可 能 出 現 改 變 ︒ 同時，季節變化影響
生物的繁殖習性，而且亦使得動物原有棲息地的環境改變，甚至出現隨溫度變化遷徙的
現象︒

                    香 港 城 市 化 ： 香 港 有 逾 七 百 萬 人 口 ， 是 金 融 及 商 業 中 心 ︒ 城 市 發 展 對 住 屋 ︑ 經 濟
增長︑基建和設施的土地需求持續不斷︒加上，本港人煙稠密，為生物多樣性造成挑戰︒

本教案的分析只屬參考，生物的分佈情況會受其他環境因素影響︒ 
 老師可鼓勵學生多搜集更多資料以從不同角度分析數據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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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反思

延伸討論：

本港生物多樣性受到以下各方面的威脅，嘗試用你的理解去解釋以下的威脅︒

城市化︑生境地受到破壞︑外來物種入侵︑過量提取天然資源及市民對生物多樣性的認知不足等︒
可參考本教材有關生物多樣性的威脅的海報

你認為上述哪一項是影響本港生物多樣性的主因︖(開放討論)

討論方向：香港城市化發展︑過度消耗及開採能源，例如：濕地被發展成市區，沿岸地區填海
以滿足房屋需求，過度捕魚等︒
(只要學生的答案合理，並提供相應的理據即可)

課堂二的教案參考答案

活動一：圖片分析

活動二：數據分析

思考及討論

2 .  箭嘴指示的地方是深圳深圳灣地區，試比較該地方過去30年的變化︒

保育工作重要嗎？

建議答題方向:  填 海 的 情 況 日 益 增 加 ， 濕 地 的 面 積 減 少 ︒

建議答題方向:  城 市 發 展 ︑ 珠江的沉積物加劇后海灣的沉積現象，加劇的沉積現象令濕地轉為乾地︒
假如米埔沒有成為保護區，該地亦有可能被發展為其他用途︒

建議答題方向:  推出「塱原自然保育管理計劃」後，塱原每年的平均雀鳥數量整體上升，而雀
鳥品種的數目每年增加︒

例子:  塱原於2004被選定為「新保育政策」的12個優先保育地點之一︒透過「塱原自
然保育管理計劃」，香港觀鳥會及長春社與不同持份者合作，於農地實行不同
的管理措施，成 效 顯 著 ， 雀鳥數目及品種數量有上升的情況︒

1.  試參考以上圖片及網站的縮時攝影圖像，描述天水圍及元朗一帶(圓圈指示)的發展變化︒

建議答題方向: 天水圍及元朗一帶最初為魚塘，後期因為新市鎮發展，漁塘被填平，變成住宅區︒

思考及討論

2 .  試利用以上資料來支持以下的論點︒「濕地保育的措施能保存當地的生物多樣性︒」

1.  參考以上資料，試形容塱原在10年間每年平均雀鳥數量及雀鳥品種數目的變化︒

(只要學生的答案合理，並提供相應的理據即可)

3.  有甚麼因素可能導致上述兩個地區濕地的面積減少︖如果米埔沒有被列為保護區的後果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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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反思

延伸討論：

1 .  在何等程度上，香港政府的保育政策能成功維持香港的生物多樣性︖

建議答題方向：
全 面 及 合 乎 邏 輯 地 解 釋 香 港 政 府 的 保 育 政 策 的 成 效 ︔ 根 據 香 港 現 時 的 情 況 ， 能 充 分 理 解 及 恰
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例如﹕保育政策︑生物多樣性︑自然保護區︑城市發展等)︔並從不
同向度，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評估，例如﹕

保育政策有成效
-高比例受保護土地面積：香港有24個郊野公園和22個特別地區–44,239公頃︔包括5個海岸公園和
1個海岸保護區︑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等︒

-對生物多樣性教育的重視：政府與不同組織(包括大學及非政府機構），持續教育及推廣生物
多樣性，透過展覽︑導賞團︑工作坊和網上推廣活動，吸引公眾關注有關生物多樣性的資訊︒

- 國 際 合 作 ： 在 香 港 實 施 《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 可 更 進 一 步 保 育 本 地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 讓 市 民 共 享
及保護珍貴的天然資源︒

保育政策沒有成效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對生境破壞的管理及執法仍有局限，形成漏洞︒

- 跨 境 保 育 困 難 ： 香 港 周 邊 地 界 擁 有 大 量 自 然 生 境 ， 但 粵 港 兩 地 政 府 在 「 一 國 兩 制 」 的框架下
整體合作的關係依然薄弱，對區域環境污染的理解未有共識，容易形成對環境保育的不同見解︒

2.  各方的持分者如何可以加強保育的成效︖

保育團體：監察政府，為政府提供政策上的建議並提出不合理的地方︒另外教育大眾，令他們明白
         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從日常生活中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模式︒

政府：聽取社會上不同持分者的意見，制定有關保育的政策以保護本地的生物多樣性︒加強跨境合作︒

傳媒：多以保育議題作報道，準確及不偏倚地向公眾傳達及跟進保育的情況︒

市民：公民監察政府︑參與公眾資詢大會，就政府提倡的計劃表達意見︒

學生：多留意保育的資訊及新聞，參加有關的活動︒

老師：在 課 堂 上 加 入 與 保 育 有 關 的 活 動 ， 讓 學 生 了 解 更 多 環 境 保 護 的 資 訊 ︒ 多 安 排 學 生 到 戶 外
         環境感受大自然︒

(只要學生的答案合理,並提供相應的理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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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支援

有關本會的中學教育項目：
http://www.wwf.org.hk/whatwedo/community_engagement_and_edu-
cation/programmes_for_students_teachers/

公眾參觀米埔：
http://www.wwf.org.hk/your_support/gomaipo/

查詢:

電話：2526-1011 (選擇語言後按5字)

電郵：education@wwf.org.hk

網上資源

本會為生物多樣性的課題設立了網上資源庫，以方便老師預備課堂，
歡迎老師查閱︒
http://www.wwf.org.hk/reslib/resources/edu_resources/

生物多樣性豐富的環境為各種生物帶來不可缺少的資源，為我
們提供了舒適而安全的居住地，亦讓我們享受大自然的奧妙︒

可惜生物多樣性正面對不同的挑戰，環顧多種挑戰，人類活動
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最大︒根據本會2016年發佈有關生態足印
的 報 告 指 出 ， 如 果 全 球 人 類 都 套 用 香 港 市 民 的 生 活 方 式 ，
我們便需要3.9個地球的資源才可滿足我們的需求︒

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以及確保下一代也能享有生物多樣性帶來
的珍貴資源，我們必須從生活細節著手，實行可持續發展的
生活模式︒

本 會會繼續守護我們珍貴的大自然，倡議政府制定具前瞻性的
保育策略和行動和向學生以及大眾宣揚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外，
我們亦希望市民多向身邊的人推廣有關的保育訊息︒集腋成裘，
就能攜手成就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未來︒

齊來保護
生物多樣性！

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教育活動

世界自然基金會希望透過本會的戶外教室和教
育項目，增加中小學生對濕地的了解及關注，
讓他們明白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及與人類之間的
關係︒

除了本會設計的教育項目外，為配合老師及學生
的 需 要 ， 本 會 亦 可 在 米 埔 自 然 保 護 區 內 提 供

「全方位學習」及「其他學習經歷」活動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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