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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淡水生態教室
公民科學調查 (河溪組)

資助機構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活動目的 • 帶領學生認識南大嶼重要的淡水河溪生態
• 提升學生對南大嶼淡水生境及生物多樣性的認識及興趣
• 了解南大嶼淡水生態面臨的威脅及保育議題，加強相關保育意識
• 增加南大嶼生態基線資料，為保育南大嶼作貢獻

環保基金 「蟲」新發現南大嶼
ECF Discovering South Lantau Invertebrates

「環保基金 『蟲』新發現南大嶼」 是一個由環境及自然保育
基金及環境運動委員會資助的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
以昆蟲及無脊椎生物為主軸，並分為大嶼淡水生態教室、
大嶼社區昆蟲及無脊椎類大搜查、以及環保基金 「蟲」新
發現南大嶼成果發佈日暨閉幕典禮三大部分。

「大嶼淡水生態教室 ‒ 公民科學調查 (河溪組)」由本地
淡水生態專家及種子導師帶領，學生可學習及體驗如何
進行科學調查，從而了解南大嶼的淡水河溪及生物多樣性、
其所面臨的威脅、以及相關保育議題。除了提升學生對
淡水生境及生物多樣性的認識、興趣、以及保育意識之外，
學生搜集到的數據更可增加南大嶼生態基線資料，提升
大眾對大嶼淡水生物多樣性及保育的認知，直接為保育
南大嶼作貢獻。

現正接受中學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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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吸引之處

活動流程

• 由本地淡水生態專家及接受了超過35小時「大嶼淡水生態教室 ‒ 大專生導師培訓」的大專生
          種子導師帶領，學習本地生態及生物多樣性
• 透過親身走進大自然進行實地考察，可拉近學生與本地生態的距離，加強他們對大自然的
          歸屬感
• 透過直接接觸和觀察，可增加學生的投入感，並對學習帶來正面影響
• 學習及體驗如何進行科學調查，加強他們的科學思維
• 活動內容緊扣高中課程，兩者相輔相成，有助學生理解 於課堂上學到的知識

東涌集合

到達調查地點 (大澳/貝澳)

公民科學調查流程簡介及教學

量度及紀錄物理參數

調查地點 (大澳/貝澳) 簡介

河溪無脊椎生物觀察

使用顯微鏡觀察及紀錄

活動總結

東涌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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