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生不熄-從原住民生火習俗到燃燒的原理 

 

單元名稱：生生不熄--從原住民生火習俗到燃燒的原理 

模組設計：周晉夷 

學生對象：國小高年級學童 

教學時間：7 小時 

教學目標： 

1)原住民其與生火相關的傳說、風俗習慣 

2)思考原住民風俗傳說的內涵 

3)早期生火方法與現今的差異 

4)生火的步驟及注意要點 

5)燃燒的要素 

教師教學前準備： 

1、理解原住民關於火的傳說與文化， 

2、理解及生火的方式，以及相關工具的正確使用方式。 

3、準備學習單、參考資料與生火相關之器材 

4、事先確定場地安全 

 

一、傳承傳統世界觀 
約 30 分鐘 

(一)主要學習概念、學習活動與分段能力指標 

1、主要學習概念 

1)原住民與火相關的傳說 

2)原住民生火的方式 

3)原住民關於火的習俗及意義 

2、學習活動目標 

1)認識並說出 4 則原住民族與火相關的傳說 

2)理解並能說出原住民生火的相關方式與習俗 

3)引起對原住民風俗、傳說的興趣，並能自行蒐集資料 

3、分段能力指標 

國 5-3-8  社 3-3-4 

 

(二)學習活動 

1、分享 4 則原住民火的故事 

2、分享 3 則原住民生火/營火的相關方式與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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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準備故事，製成講義(見附錄一)。在上課前兩天發予學生，要求他們先看完。 

2)在當天上課時，請 2 至 3 位學生用口語說出講義上的內容。可以用口頭讚美的方

式，鼓勵學生自願。若學生一時忘記內容，可鼓勵其他學生幫忙補充。  

3、事前準備故事相關之圖片(本文之引用圖片，出處來源皆附於文後參考資料)，在學

生說完後補充內容。 

1)故事中的水鹿、山羌與梅花鹿：此三種動物，為台灣僅有的三種鹿科動物，現皆

為保育動物。水鹿為台灣最大的草食動物，可達 2 公尺長，1.5 公尺高，公鹿能長

出明顯的叉角。山羌則只有 70 公分左右，外型、叫聲都有些類似狗，且只有短短

的小角。梅花鹿則是以其身上的斑點聞名。 

  
圖一：水鹿                         圖二：山羌 

圖三：梅花鹿 

2)蒼蠅搓腳 

蒼蠅沒有鼻子，牠有舌頭，但並不負責用來嘗味道。所以它有另外的味覺器官，而

且生在腳上，上頭長滿了茸毛。蒼蠅停下來的時候，會不斷地用腳沾食物，好來判別腳

下的東西是否可供食用，在嚐完味道後，會搓去前腳上味覺感受器沾上的東西，以便去

判別新的味道，也因此常常能看見蒼蠅搓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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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蒼蠅搓腳 

3、準備傳統原住民的生火工具，帶至課堂展示，可以用現在的仿製品代替 

1)徵求學生上台，試用鑽木取火和打火石起火的工具 

2)展示並傳閱原住民的生火工具 

圖五：鑽木取火設備 

   

圖六：燧石                          圖七：現代打火石 

 

 (三)學習評量 

此部分以鼓勵學生閱讀，引發學生興趣，並讓學生自己的方式說出來以閱讀的文字

資料。書面評量部分則與第二部分之學習單合併。 

 

附錄一：4 則原住民的火起源傳說，與 3 則原住民與火相關習俗的學習單，教學前一天 

讓學生帶回去看，並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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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生火—學習單之一 
一、火的小故事 
阿美族的故事 

在阿美族的傳說裡，太古的時候有兩個人用小刀敲石頭，得到了火花。但不會

保存，失去了火。 

直到有一天，大家決定分頭去尋找火，找呀找，結果最後都聚集到山頂上了。

從山頂上遠遠望出去，竟看到海上的一座島上有火光。於是阿美族人便派動物們去

島上帶回火種，一開始派出水鹿，但火種被巨浪打滅了，之後派出山羊，帶回的火

也在回程的時候被浪熄滅。 

最後是梅花鹿，牠順利取回火種，人們紛紛讚美牠，並用手撫摸牠，於是梅花

鹿的毛變得光滑柔順。而且因為太多人摸，梅花鹿的毛皮上就留下了明顯的斑點。 

 

