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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千上萬的生命因此死亡，怎麼能麻木？ 

       攸關人類自身三餐飲食，如何能不在意？ 

    全球三分之一農產品仰賴蜜蜂授粉，但近年來養蜂人發現蜜蜂大量死亡，

這現象稱為「蜂群崩壞症候群(CCD)」，如果蜜蜂持續減少，不僅影響農業生

產，恐造成糧食危機。全球思考，在地行動！盼透過探究蜜蜂危機，反省人

類行為，能採取友善環境行動，以保護蜜蜂生態，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保障

糧食供給，保護我們的未來。 

1. 因了解而免於恐懼 

    一般人看見蜜蜂在身旁飛舞，總是感到非常恐懼，尤其小學生看到蜜蜂，

或許會尖叫！但自從深入了解蜜蜂後，發現蜜蜂其實不可怕，甚至感到親切，

因為發現蜜蜂對人類的重要性，知道如何面對牠們，就能免於受傷，這教育

的力量，因為認識而免除恐懼。 

  二年級老師回饋「透過認識蜜蜂生態的簡報教學與影片觀賞，學生認識

了蜂王、工蜂、雄蜂的特性與各自的分工，也佩服蜜蜂辛勤的採蜜，更了解

蜜蜂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一年級老師回饋「蜜蜂，是在生活常見的昆蟲。在教授課程之前，詢問

孩子對蜜蜂的感覺，很多孩子是停留在害怕被叮、不喜歡蜜蜂等印象，除了

知道蜜蜂會採蜜和叮人之外，對蜜蜂所知無幾。當教師說明課程要介紹蜜蜂

時，孩子們顯得興奮，顯然蜜蜂對孩子來說，是有些陌生、有些害怕，但又

想親近和了解的生物。課程開始之後，孩子們展現旺盛的好奇心，我們從蜜

蜂生態開始介紹，介紹蜂王、雄蜂和工蜂的分工。」 

2. 雙贏思維、和樂共生 

    這 10 年來，環境教育工作坊推動模式之一「搭起農夫和學生的橋樑」，

參訪農場或安排農夫講座，讓學生和農夫面對面交流，學生了解食物背後的

故事，農夫因為學生回饋而得到鼓勵，這次蜜蜂系列課程也是如此，藉此創



造「學校與農場」、「人類與自然」、「經濟與保育」的雙贏局面。 

  一年級老師回饋「工作坊邀請養蜂人來和孩子分享養蜂的經驗，孩子們

聽得驚呼連連，尤其對工蜂的勤奮十分佩服。孩子們印象最深的就是工蜂竟

然用跳舞的方式告訴同伴花蜜在哪裡，而且還會煽動翅膀幫蜂巢降溫。」 

  二年級老師回饋「在參與牧蜂農莊蜜蜂講座中，學生與養蜂人面對面的

交流、對話，孩子們深感養蜂人的辛勞與蜂蜜得來之不易，更多孩子在心得

中回饋要支持有機，愛護蜜蜂，讓小蜜蜂健康長大，我們人類也才能有更多

的食物吃，足見學生已能理解萬物共存、互相依賴的關係。」 

  

牧蜂農莊簡誌良先生介紹蜂巢片 學生體驗穿防護衣 現場分享講座心得 

 

 

 

