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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sea turtle 警報隊 
                   112年「海洋教育創新教學優質  

                    團隊選拔」實施計畫 
| 國立北斗家商 王玉娟 賴韋茗 李秀麗 蔡珮綺                         

                             | 國立彰化女中  鄭昭慧 
 

                                                     隊名意涵：綠色／永續 藍色／海洋  

                                    紅色／海龜滅絕 急迫 

                 

                                                   

壹、學校/團隊基本資料 

一、簡述學校歷史或教學團隊之成員介紹 

1、北斗家商歷史 

北斗家商自民國 38 年建校至今

已有 75 年的歷史，從最初的北斗完

全中學至民國 89 年奉令改制為「國

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計有商業經營科、廣告設計

科、美容科、 資料處理科、國際貿

易、餐飲科、綜職能科等加上附設

進修部照顧服務科，合計四十五班。

本校位於不靠海的北斗鎮，基於不靠海對於海洋較無機會接觸的緣

故，使本校更需要積極推廣海洋教育，以增加本校師生對海洋知識

的體驗和了解，透過教學與課程設計來與海洋教育相連結。例如認

識海洋、海洋保護等，讓學生了解海洋的重要性和保護海洋的方式，

希望透過推廣可以讓學生多接觸到海洋教育，從「知海-愛海到親海」

擴大師生的知識視野和培養對海洋的關注與愛護。 

與本校比鄰學校有北斗國中和北斗國小，實為地利之便，非常

適合建立一個海洋教育共學圈，結合資源共好共榮。 

2、北斗家商教師團隊 

校名 教師 科別 學歷 專長領域 

北斗

家商 

王玉娟 
閩南語科 

商管群科 

彰化師範大學 工教所 

台中教育大學 環教所            

商業領域、閩南

語、環境教育 

賴韋茗 國文科 東吳大學國文學系 國語文教學 

李秀麗 英文科 彰化師範大學 教研所 英語文教學、輔導 

蔡珮綺 美術科 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 美術與設計教學 

彰化

女中 
鄭昭慧 英文科 臺灣師範大學 英文所 英語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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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團隊之課程教學與海洋教育推動的契機與關係 

          1、緣起 

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上路，全國高中職從 111 學年開始落實本

土語言政策－「閩南語文」成為高中必修學分，在下學期的閩南語文真

平版教科書中收錄一篇「戴安全帽的海龜」的文章，引起玉娟老師的興

趣由於本身具備環境教育背景，故特別設計與海龜相關的創意課程及學

習單，沒想到引發學生不小的反饋，由此發想希望利用創意教學跨領域

及跨校合作，引導更多學生關心海龜瀕臨絕種的困境，並關切海洋環保

的問題，透過課程引導學生將海洋教育及環境永續的知識分享給更多人

知道，「乞食下大願」企盼在 2023年 3月 3日聯合國剛通過「全球海洋

公約」的此時，可以略盡個人綿薄之力，組起一個「Green sea turtle 

警報隊」－臺、英、華三語並結合藝術領域的海洋創新教學團隊，為保

護 30/30(2030 保護 30%)的海洋而努力，臺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海洋國

家，屏東縣的小琉球更是全世界海龜密度最高的地方，在科學家預言海

龜可能即將在五年後在臺灣海域滅絕的此時，不應該忽視已經火燒眉毛

的海龜生存問題。 

2、跨領域教學+海洋教育學習五力 

 

 

 

 

 

 

 

 

貳、 海洋教育創新教學說明 

一、 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 

隨著人類對海洋認識的不斷深入，海洋教

育也越來越受到關注。創新海洋教育教學模式，

讓學生更好地理解和關注海洋，是本團隊建

立的初衷，希望透過本土語-閩南語、結合

英語國文三語與應用在藝術領域，並實踐海

洋環保與減塑運動在師生生活中為主要目的。 

 

