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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學 

授課教師 周義傑 

申請類別 ■ 設計教育課程（至少 6 小時）□ 基本設計（18 小時）   

課程執行類別 ■ 國民中學   □ 普通型高中   □ 技術型高中   □ 綜合型高中 

授課年級 ■ 國一   □ 國二   □ 國三   □ 高一   □ 高二   □ 高三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 美術班  

課程類型 □ 高一多元選修   □高二加深加廣   □ 其他：＿＿＿＿＿＿＿＿ 

班級數 7 班 學生數 18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獨一無二蜂旅館 

課程主題 

(可複選) 

□ 色彩  □ 質感  □ 比例  ■ 構成  □ 結構  □ 構造 

■ 重大議題： A3.環境(環 J1 了解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承載力的 重要性。)、B15.保育陸域生

態(15.9 於 2020 年前將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價值納入國家與地方規劃、發展進程與脫貧策略中。)  B12.

責任消費及生產。 

課程主題 

其他選填項目 

【A】教育部 108 課綱之 19 項重大議題 

A1.性別平等、A2.人權、A3.環境、A4.海洋、A5.品德、A6.生命、A7.安全、

A8.家庭教育、A9.生涯規劃、A10.資訊、A11.科技、A12.法治、A13.國際教

育、A14.閱讀素養、A15.防災、A16.能源、A17.多元文化、A18.戶外教育、

A19.原住民族教育。 

【B】SDGs 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 

B1.終結貧窮、B2.消除飢餓、B3.健康與福祉、B4.優質教育、B5.性別平權、B6.

淨水及衛生、B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B8.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B9.工業化/創

新及基礎建設、B10.減少不平等、B11.永續城鄉、B12.責任消費及生產、B13.

氣候行動、B14.保育海洋生態、B15.保育陸域生態、B16.和平/正義及健全制

度、B17.多元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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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課程說明 

■ 本人過去沒有施作的課程設計。 

■ 本人了解其他教師沒有相同課程設計。 

□ 參考先前課程，並加入重大議題  

( □ 本人__(請填學期) _課程、□ 《美感行動誌》收錄課程 ) 

■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1. 透過相異材質間的排列組合，培養立體構成的美感。 

2. 藉由人工蜂巢建置，引導學生觀察自然進而開始與自然連結。 

3. 從蜜蜂與人類生存的關係，探討環境變遷帶來的影響。 

一、課綱核心素養 （請勾選符合項目） 

A.自主行動 □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二、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300 字左右）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112-1「來喝杯熱茶吧」免洗杯套設計製作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在七年級視覺藝術課學習過點、線、面的構成原理，運用基本構成元素創作具有美感的

抽象畫面。生活科技課曾操作過手弓鋸、起子、鑽床……等機具，但工具使用純熟度不足，手

做能力較弱。童軍課曾經學過繩結，可利用繩結固定物體。生物課學過「花的觀察」、「開

花植物的有性生殖」、認識植物的繁殖與花粉的傳播方式，了解「蟲媒花」需依賴昆蟲作為

傳粉者。期許學生在課本上學習的知識，透過獨居蜂旅館的設置與觀察，能應用在生活中，

進一步與自然產生更親近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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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概述 

        上課時經常有蜜蜂飛進教室引起騷動，但牠們通常是獨居蜂不會主動攻擊人。反而校園

因植物減少及附近捷運機場興建移除綠地，造成蜜蜂等生物減少，新聞裡也經常報導因人類

活動造成蜂群大量消失，而蜜蜂減少會對地球的生態系與人類產生嚴重的影響。 

        課程從認識校園裡常見的生物引起動機，闡述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生存的重要。再聚焦蜜

蜂與植物繁殖的關聯與其減少對生態的影響，接著引導學生建置人工蜂巢，嘗試增加獨居蜂

在都市中繁衍的可能性。 

        實做課程先以較簡單的竹子入手，熟悉蜂巢製作的基本概念，接著再以木板與壓克力製

作不同形式的蜂巢，最後製作外部結構結合各式蜂巢。完成獨居蜂旅館後，讓學生在校園、

教室或家裡適合的地點設置，每天觀察是否有〝房客〞入住並做記錄，期待能有獨居蜂入

住，於日後的課程進行觀察報告與養蜂心得分享。 

四、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曾經在校園裡發現過哪些吸引你的動物、昆蟲。 

2. 曾經觀察過哪些些動物製造的巢穴，外型與材質有甚麼特色。 

3. 認識獨居蜂種類的多樣性、外觀特徵的差異與習性的不同。 

美感技術 

1. 竹子、木板等材質的裁切與接合。 

2. 運用鐵絲結合材料與固定。 

3. 能利用天然材質組合出具有美感的結構物。 

美感概念 
1. 欣賞天然材質之美。 

2. 認識立體構成的美感。 

其他美感目標 

1. 透過人工蜂巢設置友善自然生物，進而增加對環境的重視與土地的認

同。 

2. 了解人與周遭動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利。(環 J2) 