共 41 個班參與講座 回教室觀察蜂巢片 

3. 食與農的關鍵在「實踐」慈悲心 

    去年我們認為食與農的連結在慈悲心，今年感受到要加上「實踐」。原本

規劃學生講座時，非常希望讓學生觀察蜜蜂活體，加深印象、增加學習效果，

於是商請牧蜂農莊簡誌良先生攜帶蜜蜂觀察箱到校供學生實際觀察蜜蜂。但



農莊主人簡德源先生提到「那不是自然狀態」，簡誌良先生提到「從三芝牧蜂

農莊到學校約 40公里，路途超過一小時，且容易因天候關係，造成蜜蜂死亡。」 

    思考增加學習效果與動物生命衝突時，該如何抉擇？而我們的核心價值

是希望人與自然和樂共生，造成蜜蜂傷亡不是我們所樂見的。如果我是隻蜜

蜂，我願意為了讓小學生看幾秒鐘而失去珍貴的生命嗎？這結果與環境教育

工作坊理念相違，我們希望學生愛護生命，所以決定不觀察蜜蜂箱，改由觀

察沒有蜜蜂的蜂巢片，雖然教具較簡單，學習效果降低，但我們為這樣的決

定感到欣慰且安心，沒有蜜蜂因為海山國小要上課而死亡。 

4. 誠實與虛假，你喜歡哪一個？ 

    重點課程之一「分辨真假蜂蜜」，牧蜂農莊主人曾提及農場開放參觀的原

因是市面上充斥假蜂蜜，希望讓更多消費者認識純蜂蜜，杜絕假蜂蜜。而消

費者分不清真假蜜，喜歡喝假蜂蜜，甚至指責誠實養蜂人賣的是假蜜，令養

蜂人非常痛心，辛苦付出的心血得不到支持，還輸給工廠使用化學香料製造

出來的假蜂蜜。盼課程設計讓學生透過感官觀察，學習分辨純蜂蜜與調和蜂

蜜，並瞭解純蜂蜜雖價格高，但富含多種營養成分，而假蜂蜜價格低廉，吃

多化學食品添加物會傷害人體。讓學生瞭解食物真相，將所學傳遞給家人，

回家分辨家中的蜂蜜是真或假，鼓勵一同支持誠實的養蜂人，同時維護家人

身體的健康。 

    一年級老師提到「孩子們很認真的操作和學習，回去分享給家人聽，並

檢視家中的蜂蜜，不少孩子隔天來和老師分享檢視的結果，十分有趣！」另

一位老師也提到「孩子不但學會了分辨的方法，也瞭解生活中許多人類食用

的食物，並非由人類自己產出，進而學習感恩與珍惜，也瞭解每一滴蜂蜜都

是蜜蜂辛苦努力的結果。」 

    二年級老師提到「藉由蜂言蜂語課程中，學生透過眼觀，學習以簡易的

方法辨別真假蜂蜜並藉由學習單的寫作，將所學課程分享給家人，家長的回

饋多對於課程給予正向讚賞與肯定，可知課程實施成效已從學校延伸到家庭。」 

    三年級老師回饋「有學生發現自己喜歡喝的居然是假蜂蜜，覺得被騙了，

有學生說不能看外表。但也有學生知道這是假蜂蜜，仍然喜歡喝，提醒學生

瞭解調和蜂蜜有化學食品添加物，會造成身體負擔，容易傷肝腎。不強迫學



生選擇哪一個，也無法強制學生，善意提醒自己的健康自己決定，你想支持

誠實的養蜂人，還是支持蜂蜜口味的化學糖水？」 

5. 體驗是帶著走的記憶 

    百聞不如一見，戶外教育讓知識鮮活起來！雖有簡報、影片等教學媒材，

但都僅止於知識層面，而一腳踏在有機土上、深吸一口無農藥的空氣、聆聽

上千隻蜜蜂嗡嗡聲響，還有最難忘的近距離手握蜂巢片，看似冒險卻又溫暖

體驗，加上慈心義工團隊親切導覽解說，學生與家長們臉上的開心笑容，似

乎裝滿了美好回憶！ 

    二年級老師提到「我們的學生聽了養蜂農的演講，近距離觀看蜜蜂，一

起拜訪淡水慈心農場，知道為什麼女王蜂最大隻、為什麼蜜蜂要叮人、 為什

麼蜜蜂要採蜜、直襲蜜蜂在蜂巢內的生活，認識蜜蜂的生態和對環境的影響。

學生們了解我們吃的蜂蜜是蜜蜂們從成千上萬朵鮮花中辛苦採來的。也因為

在課程中清楚地知道真假蜂蜜要如何分辨。」 

    另一位二年級老師提到「參訪淡水慈心農場是學生最喜愛的活動，農場

內活動有趣有深度，志工細心導覽農場生態景觀特色，讓學生體驗平日在都

會區較少機會接觸的農務、距離與蜜蜂接觸、製作結晶蜜與認識植物的特化。

午餐時間，志工準備豐盛美味的蔬食料理，孩子第一次動手做披薩，整天活

動精彩豐收。在學生的參訪心得中，學生回饋內容多是對於志工滿滿的感謝

及學到許多蜜蜂相關的知識(學生很佩服及感謝蜜蜂博士)，家長也回饋孩子一

回到家就說不停在農場參訪的滿滿收穫。感謝工作坊提供本班參訪農場的機

會，讓學生藉由親身體驗，學習保護生態、愛護環境、感恩惜福，並透過學

生的傳遞、行動，讓家人一起參與，創造更美好的大自然環境 。」 

  

