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蟲的適應 
臺北市立動物園蟲蟲探索谷 

          自然探索課程教師教學指南 
       
 
課程名稱    昆蟲的適應 
課程時間 40~50 分鐘 場地需求 戶外-蟲蟲探索谷 
課程設計 陳素芬 適用對象 中、高年級學生 
課程目標 

1. 「昆蟲」是生活中常見的小動物，無論在學校或家中隨時都

能接觸到。因此，其生活的習性、外型特徵等，便成為小學

生喜愛觀察的對象，加上昆蟲體型較小、飼養方便，所以也

是自然教學相當好的活教材。 

2. 本單元「昆蟲生活史」便要帶學生了解昆蟲的成長過程，從

中讓學生對昆蟲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也培養愛護自然生物的

正確態度與觀念。 

流程 

內容大綱 時間 重要內容 教材 備註 
引  言    

5’ 
認識不同種類昆蟲的口器

及其功用如何配合環境需

要。 
以昆蟲的口器圖卡作示

範，認識牠們的覓食習性及

適應環境的方法。 
 

提供不同

口器的圖

卡。 
 

1. 常見的昆蟲口

器具有咀嚼、

虹吸及舐吮食

物的功能。蝴

蝶的口器成彎

曲的管狀，稱

為口吻，方便

吸食花蜜等流

質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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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時間 重要內容 教材 備註 
1. 先請學童至蟲蟲探索谷

觀察與探索，看能不能

找到不同昆蟲身上的不

同構造。 
2. 請學童發表其發現的結

果，並試著討論出為何

要發展出這樣的構造。 
3. 進行遊戲：先利用不同

的口器圖卡與昆蟲，請

學童連連看，找到它的

主人。答對的分一組，

答錯的為另一組。(若答

對的人數多，則由老師

自行分組) 
4. 分成兩組，玩「比手畫

腳」遊戲。由一名學童

抽一張「昆蟲呼吸器官」

的圖卡，再以「比手畫

腳」方式，在時間內讓

隊友猜猜看，是哪種昆

蟲的呼吸器官？勝利

者，即可進入決賽。 
決賽：讓學童了解昆蟲是如

何走路，將學童三人分為一

組，玩「三人六足」遊戲，

比比看，哪一組走得最好、

最快，並且體驗昆蟲六隻腳

的走法。 

1. 每一組

或每一

學童提

供學習

單與鉛

筆。 
2. 昆蟲圖

卡 
3. 計時器

(手錶) 
4. 奬品若

干。 

1. 老師先統計所

需的學習單、鉛

筆與奬品的數

量後，向昆蟲館

服務人員領取 

15’~
20’ 

觀察昆蟲

為環境適

應的探索

活動 
 

 
2. 時間可依老師

班級人數做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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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重要內容 時間 教材 備註 
分享與總

結 
強調昆蟲

適應的重

要性 

10’ 昆蟲的種類不同，習性不

同，生活的場所也不同。為

了適應不同的生活環境，足

的形狀發生了很大的變

化，其功能也從單一的行走

功用，逐漸發展為具有多種

功能的器官。 
以昆蟲足的圖卡作示範，認

識牠們的生活習性及適應

環境的方法。 
認識不同種類昆蟲呼吸器

官及其功用，和如何配合環

境需要。 

1.以昆蟲

的足與呼

吸器官的

圖卡作示

範，了解

牠們適應

環境的方

法。 
 

1. 盡可能讓學童

表達其所發現

的不同之處 
2. 可讓學童思考

為何有此差

異。 
 

評量  1. 口頭評量： 範例：  
範例：善於跳躍的昆蟲，是

什麼地方特別發達？住在

水裡的昆蟲必須具備什麼

條件？為了自衛或攻擊，昆

蟲做了什麼樣的演化？昆

蟲的腳只能用來走路嗎？

你知道有哪些昆蟲的腳是

用來走路的？ 

「蝶與蛾」的生活

史可分為幾個階

段？ 
「蝶與蛾」的生活

史有沒有不同的

地方？ 
蝴蝶喜歡在什麼

時候出來吸花

蜜？  2. 實作評量：以圖卡作分

類，分辨出昆蟲不同的口

器、呼吸器官和不同的足

形狀。  

蛾喜歡在什麼時

候出來吸花蜜？ 
「蝶與蛾」的小時

候長得一樣嗎？  
觸角長得像羽毛

狀的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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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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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如何適應環境 
【活動秘笈】 

