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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3.E 亲子户外观察：跨尺度思考

活动目的
这个引导式的活动会帮助你在观察地方时集中思绪在跨尺度思考上。这有助于我们对我们的社
会生态系统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经常观察到眼前的事物，但是周围还有更多需要注意和怀疑的
事物！考虑你所居住的地方的历史。垂直的、水平的看起来是什么样？它随着季节如何变化？随
着年份又是如何变化？

	» 在你出发之前，对你的地方进行一些研究。在动物和人类面来到这个地方
之前，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将来又会是什么样的？

	» 这个小虫子的生活怎么样？这个小虫子与谁有关系？站在一棵高大的树下，
仰望天空。那棵大树经历过了什么？

	» 提出注意季节性时间尺度的问题。这个地方的冬天会是什么样的？随着我
们进入夏季，他将如何变化？

活动简介
•	 当你在户外探索时，你可以利用所提供的活动表格来引导你的思路，
你也可以在空白的纸上绘出表格，又或是使用手帐来记录你的	
观察。

•	 在跨尺度思考时，寻找你有兴趣的事物，并画下或写下你看到了
什么。

•	 如果你在过程中有想到任何新的的问题，将先将他们写下来，再
回来思考他们。

•	 延伸主意：尝试戴上手持透镜，然后进行“微远足”。取一段绳子，将
其伸展到地面上。假装你是一个要去远足的小虫子。

你可以
做什麽
来支持
学习？

家庭亲子科学 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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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历史

学生的学习
与感官创造

大自然和文化的关系

实地科学研究

文化与学习

观察， 想去知道与提出问题

家庭与社区

数据收集， 建模和说明

地方

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 

理解与推理

地方的历史

做决定

教室论述与道德考量

不同地方中学习的根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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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活动连接
LE	3：亲子户外观察

•	 3.A：物种、种类与行为
•	 3.B：关係
•	 3.C：地方、土地与水
•	 3.D：人为决策

LEARNING IN PLACES 的思考框架
•	 跨尺度思考
•	 地方的社会生态史
•	 观察与资料收集
•	 複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推理

科学实践强调

•	 提出问题

•	 计画和进行调查

•	 收集、评估、交流资讯

核心思想和重要现象

•	 ESS2.A：地球材料和系统

•	 ESS2.B：板块构造与大型系统的相互作用

你
在

季
节

性
故

事
线

的
位

置
与其他家庭交流

	» 给家中或社区中的长辈写一封信。问他们
对这个地方记得些什么，或是他们来到这
里的经历。给你的朋友写一封电子邮件，附
上几张照片或图画来分享你的发现，并询
问他们在步行中发现了什么。

要点与实践
跨尺度思考

理解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方法是跨多个尺
度进行思考。其中包括时
间尺度（过去，现在和
未来）和空间尺度（
水平和垂直尺度，
如左右或上下观
望；	地表上和
地底下；	远和
近）。跨尺度思
考可以帮助人们
更紧密地观察现
象，并且可以帮助他
们思考变化。	

複杂的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是指人类系统与生态系统之
间的相互作用。	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所有的系统（例如，社会、政治、制度）
始终与生态系统息息相关。	複杂的社会生
态系统涉及多个空间、时间和组织尺度。

家庭观察
之旅

家庭观察
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