1、閩南語文：以海龜為主題，設計「海龜學習單」及「海龜湯恐怖推理

遊戲」(填空)，透過創意教學鼓勵學生嘗試閩南語文詞類練習及文章

仿作，每個空格底線下有提示，可以填入開放性的詞語，增加想像空

間，也讓每一張學習單呈現不同的故事情節，更添趣味；以海龜冷知

臺、英、華三語宣導海

洋保育及源頭減塑行動 

彩繪海龜與白海豚造型 

、設計印章及環保袋 

如何有效解決海廢

與海龜歸滅絕問題

建立海洋公民意識 

規劃跨校擺攤、減

塑行動實踐與淨灘 

認識及辨別海龜種類、發現

海洋汙染及海龜滅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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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蒐集為線索，進而解開海龜湯學習單之謎，從遊戲中同時完成閩

南語文與海洋環保的知識，可謂一舉兩得。 

  在校慶當天特別規劃「SOS 搶救海龜」主題

攤位，並架設影音設備播放海龜相關影片，再利

用海報「海龜大補湯」的海龜冷知識、「何處是

『龜』途」揭露目前全球海龜瀕臨絕種的急迫性，

將訊息傳達給全校師生及社區民眾，希望讓海洋

保育的議題引發更多關注，再藉由海洋教育相關

知識轉譯為臺語、英語雙語闖關遊戲，增加趣味性。 

 

2、國語文：  

▓課堂學習 

  以廖鴻基〈鬼頭刀〉一文引導學生認識海洋文學，透過文本閱讀理解，除

了增進文學知能外，更藉此文本為基礎，於課堂中提供相關影片，引導學生針

對各項延伸之海洋議題，如海洋垃圾、過漁（Overfishing）、遠洋漁工境外聘

僱等進行探討，期可深化學生對環境及公共議題的認知與重視。 

▓延伸學習 

  在海洋垃圾議題的討論中，學生

透過影片及相關資料，可以更深刻認

識到海洋汙染嚴重影響海洋生物之實

況，例如：海龜鼻孔有吸管的影片，

不只引導學生正視環境議題，也是一

種生命教育的學習。 

  藉此議題延伸，與閩南語課程的

海龜專題連結，也進一步透過校內校

慶「SOS搶救海龜」主題攤位，加深

學生對海洋生物困境與海洋污染的體

認，更期待藉此強化學生的環境保護

意識。 

 

3、英語文： 

    將海洋教育融入英語文教學，並

以 B1L5[The Life of a Plastic Bag

塑膠袋的一生]為主題引起學生對海

洋污染和塑膠垃圾的關注帶領學生了

解塑膠袋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並

帶入搶救海龜的環保意識與概念，通過英語聽說讀寫的練習，幫助學生擴大詞

彙量、提高語言表達能力，同時增強他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課程中的

活動將包括討論、角色扮演、小組合作項目和海洋清潔活動等讓學生有機會與

同伴一起分享觀點、探討解決方案，並參與實際行動，此外，我們將利用多媒

體資源和教學工具，呈現引人入勝的內容，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我們將結合

視頻、圖片和故事和互動遊戲，讓學生深入體驗海洋汙染對生命的影響，從而

加深他們對海洋保護的關注和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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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藝術領域 

◾廣告設計科 

    舉辦校內「海龜創意彩繪比賽」以及「海洋生物」主題六大人格特質

心理測驗擬人化五種海龜加上白海豚，未來將延伸設計「海龜貼圖」、

「海龜主題明信片」及「海龜主題圖卡」桌遊製作，計畫將所得用於支持

海洋環境保護的公益活動中。 

 
      得獎作品如上 

◾商經、國貿、餐飲科 

    結合國文、英語、閩南語、美術課程一起將海洋教育議題融入教學，

宣導保護環境與減塑運動，將行動落實於生活中，透過藝術與設計的方式，

讓學生進行設計思考，利用彩繪比賽得獎圖樣供學生參考，將拯救海龜與

白海豚概念轉化成印章圖案與英文標語進行環保袋設計，使用環保袋取代

塑膠袋。 

    未來延伸課程將結合廣告設計科與餐飲科一起設計食魚料理與包裝的

「包袱巾仔」環保袋(Furoshiki風呂敷) ，藉由商經科的行銷計畫推廣，

讓學生能實際運用所學專業並於生活中落實減塑運動。 

 

5、團隊運作歷程 

 

 

 

 

 

4 月                                          4-5 月                                                  5-6 月 

 

 

 

成立社群 

搜尋資料 
尋找組員 
尋找跨校盟友 
確定團隊名稱 

 