泰雅族的故事 

有一天泰雅族人遙望山峰時，山裡突然燃起了火。 

火熄後，人們走到煙火燃起的地方，發現動物的肉在火烤之後非常美味，族人

試著用枯草與乾木搓揉，希望能產生火，但總無法成功。 

後來，泰雅的勇士上山打獵，經過一條河流時，撞到了河床的石頭，石頭滾動

摩擦，撞擊出火花來。勇士想到可以用擊石燃燒枯枝乾葉，試了幾次後終於成功。 

 

卑南族的故事 

遠古時期，人類不會生火，卑南族的人於是派一種有角的蟲子去向日出之國的

神明求火。蟲子將火帶了回來，人們將火安置上枯草上，大家怕火熄滅，於是找了

一種草，把草揉軟後，就可以引火到更多的草堆上，於是家家戶戶都有火了。 

到了很久很久以後的某一天，有個人想將藤木磨光滑，結果在摩擦藤木時燃起

了火苗。這個人又驚又喜，將這個方法告訴所有人，卑南族人才終於學會自己生火。  

 

排灣族的故事 

排灣族會生火，相傳則是得自蒼蠅的啟發。 

古時候，出海口被阻塞，導致了大洪水，人們逃離到山上，卻忘了帶火種。山

上的人正煩惱著，突然看見一隻蒼蠅停在前面擦腳，得到靈感，以兩塊木頭相磨擦，

於是有了火，另一座山上的人遠遠看見火光，便派山羌來索取火種。 

 

 

二、火的風俗 
布農族的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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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傳統以木燧起火，也就是俗稱的鑽木起火。是用一個木板及一個木鑽組

合而成。用雙掌夾住木鑽後，使勁地轉在木板上，板上之洞因為熱而起火。在與漢

人接觸之後，則用火石代替木燧。 

發出火後，再點燃「火帶」，火帶是樹皮製成的。在切下樹皮後，布農族人把最

上層的皮和小米糠混在一起，放在地上踏，然後拿著樹皮往地上打。打完之後，將

樹皮搓成繩子，也就是火帶。 

不管是木燧還是火石，都是讓軍事領袖保管直到卸任。出門狩獵時，領袖會點

燃火帶，口唸禱語：「上蒼呀，祈您保護，使我們狩獵時不受傷、不摔倒，能將山中

的野獸射中。」 

 

鄒族的風俗 

鄒族的「庫巴」是部落中重要的集會場所。男子成年前，在庫巴裡學習工事技

藝、狩獵技巧，是部落長輩傳承知識和傳統文化給下一代的地方。 

早期部落裡的庫巴，裡面總是升了火，不論白天晚上，都會有族人輪班守護火

種，不能讓火焰熄滅。庫巴是鄒族傳說裡，天神下凡到部落時居住的地方，「庫巴之

火」是鄒族重要的精神象徵，火焰一但熄滅，也代表部落的運勢走向衰敗。 

 

泰雅族的風俗 

早期泰雅族的習慣裡，當火燃起後，就不能輕易的讓它熄滅。每一家的火都是

不能熄的，不論是冬天或夏天。如果火停止燃燒，則認為是兇兆，這家就可能有喪

事發生。 

在收獲小米的季節裏，每家都需要保持自已的火繼續燃燒，火的所在地是灶，如果

火停止燃燒，則所收的小米就不會發芽生長。因此，如果在收獲前夕，火停止燃燒，

第二天就不能收獲，只能等到下一次播種的季節。 

 

 

三、想一想 
大家在讀完後，想一想這些問題，下次上課時一起分享，不用寫 

 

1、你覺得故事中有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 

2、你覺得各個傳說有沒有類似的地方？  

3、為什麼鄒族和泰雅族人覺得火熄滅會讓部落衰敗或帶來凶兆？ 

4、不管是燧石(打火石)還是木燧(鑽木)，為什能產生火？ 

5、你比較喜歡或不喜歡哪個故事或習俗？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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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達自我世界觀 
約 40 分鐘 

(一)主要學習概念、學習活動與分段能力指標 

1、主要學習概念 

1)思考各個傳說的意義、共通或相異處 

2)思考習俗的內涵，並了解火的重要性 

3)表達自己的看法，並與同學交流 

2、學習活動目標 

1)指出不同文化故事與習俗中的表達方式與意涵 

2)藉由小組討論，表達自己的想法 

3)對同學的意見提出問題與回饋 

3、分段能力指標 

社 1-3-1 國 3-3-4-1 自 1-3-4-2 

 

