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高雄市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教案設計格式 

（一）基本資料 

教案名稱  聰明吃魚，永續海鮮 
設計者  

姓名  

許仱靜 

 

 

教學對象   □高中 □國中 ■國小 □幼兒園 
教學領域  

（或科目）  
彈性課程 議題學習

主題  

 □海洋休閒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  ■海洋資源 

 

（二）教案概述 

教案名稱  聰明吃魚，永續海鮮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節數  共 4 節，160 分鐘。(請以 1 至 4 節課設計) 

課程類型 i 

□議題融入式課程 

■議題主題式課程 

□議題特色課程 

課程實施  

時間  

□領域/科目：      

□校訂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

素養 ii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教學理念  

學生已學過海豚面臨生存危機的先備經驗，透過魩仔魚分類活動讓學生了解過漁不僅破壞海

洋生態，也會造成海洋資源的枯竭，進而引導學生建構選擇魚種原則，培養學生永續海洋資

源的概念，最後以在地低碳的虱目魚製作魚丸，並與市售虱目魚漿加工所製魚丸，讓學生品

嘗比較兩者口感、成份，及思考何種魚丸成份對身體較為健康，期望學生思考如何為永續海

洋資源盡一份力，並在生活中實踐。 

教學對象  

分析  

學生已在五年級國語文本學過海豚面臨的生存危機――漁民捕魚用的流刺網、船隻撞擊的意

外死亡、海洋汙染導致食物銳減、填海造地讓牠們的棲息地消失，這些先備經驗有助於類推

到海洋生物面臨的生存危機。此外，學生已共讀過繪本「大家來逛魚市場」，繪本裡有魚市

場常見的魚類圖片，會成為學生閱讀臺灣海鮮指南的前置經驗。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域 /

學習

重點 i i 

核

心

素

養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

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

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

理日常生活問題。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

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

同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

海

洋

教

育

議

題
i 

核

心

素

養  

海A2 能思考與分析海洋的特性與影響，並

採取行動有效合宜處理海洋生態與環

境之問題。 

海C2 能以海納百川之包容精神，建立良好

之人際關係，參與社會服務團隊。 



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學

習

表

現  

國語文‐口語表達 

2-Ⅲ-7 與他人溝通時能尊重不同意見。 

國語文‐閱讀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文本

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學

習

主

題  

海洋資源與永續  

學

習

內

容  

國語文‐文本表述 

Bd-Ⅲ-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

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實

質

內

涵  

海 E13 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水產品。 

海 E16 認識家鄉的水域或海洋的汙染、過

魚等環境問題。 

學習目標  

1. 認識魩仔魚，並了解濫捕可能造成海洋資源的枯竭。 

2. 選擇適合食用的魚種，培養永續海鮮的觀念。 

3. 製作虱目魚丸。 

教學資源  電腦與單槍設備、學習單、平板電腦。 

 

（三）教學活動設計 
 

對應 

教學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備註  

（請說明評量方

式）  

 

 

 

 

 

 

 

 

 

1. 認識魩

仔魚，

並了解

濫捕可

能造成

海洋資

源的枯

竭。 

 

 

 

【活動一】吃對魚永續海鮮 

準備活動(課前準備) 

教師：每生一張A4影印紙、魩仔魚(未篩選的)、

每生一張臺灣海鮮指南、白板、事先依

據海鮮指南中的燈號設計題目 

學生：已分好組別、平板電腦 

一、 引起動機 

教師：(拿出一包魩仔魚)這是什麼？同學吃過

哪些魩仔魚料理？ 

二、 發展活動 

1. 教師：(發下每生一張A4影印紙，並將倒一

些未篩選過的魩仔魚在紙上。) 請每一位同

學將魩仔魚分類，你覺得是同種魚的放一

堆，不同種的放另一堆，不確時可以和同組

同學討論，分完的組別可以彼此觀摩討論分

類有沒有差異。 

2. 教師：請每一組輪流上臺分享同學的討論結

果。 

3. 教師：海水魩仔魚是不同的鯷魚科魚苗，牠

們同時也是大魚的食物，但大量捕撈和食

 

