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海洋文學教案設計 

教學 

主題 

MIT潮間帶誌： 

        圖像‧詩文的邂逅 

適用 

年級 
高中一、二年級 

設計者 洪菁穗 
使用 
節數 

2節～3節（戶外教學 1節） 

設計 
理念 

(可以呈現以海洋為主軸的理念架構圖) 

一切，從畫面開始→海洋文學與海洋文化→眼見為憑→潮間帶探索→口耳
相傳→創作引導→手寫我心→海洋圖象詩創作→影像與詩文的對話。 
 

建構 
教學 
目標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由「設計理念」結合「能力指標」     

而形成) 
國文領域 
能力指標 

海洋教育 
能力指標 

1.提高閱讀、欣賞

及寫作語體文之能

力，熟練口語表達

與應用。 

2.閱讀優質課外讀

物，增進文藝欣賞

與創作之能力，開

拓生活視野，加強

人文關懷。 

3.經由語文教育，

培養出關心當代生

存環境的現代國

民。 

3-5-5 分析海洋文學與海

洋文化之間的關連性。 

3-5-4 察覺生活中與海洋

相關之生活體驗與文化。 

3-5-7 善用各種寫作技巧

及文體，創作以海洋為背景

之文學作品，表達自己對海

洋之瞭解與情感。 

3-5-9 應用藝術的知識與

經驗，利用各種媒材與技

巧，創作以海洋為內 

容的作品，表達自己的觀念

與情感並表現個人的獨創

性。 

1.能藉由課文回顧了解海洋文學與海

洋文化之間的關連性。 

2.能透過細膩地觀察與描繪，展示濱

海潮間帶的各種容貌，以及潮間帶生

物的姿態。 

3.能以形象化的手法靈活生動的描摹

潮間帶的風景與物種，呈現潮間帶多

變的形貌與繽紛的生命力。 

4.能善用字句的重複與意象的營造，

以特殊的排列方式模擬濱海實地生態

或景物，創作具形象感的「圖象詩」，

作為想像濱海實際景致的媒介。 

5.能結合影像擷取的技巧，以照片拍

攝、影片紀錄的方式，呈現圖像與詩

相互輝映的作品。 

學生 
能力 
分析 

1.高一學生能藉由現行高中的國文課程，有機會接觸海洋文學作品，並能簡要了解現代

詩的發展脈絡。目前各版本在各冊次的現代詩選編排上，多依年代順序選錄：第一冊

選錄二○至四○年代 (例如：徐志摩的新月派)；第二冊則選錄五○年代作品（例如：

加入現代詩社的鄭愁予）。 

2.高二在第三冊國文的現代詩課程學習上，則進入六○年代，學生能逐步了解當時的詩

壇開始質疑現代主義思潮，詩風逐漸轉變，文字趨於平實，題材亦能與現實社會結合，

笠詩社即為此時期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詩社之一。 

 

教材 
來源 

1.翰林版高中國文第二冊〈鬼頭刀〉廖鴻基 

2.龍騰版高中國文第二冊〈飛魚季〉夏曼‧藍波安 

3.龍騰版高中國文第三冊〈現代詩選〉(三)：林亨泰〈風景 No.2〉 

教學 
準備 

1.校外教學聯繫：潮間帶導覽探索體驗。（依各校實際教學需求彈性決定是否規劃之） 

2.潮間帶生態影片。 

3.各版本國文課本關於海洋文學與現代詩的相關資源彙整與補充。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略） 

一、引起動機： 

階段一：尋找對海洋的感覺 

1.廖鴻基：「因為鬼頭刀，讓我成為海洋文
學作家。」一切，從畫面開始…… 

  播放【味全 TV】廖鴻基看見台灣海（五）深情的

鬼頭刀（11:5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VnCDjI4YR4 

  「廖鴻基透過討海人的體驗，把漁民生活
和海洋變化融入文學創作。對他而言，海洋
蘊藏了超乎人類陸地想像的驚奇與寶藏。」 

2.從鬼頭刀到飛魚 
  播放「自然奇觀～飛魚」影片（1:0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atdLcC8UOU 