3. 經由環境美學與自然文學了解自然環境的倫理價值。(環 J3) 

4. 保護、維護及促進陸域及內陸水域生態系統的永續利用。 

    (SDG15 具體目標 15.1) 

5. 利用家具工廠產生的餘料，創造資源再利用的可能性。 

    (SDG12 責任消費及生產) 

五、課程大綱、教學進度   

週次/序 上課日期 課程目標 內容綱要/操作描述 

1 
 2024 

9/9~9/13 

1.認識 SDG15 的

概念，了解生物多

1.介紹 SDG15 保育陸域生態基本概念，並聚

焦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了解人與生物間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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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的重要。 

2.認識社會蜂與獨

居蜂差異及其對人

類生存的重要性。 

3.了解設置人工蜂

巢的意義。 

響的關係。 

2.分析本校周邊有小山丘又鄰近市中心的地理

特殊性，有如「都會中的自然」，校園裡可以

觀察到多樣生物、豐富生態與欣賞自然的美

感。 

3.視覺教室綠美化後，除了營造具有美感氛圍

的學習空間外，更吸引許多生物進駐，教室裡

經常有蜜蜂穿梭，甚至在周邊築巢，透過 PPT

介紹在視覺教室紀錄的黃胸泥胡蜂、切葉蜂與

長腳蜂……等築巢的紀錄。 

4.引導學生實地觀察黃胸泥胡蜂與切葉蜂的蜂

巢，簡介常見獨居蜂的種類，與學生討論在校

園觀察的經驗。 

5.從蜂群減少的新聞報導開始討論，蜜蜂對人

類作物生產的重要性與蜜蜂減少造成糧食短缺

的風險。 

6.說明獨居蜂窩旅館設置的意義與計畫。 

7.欣賞國內外各種獨居蜂巢設置的形式。 

8.展示各種材質製作的獨居蜂巢範例。 

9. 介紹「城市方舟工作室」結合專業知識與工

藝美學將獨居蜂旅館精緻化與商品化，藉此推

廣城市養蜂計畫。 

10. 提醒學生平時可蒐集壞掉的竹掃把柄，或

至校園採集修剪下來的竹子，回收透明塑膠包

裝盒。 

2  9/16~9/20 

1.學習獨居蜂巢設

計的基本原則。 

2.竹製蜂巢製作。 

1.講解獨居蜂旅館設計的基本原則。竹製蜂巢

製作的方法。 

 

2.複習「構成」的美感構面，在竹管蜂巢製作

時能兼顧圓柱造型排列產生的美感。 

3.使用花剪或鋸子將採集的竹子或回收的竹製

掃把柄裁切成 10~26cm 的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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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23~9/27 

1. 認識 SDG12 責

任消費及生產的觀

念。 

2.竹管蜂巢製作。 

1.簡介 SDG12 責任消費及生產，介紹木料回收

相關社群網站，將製作產品的餘料提供給需要

的人再利用。 

     圖為光谷木頭館家具製作產生的餘料分享。 

2. 學生利用鐵絲將竹管綑綁結合，並選擇吊掛

或擺放的設置形式。 

3. 吊掛式：挑選數支已處理好的竹管，用較細

(20#)的鐵絲在竹管前後紮緊，並各留一小段

向上尾端彎成勾狀。 

 

4. 擺放式：挑選數支處理好的竹管，用較粗

(18#)的鐵絲在竹管前後紮緊，並各留一小段

向下。挑選適合的木塊，用鐵釘或大型釘書機

將鐵絲與木塊結合在一起。 

  前視圖 

5. 引導學生選擇適合的地點進行設置，趁天氣

尚暖和的季節設置，增加獨居蜂入住的機會。 

  避免日光直射、淋雨並離地 30cm 以上 

6.完成獨居蜂巢設置後，需貼上獨居蜂窩旅館

計畫標示，並標註班級、負責人與日期，以免

被誤當廢棄物清除。 

4  9/30~10/4 觀察型蜂巢設計 

1.教師講解半透明觀察型蜂巢製作基本原則，

讓學生在沒有鑽孔設備的情況下，仍能自行製

作並兼顧工作時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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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介紹獨居蜂大樓設計注意事項，講解黏