 

 

 

 

 

3分 

 

 

62分 

 

 

 

 

 

 

 

 

 

 

 

 

 

 

 

 

 

魩仔魚 

 

 

A4紙 

魩仔魚 

 

 

 

 

 

 

 

 

 

 

 

 

 

 

 

口頭回答 

 

 

小組討論 

 

 

 

 

 

小組發表 

 

口頭回答 

 



 

 

 

 

 

 

 

2. 選擇適

合食用

的 魚

種，培

養永續

海鮮的

觀念。 

 

用，會造成海洋資源枯竭，雖然魩仔魚富含

鈣質，請學生想想生活中有哪些食物可以替

代又能補鈣？ 

(學生可以吃掉A4紙上的魩仔魚) 

4. 教師：同學們還記得上次共讀繪本「大家來

逛魚市場」，書裡有介紹魚市場常見的魚類

圖片，回想你曾經吃過哪些魚，請幾位同學

分享吃魚的記憶。 

5. 教師：同學分享吃過的魚，我們要怎麼知道

吃這些魚對永續海洋資源會不會有影響，現

在發下「臺灣海鮮指南」，請每組同學閱讀

討論後，將討論內容寫在白板上，再請每一

組上臺分享。 

三、 綜合活動 

1. Kahoot限時搶答 

教師：共10題，等一下螢幕出現魚名，請同

學依據臺灣海鮮指南上紅、綠、黃燈的魚

類，選擇按下燈號，最後統計每人作答數和

公布正確答案，並獎勵前三名的同學。(克

寧高鈣牛奶一瓶)教師請三名同學分享快速

答題的祕訣。 

2. 教師小結：臺灣海鮮指南包括綠燈(建議食

用)、黃燈(斟酌食用)、紅燈(避免食用)，

以後同學吃海鮮可選擇底層魚、蝦、貝類，

和臺灣在地生產碳足跡低的海鮮，這樣漁業

才能永續，下一個活動，我們將利用綠燈海

鮮製作魚丸。 

~第一、二節結束~ 

 

 

 

 

 

 

 

 

 

 

 

 

 

15分 

 

 

 

 

 

 

 

 

 

 

臺灣海

鮮指南 

白板 

 

 

 

平板電

腦 

 

 

 

 

 

 

 

 

 

口頭發表 

 

 

 

小組討論 

小組發表 

 

 

 

 

實作評量 

 

 

 

口頭發表 

3. 製作虱

目 魚

丸。 

【活動二】丸出健康好活力 

準備活動(課前準備) 

教師：整尾去刺虱目魚一條、無刺虱目魚柳、

搥肉器、塑膠砧板、刀子、大湯匙、鍋

子、卡式爐、市售的虱目魚丸一包、白

板 

學生：餐具、已分好組別、雙手洗淨 

一、 引起動機 

1. 教師：同學吃過虱目魚嗎？虱目魚是屬於臺

灣海鮮選擇指南什麼燈號的海鮮？(綠燈) 

2. 教師：虱目魚的營養價值高，是綠燈的魚

種，也是高雄市彌陀區主要養殖魚種，所以

彌陀又稱虱目魚的故鄉，每年年底都會舉辦

虱目魚文化季，同學今年年底有機會可以和

 

 

 

 

 

 

 

3分 

 

 

 

 

 

 

 

 

 

 

 

 

 

 

 

 

 

 

 

 

 

 

 

 

 

 

 

 

口頭回答 

 

 

 

 

 



