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元名稱 猴子會泡溫泉嗎？ 

適用年級 中年級 活動人數 15-30 人(4-5 人一組) 

教學目標 配合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課綱自然領域，期望同學們能透過此課程認

識大自然動物們的過冬方式及原因，並利用各種特殊的動物過冬妙

招提升學習興趣，激發好奇心及想像力，最後經由遊戲加深印象、

靈活應用課堂所學。 

教學資源 1.簡報 PPT 

2.《青蛙會喝熱可可嗎？動物的保暖密技大公開》(文/ Etta Kaner、

圖/John Martz、譯者/吳寬柔，三民出版) 

3. 《冬天裡的動物世界：神奇的動物過冬與生態地圖》(文/ Markéta 

Nováková, Irena Kocí、圖/Jana Kloučková Kudrnová、譯者/ 黃正旻，

大石國際文化出版) 

4. 「冷吱吱！動物拯救計畫」-遊戲卡牌 

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2 分鐘 【引起動機】 

想到冬天想到什麼？下雪、火鍋、聖誕節？ 

小朋友們(人類)在冬天都是用什麼方式保暖呢？ 

簡報 PPT 

20 分鐘 【動物們的過冬妙招】 

1.青蛙：冬眠 

2.皇帝企鵝：抱團取暖 

3.蝴蝶：曬太陽、振翅、遷徙 

4.北極狐：換冬衣、儲存食物、跟在北極熊身後 

5.北極熊(懷孕的母熊)：囤積脂肪、挖雪洞、冬眠 

6.雪猴(日本獼猴)：泡溫泉 

7.鱷蜥：利用別人的體溫 

8.北極燕鷗：遷徙 

9.岩雷鳥：換冬衣 

10.蜜蜂：抱團取暖、振翅 

11.肥尾鼠狐猴(粗尾侏儒狐猴)：儲存脂肪、冬眠 

12.英國大山雀：遷徙、偷喝牛奶 

13.高原鼠兔：吃其他動物的排泄物 

簡報 PPT 

17 分鐘 【延伸活動-冷吱吱！動物拯救計畫】 

1.各班分成 5~6 組(每組 4~6 人)，每組於遊戲開始時先

抽 5 張「過冬妙招卡」。 

2.各組依序擲骰子決定前進步數，每一格有小動物，打

出正確的「過冬妙招卡」，即可成功營救小動物，最後

簡報

PPT、「冷

吱吱！動

物拯救計

畫」遊戲



 

 

依營救動物總數計分。 

3.若沒有正確卡牌不能營救，小動物留給下一組，若出

錯卡牌拯救失敗，沒收該卡牌。 

4.每格除了小動物還有機會命運的選項，增加遊戲玩法

多樣性。例如可以多抽一張「過冬妙招卡」、可以隨機

和另一組交換卡牌(盲抽，不可先看對方卡牌)或抽掉對

方卡牌。 

5.格子內有幾隻小動物會是上課沒教過的，可以考驗小

朋友的常識跟運氣。 

(下方有動物們的過冬方式供老師參考，資料源自網路

及圖書，若有錯誤請老師諒解。) 

卡牌組 

1 分鐘 【結論】 

和野外的動物們比起來，人類的冬天溫暖又舒適，動

物還會利用做運動或打架的方式來取暖！有興趣的小

朋友都可以自行搜索更多的訊息喔！ 

簡報 PPT 

 

 

 

項

次 
動物 過冬方式 特殊備註 

1 青蛙

(木蛙) 

冬眠 阿拉斯加木蛙：青蛙冰棒(心臟、呼吸

全部停止) 

2 皇帝企

鵝 

抱團取暖  

3 蝴蝶 曬太陽、振翅、遷徙  

4 北極狐 儲存食物、跟蹤北極

熊 

 

5 懷孕的

北極熊 

儲存脂肪、冬眠、挖

雪洞(建房子) 

只有懷孕母熊會挖洞冬眠(順便生熊寶

寶) 

6 雪猴

(日本

獼猴) 

泡溫泉 猴子過冬眠也不儲存食物，因為是雜

食性動物，冬天不至於沒東西吃 

7 鱷蜥 靠仙鋸鸌的體溫  

8 北極燕

鷗 

遷徙  

9 岩雷鳥 換冬衣(鼻孔、腳爪長

毛) 

 



 

 

10 蜜蜂 抱團取暖、振動翅膀

提高巢穴溫度 

 

11 肥尾鼠

狐猴 

儲存脂肪、冬眠  

12 英國大

山雀 

遷徙、偷喝牛奶  

13 高原鼠

兔 

吃大便 體重沒有著冬季穩定下降，說明不是

靠儲存脂肪過冬 

14 烏龜 冬眠  

15 獾 儲存脂肪、冬眠、用

乾草黏土封巢穴(建房

子) 

不儲存食物 

16 棕熊 儲存脂肪、冬眠、挖

洞或倒下的樹幹下(建

房子) 

 

17 刺蝟 儲存脂肪、冬眠、落

葉堆/木樁 

 

18 蝙蝠 冬眠、遷徙、儲存脂

肪 

有的種類會遷徙 

19 睡鼠 儲存脂肪、冬眠、挖

樹洞/找別人拋棄的巢

穴(建房子) 

不儲存食物 

20 蛇 冬眠、團聚在一起  

21 松鼠 儲存食物、樹洞(建房

子) 

其實松鼠又分為「地松鼠」跟「樹松

鼠」兩類，前者才會冬眠，最有名的

就是土撥鼠，後者則不會冬眠。赤腹

松鼠就屬於樹松鼠。 

若是想符合冬眠的嚴格定義：「體溫、新

陳代謝、呼吸、心跳顯著下降」的前提，

位居（亞）熱帶地區的台灣之中的動物，

其實很多都只是進入「短暫休眠狀態」，

而非真正的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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