合式木板蜂巢製作的基本原則。 

3. 教師說明材料(木條、薄木板、厚木板、透

明塑膠片…)的使用與製作的方法。 

    前視圖 

4.  學生分 4 人一組討論獨居蜂大樓形式並繪

製設計圖。 

5 10/7~10/11 
觀察型蜂巢製作： 

木條裁切 

1. 依據設計圖將木條用鋸子裁切成 10~15cm

的長度。 

2. 將裁切好的木條前後裁切處稍作打磨去除毛

邊。 

  俯視圖 

6  10/14~10/18 
觀察型蜂巢製作：

底板製作 

1. 將木條排列在三夾板上，用鉛筆輕輕描畫出

底板的大小。 

2. 使用直尺和三角板加強確認底板的垂直與水

平。 

3. 將畫好尺寸的三夾板用鋸子裁切下來。 

4. 將裁切好的木板稍作打磨去除毛邊。 

7   10/21~10/25 

觀察型蜂巢製作： 

完成單層樓板與複

製 

1. 將打磨好的木條排列於底板上，組合成長槽

狀並封閉底部開口，確認無誤後用鉛筆標示記

號。 

2. 將木條塗上鈦棒膠或白膠黏貼於夾板上。 

3. 使用夾具或鐵夾子加壓固定並靜置。 

4. 等膠完全乾燥後即可拆開夾具進行補土與打

磨。 

5. 第一個分層製作完成確認無誤後，即可依成

品複製數個。 

  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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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28~11/01 
觀察型蜂巢製作： 

蜂旅館外框製作 

1. 在每個分層上方裁剪一片透明塑膠片或壓克

力板覆蓋其上。 

前視圖 

2. 把透明塑膠片和木板用環保隨意貼結合，完

成半透明觀察蜂巢分層的製作。 

3. 將每個分層疊起來後，測量製作外框木板的

尺寸。 

  前視圖 

4. 使用 0.8~1.0 cm 的夾板或實木板裁切成外

框所需的大小與數量。 

9 11/04~11/08 
觀察型蜂巢製作： 

蜂旅館外框製作 

1. 將裁切好的木板稍作打磨去除毛邊。 

2. 組員協力用手扶著先組合起來，檢視有沒有

問題，再用鉛筆標示位置、方向，以免組裝錯

誤。 

3. 在木板上塗上鈦棒膠或白膠，調整好接合位

置，使用夾具加壓固定靜置。 

4. 等待黏膠完全乾燥後再拆除夾具，稍作整理

與打磨。 

10 11/11~11/15 

觀察型蜂巢製作： 

背版製作完成獨居

蜂旅館 

1. 使用 0.8~1.0 cm 的夾板或實木板裁切成背

板的大小。 

2. 將裁切好的木板稍作打磨去除毛邊。 

3. 在木板上塗上鈦棒膠或白膠，使用夾具加壓

固定靜置。 

4. 等膠完全乾燥後即可拆開進行補土與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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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視圖 
                                                           

5.教師講解蜂箱設置重點，引導學生於合適的

地點設置蜂箱。 

註：蜂箱設置避免日光直射、淋雨、晃動，環境勿過於

潮濕並離地面 30cm 以上……等。 

11  11/18~11/22 觀察記錄與報告 

1.統計並分析各組獨居蜂巢入住狀況( 泥土或

樹葉封口 )。 

   
 圖為設置於視覺教室走廊的竹管蜂巢 2024.05.14 入住紀錄。築巢狀

況良好時可以適度小心剖開竹管觀察，記錄完之後妥善安置等待獨居

蜂羽化。 ( 竹管長 17cm、內徑 0.3cm  ) 

2.學生分組進行觀察報告與養蜂心得分享。 

3.教師彙整所有觀察記錄，總結說明獨居蜂在

都會中生存與繁殖的狀態。 

註：學期中隨時關心獨居蜂旅館入住情形，若入住狀況

不佳，可將此課程延後至下學期進行，或以此分析、說

明目前校園環境的生態狀況。 

六、預期成果 

 1.能感受天然材質的美，透過構成美感概念組織材料，創造兼具功能與美感的蜂旅館。 

2.能瞭解環境教育的重要，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12 與 SDG15。 

3.能認識獨居蜂在自然生態中的重要性，試著接受並觀察這些可愛的小生物。 

4.能與同儕合作完成獨居蜂旅館製作，共同學習、觀察、研究與紀錄，最後將養蜂的歷程與

心情和大家分享。 

5. 藉由獨居蜂照顧歷程開啟學生與自然的聯結，培養對自然環境的關懷與重視。 

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1. 城市方舟工作室，《城市養蜂是 Bee 要的：打造我家的獨居蜂旅館》台北市： 紅樹林，2020 