 

組員確定 

召開課程會議 
固定會議檢討 
社群滾動式修正 
規劃課程及執行 
擴大組織跨校合作 

 

 

課程執行與實踐 

海龜湯學習單 
海洋教育名詞轉譯臺/英語 
臺/英/華創作金句 
彩繪海龜主題明信片 
校慶攤位推廣 
素養學習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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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理念與創新教學模式介紹 

1、教學理念：以海龜為主題，結合海洋教

育課程，各自在閩南語文、英文、國文

三科共備教學，再跨藝術領域－美術課

實作彩繪或電繪臺灣海域常見的五種海

龜，並以此為主角，設計結合閩南語、

英文雙語與藝術的印章及環保袋，宣導

海洋保育及環保永續的概念。 

2、DFC四階段學習思考設計 

DFC，即是 Design For Change，以設計思考為本的 DFC 學習法是

一種解決問題的教學法，是推動課程的重要助力。從感受、想像到實

踐搭建起知識到行動之間的橋樑，最終藉由分享培養自信心，達成正

向循環。 

 ◾步驟一：感受 

我們從「海龜絕種」出發討論「海洋環保」議題，老師透過提問，引導

孩子思考自己的生活習慣，從生活中了解塑膠垃圾如何發生。了解海洋

汙染發生緣由，進而理解海龜因人為因素導致瀕死危機，挖深海龜們的

痛苦與難處，以海龜為中心聚焦問題。 

◾步驟二：想像 

藉由感受階段整理的問題，想像「減少塑膠垃圾」、「善用環保用具」

等問題的理想解答，延伸思考自己能為這些解答做到哪些事情。腦力激

盪三大原則：正向鼓勵、大膽瘋狂、延續疊加，不只想可行的解方，還

打破思維框架。 

◾步驟三：實踐 

實踐階段，引導學生查詢資料輔助實踐，也可以運用海洋教育相關官方

網站資源，以及網路上的真實案例，協助制訂行動計畫～跨校校慶擺

攤，思考有什麼資源、有多少預算、需要多少人力、計畫的執行時間。

建立不怕失敗的心態，勇敢展開行動，享受實踐、修改的過程。 

◾步驟四：分享 

最後一步分享，學生說出自己創造的改變，和老師、朋友、家人分享自

己的心路歷程。老師可以邀請孩子思考如何擴散行動的影響力及分享這

一段精彩的學習歷程。 

 

 

 

  圖片來源:海巡署                                       圖片來源: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圖片來源:小蔬童臉書                                  北家/彰女跨校校園擺攤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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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議題融入閩南語文教學 

1、 自創文章～「海龜湯」推理填空比賽 

課堂中先觀賞海龜影片，有了基本的海龜知識，老師再說明「海龜湯」填空

比賽的規則： 

(1) 按照號碼，分做五組進行比賽，同組的人一起合作完成，時間是 20 分。

分工合作～有的人負責寫、有的人查閩南語辭典，有的人上台用閩南語發

表文章給大家聽。(2)文章前後文意要合理，要寫漢字(寫華語不計分)，

空格底下有小字的答案提示，只要詞類正確，沒有標準答案。不會寫的字

可以查線上閩南語常用辭典。 

2、 自編海龜學習單。(圖片來源－海洋保育署) 

按照號碼，分成五組進行比賽，同組的人合作完成，時間是 20 分。分工合作

～有的人負責寫、有的人查閩南語辭典，有的人上台用閩南語發表文章給大

家聽，冷知識搜尋越多，分數越高。 



頁 7 

 

 
3、 自編闖關遊戲。(資料來源－海洋保育署) 

 

 

 

 

 

 

 

 

 

 
海龜冷知識關鍵數字  翻開唸出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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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國語文教學 

情深向海：從〈鬼頭刀〉看海洋資源永續 
一、設計理念 

  臺灣，一座四面環海的島國，生活於此的人們理應與海洋連結緊密。然而，

除了不間斷地從海洋汲取資源之外，我們與這一片海共情何在？希冀透過〈鬼

頭刀〉一文及相關延伸閱讀、影片資源，讓學生更深入了解各項海洋議題，並

思考吾人應具備之環境意識。 

 
二、教學設計 

領域/科目 國語文 設計者 賴韋茗 

實施年段 技術型高中一年級 總節數 4節 

單元名稱 〈鬼頭刀〉 

核心素養 

領綱核心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國 V-U-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探索生活現象，提升觀察、思辨的深

