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濕地公園
學校自助參觀專案–
「紅樹林探秘」

© 香港濕地公園此資料冊只供學校
作教育用途（2022.12 版本）



注意事項

教師可於安排活動前到本公園網頁的「最新消息」
獲取紅樹林浮橋最新的開放資訊：
https://www.wetlandpark.gov.hk/tc/whatsnew

https://www.wetlandpark.gov.hk/tc/whatsnew


「香港濕地公園 - 紅樹林探秘」

1. 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生

2. 推行模式：全班及分組活動(每組4人)

3. 教學時間：165分鐘

 參觀前課堂活動(30分鐘)

 「香港濕地公園 - 紅樹林探秘」參觀活動(120分鐘)

 參觀後鞏固活動(15分鐘)

4. 建議參觀月份：4月至10月



「香港濕地公園 - 紅樹林探秘」

5. 學習範疇：小學常識科#

# 

#

年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常識科
課程單元

動物和植物
• 動植物的生長環境及互相依
存的關係

• 植物的生長環境

到公園去
• 公園的動植物
• 愛護公園

郊遊樂
• 遵守規則，保護環境

環保生活
• 自然環境對生活的影響
• 保護環境與節省資源的方法

我愛大自然
• 大自然的面貌
• 香港常見的動植物
• 愛護及保育大自然

年級 小四 小五 小六

常識科
課程單元

生活在地球
• 人類和生物在不同氣候地區
的生活

生命的接棒
• 生物的多樣性與分類
• 生物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
和影響

資源的泉源
• 防止污染，善用資源

水
• 水的用途
• 珍惜水資源

適者生存
• 生物形態和功能對環境的適應
• 人類活動對大自然的影響
• 善用資源及實踐綠色生活

# 配合課程根據教育局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17 年）



「香港濕地公園 - 紅樹林探秘」

6. 活動簡介：

 在活動中，學生能夠學習濕地及紅樹林的基本概念，
並透過參觀紅樹林了解生活在其中的動植物的特徵
及適應機制，從而培養保護大自然環境的心態。

7. 學習目標：

 認識濕地的定義及紅樹林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濕地

 認識紅樹林的生態環境及生物多樣性

 觀察彈塗魚和招潮蟹及認識牠們的習性



「香港濕地公園 - 紅樹林探秘」

教學程序

活動 時間 課堂/活動大綱 教學活動及參觀

參觀前課堂活動 30分鐘 • 認識濕地的概念、種類
及功用

• 認識紅樹林

• 「甚麼是濕地?」

「濕地公園 -
紅樹林探秘」參
觀活動

120分鐘 • 認識紅樹林的生態價值
• 認識彈塗魚和招潮蟹及
牠們的習性

• 認識紅樹林適應環境的
特徵

• 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紅樹林浮橋

參觀後鞏固活動 15分鐘 • 鞏固學生對招潮蟹的認
識

• 訓練學生的手眼協調

• 摺摺招潮蟹



參觀前課堂活動



參觀前課堂活動 (30分鐘)

「甚麼是濕地?」

學習重點及目標 課堂活動 地點 參考資料

• 引起動機
• 認識濕地的概
念、種類及功
用

甚麼是濕地?
• 先引導學生說出他們心目中濕地是甚麼模樣。
• 利用工作紙1或剪出工作紙1上的圖片，分組請
同學分辨甚麼是濕地?

• 教師說出答案，並介紹濕地的定義及功用
• 可帶出將會實地考察其中一種濕地：紅樹林
• 可要求學生於網上搜隻有關紅樹林的資料。

學校課室 • 香港濕地公園
資料頁第二號 –
濕地的功用

• 紅樹林探秘工
作紙1



甚麼是濕地?

 濕地泛指水與陸地相匯之處，約佔全球土地面積的6%

 拉姆薩爾公約提到：濕地泛指沼澤、泥沼與泥炭沼地帶，

當中的水體可以是:

 也包括退潮時水深不超過六米的海域

暫時性

濕地

靜止的 流動的

永久性

鹹水
鹹淡水

淡水

天然的

人工建造的



香港濕地的例子

 海洋：海岸、珊瑚群落

 河口：潮間帶泥灘、紅樹林

 河流：溪流

 沼澤：淡水沼澤

 人工濕地：魚塘、蝦塘、濕耕地、水庫、池塘



濕地的功用

 儲水

 過濾

 庇護

- 超過10萬淡水動物品種的家 *

 供給

- 超過6.6億人口依賴濕地為生 *

* 來源: http://www.ramsa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library/factsheet1_why_should_i_care_0.pdf 



