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教育 

一、設計理念 

先讓學生了解台灣是一座四面環海的島嶼，而各地有著不同的海

洋習俗與節慶活動，藉由這些在地文化活動增加學生對海洋民俗文化

的興趣，進而了解海洋與人類共存的關係。 

了解海洋與人類共存的關係後，回頭關注彰化近海的「台灣白海

豚(台灣馬祖魚)」，從認識台灣白海豚、知道台灣白海豚遭遇的危機、

到保護台灣白海豚，透過這樣的課程與行動，讓「親海、知海、愛海、

護海」的海洋教育概念深植學生心中。 

二、教學活動設計 

主題名稱 海洋教育 單元名稱 海洋習俗節慶教育 適用年級 中年級 

設計者 戴豐田 教學節數 4 節   

教學目標 

1.了解台灣所處的海洋環境。 

2.探詢不同的海洋習俗及節慶。 

3.知悉結合在地文化的海洋習俗，藉由海洋習俗了解風土民情。 

4.知道人類與海洋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5.認識台灣白海豚遭遇的危機與保育方式。 

核心素養項目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社-E-A2 

學習表現 

【社會】 

3a-II-1 透過日常觀察與省思，對

社會事物與環境提出感興趣的

問題。 

議題融入 

【海洋教育】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

境與產業。 

海 E5 探討臺灣開拓史與海洋的



學習內容 

【社會】 

Bc-Ⅱ-1 各個族群有不同的命名

方式、節慶與風俗習慣。 

Cb-Ⅱ-1 居住地方不同時代的重

要人物、事件與文物古蹟，可以

反映當地的歷史變遷。 

關係。 

海 E7 閱讀、分享及創作與海洋

有關的故事。 

海 E8 了解海洋民俗活動、宗教

信仰與生活的關係。 

統整相關領域 

海洋教育、環境教育 

 

教 學 活 動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準備活動： 

1.蒐集台灣海域的照片或影片 

2.蒐集台灣白海豚資料 

 

一、 引起動機 

教師介紹台灣海洋分布圖 

 1.介紹台灣周圍的海洋 

2.說說看你聽過或知道哪些有關

海洋的故事呢? 

台灣四面環海，海洋對於我 

們是相當重要的，藉由引起 

動機，引導學生進入「海洋 

教育」的主題。 

 

二、 發展活動 

(一) 台灣海域環境 

台灣四面環海，西有「台灣海

峽」、南臨「巴士海峽」、東瀕

「太平洋」、北面則是接「東

海」。 

(二) 台灣海洋歷史 

   1.先民渡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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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各鄉庄神之香火的    

    緣起，絕大部分是先民渡 

    海來台灣，從原鄉攜來之 

    香火袋或小尊神像，最初 

    可能只是一家一姓的人 

    所祭拜，是為族姓私佛， 

    後來庄頭建廟，而成為村 

    廟主神，稱為「公佛」。 

   2.香火緣起 

    以地區劃分，可將海洋宗 

    教信仰分成: 

    (1)王爺信仰 

    敬拜王爺公的習俗，起自    

    於先民渡海來台之時，隨 

    身奉請神明金身，或者攜 

    帶香火，在台灣定居之後 

    感念祂的庇祐，便建宮起 

    廟朝拜，香火延棉不絕。 

    (2)媽祖信仰 

    台灣的民間海洋信仰中   

    最重要的是媽祖，林默娘 

    從湄州昇天為神，發展到 

    成為航海者的守護神，從 

    年輕婦女成為夫人、到天 

    妃，甚至天后、媽祖婆。 

    媽祖形象的演變和台灣 

    人的海上活動其實是息 

    息相關的，原本媽祖只是 

    守護海上船民的女神形 

    象，後來逐漸變成全台灣 

    人民的主要信仰，而且不 

    再限於海上神明的角色。 

 

 

 

 

 

 

 

 

 

 

 

 

 

 

 

 

 

 

 

 

 

 

 

 

 

 

 

 

 

 

 

 

 

 

 

 

 

 

 

 

 

 

 

 

 

 

 

 

 

 

 

 

 

 

 

 

 

 

 

 

 

 

 

 

 

 

 

 

 

 

 

 

 

 

 

 

 

 

 

 

 

 

 

 

 

 

 

 

 

 

 

 

 

 

 

 

 

 

 

 

 

 

 

 

 

 

 

 

 

 

 

 

 

 

 

 

 

 

 

 

 

 

 

 

 

 

 

 

 

 

 

 

 

 

 

 

 

 



三、 綜合活動 

   分組討論(4F 討論法) 

   (1)聽過哪些有關海洋的 

   故事呢? 

   (2)這樣海洋故事對我們  

   的生活有何影響呢? 

 

------------------第一節結束------------------ 

 

一、 接續第一節課未討論完之

問題 

   (3)從這些海洋故事中你 

   得到什麼啟示呢? 

   (4)未來你如何對待(看待) 

   我們的海洋呢? 