度與廣度，進而反思當代課題的解決策略。 

國 V-U-B2 

能解讀詮釋訊息的意義與觀點，靈活適切的結合文字與

科技媒體，培養資訊倫理，提升思辨能力及專業知能。 

國 V-U-C2 

善用語文的表意功能和溝通技巧，強化職能發展與人際

關係，並能透過群體間的分享學習，建立包容、關懷、

合作的精神。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題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

識 

 

 

學習重點 

 

認識海洋文學。 

認識廖鴻基的文學主張及寫作風格。 

反思人類與海洋環境之間共生的密切關係，進一步探究永續海洋

資源及保育觀念。 

議題融入 

環 U1 關心居住地區，因保護所帶來的發展限制及權益受損，理

解補償正義的重要性。 

環 U2 理解人為破壞對其他物種與棲地所帶來的生態不正義，進

而支持相關環境保護政策。 

環 U12 了解循環型社會的涵意與執行策略，實踐綠色消費與友善

環境的生活模式。 

海 U13 探討海洋環境變化與氣候變遷的相關性 

海 U16 探討海洋生物資源管理策略與永續發展。 

海 U19 了解全球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熟悉或參與海洋保護行動。 

教材來源 東大版國文課本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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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 

教學資源： 

教師自編簡報、學習單 

投影機、投影布幕、筆記型電腦 

網路資源： 

Youtube 影片：【味全 TV】廖鴻基看見台灣海（六）海洋文化或是海鮮

文化？（09:43） 

Youtube 影片：還沒長大就被抓去三杯？你的每頓飯，決定海洋能不能

恢復生機！｜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X 臺灣吧 Taiwan Bar

（03:22） 

新聞影片：【民視新聞】海洋汙染嚴重 鬼頭刀肚裡滿草繩、吸管

（01:51） 

Youtube 影片：無懼 跟著黑潮去漂流（10:14） 

Youtube 影片：廖鴻基《海洋的信差》愛學網名人講堂（06:45） 

延伸文本閱讀： 

《血淚漁場：跨國直擊遠洋漁業真相》李雪莉等著，行人出版，2017年

04月。 

課程架構 

 

 
目標 

 

 

教學時間 

 

 

 

主要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評量 

 

 

教學實景 

 

 

 

 

 

 

 

認識海洋文學及其
中蘊含之人文情懷 

100分鐘 

海洋文學文本
閱讀與理解。 

教學簡報、課
本、講義、學
習單 

學習單 

從海洋文學作品中，連
結至相關海洋議題思考 

50分鐘 

透過相關議題影片欣賞
與討論，深入探討人類
與海洋的關係。 

教學簡報、網路影片
（如列表）、學習單 

學習單 

主題發表 

50分鐘 

各小組針對選
定之海洋議題，
進行討論發表。 

各組發表資料 

小組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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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英語文教學 

海洋教育融入英語文教學[The Life of a Plastic Bag塑膠袋的一生]教案 

領域/科目 英語文 設計者 李秀麗 

實施年段 技術型高中一年級 總節數 ４節 

單元名稱 The Life of a Plastic Bag塑膠袋的一生 

  核心素養   

領綱核心素養 總綱核心

素養 
英 V-U-A1 透過英語文學習，讓學生能具備積極探究的態度

，並能運用各種學習與溝通策略，主動探索與修習領域相關

之課外資訊，擴展學習場域，養成自主學習習慣，為終身學

習奠定基礎。 

英 V-U-B2 透過海洋教育的融入，讓學生能加入社群、搜尋

、 運用所修習領域相關網路資訊的 能力，以增進有效溝通

能力。 

英 V-U-C1 透過海洋教育融入英語文學習，讓學生能具備運

用英語文的積極態度，關心國際環保議題與自然生態；具人

文 關懷，主動參與社會活動。 

A1 身心素質 與 
自我精進 

 

 

  