甚麼是紅樹林?
 一種潮間帶濕地生態系統

 分布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的隱蔽海岸

 常受到潮水和河水的沖刷

 孕育豐富和獨特的動植物群落



「香港濕地公園 - 紅樹林探秘」參觀活動



香港濕地公園 建議參觀路線

訪客中心

紅樹林浮橋



「紅樹林探秘」參觀活動 (120分鐘)

「紅樹林探秘」

學習重點及目標 參觀活動 地點 參考資料

• 引起動機
• 認識紅樹林的
生態價值

• 認識彈塗魚和
招潮蟹及牠們
的習性

• 認識紅樹林適
應環境的特徵

「紅樹林探秘」
• 先與學生重溫課室的學習內容﹕「甚麼是濕
地?」

• 指出參觀活動的目的﹕實地考察其中一種濕地
- 紅樹林

• 教師事前準備﹕了解紅樹林的資料(根據此教
案及所提供的參考資料)

• 透過提問、讓學生觀察和觸摸紅樹林，教師介
紹紅樹林的生態價值、適應環境的特徵及生活
在紅樹林的動物的習性

• 請同學分組完成工作紙2，分組滙報結果，教
師總結參觀活觀的學習內容，帶出如何在日常
生活保育濕地的訊息。

香港濕地
公園紅樹
林浮橋

• 香港濕地公園
資料頁第十號 –
紅樹林群落

• 「紅樹林知多
少」小冊子

• 紅樹林探秘工
作紙2



紅樹林簡介資料

紅樹林是一種獨特的濕地，一般生長在河口，即
河流、海與陸地交接的地方。

紅樹一般在鹹淡水交界的潮間帶生長，聚生成為
紅樹林，主要分佈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紅樹為魚類及水生動物提供食物及居所。

在紅樹林居住著很多動物，其中以招潮蟹及彈塗
魚較有趣和易觀察，因為牠們們喜歡在潮退時出
來覓食。

參考資料﹕

1. 香港濕地公園資料頁第十號 – 紅樹林群落

2. 「紅樹林知多少」小冊子



紅樹林的生態價值

樹冠及樹幹

 提供棲息地方

 樹葉

 提供食物

 樹根

 提供庇護及孕育場所



紅樹林浮橋建議講解重點

1. 橋頭：紅樹林的生物多樣性

2. 橋上：招潮蟹與彈塗魚–生活習性篇

3. 橋尾：紅樹的適應能力(適合五至六年級學生)

1 2 3



地點一：紅樹林的生物多樣性

你能在這裡找到什麼生物呢?

!

!



紅樹林的生態(食物鏈)

植物碎屑

浮游生物

相手蟹

招潮蟹彈塗魚

螺 白胸苦惡鳥

小白鷺



地點二：招潮蟹

1. 是不是所有招
潮蟹也有大螯呢?

2. 我叫招潮蟹。
為什麼我會有這
樣的名字呢?

4. 我經常挖洞，
洞穴有什麼用途?

3. 我的大螯和小螯
分別有什麼作用?



答案:

1. 不是。只有雄性的招潮蟹有大螯，雌性則有兩隻細
螯。

2. 因為招潮蟹喜歡在潮退時出來覓食，而雄性招潮蟹
在求偶或遇敵時會揮動它的大螯，動作像把潮水招
來，所以被稱為「招潮蟹」。

3. 雄性的大螯是用來守衛家園和吸引異性，而細螯是
用來覓食。

4. 洞穴是招潮蟹在潮漲或遇到敵人時躲避的地方，亦
是牠們繁殖產卵的地方。



地點二：彈塗魚

1. 我入水能游，
出水能跳。我究竟
是魚類還是兩棲類?

2. 為什麼我可以
在陸地上呼吸?

3.我在什麼時候
才會跳躍? 4. 為什麼我的眼

睛生長在頭頂上?



答案:

1. 彈塗魚是魚類，非兩棲類。因為彈塗魚用鰓呼吸，
也有一般魚類擁有的魚鱗、魚鰭、魚尾等特徵。

2. 因為彈塗魚的腮有腔室，可以短暫儲存水分或氣
體在陸地上用作呼吸，正如我們也可屏氣短暫留
在水底一樣。另外，濕潤的皮膚也可以幫助牠在
陸地上呼吸。

3. 彈塗魚為了驅趕入侵者，或在繁殖期時吸引異性
都會跳躍。

4. 彈塗魚的眼睛生長在頭頂，可讓牠較容易發現天
上的捕食者 (例如雀鳥)，並及時逃走或躲藏起來。



地點三：紅樹的適應方法

試找出及觀察以下其中一種紅樹的胚軸：

「胚軸」可怎樣幫助紅樹適應環境?

觀察/觸摸兩種紅樹，它們還有什麼特徵讓它們
適應潮間帶環境?