昆蟲出現在地球上已經超過三億年，比侏羅紀時代的恐龍還早。 
而我們居家常見到的蟑螂是生物學家發現最早的昆蟲之一。昆蟲 
在動物界中，不僅數量最多，也是適應性最強的一群生物，在地球 
上的任何生態環境中皆可發現牠們的存在，甚至於極端氣候，如沙 
漠、極區、大洋表面皆可發現昆蟲，這也是牠們經過幾億年進化適應 
的結果，使其能在惡劣的環境中存活。 
昆蟲為適應不同生活環境與習性，身體上各種結構有種種變異及特化 
現象。 
1. 由於食物及取食的方法的不同，口器各部發達程度不一。 

  口器是昆蟲的嘴巴，用來吃東西的。一般是由大顎、小顎、上唇、下 
唇所構成。具有咀嚼、吸食食物等功能。 
昆蟲吃的食物可說是無奇不有，從花粉、花蜜、樹汁、草液、到腐質土 
、糞便、血液、皮膚、羽毛等，實在是無所不包。其中有純粹植食性如 
鳳蝶、竹節蟲等；有肉食性的，如蜻蜓、螳螂等；也有腐食性，如專吃 
腐肉的蠅類及埋葬蟲；當然也有如我們一樣為雜食性，葷素不忌，如： 
螞蟻、蟑螂等。隨著食性的不同，昆蟲的口器也隨之不同。 
常見的昆蟲口器有以下幾種：  
 

（1） 咀嚼式口器：最原始的口器類型，也是最常見的昆蟲口器形式，是 
（2） 用來咀嚼固體食物的。負責把食物撕咬嚼碎的是大顎及小顎，然而 
（3） 它們是左右活動的，和人類的上下活動是不同的。 

簡單的說就像人類的嘴巴一樣，外觀上有上唇（相當於上嘴唇）， 
下唇（相當於下嘴唇），大顎（有如上排牙齒，儘管昆蟲的大顎還 
分成左右兩部），小顎（有如下排牙齒，昆蟲也分成左右兩部）等 
部分。 
常見的毛毛蟲、蝗蟲、蟋蟀、天牛、螻蛄、金龜子、白蟻、蜻蜓、 
螳螂、瓢蟲，甚至家裡的衣魚、蟑螂、螞蟻等昆蟲都是咀嚼式。 
 
 
 
 
 
 



 
 
 
 

 
（3）刺吸式口器：這類口器適於穿刺動植物組織，吸收汁液。 

下唇延長成喙，上、下顎都特化成針狀，適於刺入動植物組織中， 
吸取血液和細胞液，蚊子、跳蚤、體蝨等討人厭的害蟲都是刺吸式口器！               
另外，許多植食性的昆蟲，如：蟬、蚜蟲、介殼蟲、椿象等， 
都是隨身攜帶吸管，具有典型刺吸式口器的昆蟲。 

（4）虹吸式口器：最奇特的昆蟲口器形式，如蝶、蛾類的口器。左右 
下顎的外葉延長成虹吸式的喙，平時卷起像鐘錶的發條一樣，訪蜜或 
吸食食物的汁液時，即可伸長，有些種類的天蛾其口吻部比身體還長，

