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從 107年，屏東縣便展開移除綠鬣蜥的工作，過了七年，這個問題仍持續困擾

在地農民。為什麼綠鬣蜥這麼難處理？整件事凸顯了什麼問題？ 

任務一：令人頭疼的綠鬣蜥 

    閱讀 11月 18日第 2版〈綠鬣蜥入侵農地 屏縣七年來移除逾十萬隻〉，回答以下

問題： 

1. 報導第一句寫著：手電筒一照，大樹當場下起「綠鬣蜥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複選） 

□ 有種樹會生長出像綠鬣蜥的果實 

■ 綠鬣蜥躲在樹上，被光一照掉下來 

□ 這是一個故意設計的整人遊戲 

■ 民眾夜間用這種方法捕捉綠鬣蜥 

■ 樹上的綠鬣蜥數量很多，像雨點一樣 

2. 根據報導，為什麼要捕捉綠鬣蜥？  

綠鬣蜥愛吃幼芽嫩葉，啃食農民辛苦種植的紅豆、毛豆幼苗，造成農民損失。 

3. 根據報導，為什麼綠鬣蜥不易抓光光？ 

 

 

 

                                                        

 

 

 

 
■給師長的話：了解綠鬣蜥因造成農損而展開捕捉的新聞報導。 

■圖片來源：https://publicdomainvectors.org/zh-CHS/%E5%85%8D%E8%B4%B9%E5%89%AA%E8%B4%B4/%E7%BB%BF%E9%AC%A3%E8%9C%A5/90158.html 

 

文本來源：113 年 11 月 18 日第 2、3 版 

(綜合新聞、國際) 

           

 設計者：林玫伶（清華大學客座助理教授、兒童文學作家）  

多文本讀報學習單（解答篇） 

身體會隨環境改變（ 顏色 ） 
擅長（ 挖洞 ） 

野外無（ 天敵 ） 

容易藏身 
很會偽裝，難以被發現

沒有其他動物會吃牠們，或威脅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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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二：外來入侵物種      

    繼續閱讀同一版的〈新聞延伸〉，回答問題： 

1. 綠鬣蜥造成農損，被農業部列為有害動物。根據文章所述，綠鬣蜥是怎麼變成如今

「人人皆可除之」的動物？ 

 

 

2. 這個版面加上〈新聞延伸〉，對於你理解【任務一】的新聞報導，有什麼幫助？ 

補充了新聞報導沒有提到的緣由，讓我們更清楚綠鬣蜥為什麼會演變成今日的農民

問題。 

3. 〈新聞延伸〉還提到臺灣還有其他常見的外來入侵物種，你認識哪些？連連看。 

埃及聖䴉 外來種的八哥 日月潭的魚虎 

 

 

 

 

 

■給師長的話：物種離開原產地，到了其他地方是福是禍？透過補充的新聞延伸，思考誰該負最大責任。 

■圖片來源：由 George Chernilevsky - 自己的作品, 公有領域,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8836943 

■圖片來源：由 Steve Garvie from Dunfermline, Fife, Scotland - Sacred Ibis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Uploaded by Snowmanradio, CC BY-SA 2.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2687024 

■圖片來源：由 JJ Harrison (https://tiny.jjharrison.com.au/t/YB68VBb3iPkna4Pg) - 自己的作品, CC BY-SA 4.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76303720 

原產地

引進臺灣

逃到野外

繁殖力強又缺乏天敵

危及生態平衡 

危害（ 農作物 ） 

因逃逸或被（ 棄養 ） 

中南美洲 

當成（ 寵物 ）飼養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8836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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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三：移除     

    閱讀同一版〈綠鬣蜥可吃？獸醫師：須考量出沒環境〉，回答以下問題： 

1. 文章中最後提到：「農業處委外抓捕的綠鬣蜥，……，全數均以人道銷毀，直送垃

圾場焚化……。」而，【任務一】報導也提到「移除」二字。關於這些描述，以下

哪個說法是對的？ 

■ 人道銷毀和移除，都是消除或控制數量的意思 

□ 人道銷毀和移除，都是製造天敵讓生態保持平衡 

□ 「人道銷毀」是消除牠們，「移除」是把牠們送回原產地 

2. 綠鬣蜥可以吃嗎？根據文章完成下表。 

將綠鬣蜥普遍當成食用肉的地區 中南美洲 

臺灣有食用綠鬣蜥的例子嗎？ 有，彰化縣曾有網紅分享「窯燒綠鬣蜥」照片 

目前對於食用綠鬣蜥的顧慮是什麼？ 

綠鬣蜥出沒環境是否有（ 重金屬 ）或（ 水

源 ）汙染，以及（ 寄生蟲 ）問題，因此目

前農業處還不提供民眾索取 

 

    閱讀 1月 18日第 3版〈德國浣熊過多 肉販抓來灌香腸〉，完成以下問題： 

1. 根據這幾篇文章所述，完成下表。 

外來入侵物種 綠鬣蜥 浣熊 

入侵地區 臺灣屏東 德國 

物種原產地 中南美洲 北美 

引進的理由 當寵物 製作（ 皮革 ） 

在野外成為入侵

物種的原因 

逃逸或被棄養後，繁殖力強，

很會吃，傷害農作物 

1934年被野放，繁殖力強，很

會吃，也可能咬人 

解決方法 
啟動（ 夜間巡捕 ）專案，也

鼓勵民眾抓捕 

抓來（ 灌香腸 ），成為熱銷商

品 

2. 如果像德國吃浣熊肉一樣，臺灣也把綠鬣蜥當成食物，你有什麼看法？和同學討

論看看。 

 (略) 

■給師長的話：解決外來物種入侵，參考他國作法，讓學生思考任何可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