木欖 秋茄樹(水筆仔)

適合小五及小六



答案:

「胚軸」是一些紅樹的
繁殖器官。

紅樹生長在鬆軟不穩的
泥土及受潮水漲退的影
響，減低它們幼苗的存
活機會。因此一些紅樹
會長出胚軸，成熟的胚
軸會脫落並插入泥內長
根出葉，生長速度會比
一般的果實快。

適合小五及小六



答案:

木欖及秋茄樹的適應特徵:

蠟質／肉質葉片
光亮的蠟質葉面有助減
少水份的散失，而肉質
結構則有助儲存水份。

升高根／支柱根
從樹幹生出的根，能幫
助支撐植物和抓緊泥土。

適合小五及小六



總結

紅樹林是濕地的一種

紅樹林是眾多動物的家園，例如：彈塗魚和招潮
蟹

彈塗魚和招潮蟹為了適應紅樹林的環境，發展出
不同的習性和身體特徵



如何保護紅樹林?

參觀紅樹林時：

 不要踐踏紅樹的幼苗及根部

 不要採集任何紅樹的部份或野生生物

 帶走垃圾及避免污染水源

在日常生活中珍惜水源，例如：

 將每次淋浴的時間縮短1分鐘=>慳10升水

 刷牙和洗手時，不長開水龍頭=>慳5升水



參觀後鞏固活動



參觀後鞏固活動 (15分鐘)

摺摺招潮蟹

學習重點及目標 課堂活動 地點 參考資料
• 鞏固學生對招潮蟹
的認識

• 訓練學生的手眼協
調

甚麼是濕地?
• 先引導學生說出在香港濕地公園參觀時，觀察了甚麼動物?
• 再引導學生在紅樹林裏居住的招潮蟹是甚麼模樣。
• 重溫招潮蟹的外貌特徵，例如：雄性的招潮蟹有大螯，雌
性則有兩隻細螯。

• 利用參加香港濕地公園「濕地自遊賞」派發的立體摺紙，
摺出一隻招潮蟹。

學校課室 香港濕地公園
網頁的立體摺
紙



濕地及紅樹林參考資料

香港濕地公園資料頁 第二號 <<濕地的功用>>
http://www.wetlandpark.gov.hk/images/wcms/Factsheet%202.pdf

香港濕地公園資料頁 第十號 <<紅樹林群落>>
http://www.wetlandpark.gov.hk/images/wcms/Factsheet%2010.pdf

「紅樹林知多少」小冊子
https://www.wetlandpark.gov.hk/filemanager/files/public/Download/pamp
hlets/2021_Know_More_About_Mangroves.pdf

小玩意-立體摺紙
https://www.wetlandpark.gov.hk/tc/download/gadgets-3d-origami

http://www.wetlandpark.gov.hk/images/wcms/Factsheet%202.pdf
http://www.wetlandpark.gov.hk/images/wcms/Factsheet%2010.pdf
https://www.wetlandpark.gov.hk/filemanager/files/public/Download/pamphlets/2021_Know_More_About_Mangroves.pdf
https://www.wetlandpark.gov.hk/tc/download/gadgets-3d-origami


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注意事項



1. 選擇日期及時間

 香港濕地公園開放時間：

 10:00 – 17:00

 不同季節不同主題

 紅樹林生物的最佳

觀察月份: 4月至10月

 留意潮汐

 香港各地點的潮汐預報：尖鼻咀

 觀察紅樹林生物的較佳時間：

潮水不高於1米

逢星期二休息 (公眾假期除外)

http://www.hko.gov.hk



自行參觀

2. 參觀方式

網上訂票 / 即時購票 濕地自遊賞



「濕地自遊賞」計劃



教具借用

免費教具借用服務，教師可在帶領活動當日使用

動物拼圖 是日午餐(食物鏈活動) 紅樹林潮汐A3圖片

導賞用動植物圖冊 生物/雀鳥圖鑑



3. 參觀安排

中庭

一樓觀景廊

 分組

 建議每位老師帶領不多於25位學
生，可分組於各地點輪流參觀

 用膳

 需自行安排午餐

 可飲食：訪客中心中庭

及一樓觀景廊

 訂餐：訪客中心地下餐廳

(電話：2617 2030)

 請勿野餐

 保持場地清潔



租用設施

4. 場地安排

 場地租借

 多用途室 1︰50人

 放映室︰207人

多用途室 1 放映室



參觀守則
 保持安靜 (特別在觀鳥屋內)

 不可拿取任何動植物樣本

 要注意其他訪客，例如：小孩、長者及輪椅人士

 活動時請勿聚集大群學生於要道上

 請遵守公園職員及告示牌的指示，例如：不要擅闖保護區

注意事項﹕

http://www.wetlandpark.gov.hk/tc/information/code



教師專頁

http://www.wetlandpark.gov.hk/tc/education/teacher_frontpag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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