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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國自然教育家約瑟夫、柯內爾 (Joseph Cornell) 在領導戶

外教學多年後，所歸納創作的一套戶外教育、體驗設計理論，

此學習法分為四個階段，而《小小大森林》的課程單元分別連

結四個階段。

流水學習法

Step 

1

喚醒熱忱

烏鴉與貓頭鷹 P.57

學習興趣有賴熱忱， 而人若沒有經過自然體驗，通常對自然環境較陌
生，所以第一階段的活動，多是比較活潑﹑熱鬧又易激起人們熱忱的設
計與操作為佳，作為自然體驗旅程開端。

Step 

2

集中注意力

森林尋寶 P.61

增強了對活動的興趣後，便可進入集中注意力階段，學習接收需要專心，
此階段便嘗試讓學員進入較專注寧靜的氣氛中，例如：使用不同的知覺
遊戲，讓身體的不同感官帶領人們從熱忱進入精神的另一層次中。

Step 

3

直接體驗

矇眼探索 P.64

直接體驗是四個階段中，人與自然最緊密溝通，直接與自然交流力量更
強的部份。經過集中注意力的階段後，人的感官漸次開放，心靈頻度越
加敏銳，我們可以在直接體驗的階段中，進一步感受自我內在與自然精
神的相連結。

Step 

4 新詩創作 P.68

分享啟示可安排學員彼此間的分享時間，又或是教學者的深入分享。學
員之間因共同經歷了不同自然活動，個別又有不同的體驗經歷，此時如
果能讓彼此在自然中的感受分享交流，則經驗不單可相互啟發，整個旅
程亦可畫上完美句號。

教學者亦可把握此時學員的開放交流狀態的，分享想傳達的訊息，可以
是說故事 ( 各自然保育家、哲人、或身邊愛自然的奇人奇事等 )、頌詩、
唱歌等，學習及吸收能力更佳。

分享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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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能
《怎樣觀察一棵樹》的作著南茜女士說 : 珍愛樹木、守護

自然的前提是觀察。而生活中熟悉樹木們長什麼樣子呢 ? 

讓我們用博物學的眼光仔細觀察，透過樹形、樹皮與樹葉

開啟我們對於樹木的想像，用心感受生活周遭的不平凡。

樹木觀察重點

樹
不同種樹木會有其生長
特性，導致樹形不同，
包括：柱狀形、圓錐形、
尖頭形、冠形、卵形、
杯 形、 頭 形、 不 規 則
形、垂枝形、匍匐形、
懸吊下垂形（藤本）。

每一種植物都擁有獨特
的葉片，如同名片，足
以表示自己的身分。有
些樹葉的輪廓形態紋路
十分特別，容易教人一
眼就認出。

樹葉
葉形

圓錐形 尖頭形

冠形柱狀形

頭形

垂枝形

不規則形

懸吊下垂形匍匐狀

鑿形 掌狀葉 盾狀葉

匙形

圓形 心形 菱形 戟形 腎形 扇形三角形

卵形杯形

針形 線形 橢圓形 批針形 倒批針形 卵形 倒卵形

．臺灣杉

．楊柳

．榕樹、樟樹

．光蠟樹
  ．臺灣欒樹

尖頭形．

垂枝形．

冠形．

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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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片的表面性質稱為葉質，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葉質

平滑．
葉面光滑無毛

粗糙．
葉面有粗糙之觸感

革質．
葉片厚呈皮革狀             

紙質．
葉片較薄如紙一般

．樟樹

．構樹

．印度橡膠樹

．烏臼

樹皮是植物最外層的部分，猶如人的皮膚，樹皮的存在對於樹木有著重要的保護力，有些樹種的形成
層非常發達，如白千層，因此樹皮可以大量剝落；而桑科榕屬的樹種增生較慢，因此樹皮偏光滑。樹
皮的型態因遺傳、樹齡、生長速度、生長環境等而有不同的樣貌，包括：樹皮的分裂情形、剝落形狀，
以及樹皮色澤等等，都是樹木觀察與辨識的重點。舉例而言，臺灣原生種楓香與樟樹的樹幹呈現深溝
縱裂紋，構樹的樹幹則呈淺縱裂紋。

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樹皮

外表皮
樹木最外部的死組織，
由角質化的細胞組成。

周皮
是韌皮部和外表皮之間
的部分，包括木栓層、
木栓形成層和栓內層的
總稱，周皮形成後，表
皮即脫落。

木栓層
樹皮外層的主要成分，
能 防 止 水 分 和 氣 體 通
過，對樹幹有保護作用。

木栓形成層
通常只有一層或兩
層細胞，是分生組
織，向外生長成木
栓層，向內形成栓
內層。

栓內層
其細胞常含葉綠體，
又稱為「綠皮層」。

韌皮部
位於木質部和周皮
之間，是樹木內部
輸送營養的部分。

外內

．構樹

．樟樹

．楊桃

．落羽杉

．木棉

．大葉楠

．大王椰子

．白千層

淺縱裂．

深縱裂．

龜裂．             

片狀．

錐狀．

光滑．

環狀．

其他．

葉片中含有：花青素、葉黃素、胡蘿蔔素和葉綠素。

有些新長出來的葉片因為葉綠素尚未成熟，會先呈現出花青素、葉黃素或胡蘿蔔素等顏色。

有些樹在落葉之前，因為細胞停止工作，葉綠素逐漸被分解掉，呈現出紅色或黃色。有些樹會隨著溫度
的變化，葉綠素逐漸被取代，使葉片顯現出各種繽紛亮麗的色彩。舉例而言 :

顏色

味道是很特別的記憶形式，校園中有許多特殊味道的植物，讓學員透過嗅覺認識植物。

可選擇葉子：迷迭香、樟樹（需搓揉）、肉桂（需搓揉）、九層塔、野薑花（需搓揉）。

可選擇花朵：月橘、桂花、阿勃勒、白玉蘭。

氣味（搓揉前，請先確認該植物是否為有毒植物）

〈一〉全樹綠葉變黃

主要原因：受低溫的影響使葉綠素提前分解。

現象：綠葉轉黃。

植物種類：以落葉樹為主，例如木棉樹、櫻花。

〈三〉葉子變紅色

主要原因：氣溫低使葉綠素分解，讓存在葉內
的澱粉轉化為花青素。

現象：顯現出紅色。

植物種類：楓葉、烏臼、茄冬。

〈四〉嫩葉會呈淡紅色

主要原因：春天時葉子裡的葉綠體尚未成熟。

現象：嫩葉會呈現出淡紅色。

植物種類：紅楠、香楠、大葉桉。

葉之表皮毛．
具有光澤的長毛為『絹毛』
具軟毛為『軟毛』
毛直立剛硬為『剛毛』
毛強硬如刺為『刺毛』
毛軟而短且密生為『絨毛』
毛纖細為『細毛』
長軟毛之毛叢為『鬚毛』
毛狀如星之光芒為『星狀毛』
毛的頂端圓頭狀，能分泌醚油為『腺毛』

．構樹

葉緣

全緣 毛緣波浪狀重鋸齒緣鋸齒緣 淺裂狀 深裂狀

葉面上的紋路，是植物運送水分和養分的通道葉脈

平行脈 羽狀脈 網狀脈 掌狀脈 三出脈 放射狀脈 圍緣脈

〈二〉老葉變黃

主要原因：葉綠素老化。

現象：老葉會變黃。

植物種類：以常綠樹為主，例如榕樹、樟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