蜜蜂博士張世揚先生導覽 施展徒手抓蜜蜂(雄蜂) 



 

 

 

老師和自己孩子一起親近蜜蜂 老師和家人一起親近蜜蜂 

 

 

 

利用暑假到農場場勘 因了解、親近而微笑 

 

 

 

體驗小小有機農夫 師生親近蜜蜂 不怕蜜蜂 



  

學生親近蜜蜂 不怕蜜蜂 手工製作有機地瓜葉項鍊 

   

享用健康環保蔬食午餐 還要零廚餘 廚房義工默默付出 

   

比薩 DIY 親師生樂開懷 

6. 感謝淡水慈心農場全力支援 

    記得 7 月 16 日社群共備，老師們行前參訪淡水慈心農場，以瞭解學生參

訪行程，老師們提出一些建議，沒想到慈心基金會義工非常積極處理，為配

合蜜蜂、有機主軸，誠心誠意為海山國小客製化套裝行程，包含跑站、午餐、



導覽內容。共四場次參訪，又是低中高年級學生，不論餐點或解說都因為學

生程度而彈性挑整。天氣晴雨不定，也安排雨天備案，所幸每一場次都能近

距離觀察蜜蜂，感謝天公作美，還有專業攝影師為我們紀錄美好回憶，在此

特別感謝慈心義工團隊全力支援，讓親師生收穫滿滿！ 

    陪同學生參訪三場次的衛生組長提到「更換遊覽車下車走到農場路線後，

就沒看到黃金(狗糞)了。第三關彈性調整到廁所前走道教做地瓜葉項鍊，減少

淋雨。增加空間讓做比薩分兩區，DIY 時很寬敞。分兩區打菜，有熱呼呼的

菜餚，也減少義工前置作業量。下午課程巧妙地用蜜蜂童謠提醒就座，小孩

迅速就定位。也感謝提供斗笠和蜜蜂安全帽讓孩子遮雨。謝謝慈心義工在短

時間內做了調整，讓今天飄雨的參訪活動浪漫的圓滿結束！」還提到「感謝

負責攝影的慈心義工非常專業地幫我們紀錄美好的每一刻，當日自下車便開

始感受義工們滿滿的關照，課程內容安排豐富又淺顯易懂，還用心地幫植物

加上掛牌，中午還有豐盛又好吃的蔬食午餐，最後還有結晶蜜大放送，每一

個環節都令人感動！」 

7. 保護蜜蜂也是保護自己 

    探究蜜蜂大量消失原因是蜜蜂系列課程的重點，透過觀賞紀錄片「蜂狂」

片段，看到水桶裝著大量蜜蜂屍體，高達 90%蜜蜂死亡，原因竟是農藥！蜜蜂

正遭遇極大的災難，藉此啟發學生想保護動物的心，生活中採取愛護生命、

友善環境的行動。而不使用農藥、支持有機農業，保護蜜蜂的同時，也是保

護人類自身不被農藥毒害。 

    二年級老師提到「因為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農藥濫用及環境汙染嚴重，

影響生態且直接威脅蜜蜂的生存，因為有了這些課程，讓學生體認到愛護環

境，保護蜜蜂的重要性，進而影響到周遭的家人，帶領大家走進蜜蜂的生命，

發現大自然的奧秘，了解蜜蜂、養蜂人和環境的關係，一起在這片土地孕育

下撰寫著屬於他們的故事。」 

    有老師提到「課程中，也讓孩子學會如何保護生命，從日常生活中可以

透過哪一些簡單可行的方法，來降低蜜蜂的死亡，學生可藉由上課的內容反

思自己平日的行為，不但可以學會愛護地球，也能為大自然盡一份心力。」 

    一年級老師提到學生的轉變，「最後進入蜜蜂減少的議題討論，在了解蜜



蜂對人類的重要性之後，孩子們對蜜蜂大幅改觀，因此在看蜜蜂因為農藥和

極端氣候的影響而大量死亡的影片時，十分難過，覺得真是太可怕了！課程