 

二、 引起動機 

1.播放媽祖繞境影片、東港王船祭

影片。 

2.藉由媽祖信仰與王爺信仰，進入

「海洋祭典」的主題。 

 

三、 發展活動 

(一)海邊民俗 

1. 東港迎王平安祭典 

王爺信仰的建醮活動為台灣最盛

大的祭典活動之一，由於漢人民

俗概念中，山海水流遠離人煙處

為鬼神匯集所在，因此隔幾年就

要建醮以去邪穢。而台灣的東港

迎王平安祭典發展出燒王船除瘟

疫取代送王船出海代天巡狩的儀

式，是台灣相當在地色彩的祭祀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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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放水燈 

台灣各地的中元節常有放水燈的

習俗，靠海地區當然就在 

海邊放水燈，著名的基隆中元

祭，今年也在八斗子望海港舉行

放水燈，將水燈抬起緩 緩放入海

漂流 ，象徵接引孤魂到人間接受

普施。 

 

(二)海外信仰 

相傳媽祖出生於中國福建省莆田

湄洲島。自北宋開始受人建廟膜

拜，逐漸傳播到福建、浙江、廣

東等沿海省分，並向海外的 臺

灣、 琉球、日本、東南亞（如泰

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傳

布。 

三、綜合活動 

    統整與規劃海洋文化相關的

民俗與信仰，並先預告針對這個

部分我們會進行分組討論，請各

組可以針對海洋文化相關的宗教

信仰進行資料蒐集，便於下節課

進行討論。 

 

------------------第二節結束------------------ 

 

一、 引起動機 

口述媽祖信仰與王爺信仰

等「海洋祭典」，喚起學生

的課程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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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活動 

分組討論(4F 討論法) 

   (1)媽祖與王爺的宗教活動有 

   哪些相同與相異之處呢? 

   (2)從媽祖和王爺的宗教活動 

   中，你看到什麼?了解到什麼? 

   (3)你還聽過生活周遭與海洋 

   有關的宗教活動呢? 

   (4)這樣與海洋有關的宗教活 

   動中有沒有共通的地方呢? 

   (5)這些海洋相關的活動給你 

   什麼樣的啟示呢? 

   (6)從這些宗教活動中學習到 

   什麼可以應用在未來生活中 

   的事項呢? 

 

三、 綜合活動 

統整有關海洋與宗教的概念與迷

思，並且詢問學生之不知道有「台

灣媽祖魚」，為接下來的課程做準

備。 

    

------------------第三節結束------------------ 

一、 引起動機 

播放財團法人台灣媽祖魚保護聯

盟製作的「媽祖魚(白海豚)保育短

片」 

二、 發展活動 

(一) 認識台灣白海豚(學名: Sousa 

chinensis taiwanensis) 

  1.居住的棲地 

白海豚主要居住在台灣西岸

沿海 5km 以內，從苗栗縣的中

港溪口往南到台南縣將軍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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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灣白海豚屬於近岸型的

海豚，棲息在離岸不遠的淺水

海域，棲息水深通常不會超過

25 公尺，而且常出現在河口鹹

淡水交會處的水域。 

  2.白海豚體態 

   出生時呈現暗灰色，少年期體 

   色轉淡並佈滿藍色斑點，成年 

   後全身轉為雪白，甚至因活動 

   時的血液循環而呈現粉紅色 

   澤，因此又稱為粉紅海豚。 

  3.為什麼又稱台灣媽祖魚 

   台灣海峽受東北季風之影 

   響，全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海 

   象洶湧，海面上易起白浪，不 

   易觀察。約莫農曆三月中旬以 

   後，海象轉趨平穩，牠們的活 

   動開始較易與浪濤區分。此時 

   適逢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 

   誕辰，台灣白海豚在沿海活動 

   的習性，讓人認為是來向媽祖 

   祝壽，因而民間有個可愛而適 

   切的稱呼 -「媽祖魚」。 

(二) 知道台灣白海豚遭遇的危機 

  1.棲地破壞及消失 

  2.廢水及空氣汙染 

  3.漁具誤纏 

  4.河口淡水注入量減少 

  5.水下噪音 

(三) 知道台灣白海豚的保育方式 

  播放「復育我們的台灣白海豚」 

  短片，藉由影片了解保育台灣 

  白海豚的方式與重要性。 

 

 

 

 

 

 

 

 

 

 

 

 

 

 

 

 

 

 

 

 

 

 

 

 

 

 

 

 

 

 

 

 

 

 

 

  

 

 

 

 

 

 

 

 

 

 

 

 

 

 

 

 

 

 

 

 

 

 

 

 

 

 

 

 

 

 

 

 

 

 

 

 

 

 

 

 

 

 

 

 

 

 

 

 

 

 

 

 

 

 

 

 

 

 

 

 

 

 

 

 

 

 

 



三、綜合活動 

  播放與教唱「台灣媽祖魚 MV」

的短片，透過歌曲讓台灣媽祖魚

更容易進入學生的心裡，也拉近

台灣媽祖魚與學生的距離。藉由

深入了解台灣白海豚，轉化成行

動來保護台灣白海豚，讓台灣白

海豚能永續生活在這片美裡的海

洋。 

 

------------------第四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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