B2 科技資訊與媒

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

民意識 

 

學習 

重點 

6-V-5透過認識海龜、了解台灣沿海生態大自然環境汙染現況讓學生樂

於接觸課外的英語文多元素材，如報章雜誌、廣播、網路訊等。 

6-V-5透過認識塑膠製品對環境的影響使學生樂於接觸課外的英語文多

元素材，如報章雜誌、廣播、網路 

8-V-6透過認識人類與海洋環境保護之間共生的密切關係，讓學生能進

一步探究永續海洋資源及保育觀念能培養地球村的觀念，尊重生命與

促進全球永續發展。 

 

 

 

議題 

融入 

環 U1 關心居住地區，因保護所帶來的發展限制及權益受損，理解補償
正義的重要性。 
環 U2 理解人為破壞對其他物種與棲地所帶來的生態不正義，進而支
持相關環境保護 政策。 
環 U12 了解循環型社會的涵意與執行策略，實踐綠色消費與友善環
境的生活模式。 海 U13 探討海洋環境變化與氣候變遷的相關性 
海 U18 了解海洋環境污 染 造 成 海洋 生 物 與 環境 累 積 的 後果，並
提出因應對策。 

海 U19 了解全球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熟悉或參與海洋保護行動。 

教材 

來源 

東大版技術型高中英語文課本第一冊第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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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資源 

 1. 教師自編學習教材 

2. 教師自編學習單 

3. 投影機、投影布幕、筆記型電腦 

 

 
 

 

 網路 

資源 

1.Youtube 影片：海龜鼻孔有吸管 Removing a plastic straw from a sea 
turtle's nostril - Short Version(片長2:23) 
2.TVBS新聞@TVBSNEWS01影片：廢棄漁網沉海底 海龜遭困喪命 令人
痛心  (片長1:16) 
3.華視新聞 20190209 Youtube 影片：海洋生態悲歌 海龜誤食垃圾身亡 
    (片長4:25) 
4. Kahoot網站: 教師自編Kahoot 教學互動英語文遊戲 
5. Youtube 影片：101動物教室：海龜《國家地理》雜誌(片長3:41) 
6.101動物教室：海龜《國家地理》雜誌 
7. Youtube 影片：小琉球塑膠袋氾濫 海龜以為水母誤食(片長1:34) 
8. Youtube 影片：3分鐘教你分辨海龜的種類 ｜ 
   【水下三十米_世界海龜日】(片長3:03) 

 

 

 

 

課

程

架

構 

教學
目標 

融合海洋教育認識本課英文
字彙 
與句型文法 

從海洋環保課文內容
，連結至相關海 
洋議題思考。 

各組海洋議題 
主題發表 

教學
時間 

100分鐘 50分鐘 50分鐘 

主要
教學
活動 

1.The Life of a Plastic Bag 
課文閱讀與理解 
2.海龜相關之基本知識英文
字彙與句型 
3.英文[海龜大補湯] 

1.透過相關議題影片欣
賞與討論，深入探討
人類與海洋的關係。 
2.透過英文互動遊戲及
Kahoot來設計題目強
化海洋知識 

各小組針對選定 
之海洋議題，進 
行討論發表。 

教學
資源 

教學簡報、課本、自編講義
、學習單 

教學簡報、網路影片
（如網路資源列表）
、學習單 

各組依序上 
台發表資料 

教學
評量 

 
學習單 
 
 
 
 
 
 
 
 
 
 
 
 
 
 
 
 
 
 
 
 
 
 
 
 
 
 
 
 

 
學習單/ Kahoot  
 

 
老師評分+ 
小組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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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美術科教學 

科目 美術 設計者 蔡珮綺 

實施年級 高一 節數 6節共 300分鐘 

單元名稱 愛海洋袋著走 課程時間 部定必修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1. 美 1-V-1 能比較、分析、應用

