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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球 生 命 力 指 數 衡 量 出 ，
自1970年至今全球受監測
的 4 , 0 0 5 個 物 種 ， 涵 蓋 逾
16,704個種群數量，平均
總數下降了六成。

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健康、生活、飲食
和安全，甚至全球經濟穩定和政治系統
都十分重要。 

我們必須為自然和人類訂立
一項全球協議，設立明確、
有雄心的目標，才能扭轉生
物多樣性流失的趨勢。因人類消耗銳增導致的過度

開發和農業持續擴張，成了
現時導致生物多樣性流失的
最大誘因。

贊助 SPONSOR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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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將可持續生活納入本地小學課程」是一個為期三年的學校夥伴計劃，

與本港 12 間小學合作，鼓勵夥伴學校採用「全校參與模式」，將可
持續概念融合於教學及學校運作。

生物多樣性無論對維持生態平衡，或我們的日常生活都十分重要，近
年卻受到不同威脅。透過本教材套，我們希望教師能把生物多樣性的
課題帶到小學，讓學生了解生物多樣性與自己的關係。

關於 
世界自然基金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是國際環保組織，總會於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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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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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我們的環球使命，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願景是透過保育
自然環境、減少碳排放污染、市民「惜」用資源，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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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怡、陳祉晴 、林嘉琪

設計： The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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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多 樣 性 分 為 三 個 層 面，
包括基因、物種及生態系統多樣性，

詳細資料可參考由 WWF 出版：生物多
樣性的蹤跡 - 中學教師教材套 (p.2)

情意教育連結人和環境

生物多樣 性
我們身處的地球有成千上萬的生物。簡單來說，生物多樣性是指世上
各種不同種類的動植物及微生物之間的差異。生物不但為我們提供生
活所需（如食物、水、氧氣及藥物等），亦豐富我們的文化生活（如
康樂及精神價值）。更重要的是，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其棲息地
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互相交織；生物多樣性越高，形成的安全
網亦越大，  當面對極端轉變（如氣候變化）時也更有效維持生態平衡。

我們可以從食物鏈、食物網、共生關係更深入了解生物多樣性的意思。

食物 網 現實生態環境中，大部份消費者會捕食多於一種生物，同一種生物又
會被多於一種生物捕食。多條食物鏈互相交錯，形成複雜的食物網。
以下是一個濕地的簡化食物網例子。

食物 鏈 食物鏈用來表示生物之間「吃」與「被吃」的關係。食物鏈中的不同
生物扮演不同角色：植物能透過光合作用製造食物，稱為生產者；無
法自己製造食物，要捕食其他生物來吸取營養的生物，稱為消費者。