2. 古進欽、李潛龍、 林秋玫著，《油羅野蜂狂：獨居蜂的秘密生活》台北市：書林出版，2022 

3. InfoVisual 研究所著，童小芳譯，《生物多樣性》台北市：台灣東販，2023 

4. 何昕家主編，《SDGs 最實用課程設計》台北市：新自然主義，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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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學資源 

1.中華民國第 59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030322-獨居蜂 hostel？-獨居蜂人工巢室最佳化 

 https://twsf.ntsec.gov.tw/activity/race-1/59/pdf/NPHSF2019-030322.pdf 

2.Pyupack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許恆章、楊慕儀、鄭宇 

 https://flipermag.com/artwork/pyupack 

3.永續農村─營造友善野蜂棲地之行動苗栗縣大山國民小學 

    https://tw100-2023.cwgv.org.tw/contents/results_demo?id=26 

4.臉書社團：回收木料及資源再利用、棧板好好玩 

5.「城市養蜂是 Bee 要的」https://comebacktobee.weebly.com/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課程大綱、教學進度已依實際授課進度與內容，全部重新調整與修正。 

二、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介紹 SDG15 的概念，簡介十多年來校園生態的轉變，認識獨居蜂與社會蜂的差異並了解獨

居蜂的習性，了解蜜蜂對人類生存的重要性。 

2. 教師和學生討論平時在校園裡遇到蜜蜂的經驗，引導學生觀看黃胸泥壺蜂於視覺專科教室所築的

蜂巢。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蜜蜂的生存和我的生活有甚麼關係。 
 

https://twsf.ntsec.gov.tw/activity/race-1/59/pdf/NPHSF2019-0303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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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整理竹子：用花剪去除竹子多餘的細枝，清除竹節上的突出物。 

2. 每段竹子的尾端保留一個竹節，用花剪將竹子裁成每段大約 10~26cm 之間的長度，竹子

孔徑 0.3~1.2cm 之間比較適合。 

3. 太粗、太硬的竹子以萬向虎鉗夾住，使用鋸子裁切。 

4. 裁切處用砂紙略為打磨，不會刮傷皮膚的程度即可。 

5. 無竹節的竹管可用泥土加漿糊或白膠調成泥狀封口。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竹管的孔徑、長度與數量對獨居蜂的入住率有何影響，在整體造型美感的呈現上如何取

捨。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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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小組討論選擇吊掛或擺放的獨居蜂巢形式。 

2. 吊掛式：挑選數支處理好的竹管，用較細(20#)的鐵絲在竹管前後紮緊，並各留一小段向

上尾端彎成勾狀，以便掛於窗台上。 

3. 擺放式：挑選數支處理好的竹管，用較粗(18#)的鐵絲在竹管前後紮緊，並各留一小段向

下。挑選適合的木塊，用鐵釘或大型釘書機將鐵絲與木塊結合在一起。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吊掛或擺放的形式各有甚麼優缺點，設置的位置和環境的配合在美感呈現上有何不同。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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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展示獨居蜂大樓基本樣式與變化的可能性，並解說基本設計原則。 

2. 教師說明材料(木條、薄木板、厚木板、透明塑膠片…)使用與製作方法。 

3. 教師介紹獨居蜂大樓設計注意事項。( 開口 0.3~1.2cm，深度 10 ~ 15cm ) 

4. 學生分 4 人一組討論獨居蜂大樓形式並繪製設計圖。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充分瞭解獨居蜂巢設計的基本條件，尋找合適的材質，結合可觀察蜂巢內狀態的需求，

設計成活動式、能觀察蜂巢內部，又能維持平時不透光條件的蜂巢。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依據設計圖將木條用鋸子裁切成預定的長度與數量。 

2. 將裁切好的木條前後端稍作打磨去除毛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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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製作流程如何安排，組員如何分工，才能在課堂時間內有效率的完成工作。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木條排列在三夾板上，用鉛筆輕輕描畫出底板的大小。 

2. 使用直尺和三角板加強確認底板四個角的垂直。 

3. 將畫好尺寸的三夾板用鋸子裁切下來。 

4. 將裁切好的木板稍作打磨去除毛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木條數量會影響蜂巢寬度，在長度已經確定下，長寬比例(與高度)是否影響造型的美感。 

2. 製作流程如何安排，組員如何分工，才能有效率的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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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裁切打磨好的木條排列於底板上確認無誤。 