可用以吸食其他昆蟲無法取食的花蜜。 
（5）舐吮式口器：上顎和下顎都退化，口器由下唇特化而來，能吸收經 

唾液溶解的物質，也能經口孔攝取小顆粒物體，稱為舐吮式口器。平

時部分縮入頭內，取食時身體壓縮使體液充溢於吻部的空間，然後得 
以伸出。下唇端部左右有兩片圓形唇瓣，唇瓣表面為膜質，橫列有 
很多小骨環組成的細溝，稱為環溝，由於外形似氣管，故稱偽氣管。

取食時，唇瓣平展呈盤狀，貼於食物上，液體食物經偽氣管過濾進 
入食物道，如遇顆粒食物，兩片唇瓣可以上翻，露出前口齒，刺刮 
固體顆粒食物，碎粒和液體可直接吸入食物道內，如蠅類的口器。 

（6）嚼吸式口器：簡單的說就是結合了咀嚼與吸收的功能，既可用上唇及 
大顎切割與搬運物體，建築巢室；又以下唇及小顎延長密合而形成吸

管，可以吸收花蜜、花粉，以蜜蜂的口器為典型的代表。由於這種口 
器既適於咀嚼，又適於吮吸，故稱嚼吸式口器。 
 

2. 由於生活環境及行動方式的不同，足的結構形狀亦異，呼吸系統亦形 
成有適於水棲及陸生的分別。連結於昆蟲體壁上的氣管，是多數昆蟲 
獲取氧氣的方式。但是要在氧氣含量遠低於大氣的水中生存， 
水生昆蟲必須在氧氣的取得上費盡心機，才能在水中生活。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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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蜉蝣的幼蟲，在腹部也可以有鰓，所以他能在水中行呼吸作用； 
（2） 蜻蜓水蠆沒有如豆娘水蠆般的尾鰓。牠們用腹部內的直腸鰓呼吸水中

溶氧，因此平常會藉著從尾端緩慢吸水、排水來呼吸。當遇到危急時，

蜻蜓水蠆只要快速排水即可噴射前進，速度比豆娘水蠆更快； 
（3） 龍蝨是自己帶氣泡，沒氣就到水面吸氣； 
（4） 田鱉、紅華娘和負子蟲這些椿象科昆蟲，利用腹部末端的尾毛，合併

成一根呼吸管呼吸。 
3. 昆蟲的種類不同，習性不同，生活的場所也不同。為了適應不同的生活

環境，足的形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功能也從單一的行走功用，逐漸

發展為具有多種功能的器官。   
（1） 步行足：在地下跑的步行蟲，雖然有翅但已不善於飛翔，為了適應其 

生活上的需要，經過長時期的演變，六條腿變得又細又長，跑起路來 
十分快速，這種足叫做步行足。當然昆蟲中最基本的也是最常見的 
還是步行足，它們的外形細長；各節也沒發生顯著的變化，最適於 
擔負行走的功用，如瓢蟲、步行蟲、天牛等。  

（2） 跳躍足：蝗蟲、蟋蟀、跳蚤等昆蟲十分善跳；它們的後足腿節膨大， 
內有發達的肌肉，可以控制脛節的屈伸，產生跳躍行為。捕捉這些昆 
蟲時特別需要手疾眼快，否則它們會在一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昆蟲   
中的跳高冠軍非跳蚤莫屬，它們跳躍的高度，可超過其體長 100 多倍，

可以想像，假如人類能夠跳過自身身高的 100 倍，那麼，現存的世界 
跳高記錄簡直就不足掛齒了。 

（3） 捕捉足：螳螂、獵蝽等捕食性昆蟲是益蟲，不吃莊稼，專門靠捕食小 
動物生活，它們從卵裏孵出來就有一對刀狀的前足。這種前足的基節 
延長，腿節腹面有槽，脛節可以折嵌到腿節的槽中，腿節和腸節上還 
常裝備著銳刺，是捕捉獵物的有力武器。當它捕獲獵物時，可 
以利用腿節和脛節把要吃的東西夾住，再利用脛節內側和腿節 