食物能量
傳送方向

https://d3q9070b7kewus.cloudfront.net/downloads/db_teaching_manual_ch.pdf


©WWF-Hong Kong

©Bena Smith

©WWF-Hong Kong

©Eddie Leung

54

共生關係
「共生」是用來表示不同生物一起生活時的關係。根據兩種生物的利弊關係，可再細分成以下幾類：

互利共生 （Mutualism） 形容兩種生物互相依賴、雙方獲利 ( 互惠互利 ) 的關係

偏利共生 (Commensalism) 其中一方生物獲得生存上的利益，卻對另一方沒有影響

寄生 (Parasitism) 寄主受害，寄生物受益

競爭 (Competition) 可分為不同物種之間及同一物種成員之間的競爭，如爭奪食物、居所等

互利共生的例子

偏利共生的例子

共 生 藻 可 透 過 光 合 作
用 以 陽 光 及 二 氧 化 碳
製 造 糖 分， 為 珊 瑚 蟲
提供所需養分

珊瑚共生藻 與 珊瑚蟲

馬纓 丹與蝴 蝶

珊 瑚 蟲 為 共 生 藻 提 供
二氧化碳、營養及居所

馬 纓 丹 的 蜜 汁 含 量 非 常 豐 富，
能吸引蝴蝶前來，以口器吸食
花蜜

蝴蝶吸食花蜜時，腳會沾上花粉，
協助馬纓丹傳播花粉

寄生的例子

水牛與牛背鷺

埃及吹綿 蚧 殼 蟲與血桐
骨骼

觸手 口

水牛的生活不受影響

牛背鷺跟隨在水牛後， 
捕 食 在 草 中 受 驚 四 飛
的昆蟲

埃及吹綿蚧殼蟲在葉底及
集中於葉脈的位置生長，
吸食充滿營養的汁液

埃及吹綿蚧殼蟲所分泌的蜜
露妨礙植物 ( 如圖中的血桐 )
進行光合作用，樹葉亦因失
去部分營養而變黃、枯死

海 水 温 度 上
升，致共生藻流失，令珊

瑚 顏 色 褪 減。 我 們 稱 珊 瑚
顏 色 轉 淡 的 情 況 為 珊 瑚 白
化。長期流失共生藻會令

受影響的珊瑚死亡。

氣候變化



海洋

海岸

河流

樹林

1 地政總署測繪處 (2019). 香港地理資料 https://www.landsd.gov.hk/mapping /en/publications/hk_geographic_data_sheet.pdf
2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2016). 香港的郊野公園和受保護地區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essentials-1617ise06-country-parks-and-protected-areas-in-hong-ko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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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生物多樣 性
香港位於赤道與北回歸線之間，擁有亞熱帶氣候，適合不同物種生存。此外，香港擁有高山、
平原、海岸、小島等多樣化的地理環境，加上東面的海域及西面珠江河口，令香港的生境多
樣性非常豐富，包括樹林、河溪、紅樹林、岩岸及珊瑚群落等，有利孕育不同的動植物。另外，
香港約 40% 土地劃為郊野公園或受保護地區，使野生動植物得以繁衍。

香港郊野公園、地質公園、
特別地區、海岸公園及 

海岸保護區地圖

香港的生境地 及生物 例子

詳細物種資料請參閱生態地圖海報附件

香港 生態地圖

香港地 理 環境（2019）1

海洋面積 

1,648 平方公里
離島數目 

200 多個

土地面積 

1,106 平方公里
已發展土地 

25%
郊野 

75%

以下是一些香港生境地及生物的例子，可依照生物編號參閱生態地圖海報

海洋保護區

2.06% 受保護地區面積 2

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

40%

https://www.landsd.gov.hk/mapping/en/publications/hk_geographic_data_sheet.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essentials-1617ise06-country-parks-and-protected-areas-in-hong-kong.htm
https://www.afcd.gov.hk/misc/download/annualreport2016/tc/appendices_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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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態 系 統 服 務 」 是 用 來 評 估
及量化生物多樣性重要性的其中一個

方向，目的不是純粹以金錢衡量大自然的
價值，而是更具體了解大自然對我們的重要

性。更多有關生態系統服務詳細分類：

你知道嗎 ?

我們吸入的氧氣中，超過
一半都是由海洋𥚃的浮游
植物透過光合作用製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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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 性的重要性香港與英格蘭的
生物多樣 性
香港陸地面積雖然小，生物品種數目卻非常豐富 3 ，
某些類別的數目甚至比英格蘭還要多。4

兩地的陸地面積

魚類

香港： 
英格蘭： 

淡水魚

 198 種
42 種

海水魚

> 1,000 種
~ 300 種

陸上哺乳類動物

香港： 57種
英格蘭： 64 種

兩棲類動物

香港： 24 種
英格蘭： 7種

雀鳥

香港： > 540 種
英格蘭： 550 種

爬行類動物

香港： 86 種
英格蘭： 7種

維管束植物

香港： > 3,300 種
英格蘭： 2,744 種

3 環境局 . (2016). 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2016-2021.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conservation/Con_hkbsap/files/BSAPblueprint_Chi20_1_rev.pdf
4 Natural England (2008). Stat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ttp://publications.naturalengland.org.uk/file/60043