(二)學習活動 

1、沿用附錄一的學習單，並發放新學習單(見附錄二) 。 

1)請學生思考自己對附錄一學習單上問題的看法，或是其他想法。 

2)老師可給予引導，例如：有沒有看不懂的地方？你覺得為什是梅花鹿取到火？怎 

麼每個故事都常常淹水？你喜歡哪個故事？如果沒有火會怎麼樣？ 

2、將學生以 3 至 4 人為一組，進行討論。 

1)以學習單上的問題為主，並可以鼓勵學生多想想其他問題和心得。 

2)每組派 1 至 2 位學生發表看法，並讓台下其他小組提問題，每組控制時間在 3 

至 4 分鐘。 

 

(三)學習評量 

上課過後，請學生於隔天繳回學習單。 

 

 

 

 

 

 

 

 

 

附錄二：討論學習單，於上課分組後發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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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生火—學習單之二 
第_____組，姓名______________ 

看完《學習單之一》裡，關於火的故事與風俗後。與同組同學討論，寫下你、至少一

個同組同學，和一位別組同學的想法，以及你對他們想法的評論。 

 

1、你覺得故事中有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 

你的想法：  

 

 

 

其他人的看法和你的評論： 

 

 

 

2、你覺得各個傳說有沒有類似的地方？ 

你的想法：  

 

 

 

其他人的看法和你的評論： 

 

 

 

3、假如人類沒有火，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 

你的想法：  

 

 

 

其他人的看法和你的評論： 

 

 

 

4、其他的問題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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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索世界觀 
約 5 小時 

(一)主要學習概念、學習活動與分段能力指標 

1、主要學習概念 

1)現在生火方式與早期原住民的異同 

2)生火注意事項 

3)生火準備的東西 

4)如何生火 

2、學習活動目標 

1)理解、並能向他人說明為何要學生火 

2)觀察、理解生火的步驟及注意事項 

3)能實際操作、並向別人說明生火的步驟及注意事項 

3、分段能力指標 

自 1-3-1-1  

 

(二)學習活動 

1、以提問引導的方式說明為什麼要學生火？ 

1)你覺得要不要學生火，明明我們已經有打火機、瓦斯爐…？ 

2)出門能帶瓦斯爐嗎？ 

3)登山帶卡式爐、木炭，會不會太重了？ 

4)如果有天遇難(例如地震、海嘯)時，或是登山遇到大雨，火種溼了、打火機壞了， 

該怎麼辦？ 

5)有打火機、火種，火就一定能生起來嗎？ 

2、教師製作學習單，說明生火相關事項，須涵蓋以下內容(詳細內容見附錄三) 

1)生火地點選擇 

2)生火地點的準備與清理 

3)生火工具的介紹： 

火煤棒/火絨、薪柴、火種、打火機、原子柴、火柴、小型斧頭、小刀 

4)生火的步驟 

5)學習單中，將各種架柴方式的事宜地點及優缺點刪除，留予學生自己實際操作體 

驗。 

3、教師實地示範備材與生火 

1)相關器材與整地須於教學前準備好，並確認數量。 

2)薪柴之備材部分，可先將其中部分先做好處理(大小裁切)等，仍留有部分做為現

場示範與學生操作使用。 

3)老師須現場示範如何使用小型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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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刀：手握在斧柄下方近尾端處，如果持在斧柄半中間而靠近斧頭，容易傷害自己 

圖八：如何握斧頭 

劈柴：有幾種方法。左手持柴右手持斧(左撇子就換過來)。 

A、 連柴帶斧一齊上下劈它，這是最安全穩當的方法。 

B、持柴之手不動，只揮斧上下劈它。這是比較快捷，但需熟練的人才可，不然很

危險。 

C、直劈。 

D、橫斷。分段的時候常用，用斧都先要有墊子，再來，所有下斧處都是斜四十五

度角，如此才能保持斧鋒的鋒利。分段應該在木頭的正中央下斧，左一斧、右一斧

劈成交叉型，絕對不可直直下斧。 

圖九：方法 A 

圖十：方法 B 

圖十一：方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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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方法 D 