外側銳利的刺將獵物撕碎吃掉，這種足叫捕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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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掘足：螻蛄要在土裏生活，挖築隧道，偷吃莊稼的根、莖，那 

麼它們是怎樣鑽到地裏的呢？原來它們的前足又粗又壯，上面還 
有幾個大齒，像是專門挖土的鏟子，掘起土來十分方便，這種足叫 
做開倔足。  

（5） 攜粉足：蜜蜂每天忙忙碌碌，來回穿梭在花叢中採集花粉和花蜜。 
它們用什麼攜帶呢？經過長期的適應，它們的後足脛節特化得又寬 
又扁，上面有長毛相對環抱，專門用來攜帶花粉，被稱作花粉籃。 
它的基節也有了專門的用處，比一般昆蟲的基節要大，內面有 
10 ～12 排橫列的硬毛，用來梳刮在身體上的花粉。當辛勤的採集 
勞動結束後。一群群小蜜蜂滿載花粉而歸。這種足叫做攜粉足。 

（6）游泳足：龍蝨、仰蝽等生活在水中的昆蟲，能捕捉魚苗作為食料， 
是養漁業的大害。魚在水中游得夠快了，它們怎麼能追上魚呢？原 
來龍虱、仰蝽的身體接近流線型，很像隻快速潛艇，中足和後足又 
長又扁，向裏的一面還長著一排整齊的長毛，這四條腿就象四隻划 
船用的槳，這樣遊起來就很快了。這種足叫做游泳足。 

（7）抱握足：如雄性龍蝨的前足附節特別膨大，上面還有吸盤狀的構 
造，交配時用以挾持雌蟲，這種足稱為抱握足。 

（8）攀緣足：生活在毛髮上的虱類，跗節只有 1 節，最末一節為一大型 
鉤狀的爪，脛節肥大，外緣有一指狀的突起。當爪向內彎曲時，尖 
端可與脛節端部的指狀突起密接，構成鉗狀的構造，牢牢地夾住寄 
主的毛髮。這種足叫做攀緣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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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如何行走？ 
 

我們人類只有兩條腿，靠兩腿前後交替運動而行走。那麼昆蟲行走 
時是怎樣安排其六條腿的呢? 原來昆蟲自有主張：它們行走是以三條 
腿為一組進行的。即一側的前、後足與另一側的中足為一組。這樣就 
形成了一個三角形支架結構，當這三條腿放在地面並向後蹬時，另外 
三條腿即抬起向前準備輪換。讓我們具體來看看一組中的三條腿是怎 
樣相互配合的：前足用爪固定物體後拉動蟲體向前，中足用來支持並 
舉起所屬一側的身體，後足則推動蟲體前進，同時使蟲體轉向。這種 
行走方式使昆蟲可以隨時隨地停息下來，因為重心總是落在三角支架 
之內。並不是所有成蟲都用六條腿來行走，有些昆蟲由於前足發生了 
特化，有了其他功用或退化，行走就主要靠中、後足來完成了。大家 
最為熟悉的要算螳螂了，我們常可看到螳蜘一對鉗子般的前足高舉在 
胸前，而由後面四條足支撐地面行走。昆蟲的最高行走速度約每小 
時 3 英里，這以它小巧身體來講，可算走得夠快的了。 

1. 由於自衛或攻擊之故，將產卵器演化成螫刺。 
2. 由於求偶之便有發聲、發光、發香等特殊結構。 
3. 大多數昆蟲為多食性，而昆蟲的耐飢、 耐寒及忍受其他不良環境 

的能力甚強。 
4. 同時可藉保護色、警戒色、模擬色、自割、假死、擬態或其他保護 

結構，以增加其生存潛能。 

 

 

 

 

 

 



教具箱內所附教學用圖片 

 
刺吸式口器 

 

咀吸式口器 



 

咀嚼式口器 

 
虹吸式口器 



 

舐吮式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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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握足 

 

 

 

 

挖掘足 

 

 

 

 



 

捕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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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躍足 

 

 

攀緣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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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粉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