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除了維持生態平衡，亦能為我們帶來益處，
稱為生態系統服務 (Ecosystem Services)。

英格蘭 

130,395 
平方公里

香港 

1,106 平方公里 

（只有英格蘭陸地面積的 0.8%）
調節服務

• 提供氧氣：植物透過光合作用，吸入動植物排出
的二氧化碳，呼出動植物所需的氧氣

• 控制極端天氣：生境扮演緩衝的角色，紓緩極端
事件的發生，減低對人類及其他生物的傷害

 濕地：儲存水份，減少氾濫的機會 
樹林：樹根能抓緊泥土，降低山泥傾斜的機會 
珊瑚：保護海岸，減少海嘯和風暴對海岸的破壞

• 傳播花粉：由動物（如昆蟲、雀鳥、蝙蝠）及風
等媒介傳播，對生產蔬菜、水果等食物十分重要

供 給服務
• 食物、原材料、水、藥物 

( 更多資料請參考「可持續生活教材套」)

蜻蜓

香港：  123 種
英格蘭： 37種

http://www.teebweb.org/resources/ecosystem-services/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conservation/Con_hkbsap/files/BSAPblueprint_Chi20_1_rev.pdf
http://publications.naturalengland.org.uk/file/60043


©W

W
F-

Hon
g 

Ko
ng

©
Jürgen Freun

d
 / W

W
F

©
K

en
 C

hu
 /

 W
W

F-
H

on
g 

Kong

©
W

W
F-H

ong Kong

©WWF-Hong Kong

1110

生物多樣 性的現況

地 球生命力報告
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為我們提供一切生活所需，生物的數
量 卻 不 斷 下 降， 全 球 受 監 測 的 4,005 個 物 種 的 數 量 於
50 年間平均下跌六成。WWF 與專家共同撰寫的「地球
生命力報告」像一份地球驗身報告，透過量度全世界過
萬個動物族群的改變，評估不同物種絕種的風險及地球
的健康狀況。支援 服務

• 為不同生物提供水、食物、居所

• 光合作用：植物日間進行光合作用，為生物提供氧氣

• 土壤形成：為植物提供養分、水，協助植物生長等 5

• 養分循環：分解者 ( 如細菌 ) 將動植物屍體分解成養分，供植物吸收

文化服務
• 康樂：提供運動、休閒的空間

• 美學：為藝術創作提供美學靈感

• 生態旅遊：如觀鳥、生態導賞，帶來實際經
濟收入，亦能教育大眾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 社區的歸屬感：自然景物具有特別象徵，成
為群體共同語言，如獅子山

5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2019). Soil ecosystems services 
http://www.fao.org /agriculture/crops/thematic-sitemap/theme/spi/soil-biodiversity/soil-ecosystems-services/en/

11

1970 年

2014 年

50
年

地球生命力報告 2018 
( 完整版 - 只有英文版 )

地球生命力報告 
2018 ( 摘要 )

地球生命力報告
青年手冊

平均 
下降 60%

海洋

棲息地受破壞

熱帶雨林淡水棲息地冰冠

主要原因

氣候變化密集式農業 非法捕獵過度採伐

魚類 哺乳類爬蟲類鳥類兩棲類

4,005 個物 種

http://www.fao.org/agriculture/crops/thematic-sitemap/theme/spi/soil-biodiversity/soil-ecosystems-services/en/
https://c402277.ssl.cf1.rackcdn.com/publications/1187/files/original/LPR2018_Full_Report_Spreads.pdf?1540487589
http://awsassets.wwfhk.panda.org/downloads/youthlpreportart_chi_web.pdf
http://awsassets.wwfhk.panda.org/downloads/lpr_living_planet_report_2018_chi_v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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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 性的威脅
城市發展