4)老師現場示範小刀的使用 

削東西(例如火媒棒)時，用拇指抵住刀背，以控制施力大小削時要由上往下，逐漸 

旋轉細柴。 

5)教師現場示範一次生火相關步驟，包括選擇薪柴、架灶、生火等。 

4、學生以 4~5 人為一組實際操作，須注意以下事項 

1)刀具的使用與安全 

2)每一組點火時，教師須在旁觀看 

3)須於現場準備急救箱、大量水與滅火器 

4)先不使用火種與原子炭，若一直無法成功起火再使用 

5、可準備爆米花與棉花糖讓同學烤 

6、若時間允許，則可再教導學生搭設簡易三腳架(吊灶) 

圖十三：吊灶 

(三)學習評量 

此部分的學習為學生分組實際操作，以鼓勵、現場直接指導學生操作為主，不再做書面

評量。 

 

 

 

 

 

 

 

 

附錄三：生火相關知識學習單，於課堂上說明時發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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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生火—學習單之三 
 

一、生火地點選擇與安全： 

1、風向：在營火的下風處不可以有易燃物。 

2、遮蔽：生火時需找遮蔽，避免在太陽底下。 

3、乾燥：找乾燥地生火，最好是沙石地。若地面潮濕，可在地面上鋪大木頭或石頭

隔離濕氣，但注意石頭不能是溼的。 

4、生火前挖一至兩公分的坑，如果在草地上，則要挖起整塊草皮移走，放至陰涼處

澆水，之後再移回。且不要在樹根旁生火，這樣會影響樹的成長 

5、在火場旁準備足夠之水和沙，以備不時之需。 

6、生火的時候，一定要有人在旁看顧，不然就得完全熄滅。 

 

二、找柴薪： 

1、找乾柴：將木頭折斷時，有劈啪聲就可以知道其為乾柴。除了乾樹枝和落葉外，

可以找剛枯死不久、還立在地上、樹皮也很完整的樹。因為枯倒後的樹都會吸水，

而剛枯死的樹木，就算是淋到雨，只需削去樹皮就可得到很乾的木材。 

2、有油分的木頭：樺松杉檜等樹木，因為有油脂，所以容易燃燒，但無法燒很久，

因此適合當作剛開始生火的燃料或火種。在山上，可以找松樹，將樹皮切掉一小

塊，然後削下一些木質薄片，就可當營火的火種了，但可不能將活的松樹環狀剝

皮，那樣松樹會死掉的。 

3、乾的木頭：相思木、櫟、橡木等較脆、硬的樹木，不容易燃燒，但點燃後能燒很

久。因此適合在火生起後，做為持續燃燒用的木柴。 

4、溼的木頭：通常很少木頭會連內部都溼掉，可以將木頭劈開，分出開的和溼的，

溼的木頭也可以先放在火堆旁慢慢烤乾。 

圖十四：  

 

三、柴薪的分類： 

1、發火材：也叫做火絨，接觸火即能迅速燃燒，如火種、火煤棒的木屑等 

2、引火材：很快就能被發火材引燃、增大火勢的材料，大約 0.7~3 公分的薪柴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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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煤棒就是一種引火材，主要是將細木頭的表面上削出分支，分支越細密、越薄

越多，引火的時候就越容易燒著。 

3、燃燒材：直徑大於 3 公分的木柴，不太容易點燃，但點燃後可以穩定地慢慢燃燒。 

4、基礎材：更粗大的木頭，在搭較大的營火，或是地面潮濕時使用，主要是用來交

疊在地上，隔絕地面與木頭，並增加空氣流通。 

  

四、架柴的方法： 

1、錐形： 

也稱為塔形，將發火材堆在中央，引火材在外圍架成錐形。放好後在中間點燃火。

燃燒後，生火的人可以繼續在外圍堆錐形柴火，溼木頭也可以烘乾。 

圖十五：錐形 

2、交叉溝渠形： 

在地上挖兩道交叉形的溝渠，大約 3~5 公分寬，1~2 公分深。 在交叉中心放足

夠量的發火材，再將引火材堆在上面，使之呈金字塔形。溝渠可讓空氣流通。 

3、橫形： 

先橫放兩根圓木，其上再橫放兩根粗圓木，發火材放圓木之間，然後再以一定間

革排列薪柴。 

圖十六：橫形 

4、單坡形： 

也叫斜塔型，將一根未乾枯的樹枝斜插入地面，使之與地面呈 30 度角，樹端迎

著風向。將發火材放到傾斜樹枝的底端。在傾斜樹枝兩邊各放上一些引火材。燃燒後，

新加的木材放在引火材上。 

圖十七：單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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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井字形： 

