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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教案 

教案主題 會呼吸的材料 

適用年級 國小中年級 

教學人數 30人（1 個班級為單位），可以分 4-6 組，操作實體教具 

授課人數 教學志工 1位或導師 1位 

授課時間 40分鐘（1堂課為單位） 

教學目標 

1. 木頭材料的介紹 

2. 不同木材質的體驗 

3. 台灣珍貴木材 (針五木、闊五木)  

所需教材 行動教具箱：會呼吸的材料 

操作流程 

課程 內容 時間 

開場暖身 

1. 和學生問好，並簡單自我介紹。 (讓學生認識老師，可以拉近彼

此距離。) 

2. 師問生：知道今天上課的內容嗎？ (引起學生的上課興趣) 

3. 師問生：大溪有座木藝生態博物館(壹號館)，大家有沒有去過

啊？(順道幫木博打知名度)  

裡面和一般的家庭(你家)有什麼不一樣呢？有沒有聞到特別的

味道啊? 

 

學生回答：有喔～站在外面就有很濃的香味，不知道是什麼味

道；進去裡面看到好多木頭做的東西，很漂亮，很有日本的感覺。

(藉機告知學生：教具箱來自我們的博物館-木藝生態博物館，並

慢慢將主題帶到木頭上面。) 

5 分鐘 

正式課程 

活動一： 

1. 引起動機：先啟動展示箱-透過視覺觀察展示箱內的針五木、闊

5木，再詳細介紹樹的分類（台灣珍貴樹例）- 10種台灣珍貴木

材。 

 闊葉林：台灣闊 5 木-台灣櫸、台灣烏心石、牛樟、樟樹、台

灣擦樹(闊葉木-生長在中低海拔、質地硬、有氣孔、顏色深、

重) 

 針葉林：台灣針 5 木: 檜木(紅檜及扁柏)、台灣杉、香杉、

台灣肖楠、台灣紅豆杉(針葉木-生長在高海拔、質地較軟、

顏色淺、輕) 

2. 再說明樹木的成長條件：陽光、水、空氣（植物行光合作用-需

要 CO2釋放 O2與動物之呼吸需求-吸入 O2，呼出 CO2，互補 CO2 

 O2）及生長特性：一次生長（長高-芽）、二次生長（長胖-

形成層，運用身體的感知聽覺、視覺、觸覺及嗅覺來體驗木材鑑

定的面面觀。 

 

活動二： 

20-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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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動探索箱，先說明樹的形態： 

（1）外形式：樹皮 

（2）內結構：木質部、形成層、韌皮部 

（3）橫斷面：年輪 

（4）縱斷面：紋路（順紋、逆紋、… ） 

2. 木材依不同的切法會產生不同的紋路： 

（1）橫切：同心圓 

（2）斜切：橢圓 

（3）縱切：山形 

3. 展示教具，並請學生上前觀察、觸摸；或是以提問的方式，請學

生猜猜三種不同的切法，產生的紋路為何？並請學生上台畫出

他們的答案。) 

4. 提問：怎樣挑選好木材？ 

利用課桌上的節；教具箱內的樟樹樹幹，讓學生認識樹木生病

後的痕跡 (木材的缺點)，並且了解：缺點愈少的木材，適才適

用的木材就是好木材。 

互動操作 

體驗活動： 

邀請同學出來（可依一列為一個單位），觀察木材樣貌，特性如木材

的顏色與味道： 

 觸感（摸-質感、溫度、… ） 

 嗅覺（聞-樟木、台檜） 

 木頭的重量(比重-沉水)操作互動 

1. 活動一：觀察木材，將教具箱內的木材、木塊(針 5 木、闊 5木

拿出來，讓學生實地觸摸不同種類的木材，去感覺其中的異

同。 

2. 活動二：比比看誰最重? (或是比比看誰最輕?) 

拿出水盆、5種闊葉木、5種針葉木木塊，請 2位學生分別挑

出 1個他認為最重(或是最輕)的木塊，放入水中，比比看誰的

木塊會沉的比較深(或比較淺)，讓學生實地了解不同木材的重

量會不一樣。 

10 分鐘 

教具箱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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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呼吸的材料」教具箱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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