違例發展
具生態價值的私人土地一直被違例發展所威脅。土地擁有人常用「先
破壞，後發展」策略，透過破壞土地的生態價值，令他們的發展計劃
更大機會獲政府批准，成為鄉郊土地發展的常態。傾倒泥頭及填塘等
違例發展屢見不鮮，加上政府執法寬鬆，被破壞的生境難以恢復，生
物亦直接失去棲息地及繁殖地，嚴重影響本港生物多樣性。

大型基建工程
工程項目如機場第三條跑道、港珠澳大橋都需大規模填海，嚴重破壞
海洋生態。2018-2019 年，中華白海豚整體估計數目只有 32 條，比上
年度大跌超過三成，是自 2003 年有紀錄以來最低，連續 4 年絕迹大
嶼山東北面水域（即大小磨刀海岸公園、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一帶）。 6

繁 忙海上交 通
繁忙海上交通增加海洋生物被船撞傷、 甚至死亡
的風險。持續的引擎噪音亦會干擾海豚的活動。

6 漁護署 (2019). 監察香港水域的海洋哺乳類動物 (2018--19)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mar/con_mar_chi/con_mar_chi_chi/files/Final_Report_2018_19.pdf

內后海灣違例發展報告

內后海灣是每年數以萬計遷徙水鳥的過冬地和
補給點，早在 1995 年已被《拉姆薩爾公約》認定

為國際重要濕地，  政府在 1998 年亦設定「濕地保育區」
及「濕地緩衝區」的相關規劃指引作出保護，由違例發

展活動所導致的生態破壞問題卻從未停止。WWF 就內后
海灣違例發展進行調查，共有 435 個違例發展個案發生，

涉及面積有 150 公頃。

惜海洋，續未來 - 海洋健康
報 告 (2017) - 介 紹 其 中 五 種 本 港

受威脅的海洋物種，所面對的挑戰及
保育措施建議。

WWF 開展海底聲音研究，以
水底錄音機收集海豚的回聲定位訊

號及船隻的噪音，研究發現海上交通對
中華白海豚構成潛在危險。

© WWF-Hong Kong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mar/con_mar_chi/con_mar_chi_chi/files/Final_Report_2018_19.pdf
https://bit.ly/2L4DJAl
https://bit.ly/2MZzkBs
https://bit.ly/2MS8x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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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和製造日常用品需要燃燒化石燃料，而燃燒的過程中會產生大量
二氧化碳，令全球氣溫上升，極端天氣（如颱風、熱浪、乾旱）更為
頻密。

海水溫度上升會導致珊瑚白化，甚至死亡，令大量依賴珊瑚群落生存
的海洋生物失去棲息地。 過去 30 年，  全球已有超過一半的珊瑚礁消失。

海冰為北極熊和海象等北極動物提供跳水獵食的平台，亦孕育微小海
藻，供魚類和磷蝦食用。隨着氣候暖化和海冰流失，覓食對不同動物
都變得艱難。

氣候 變化
指非本地原生物種，意外或蓄意被引入本地，因沒有天敵威脅而迅速生長及大量繁殖，影響原生物種生長。

本港常見例子：

入侵物種

薇甘菊
特徵：葉呈心型，邊緣呈鋸齒型，莖細長

原產地：中南美洲等熱帶地區

威 脅： 亦 被 稱 為「 每 分 鐘 生 長 一 里 的 草 」(mile-a-minute weed)。
攀附其他植物以攝取更多陽光，在植物上快速生長和蔓延，遮擋陽光，
窒礙其他植物進行光合作用，最終令它們受損或死亡