先用基礎柴架兩三層底座，接下來就用燃燒材一層層以井字堆上去，並且每一層

面積皆小於前一層。木柴成井字堆積，而發火材放井字中央，點火後放上引火材。 

圖十八：井字形 

6、星形： 

在地上挖一個深 10~15 公分，直徑約 30 公分的坑洞，一開使發火材和引火材堆

在裡面，點燃後，將四、五根燃燒材火以放射狀平放在坑洞上，並且注意不要讓火燒

出坑洞。 

圖十九：星形 

 

五、其他的生火材料： 

1、原子柴 

先將原子柴劈成 1~3 公分寬左右的圈圈，薄的當引火材。劈柴時，儘量不要使

圈圈破碎。將引火材置中間點燃，再將劈好的原子柴，一圈圈搭成塔狀互疊，薄的靠

近引火材。原子柴在澆製過程中有加廢機油，火力旺，但不可用來烤食物。 

2、木炭 

將木炭敲擊成塊狀，以三塊拳頭般大的木炭排成三角形。三角形內放入火種點

燃。再將木炭不規則往上互疊，較薄的木炭靠近火堆內側，較容易燃起。 

 

六、滅跡： 

滅跡最初是軍事上的用語，滅行跡以防止敵人追蹤。在生火時，是用來說明收拾

場地的行動。 

將未燒完的柴移開，再將大塊燒紅的木柴或炭打碎，用水或沙子灑在未燒完的柴

和炭上，直到火完全熄滅。最後在地上挖洞，將餘燼埋入坑內，再蓋上泥土，使場地

恢復如初。如果原來有草皮，需將草皮一起植回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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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新世界觀 
約 30 分鐘 

(一)主要學習概念、學習活動與分段能力指標 

1、主要學習概念 

1)燃燒的條件：可燃物、助燃物、燃點 

2)滅火的方法與原理 

2、學習活動目標 

1)了解並說出燃燒的條件 

2)理解並能應用書裡的知識滅火 

3、分段能力指標 

自 2-3-3-1  

 

(二)學習活動 

1、於課堂上，以口說方式複習燃燒的要素，須包含以下內容，並與第五部分合併製作

成學習單(見附錄五)。 

1、燃燒三要素 

A、可燃物 

B、助燃物 

C、燃點 

2、促進燃燒的方式 

A、增加物體與火的平均接觸面積：把東西切細、切碎，火媒的原理 

B、增加受熱面積，為什麼不是用比較大張的紙：因為是平均面積，火源的大小不

變時，大張的紙會使的需要受熱的面積加大，反而比較慢達到燃點。 

C、增加助燃物：營火要通風、搧風 

3、滅火的原理 

    A、移除可燃物：防火巷 

    B、隔絕助燃物：沙子、 

    C、降低溫度，使東西達不到燃點 

4、水作為滅火工具 

    A、非易燃物 

    B、遇熱蒸發：吸熱 

    C、方便輸送、無毒 

    D、導電、容易與金屬起化學反應、遇到熱油會爆開、高熱會分解：滅火限制 

2、先簡單介紹燃燒的三要素，促進燃燒的方式和滅火的原理，但不要用與生火相關的

事物舉例。 

3、於生火活動結束後，合併與第五部分之問題一起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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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評量 

與第五部分合併。 

 
五、連結原住民世界觀與科學世界觀 
教學時間與第三、第四部份合併。 

(一)主要學習概念、學習活動與分段能力指標 

1、主要學習概念 

1)燃燒相關知識 

2)薪柴的選擇 

3)發火材的選擇 

4)架柴堆的方式 

2、學習活動目標 

1)理解薪柴的選擇與燃燒要素的關係 

2)讓學生思考燃燒的要素，找出可替代火種(發火材)的東西 

3)嘗試不同的架柴堆方法，以此分析不同方法的燃燒效果 

3、分段能力指標 

自 2-3-1-1 自 6-3-2-3 

 

 