2. 在木條上塗上鈦棒膠或白膠黏貼於夾板上。 

3. 使用夾具或鐵夾子加壓固定靜置。 

4. 等膠完全乾燥後即可拆開進行補土與打磨。 

5. 第一個分層製作完成確認無誤後即可複製數個。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木條組合需預排、塗膠、對準位置接合、加壓固定……，如何分工合作完成木條的黏合

與固定。 

2. 組合時已經準備好的材料如何透過有效的安排，讓作品有更完美的呈現。例：鋸歪的朝

向裡面，長短不齊的木條統一對齊外面，看不到的內側再用補土修補。 

 

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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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在每個分層上裁剪一片透明塑膠片覆蓋其上。 

2. 將每個分層疊起來測量外框大小。 

3. 使用 0.8~1.0 cm 的夾板或實木板裁切成外框所需大小與數量。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選擇厚一點或薄一點的木板、直向木紋與橫向木紋，在結構的穩定與造型的美感上各有

何優缺點。 

2. 透明片可以用甚麼方式與木板結合。例：訪間商品多用螺絲固定，可以很穩固，但拆卸

時需要工具，可用環保隨意貼固定，操作方式容易亦方便拆卸。 

 

課堂 9 

A 課程實施照片： 

                     

          
 

1. 將裁切好的木板稍作打磨去除毛邊。 

2. 組員協力用手扶著先組合起來，最後檢視有沒有問題，再用鉛筆標示位置、方向，以免

組裝錯誤。 

3. 在木板上塗上鈦棒膠或白膠，調整好接合位置，使用夾具加壓固定靜置。 

4. 等待黏膠完全乾燥後再拆除夾具，稍作打磨整理。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外框用木板或瓦楞紙板製作有何優缺點？哪一種比較堅固、耐候，哪一種比較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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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0 

A 課程實施照片： 

                     

          
 

1. 使用 0.8~1.0 cm 的夾板或實木板裁切成背板的大小。 

2. 將裁切好的木板稍作打磨去除毛邊。 

3. 在木板上塗上鈦棒膠或白膠，使用夾具加壓固定靜置。 

4. 等膠完全乾燥後即可拆開進行補土與打磨。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背板藏於外框中與底板露在外面，哪一種比較好製作，哪一種外觀比較好看。 

 

課堂 11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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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發表這段時間觀察的心得。 

2. 教師分享於美感溫室觀察的經驗。 

3. 教師展示以築巢的獨居蜂旅館，並展示蜂巢內的狀況讓學生觀察。 

4. 學生於討論完後書寫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獨居蜂進駐數量和設置環境的生態有何關聯。 

2. 當透過人為介入增加某個物種的數量時，是否也會造成其他生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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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學生對於手作有很高的興趣，但普遍木工能力與操作經驗不足，教師需要很有耐心的

隨時協助解決學生遇到的困難，同時也要適時的引導其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2. 校園內若無修剪下來的竹子，可回收壞掉的竹製掃具加以利用，尤以擦窗戶的長竹竿

最適合，也可以購買蒲草吸管或小麥桿，於尾端塞入調過漿糊或白膠的泥土團替代。 

3. 木工製作需耗費許多時間，學生製作的進度很緩慢，作品完成時天氣已經變冷，蜂群

的出沒逐漸減少，待下學期天氣回暖後，再請學生繼續設置。未來此課程宜安排在下學

期進行，在製作與觀察的連結上會更加順暢。 

4. 此課程蜜蜂與植物的關係可與生物課配合，木工製作階段可以與生科搭配，若能夠跨

域整合可以成為學校的特色課程。 

5. 學生於教室設置的獨居蜂巢入住率不高，與距離 50 公尺的視覺教室差距極大。或許

是學生教室普遍缺少植栽與開花植物，而學生的蜂巢入住率較佳的是設置在家裡有種植

許多植物的環境。顯見適度的綠化可以吸引更多昆蟲造訪，營造多樣性的生態。可以請

學生在校園採集大花咸豐草等蜜源植物種植，以吸引更多獨居蜂造訪。 

6. 獨居蜂巢並無一定的材料與形式，教師充分掌握製作原則後可以適時調整材料或製作

方法。例如木工較弱的組別，外框改採瓦楞紙或厚紙板製作，可以降低難度與減少製作

時間。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獨居蜂的城市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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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掛式竹管風巢                                                  擺放式竹管風巢 

          

     

    蜂巢內層 ─ 封閉型&觀察型                                                        蜂巢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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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作品：獨居蜂大樓 

        

        

 

     赭黃原喙蜾蠃                                    擬小突切葉蜂           切葉蜂巢 

          

 

將獨居蜂生態的活動推廣至學校附設的幼兒園與幼兒園主任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