福壽螺
特徵：外殼啡色，一團團的卵呈鮮粉紅色

原產地：南美洲

威脅：福壽螺生長快速，在本港沒有天敵，在農田進食水
生植物，嚴重影響農民生計，亦令本港生物多樣性下降

入侵 紅 火 蟻
特徵：紅褐色

原產地：南美洲，透過盆栽植物的泥土輸入本地

威脅：牠們會在荒地、農田、路邊、魚塘塘壆築蟻丘，並攻擊任何滋
擾蟻丘的生物（例如雀鳥和人），亦會吃農作物

©Jürgen Freund / W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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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真相 (2015) - WWF接
觸象牙貿易商，分析政府數據及其

他監測機構資料，就本港象牙貿易進
行了詳細研究，指出本地象牙巿場監管

制度的七大問題。

非法野生動物貿易 解決方法

情意教育連結人和環境

郊野公園擁有富饒的生物多樣性，具有康樂、教育及觀賞價值，並為
我們帶來潔淨食水、清新空氣、調節氣候及防止水土流失等重要的生
態系統服務，不能隨意發展，更應將未受保護的高生態價值地點納入
保護區。

直至 2019 年，香港只有少於 5 % 的水域已被劃、或擬議劃為海洋保
護區，持續沿岸發展令許多具生態價值的地方受到破壞。管理得宜的
保護區中， 捕魚、船速 及 旅 遊等人類活動均受規管， 有助海洋生物繁
殖，保護海洋資源及生態。

香港原生品種，其樹脂可製作名貴的香料和藥材，因此被
大量砍伐，本地野生土沉香的數目已十分稀少。

土沉香
本 地 政策

全球 野生老虎的數目在過去一 個世紀下跌 超
過 95%，2016 年 剩 下 3,890 隻。 老 虎 面
對的威脅包括捕獵、非法買賣老虎身體
部分（如虎皮、虎骨）及生境地受破壞。

我們日常使用的天然資源， 如紙、水 和食物均來
自地球，過度消費的生活模式卻對生態造成威脅。
詳細資料請參考「可持續生活教材套」 。

老虎

過度消費

為 了 滿 足 亞 洲 市 場 對 象 牙 產 品（ 如 首 飾、 雕 像
和 琴 鍵 ） 的 需 求， 大 量 非 洲 大 象 被 殺， 數 量
由 1900 年 的 500 萬 隻 下 跌 至 2015 年 的
47 萬 隻。 香 港 卻 因 法 律 漏 洞 及 政 府 監 管
力 不 足 而 成 為 象 牙 貿 易 的 主 要 中 轉 站。

2018 年， 立法會正式通過禁止本地象牙貿
易的法案，於 2021 年前全面禁止本港象牙
貿易，對保護大象踏出重要一步。

象牙 避 免開發郊野 公園

成立海洋保護區
更多老虎資料

WWF 促 請 政
府優先發展新界棕地，既滿足

香港短期的住屋需要，並且能避免
開 發 郊 野 公 園 及 填 海， 保 護 本 地 生

物多樣性，達至可持續發展

WWF 促 請 政
府 於 2030 年 前 將 全 港 30% 水 域

劃 為 海 洋 保 護 區（Marine Protected 
Area-MPA）， 亦 挑 選 了 七 個 香 港 生 態 最 敏
感的區域作優先保育，並建議相關保育措施

©Kelvin Yuen

©Wai Lam Yim

https://bit.ly/2Fpyjwd
https://www.wwf.org.hk/news/featuredstories/?21121/No-need-to-pave-paradise-1200-hectares-for-Hong-Kong-housing-is-available-right-now
http://tigers.panda.org/tx2/
http://awsassets.wwfhk.panda.org/downloads/wwf_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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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主要的野生生物走私樞紐，加強調查及執法能防止本地（如土沉香和淡水龜）及全球
瀕危物種（如大象、犀牛、 鯊魚及穿山甲）經香港轉運，保護受威脅物種。

加強打擊非法
野生生物貿易

國際合作
拉姆薩爾公約 
(Ramsar Convention)
1971 年，伊朗城市拉姆薩爾舉行跨政府會議，參與國家
簽訂了《拉姆薩爾公約》，旨在保育國際的重要濕地。米
埔及鄰近的內后海灣於 1995 年正式獲列為拉姆薩爾濕地。