家人一起去參加。虱目魚全魚都能利用，除

了魚肚外，身體其他部位的魚肉因為魚刺

多，可以加工製作成虱目魚丸。接下來，全

班一起體驗做虱目魚丸。 

二、 發展活動 

1. 教師將整尾去刺虱目魚，切下身體兩側魚肉

(魚頭、魚肚和魚尾不用，但跟學生說明這

些都可以食用。)將魚肉去皮，用刀子分切

魚肉小塊，然後撒上鹽巴(比例是100g魚肉

約加3g鹽巴)，利用搥肉器將肉搥至有黏性

即可搓成丸子(為防止搥打過程魚肉溫度升

高，可放置少許碎冰上鋪毛巾，再放上塑膠

砧板。)最後放入滾水中煮。 

2. 教師：請問老師示範時，你看到哪些重點？ 

3. 教師：每一組領回無刺虱目魚柳和器具，記

得先加鹽巴再搥打，且搥打不要過久，只要

有黏性就可以搓成丸子，接著拿到前面一起

煮，然後回座位整理桌面和清洗器具，等丸

子熟了，就可領回丸子。 

4. 教師：請各組派人到前面領已煮熟的虱目魚

丸，然後每位同學在座位上品嘗自己做的魚

丸和市售魚丸，黑板上有這兩種魚丸的成

份，同學可以觀察兩者外觀，聞聞味道再吃

吃看，各組吃完將觀察、口感或發現寫在白

板上。最後請每一組發表品嘗心得和發現。 

5. 教師：請各組清洗用具和收拾桌面，並恢復

成原來的座位。 

三、 綜合活動 

1. 教師小結：從做丸子的體驗中，可以學到自

製和市售成份、口感有差異，因為純虱目魚

做的丸子較柴，且一隻虱目魚肉做的丸子數

量少，市售會加入豬油讓口感滑順，添加澱

粉可以做多一些丸子，降低成本，有些廠商

還會添加磷酸鹽防止腐敗，對身體健康造成

影響。 

2. 教師統整：從活動一到活動二，同學可以學

到未來吃海鮮可以多食用綠燈海鮮，不但碳

足跡低，也能讓海洋資源永續和愛護海洋生

態。接下來有一份「聰明吃魚，永續海鮮」

學習單，請回家和家人分享如何吃魚保護海

洋資源，再學做一道綠燈海鮮料理，或餐廳

聚餐挑選的綠燈海鮮料理，按時完成的同學

 

 

 

 

67分 

 

 

 

 

 

 

 

 

 

 

 

 

 

 

 

 

 

 

 

 

 

 

10分 

 

 

 

 

 

虱目魚 

鹽巴 

魚柳 

刀子 

搥肉器 

塑膠砧

板 

鍋子 

大湯匙 

卡式爐 

市售虱

目魚丸 

白板 

 

 

 

 

 

 

 

 

 

 

 

 

 

 

 

 

 

學習單 

 

 

 

 

 

觀察評量 

 

 

 

 

 

 

 

口頭回答 

實作評量 

 

 

 

 

小組討論 

小組發表 

 

 

 

 

 

 

 

 

 

 

 

 

 

 

實作評量 

 

 

 

 

 



老師會給予獎勵。(獎勵品虱目魚餅乾) 

~第三、四節結束~ 

 