3.「對夏曼‧藍波安而言，海洋是達悟族男
人的世界，男人與海洋的搏鬥，為達悟族
文明累積了代代相傳的故事與傳奇，也成
為他創作的泉源。」讀完〈飛魚季〉，我
們得以瞭解飛魚深深影響著達悟族的文
化。而臺東長濱南竹湖部落的潮間帶，不
僅生態豐富，也傳承著當地阿美族人的文
化。 

  播放原民電視台 20130523 晚間新聞片段（2:20） 

  潮間帶生態豐富 南竹湖採集加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8fqIspwt2I 

4.提問：濱海的潮間帶，除了找吃的，還有
什麼？ 

 
二、發展活動： 

階段二：探索海洋相關內容 

（一）眼見為憑－潮間帶探索 

  播放小琉球潮間帶生態影片（1:2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P4Zoy58vyY 

  搭配創作引導（視覺摹寫的使用） 

（二）口耳相傳－潮間帶生態觀察引導 

1.導覽解說活動須依實際教學場域考量斟

酌辦理。（若包含導覽，則時間增加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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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BVnCDjI4YR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atdLcC8UO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8fqIspwt2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P4Zoy58vyY


2.亦可以相關影片進行創作引導，引導學生
仔細聆聽影片如何介紹潮間帶生物的姿
態。 

  例如：播放潮間帶生態體驗（4:4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OLS-3qm4Z0 

3.搭配創作引導，著重在修辭法的介紹與運
用；例如：摹寫、譬喻、轉化、示現。 

 
階段三：認識自己與海洋的關係 

（三）寫作引導─圖象詩的創作手法 

1.以林亨泰的〈風景〉詩兩首為例，說明詩
中如何以重複的字句營造的視覺效果。 

2.其中〈風景 No.2〉詩的第一節模擬海岸

邊防風林的排列方式，描摹海邊景象的綿
延無盡；第二節則展現視覺延伸的圖象
性，讓讀者的視覺繼續向前推展，呈現防
風林外仍可遠眺海景，看到層層波浪的意
象。 

 
三、綜合活動 

階段四：對海洋的行動力 

（一）手寫我心→圖象詩創作 

1.以潮間帶生物姿態的觀察為主題，加以個

人對濱海人文風光的想望，進行圖象詩創
作。 

2.將完成之作品陸續張貼於黑板發表，進行
分享與交流。 

（二）影像與詩文的對話（課後作業） 

1.以本次課程的學習為基礎，利用假期，為
自己規劃一趟潮間帶生態之旅，拍攝一段
「MIT台灣潮間帶（代）誌」，內容可以下
列兩種方式擇一呈現： 

（1）照片 5張，可以是連續畫面，抑或各

自獨立。 

（2）一段 3分鐘以內的影像紀錄，注意運
鏡方式，畫面或由遠景拉至近景，或
由近景推至遠景。 

2.用畫面說故事，寫一段潮間帶紀事，或談
生物的生長特性，或論海洋環境對人類的
影響，思考人與海洋的關係……文長不
限。 

 

 

 

 

 

10分 

 

 

 

 

 

 

 

 

15分 

 

 

5分 

 

5分 

 

 

 

 

 

 

 

影片

播放 

 

 

 

龍騰版

高中國

文第三

冊 

 

 

 

 

 

 

 

學習單 

 

 

 

 

 

 

 

 

 

 

 

 

 

 

 

 

 

新詩

創作 

 

 

作品

發表 

 

課後 

學習單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OLS-3qm4Z0


3.故事最後必須聚焦在一個畫面（即第 5
張照片或影像的最後一幕），並以一首新
詩創作收束結尾（不限定圖象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