愛 知目標 (Aichi targets)
2010 年， 各國政府、組織及聯合國召開生物多樣性大
會，檢討過去十年的保育情況，亦制定了未來 10 年保
護生物多樣性的目標，稱為《愛知目標》。目標包括提
升大眾生物多樣性的認知、防止外來物種入侵及以可持
續方式捕魚等。各國會就這些目標訂立政策。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瀕危物種紅色名錄 
(IUCN Red List) 
記錄生物的資料，如生境、數量、貿易情況等，評估生物
的絕種風險，提供保育的建議。香港瀕危物種包括中華白
海豚（易危）、黑臉琵鷺（瀕危）和中華穿山甲（極危）。

“New Deal for Nature 
and People”
各國領袖於 2019 年 3 月召開聯合國環境大會，商討如
何以創新方法應對不同環境挑戰，促進可持續消費和生
產模式。WWF 促請政府在塑膠、糧食、森林、生物多
樣性及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落實相關政策，在 2030 年
前減低生態損失的速度。

瀕危野 生動植物 種 
國際貿易公 約 (CITES)
此公約旨在確保野生動植物標本的國際貿易不會危害牠
們的生存。公約按照生物的瀕危程度，分別列入三個附
錄，以制定不同的保護政策。

拉姆薩爾公約 愛知目標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瀕危物種紅色名錄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 
國際貿易公約

New Deal for Nature an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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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WWF-Hong Kong/ Lam Chun Yuen

https://www.ramsar.org/about-the-ramsar-convention
https://www.cbd.int/sp/targets/
https://www.iucnredlist.org/
https://www.cites.org/
https://wwf.panda.org/wwf_news/?344410/WWF-calls-for-a-New-Deal-for-Nature-and-People-at-the-Fourth-UN-Environmental-Assembly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hkbsap/con_hkbs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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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 建議教學活動（一）

加深對生物多樣性的認識、關注本地、以至國際
的環境議題是保育環境的第一步。除了由個人做
起，改變生活習慣，我們更可參與公民活動，以
實際行動保護生物多樣性。

公民科學
將科學家的研究主流化，普通市民也能成為公民
科學家，加快研究的進展之餘亦能提高市民對科
學的認知及興趣。

生態調查是接觸科學的最佳切入點之一。學生亦
能透過親身體驗來了解生物多樣性，帶來獨特的
學習經歷。

校園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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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表記下
數量，亦可利用圖鑑來初步辨認生物的品種。

學習目標
• 認識校園常見的動植物，了解身邊的生物多樣性
• 明白生物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
• 學習如何使用生物辨認卡、使用記錄表統計生物數量
• 培養學生對大自然的關愛
• 尊重野生生物，減低對牠們的騷擾