（四）教學實踐、教學省思與建議 

教學實踐  

情形與  

成果  

本活動是參加研習後，修改以前教案，因帶畢業班，無法全程實踐，只能就以前實施過的臺

灣海鮮指南部分說明。 

在閱讀臺灣海鮮指南，結合閱讀課和國語課曾學過摘要的方法，提供資料讓學生小組合作自

主學習，然後上臺發表，此教學設計也讓學生對海鮮指南選擇的內容印象深刻，從學生的回

饋可知，學生不但要讀懂文章內容、摘要，還要上臺報告，對統整能力和練習膽量都有幫助，

雖然有些組別摘要的邏輯並不清晰，但經由他組報告的學習模仿，也有一定的學習效果。在

臺灣海鮮指南最後以 Kahoot 搶答也是學生喜愛的活動，且透過互動競賽，不但可以評量學

生學習成效，還能寓教於樂，一舉兩得。 

教學省思

與建議  

未來修正建議與教學省思： 

之前實施海洋教育時，總喜歡辦理戶外課程體驗，希望透過體驗來培養學生愛海、護環

境的素養，但常遇到的困難就是家長對水域環境安全的疑慮，即使是申請經費的免費體驗活

動，仍然無法吸引家長讓學生參加，所以有時參加的人數不多。由此可知，當人對海洋的了

解是無知或有限的，或停留在民間對水的忌諱，便會阻礙海洋教育的推動。所以此次教學活

動以教室中的海為主，期望透過遊戲和實際操作，讓海洋教育在國小階段種下知海、愛海、

護海的種子，期待有一天能夠發芽、茁壯，也可以為海洋教育盡一分心力。 

另外，教學過程中，老師發現大部分學生認識的海洋生物有限，即使是已有共讀過「大

家來逛魚市場」，還是局限在常吃過的魚類，對大部分的魚類名字不清楚，尤其是大魚，因

平時只吃到身體的一部分，所以會對生物的大小或全貌不清楚，所以建議未來海洋教育的設

計，也可以朝向認識海洋生物的課程。 

 



聰明吃魚，永續海鮮學習單 

班級：    年   班  姓名：               

1. 透過這次的海洋教育課程，你學到什麼？或寫出令你印象最深刻活動的感受？ 

 

2. 請同學回家將海洋教育課程學到的內容與家人分享，再與家人製作一道綠燈海鮮料理，把過程寫

下來，並將成品拍照或畫下來；或將聚餐挑選的綠燈海鮮料理拍照(也可以用畫的)，描述料理名

稱、食材和口感。 

 料理名稱： 

 使用的食材： 

 

 

 料理的步驟(或品嘗的口感)： 

 

 

 

 

 我覺得要改進的地方(或推薦的理由)： 

 

 

 

 

 拍照或畫下這道料理： 

 



 

資料來源: 臺灣海鮮選擇指南

https://fishdb.sinica.edu.tw/seafoodguide/files/SeafoodguideTaiwan_20210506.pdf 

 

https://fishdb.sinica.edu.tw/seafoodguide/files/SeafoodguideTaiwan_20210506.pdf


 

                                                      
i 可參閱國家教育研究院發展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議題融入說明手冊」 

(12-13頁；294頁；52-57頁)。 

(1)議題融入式課程：此類課程是在既有課程內容中將議題的概念或主軸融入。融入的議題可僅就某一議題，或多項相關

議題。此類課程因建立於原有課程架構與內容，以現有課程內容為主體，就其教學的領域/科目內容與議題，適時進行

教學的連結或延伸，設計與實施相對容易。 

(2)議題主題式課程：此類課程是擷取某單一議題之其中一項學習主題，發展為議題主題式課程。其與第一類課程的不同，

在於此類課程的主軸是議題的學習主題，而非原領域/科目課程內容，故需另行設計與自編教材。它可運用於國中小的

彈性學習課程、高級中等學校的彈性學習時間，以數週的微課程方式進行，或於涉及之領域教學時間中實施。 

(3)議題特色課程：此類課程是以議題為學校特色課程，其對議題採跨領域方式設計，形成獨立完整的單元課程。它可於

校訂課程中實施，例如國中小的彈性學習課程、高級中等學校的彈性學習時間，或規劃成為校訂必修或選修科目。此

類課程不論是單議題或多議題整合進行，通常需要跨領域課程教師的團隊合作，以協力發展跨領域的議題教育教材。

雖有其難度且費時，但因是更有系統的課程設計，並輔以較長的教學時間，故極有助於學生對議題的完整與深入了解，

可進行價值建立與實踐行動的高層次學習；同時，亦可形成學校的辦學特色。 
ii 可參閱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各領域綱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