(二)學習活動 

1、現場實際操作 

1)薪柴已備好，打散分類，讓同學自行選擇薪柴並分類 

2)讓同學於學校自行尋找代替火種的發火材料，教師須檢視學生尋找回來的東西 

3)教師須先規定哪先物品不能作為發火使用，避免危險：油、酒精、蠟燭、電池、

打火機、衛生紙 

2、4~5 人一組，每組選擇不同的架柴堆方式， 

1)讓各組分開｢秘密討論｣，以免各組一見互相影響，都選擇同種方式。 

2)討論好後請各組將選擇的架設方式寫在紙上交給老師，由老師公布，太多重複的

話就上來猜拳，盡可能讓每一種方式都有人挑。 

3)用比賽的方式，比賽哪一組升起火且穩定火源的速度最快，按照排名，多拿點心

或飲料，但每一組都有禮物。 

3、學生紀錄不同生火方式的效果，並於課堂討論。 

1)每組上台報告自己組的成果 3~5 分鐘，並讓其他組提問。 

2)報告之後，教師須對燃燒的概念與生火的關聯再說明一次。 

4、相關的補充資訊見於附錄四，可用於討論後之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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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評量 

製作學習單，讓學生紀錄不同生火方式的效果，並於課堂討論。學習單見附錄五。 

 

附錄四：上課補充資料 

1、各種架柴法之特性 

1)錐形 

A、在風來處留一風口，且發火柴需留點空隙讓空氣流過。 

B、當中心部分燒完時，外圍的木頭會倒向裡面，向火裡面添加薪柴。這種類型的

火堆即使用濕木材也會很好的燃燒。 

C、所生的火勢快速且猛烈 

2)交叉溝渠形。  

A、淺淺的溝渠可以讓空氣從火下方通過，形成穿堂風。 

B、適合較平坦有微風的地點，火能生頗快，但較不盛。 

C、溝渠須注意通風。中心燃燒處可較溝渠再深一些。 

3)橫形 

A、可獲得大型且穩定的火床，適合烹煮大鍋食物 

B、但生火時間較久。 

4)單坡形  

A、架柴速度快，火與柴的接觸面積大，風口明顯 

B、容易不穩。 

5)井字形 

A、燃燒材擺放時，按一層疏一層密的原則。密是為了不讓火炭一直往下掉，使下

面的木柴提早燃燒，而疏是為了使空氣能夠流通。 

B、點火成功後，能在短時間獲得大量炭火，但堆柴時間較久。 

6)星形火 

A、省燃料且燃燒持久 

B、木柴可用小樹枝或小石子架高，以便於燃燒 

C、這種營火適合當小隊的營火。 

 

 

 

 

 

 

附錄五：生火與燃燒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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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生火—學習單之四 
第_____組，姓名________________ 

一、小複習 

1、燃燒三要素 

   1)可燃物：蠟燭、木材、紙、煤、汽油、酒精等可以燃燒的物質。 

   2)助燃物：氧氣 

   3)燃點：不同可燃物需要的燃點也不相同，溫度低於燃點時，可燃物不會燃燒。 

2、促進燃燒的方式 

   1)增加物體與火的平均接觸面積 

   2)增加助燃物 

3、滅火的原理 

   1)移除可燃物 

   2)隔絕助燃物 

   3)降低溫度，使東西達不到燃點 

 

二、來生火吧！ 

1、尋找發火材：(禁止用油、酒精、蠟燭、電池、打火機、衛生紙) 

1)你找到哪些東西當發火材？ 

 

 

2)那些東西當發火材的效果比較好？ 

3)為什麼？ 

 

 

 

2、各組討論，決定一個架柴火的方式：_____________ 

在架的時候，你們如果遇到問題，也可以嘗試將選擇的方法改良得更好。  

1)畫出你們這組架柴火的方式，並用文字簡單描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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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們用了哪些促進燃燒的方式？ 

 

 

 

 

 

 

三、記得要滅火 

1)你們怎麼滅火的？想一想你們用了哪些滅火的原理。 
 

 

 

 

2)用沙子滅火和用水滅火，有什麼不一樣？ 

 

 

 

 

 

三、生火與燃燒 

1)你們覺得在學校，哪幾種架營堆的方式比較適合，為什麼? 

 

 

 

 

 

2)想一想，好的發火材有哪些特質，與燃燒的原理有什麼關聯。 

 

 

 

 

3)原住民神話裡的鑽木取火，又是什麼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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