教師準備工作
1. 預備以下野生生物記錄表、城市生物辨認卡、昆蟲辨認卡、放大鏡、

相機、生物圖鑑 7  

2. 進行觀察時，應提醒學生以下安全事項：

教學內容
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教材

15 分鐘 介紹
• 介紹生物多樣性的定義及香港常見生物
• 講解進行校園生態調查的方法及注意事項

30 分鐘 進行校園生態調查
• 將學生分成 4-5 人小組，每組派發生態調查物資
• 學生到校園各地方統計生物數量，並寫在記錄表上

城 市 生 物 辨 認 卡、 昆 蟲 辨 認 卡、
野 生 生 物 記 錄 表、 筆、 放 大 鏡、
相機

15 分鐘 總結
• 邀請學生分享調查結果及心得，進行延伸討論

https://bit.ly/2IvLcqo

讓學生參與公民科學活 動的相關資源：
應 用程式

拍下生物照片後上載至 iNaturalist，
科學家會協助進行辨認，協助我們辨
認動植物，讓我們更認識大自然之餘
亦能為科學家提供重要的研究資料。

運用影像識別技術協助我們辨
認在野外拍攝的動植物，是認
識本地不同生物的入門工具。

iNaturalist Seek

iOS Android iOS Android

生物 辨 認卡

香港市區常見生物及
其出現位置，適合學
生於校園及附近社區
進行生物辨認活動。

顯示濕地常見鳥類
品種。

協 助 學 生 大 致 區 分
昆 蟲 的 大 類， 初 步
認 識 昆 蟲 特 性 及 香
港 常 見 例 子。 適 合
學 生 進 行 入 門 級 昆
蟲辨認活動時使用。

城市生物辨認卡 濕地雀鳥辨認卡 昆蟲辨認卡

公民參與

個人行動 
( 詳細資料參考「可
持續生活教材套」)

認識生物多樣性 
( 留意本地、國際環境議題 )

小一至小六級 常識科

7 進行生物辨認時可參考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 香港生物多樣性訊息系統 http://www.nature.edu.hk/

在不騷擾野生生
物的情況下進行

觀察

聽從老師的指引
進行活動

請不要觸摸雀鳥
的糞便

請不要試圖騷擾
蜂類，否則會對

同學做成傷害

尊重野生生物 保持安靜，你會看
到更多野生動物

https://bit.ly/1sWMsDu
https://apple.co/2FhJcQD
https://bit.ly/2L4xNXT
https://apple.co/2FnvTy5
https://bit.ly/2WUhJPL
https://bit.ly/2IvLcqo
https://bit.ly/2Xs44yW
http://www.nature.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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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 動
社區生態考察：除了校園內，可考慮擴闊考察範圍，帶領學生到附近社區（如公園）尋找生物，並比較不同的生境地
之間的生物有何分別。

教師可考慮將活動融入其他科目，如在課堂學習數學科記錄生物後製作統計圖。

建議教學活動（二）

小四至小六級 常識科

建議教學活動（一）

捕魚遊戲

野生生物 數量

雀鳥

鵲鴝

黑鳶（麻鷹）

麻雀

紅耳鵯

白頭鵯

珠頸斑鳩

黑領椋鳥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哺乳類動物

狗

貓

蝙蝠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野生生物 數量

昆蟲

蜻蜓

豆娘

蝴蝶

蛾

甲蟲

蜂類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爬行類動物

壁虎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兩棲類動物

蛙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野 生生物 記 錄表
調查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查日期及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      天氣：____________________ 

延伸討論
1. 你在校園找到什麼生物？什麼最多，什麼最少？什麼生物是你第一次發現的？什麼是你以為會發現卻找不到？

2. 細心觀察生物的行為特徵，牠是什麼顏色的？形狀大小？牠們在做什麼？

3. 你認為校園的生物多樣性豐富嗎？為什麼？ 

以下適合高年級學生討論：

4. 這些生物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連（生態系統服務）？如果牠們消失了，會有什麼影響？

5. 在校園裡的活動如何影響附近動物的生活︖

6.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去保護身邊的生物和牠們居住的環境？

7. 我們可以怎樣提升校園的生物多樣性？試與同學討論，提出具體的方案。

1. 小組討論
將學生分成 5 組，討論及列出海洋所提供的資源，如：

教師準備工作
• 預備物資：捕魚記錄表（p. 25）、小卡片 250 張（每張代表１條魚）

學習目標
• 了解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及生態系統服務
• 了解過度捕撈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 認識海洋保育的方法
• 反思可持續生活的重要性

此教學活動取材自 WWF 瑞典分會 (2013). Nature Services (p.59) https://wwwwwfse.cdn.triggerfish.cloud/uploads/2019/01/ecosystem-services-3.pdf