中，藉由討論，也引導孩子深思平日的習慣中，有哪些是會危害地球環境的，

例如；愛吹冷氣、亂丟垃圾、不做垃圾分類、家中常開車等，這些都直接或

間接影響了地球的氣候，希望孩子反思自己，進而影響家人，能為改善地球

氣候盡一份心力。」 

    學生提到「我覺得蜜蜂很可憐，我們農夫都會噴灑農藥，蜜蜂採到有毒

的花蜜就會死掉。而且現在都有過多的二氧化碳，會讓天氣變得很奇怪，讓

植物的花延後開放或不開放，讓蜜蜂採不到花蜜，就會跟同伴搶食花蜜。所

以農夫必須灑糖粉，讓蜜蜂去採花蜜。所以我們要多種樹，因為樹可以吸二

氧化碳吐出氧氣，降低二氧化碳的含量。」 

8. 奉茶報親恩～續集 

    這年代的學生常不懂得敬老尊賢、缺乏學習念恩、表達感恩，我們認為

食農不應侷限於飲食和農業，更需要的是連結到家庭，關係到親子互動，讓

更多人因此而幸福！ 

    去年學生學會泡茶、簡易奉茶禮儀，然後回家泡茶給家人享用，並說出

對家人的感謝，家長非常感動！過一陣子詢問學生是否還有泡茶、端茶給家

人喝，大部分學生說沒有，表示需要多多練習才能養成習慣，於是今年我們

還想傳遞到家庭，鼓勵學生泡蜜茶(蜂蜜水)給家人享用，以表感謝。考量不是

每位學生家裡都有蜂蜜，所以不強迫泡蜂蜜水，改成任務三選一，可選擇向

家人分享所學內容。 

    一年級老師提到「將學習單帶回去分享時，家長的反應也很好，不管是

分享蜜蜂的點滴，或是泡杯甜甜的蜂蜜水給家人喝，家長們都很感動，也讓

他們更了解蜜蜂對生態的重要性，從而思考如何從自身做起，保育環境，維

護自然生態的美好。」 

    另一位一年級老師提到「最後，透過學習單，學生將在學校所學到的知

識帶回家與家人分享，讓更多人可以重視蜜蜂減少的問題，也喚醒大眾必須

重視周遭生活環境的維護與珍惜大自然所給我們的一切，雖然一個人的力量

很薄弱，但是只要不斷的推廣正確的理念，相信這樣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



孩子成為了整個活動重要的傳遞角色。」 

    多達 47 班自發性實施本課程，約影響 1600 位學生！鼓勵學生及家長上

傳照片到 Facebook「用心飲食救地球」粉絲專頁，累積 30 篇家長貼文(統計

至 109 年 12 月 16 日止)，照片中家長臉上洋溢著幸福快樂！每每看了都非常

感動，這感動會一直延續到學期末。而我們身為環境教育工作坊的一員，也

覺得很榮幸可以做這件有意義的事。 

    二年級家長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中提到「謝謝兒子泡蜂蜜水給媽媽

喝喔！還不斷傳送蜜蜂對人類的重要性的訊息給全家人長知識外，順便將學

到如何分辨蜂蜜真假的方法發揮淋漓盡致，家裡所有的蜂蜜都經過他的嚴格

把關下安全過關了，哈！學以致用啊！」 

    家長覺得很溫暖，孩子泡的最好喝，提到「女兒強忍著止不住的鼻水，

為我細心手泡的蜂蜜水，在這寒冷的冬天注入一股暖流，很好喝喔…謝謝妳

親愛的小天使！」 

 

    還有家長發現家裡的是假蜂蜜，覺得是很棒的

學習體驗，「家裡剛好有罐龍眼蜂蜜，經過外觀及

香味、無泡沫，認定這應該是調和蜂蜜。經過這次

教學懂得如何分辨真偽，是個很棒的學習體驗！」 

 