及運用藝術知能，多元視覺符

號、數位及影音媒體等媒材與

技法進行特定主題或跨領域藝

術創作，以傳達意義與內涵，

並展現創新思維。 

2. 美 3-V-1 能透過多元藝文活動

的主動參與，展現對在地及世

界文化的探索與關懷；並能活

用設計思考及藝術知能，表達

重要議題（性別、 人權、環境

與海洋等）的關懷及省思。 

核
心
素
養 

1. 藝 V-U-A2 運 用

設計思考與批

判，以藝術實踐

解決問題。 

2. 藝 V-U-B1 活 用

藝術符號表達情

意觀點與風格並

與他人溝通。 

3. 藝 V-U-C1 養 成

關注社會公共議

題的意識及責

任。 

4. 藝 V-U-C3 體 察

在地藝文特質及

全球藝文的多元

與趨勢。 

學
習
內
容 

1. 美 E-V-1 形式原理、平面與立

體構成原理、色彩與造形、空

間性表現、 商業藝術與設計、

生活議題創作。 

2. 美 P-V-2 設計思考、通用設

計、生活美學、文創產業、主

題藝術活動與策展。 

海
洋
議
題
融
入
說
明 

主
題

學
習 

1.海洋文化 

2.海洋資源與永續 

實
質
內
涵 

1.海 U9 體認各種海洋藝術的價值、風格及其文化脈絡。 

2.海 U18 了解海洋環境污染造成海洋生物與環境累積的後

果，並提出因應對策。 

3.海 U19 了解全球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熟悉或參與海洋保護

行動。 

先備知識 

1. 在閩南語課程中已認識海洋教育保護議題與台灣瀕臨絕種

的五種海龜和白海豚等介紹。 

2. 透過國文課程認識海洋文學，進而反思如何落實永續海洋

資源與保育觀念。 

3. 英語課程中了解塑膠袋對海洋生態的影響，認識相關字彙

並能運用英語設計海洋保護的標語。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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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認識與關心海洋藝術文化，形成問題意識，發揮創意透過藝術與設計途

徑表達想法。 

2. 能運用設計思考，加強對生活中可見的綠色設計觀察、探索及表達能力。 

3. 能透過設計方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落實環境保護與減塑運動讓生活更美

好。 

課程架構 

課程重點 

 

 

 

 

 

 

 

 

 

 

 

 

 

教學時間 

教學實景 

 
設計印章圖案     刻印章     舊衣服製作環保袋     環保袋圖樣 

學習資源 

教學資源： 

1. 教師自編簡報 2. 教師自編學習單 3. 投影機、投影布

幕、電腦  

參考資料（含教材來源）： 

1.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

領域 https://vtedu.mt.ntnu.edu.tw/uploads/1631498388119JBKoilGk.pdf 

2.只要 2分鐘舊衣服變身購物袋! | 生活好做做 

https://youtu.be/-6GoSXFz3xg 

3.君悅文化出版藝術生活視覺應用全備課指南 

 

介紹設計思考與設計流程： 

1.發揮同理心 

2.清楚定義 

3.腦力激盪 

4.製作半成品 

5.反覆測試 

綠色設計：4R減量(Reduce)

回收(Recycle)再利用(Reuse)

再生(Regeneration) 

1.IKEA將海洋垃圾化為美麗

家飾 

2.可口可樂用塑膠垃圾製造

瓶子 

3.HP用海洋塑膠製造電腦 

創作活動：設計海龜和白海

豚造型與心理測驗 

使用學習單引

導學生創作進

行設計 

 

創作活動：海

龜與白海豚印

章設計 

 

以影片方式

引導學生使

用舊衣服製

作環保袋，

並結合海龜

與白海豚印

章設計專屬

的環保袋 

 

創作活動： 

製作環保袋

與作品發表 

 

海洋藝術文化： 

1.2019台灣燈會

「海之女神」 

2.東海岸大地藝

術節 

3.瀨戶內國際藝

術祭 

4.韓國麗水世界

博覽會 

50 分鐘 50 分鐘 100 分鐘 100 分鐘 

https://vtedu.mt.ntnu.edu.tw/uploads/1631498388119JBKoilGk.pdf
https://youtu.be/-6GoSXFz3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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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校內外海洋資源整合之情形 