活動內容

食物 
（海鮮、藻類）

氧氣 鹽分 波浪能

水上娛樂活動 
（如獨木舟）

生物多樣性 運輸 美術靈感

https://wwwwwfse.cdn.triggerfish.cloud/uploads/2019/01/ecosystem-services-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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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捕魚 遊 戲
• 活動目標：漁民將會出海捕魚，遊戲結束前擁有最多魚的組別獲勝。海裡魚的總數目於活動結束後不能少於 50 

條魚，否則當作全部人輸掉。

• 活動規則： 
- 將學生分為 5 組，每組各代表一位漁民。他們將會出海捕魚共 10 天。 
- 遊戲開始時海裡共有 50 條魚（以卡片代表魚），每組於每天可選擇捕魚數量：0、1、2、3、4、5 或 6 條， 
 每天可選擇不同數量。若該組於上一天先選，他們在下一天最後選。 
- 每日結束後，剩餘的魚之數目會增加 1 倍。

例子：

• 活動分兩回答，規則不同，玩法相同： 
- 第一回合：所有組別不能進行任何討論，只能向主持人（即教師）說明選擇捕魚數量。 
 主持人可按情況宣佈剩餘的魚之數量。 
- 第二回合：組別在回合開始前及進行期間可自由討論及協調捉魚數量，決定捕魚數目時亦需向大家公佈。

• 活動結束後，主持人公佈勝出組別及每組的捕魚決定。

捕魚記 錄表
＊教師可以 A3 列印，方便活動進行時填寫。

回合開始
前的數量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E 組
共捕魚 

數目
增加 1 倍
後的數量

第 1 天 50 6 6 4 4 5 25 50

第 2 天 50 3 3 2 2 1 11 78

…

海裡魚的
數量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E 組
共捕魚 

數目
增加一倍
後的數量

第 1 天 50

第 2 天

第 3 天

第 4 天

第 5 天

第 6 天

第 7 天

第 8 天

第 9 天

第 10 天

總漁獲

海裡魚的
數量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E 組
共捕魚 

數目
增加一倍
後的數量

第 1 天 50

第 2 天

第 3 天

第 4 天

第 5 天

第 6 天

第 7 天

第 8 天

第 9 天

第 10 天

總漁獲

第二回合（可自由討論）：

第一回合（不能進行任何討論）：

學習目標
• 認識校園常見的動植物，了解身邊的生物多樣性
• 明白生物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
• 學習如何使用生物辨認卡、使用記錄表統計生物數量
• 培養學生對大自然的關愛
• 尊重野生生物，減低對牠們的騷擾

活 動後延伸討論：
• 進行遊戲時覺得困難嗎？為什麼？
• 兩個回合的結果有分別嗎？為何會有此分別？
• 為什麼遊戲規定遊戲結束時不可少於 50 條魚？
• 如果要確保所有人也不輸（遊戲結束時不少於 50 條魚），我們應訂下什麼規則？
• 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保護海洋？（參考「可持續生活教材套」）
• 教師可向學生講解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方法，如設立海洋保護區。

第一天 第二天

剩 餘 x 2



生物多樣性

不可或缺的大自然

訂立更高目標
威脅

生物多樣性
將可持續生活納入本地小學課程

教材套

將
可
持
續
生
活
納
入
本
地
小
學
課
程
生
物
多
樣
性
教
材
套

全球的生物多樣性
N
A
SA

 
地 球 生 命 力 指 數 衡 量 出 ，
自1970年至今全球受監測
的 4 , 0 0 5 個 物 種 ， 涵 蓋 逾
16,704個種群數量，平均
總數下降了六成。

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健康、生活、飲食
和安全，甚至全球經濟穩定和政治系統
都十分重要。 

我們必須為自然和人類訂立
一項全球協議，設立明確、
有雄心的目標，才能扭轉生
物多樣性流失的趨勢。因人類消耗銳增導致的過度

開發和農業持續擴張，成了
現時導致生物多樣性流失的
最大誘因。

贊助 SPONSORED 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