    家長為孩子的成長感到欣慰，「誰與爭「蜂」—孩子最近自然課寫的一張

學習單，回到家與我分享了如何挑選純蜂蜜，並介紹蜂蜜有哪些成份，分享

蜜蜂對人類的重要性，她說我們不要破壞大自然的環境，出門也要自帶環保

袋，不要用塑膠製品，要愛護地球，地球才不會漸漸暖化，證明孩子長大了，

很有自己的想法與見解，很欣慰！」 

有家長很支持這課程「孩子很認真的介紹要如何挑選蜂蜜，十分專業！接著

又泡了一杯好喝的蜂蜜水，讓媽咪嘴裡、心裡都甜甜的呢！蜜蜂好重要！大

家要愛護環境、讓蜜蜂可以繼續生存下去！感謝老師們用心設計課程、帶孩

子體會環境對人們的影響！#自己的環境自己愛護 #海山環教專業又用心」 



 

學生回家奉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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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家分享學習單內容 

9. 一張學習單呈現課程連貫與完整性 

    以往幾個教學活動可能就有幾張學習單，較為零散。為了工作減量，也

讓親師生都能清楚教學活動設計，設計一張 A3「誰與爭蜂」學習單，串連四

個教學活動，一目了然！感謝工作坊陳銘老師精緻繪圖，再加上共同討論出



來的四大題目，讓學生紀錄所學。實際使用方面，非團隊的教師使用時容易

清楚整體架構；學生很期待後面的活動，也能看著學習單唸給家人聽；家長

也很快看懂學校老師的努力與用心，這是團隊的用心設計！ 

 

 

 

陳銘老師繪圖 環教伙伴共同設計 中高年級版學習單 

   

低年級版學習單 低年級版學習單 

10. 一群環教蜜蜂 嗡嗡嗡 

    工作坊伙伴提到「這個課程從共備到成形，工作坊成員都花費了不少心

思。在備課和思考教案的過程中，也讓自己對蜜蜂生態有更深入的了解，從

中也學到了分辨真假蜂蜜的方法，真是獲益良多。孩子們上完課之後，不但

認識了蜜蜂生態，更了解蜜蜂在人類生活扮演的重要角色，再也不排斥蜜蜂

了。而將學習單帶回去分享時，家長的反應也很好，不管是分享蜜蜂的點滴，

或是泡杯甜甜的蜂蜜水給家人喝，家長們都很感動，也讓他們更了解蜜蜂對

生態的重要性，從而思考如何從自身做起，保育環境，維護自然生態的美好。」 

 



 

 

 

          珍貴的環教伙伴      環境教育工作坊 10 周年 

小蜜蜂 嗡嗡嗡 鮮花叢中奮力勇 

    回顧從 3月初開始，在帶領學生防疫期間，百忙中抽空共備共識，趕在

繳交期限前完成計畫，雖計畫通過，但已 5、6月接近學年結束，無暇進行細

部教案設計，好不容易才擠出暑假一同到農場行前參訪及探究蜜蜂，9月開學

後百忙中撥空細部討論、分組共備，歷經一連串簡報設計、教具準備、公開

授課、修正教案、發布全校實施、結案報告撰寫、經費核銷等，一路走來真

的就像小蜜蜂殷勤工作嗡嗡嗡，很開心的是徜徉在鮮花叢中，猶如蜜蜂採花

蜜、釀花蜜，兩個月壽命短暫卻甜蜜，感恩環境教育工作坊約 20 人的團隊，

分組分工、團隊和合，見縫插針抽出時間共備，彼此包容、相互感恩，共同

成就美好課堂風景，親師生的笑容與回饋也令人感到幸福甜蜜蜜！ 

 

 

 

 

說課-說明課程內容 公開授課-說明注意事項 



 

 

 

公開授課-聞蜂蜜氣味 公開授課-討論真假蜂蜜 

 

 

 

公開授課-觀察記錄學生學習 公開授課-學生撰寫觀察記錄 

 

 

議課-開心討論學生學習狀況 議課-集思廣益修改課程 

 

    一個人走一百步，很快；一百人走一步，走得遠、影響很大。在 100年 9

月成立環境教育工作坊時，一群人懷抱理想、滿腔熱忱，走一步算一步，從

未想過會有 10週年，猶如蜜蜂奮力採集一切美好，只為奉上營養又豐美的饗

宴，留給後代品嘗這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