1、海洋保育署：環境教學影片/教學 PPT/每年擱淺通報統計數據 

2、海洋大學－海洋教育中心：離島環保志工影片/年度志工徵選影片 

3、綠色和平/海洋保育/海洋環保/聯合國通過國際海洋公約 30/30/環境永續 

4、海湧工作室：淨灘統計數據/演講/海龜豆知識/小琉球全島推動環保餐具/雨衣重複

使用/咕咕幣使用及折價 

5、一次用產品源頭減量宣導網：為何要管制一次性塑膠製品/參考各國作為 

6、公共電視：下課花路米海龜探訪 

7、國家地理頻道：101 動物教室：海龜《國家地理雜誌》影片 

 

五、學生素養學習成效評估 

                                      上圖：海龜湯恐怖推理遊戲分 組活 

  動反應熱烈，學生反饋中覺 

  得最有趣，最有創意、互動 

  性高也最受歡迎。 

 

                                         左、下圖：海龜學習單知識性高， 

                                    學生反饋覺得最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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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家商海洋教育講座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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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家商全校班會討論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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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整體綜合效益與反思 

▓北斗家商/彰化女中跨校擺攤推廣效益(兩校人數合計超過 3000人) 

廣告設計科學生協助畫海報 餐飲科學生協助前置作業 

彰化女中擺攤 臺英雙語闖關 北斗家商擺攤/彰女學生支援 

英語闖關 先認識海龜再排列 海龜冷知識大補湯 

可留言和掃碼加入淨灘活動 海報宣導源頭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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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報導效益/聯合/經濟/人間福報 

▓北斗家商學習單心得 

 

 

 

 

 

 

  ▓北斗家商/彰化女中跨校擺攤活動志工反思心得 

  

闖關者留言回饋鼓勵 

播放海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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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家 / 彰女 跨校活動志工心得 

▓北斗家商/彰化女中跨校擺攤線上問卷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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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全校高一生有 463 位，填答人數 147 人約佔 3 成，

女性比例 8 成五，以美容科最踴躍；針對課程結合海洋教育，接近一半的人覺得

很有意義，超過 1/5 的人覺得很有創意。最喜歡的課程是海龜湯推理遊戲， 

47.6%近半數覺得有趣，1/5 的人覺得有意義和具互動性。超過 9 成的人覺得透過

海洋教育學到更多海龜及海洋知識、關注海龜滅絕和海洋汙染問題；超過 9 成 5

的人願意改變自己的習慣並影響他人讓地球變更好。 

▓教學省思與展望 

一、省思現有海洋教育教學模式 

    教學團隊集思廣益設計教學思考模式，結合海洋教育教學資源教材，

打破科別限制和侷限，實際在美術科實作和推廣到全校各班會討論及辦理

海洋教育的實務講座，增加擺攤實踐推廣海洋環保，加大啟發激勵作用。 

 

二、創新海洋教育教學模式的未來展望 

（一）多元化教材和資源支持 

創新海洋教育需要更多元化的教材和資源支持，一方面需要在教科書中

加強對海洋的介紹和闡述，另一方面需要學校和教育機構加強與相關機

構和組織的合作，獲取海洋教育資源。通過引入互動式教學和遊戲化教

學工具，設計海洋保育觀念的桌遊或闖關小遊戲，可以激發學生學習興

趣，增強學生參與感，提高學習效果。 

（二）注重實踐教學，增加實地考察 

海洋教育需要更強的實踐性和體驗感，未來將會結合社會領域(歷史/地

理科)，只有通過實地考察進行田野調查與走讀活動，還有餐飲科的食魚

計畫，實地去港口或市場踏查，學生才能更了解海洋生態和生命多樣性，

更加關注海洋保護，激發愛護海洋的意識。平時減塑、寒暑假定期淨灘，

真正有教學效益在是否落實行動實踐，希望未來建立學生平時減塑、定 

期參加淨灘活動，從學校做起讓「減塑生活」變成一種生活態度，建立

一個善的循環。  

三、結語 

 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需要從小建立海洋保育的觀念，建立起人人

皆為海洋公民的意識，本團隊希望未來能在學校成立一個海洋教育的基

地，因為不是臨海學校，但卻有與國中小學比鄰的優勢，我們願意結合

三語及跨領域活潑多元的教學模式，為社區提供更好的海洋教育資源，

建立一個共學圈，讓更多人加入海洋保育，讓我們的海龜、白海豚等海

洋生物可以在沒有汙染的環境，繼續在台灣海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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