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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旨趣 
1.手機已成為現代人重要的科技產品，學生很早學會使用手機，常常被遊戲吸

引，影響學習與視力的發展。 
2.手機比光學顯微鏡輕，好攜帶，不用使用外接電源，容易操作，可隨時觀察

拍照記錄，拍照紀錄後，可將標本放回原處，不需採樣回研究室觀察，
且手機具有強大的功能包括照相與攝影功能，並可立即紀錄影像檔案，
與傳遞訊息。 

3.讓「科技成為學生學習的助力，不是阻力」，應用手機強大的照相與攝影功
能，配合高雄市特有的元素與特色，設計可使用手機觀察、紀錄、比較
與討論學習活動，促進學生發展⾃主學習的能力。 

 

二、實驗器材： 
手機、手機顯微攝影架、顯微攝影鏡頭、载玻片、蓋波片、標本瓶、行動
電源、延長線、標本（木棉花棉絮、旗津海沙、蓮池潭池水、PM2.5 過濾
棉、塑膠微粒、後勁溪溪水等） 

 
三、活動過程 

活動一、微觀高雄 

利用手機顯微攝影，讓學生觀察具有高雄特色或元素的標本（木棉花花粉、

旗津海沙、蓮池潭池水、燕巢泥火山的火山泥、旗山香蕉皮、美濃花布），

放大50倍後的型態，與記憶中的型態的相同與不相同的地方。 

例如 

中正路上的木棉花與棉絮 木棉花棉絮種子放大圖 

  

圖片來源：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

s/1306502 

 

活動二、高雄變與不變 

讓學生觀察高雄特色或元素的標本（木棉花棉絮、旗津海沙、蓮池潭池水、

燕巢泥火山的火山泥、旗山香蕉皮、美濃花布、楠梓PM2.5過濾棉、旗津

海灘過濾出的塑膠微粒、後勁溪的溪水等）後，試著猜測出是哪一種標本，

並回答在2040年時，那些元素希望繼續存在在高雄，那些元素不要在高雄

出現。 

參考題目 

希望可以繼續出現 不要出現了，謝謝。 

棉花棉絮 

旗津海沙 

蓮池潭池水 

燕巢泥火山的火山泥 

旗山香蕉皮 

美濃花布 

楠梓PM2.5過濾棉 

旗津海灘過濾出的塑膠微粒 

後勁溪的溪水 

 

 

四、原理探討 
活動一、微觀高雄 

多數的手機的鏡頭已具有放大功能，如搭配凸透鏡可增加放大倍數，例如

手機的放大倍率是10倍，凸透鏡的放大倍數是5倍，那手機加裝凸透鏡的放

大倍數為50倍，可用於觀察螞蟻或食鹽大小的生物或物質。 

凸透鏡因實物位置在會產生正立放大虛像，故觀察到的影像為正立放大的

螢幕影像，學生可直接拍攝影像，將檔案留存於手機中。 

 

活動二、高雄變與不變 

高雄市長期發展工業，為促進經濟發展，高雄市成為工業重鎮，造成的後

遺症包含PM2.5污染前幾名，都在高雄；高雄楠梓為加工出口區鄰近後勁

溪，後勁溪受汙染的消息時有所聞；塑膠微粒排放到海洋，還會把大海中

的毒性物質（包括重金屬與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吸附濃縮在微粒上，透過

浮游生物等的誤食而進入食物鏈，嚴重影響環境與人類健康。 

傳遞永續的概念，讓學生思考經濟發展問題和環境問題無法分割，為了經

濟發展損害生物環境及資源，但環境的惡化也影響經濟發展。為了改善地

球環境，並為2040年的人類的找到適宜的發展方向，永續發展可能環境與

經濟兩難困境中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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