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教育創新課程與教學研發基地 課程模組 

（一）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新北市石門國民小學 

課程主軸名稱 

（總標題） 
在地之海遊學趣 總節數  合計 8 節 

課程模組名稱 

（主題一） 
濱海植物捉迷藏 設計者姓名  

湛意金 

游京諭 

林霜如 

課程模組名稱 

（主題二） 
東北季風的傑作 設計者姓名  

湛意金 

游京諭 

吳育錚 

課程模組名稱 

（主題三） 
我是超級小釣手 設計者姓名  

湛意金 

游京諭 

徐有勝 

  



（二）課程模組主題一 

課程模組名稱 主題一：濱海植物捉迷藏 節數 共  3  節 

適用年級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國小高年級 

□國中一年級；□國中二年級；□國中三年級 

融入領域  

（或科目）  
生活 

課程類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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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課程設計理念 

石門洞為本社區重要觀光景點之一，學生們去石門洞除了玩沙，還能玩什麼呢?結合

本校低年級校訂課程-認識濱海植物與生活領域-認識校園，在學生初步認識校內的

植物後，期能帶領學生進入社區，透過趣味化的課程設計及五感體驗，讓學生在石

門洞也能玩出不同的樂趣，並練習用自己的話語描述濱海植物的特徵，對植物的外

型構造及分類有初步的認識。  

總綱核心素養 2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

域
/

學

習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人、

事、物的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各種探

究人、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

進行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

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

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技

巧。 

海

洋

教

育

與

戶

外

教

育

議

題  

實

質

內

涵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與 

  產業。 

海E11 認識海洋生物與生態。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 

  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 

  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 

  珍惜環境的好。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耳、 

  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能 

  力。 

戶 E7 參加學校校外教學活動，認識地 

  方環境，如生態、環保、地質、文化 

  等的戶外學習。 

學

習

表

現  

2-I-1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3-I-3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

學習新的事物。 

4-I-1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

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7-I-2傾聽他人的想法，並嘗試用各種

方法理解他人所表達的意見。 

學

習

內

容  

B-I-3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C-I-2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C-I-5知識與方法的運用、組合與創新。 

D-I-3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F-I-2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略的提出

與嘗試。 



學習目標  

1.學生能透過觀察發現植物葉片的外型特徵與差異。 

2.學生能進行簡單分類，並說明分類的依據。 

3.學生能透過探尋石門洞濱海植物活動，觀察並認識常見濱海植物。 

4.學生能透過五感體驗活動，紀錄觀察結果，並說出濱海植物的特徵。 

5.學生能閱讀相關資料，提取重要訊息。 

6.學生能用自己的話介紹植物的特徵。 

教學資源  
落葉、資料袋、學習單、小卡 

 
單元一名稱（行動前）：校園植物識多少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1.學生能透過觀

察發現植物葉片

的外型特徵與差

異。 

2.學生能進行簡

單分類，並說明

分類的依據。 

 

活動一：校園植物大集合  

1.教師準備不同形狀的落葉放在資料袋

中，請各組學生抽一個資料袋，接著讓

學生在前庭尋找和資料袋中葉片形狀相

似的植物。  

2.教師引導學生透過五感觀察發現植物

的葉片有不同的形狀、顏色、葉脈紋路  

、厚度及觸感。  

3.教師請學生在指定的活動範圍內蒐集

五種不同的落葉。  

4.將全班同學蒐集到的落葉集合在一起  

，引導學生透過討論將落葉進行分類，  

並說一說分類的標準，為葉子的分類命

名。  

5.將分類討論後的結果記錄於學習單上  

。  

40 分鐘  

實作評量  

1.學生能找到特定

葉片形狀的植物  

2.學生能將葉片進

行分類  

口語表達  

1.學生能說出觀察

結果  

2.學生能說明分類

依據  

紙筆評量  

1.學生能將討論結

果記錄於學習單  

單元二名稱（行動中）：濱海植物捉迷藏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1.學生能透過探

尋石門洞濱海植

物活動，觀察並

認識常見濱海植

物。 

2.學生能透過五

感體驗活動，紀

錄觀察結果，並

說出濱海植物的

特徵。 

活動一：濱海植物找一找  

1.發給每生一張九宮格學習單，上有九

種濱海植物圖片，限時 10 分鐘讓學生

在石門洞探索，尋找與圖片相符的植

物，並在學習單上畫圈做記號。  

(濱排草、馬鞍藤、天人菊、黃瑾、海檬

果、海桐、草海桐、文朱蘭、林投 ) 

2.教師引導學生認識濱海植物 :  

(1)看一看葉子的形狀及花的顏色，將葉

子形狀或其他特徵畫在小卡上  

(2)摸一摸葉子，說一說葉子的觸感像…

一樣，並於小卡上記錄關鍵字  

(3)學生說一說自己的發現  

(4)教師補充說明濱海植物的特徵  

40 分鐘  

實作評量  

1.學生能找到與圖

片和同學敘述相符

的植物  

口語表達  

1.學生能說出觀察

結果  

2.學生能說出植物

的特徵  

紙筆評量  

1.學生能將觀察結

果繪製於小卡上  



(5)學生分享自己紀錄的小卡內容，用自

己的話介紹各種觀察到的濱海植物，為

植物命名  

 

活動二：支援前線找植物  

1.將學生分成兩組，其中一組負責說出

或比出植物的特徵，另一組負責找出對

應的濱海植物小卡，所有小卡都找出後  

，再將兩組人員互換。  

2.教師引導學生依據繪製的小卡內容複

習今日所認識的濱海植物特徵。  

單元三名稱（行動後）：濱海植物小達人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1.學生能閱讀相

關資料，提取重

要訊息。 

2.學生能用自己

的話介紹植物的

特徵。 

活動一：濱海植物介紹牌  

1.教師指導學生閱讀小卡上濱海植物的

補充資料。  

2.在小卡上補充植物的正確名稱，並將

植物的外型構造特色繪製完整，加以著

色，完成濱海植物介紹牌。  

 

活動二：錄製濱海植物介紹影片  

1.教師指導學生運用自己的話介紹一種

自己喜歡的濱海植物，並說明喜歡的原

因。  

2.教師指導學生運用濱海植物介紹牌錄

製一小段介紹濱海植物的影片。  

3.將影片與其他年級的學生及家長分享  

，並請學生記錄自己的學習收穫。  

40 分鐘  

實作評量  

1.學生能繪製植物

介紹牌  

口語表達  

1.學生能說出植物

的特徵及喜歡的原

因  

 

 
教學實踐、省思與建議 

（待辦理完成試教後再撰寫）  

課程模組實踐  

情形與成果  

執行成果： 

 

 

教學實踐遇到之狀況： 

 

 

課程模組  

省思與建議  

教學省思： 

 

 

未來修正意見： 

 

 

附錄 

得附上如課程模組活動簡報、活動照片、學生作品及相關資料或評量工具（如活動單、學習單、作



品檢核表…等等） 

 

（三）課程模組主題二 

課程模組名稱 主題二：  東北季風的傑作 節數 共  2  節 

適用年級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國小高年級 

□國中一年級；□國中二年級；□國中三年級 

融入領域  

（或科目）  
自然科學 

課程類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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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課程設計理念 

風稜石為本區特有之地形景觀之一，期能透過實地踏查與體驗，結合本校校訂課程

與自然領域，讓學生認識家鄉特色自然景觀，並練習透過預測-實驗-解釋的過程推論

風稜石的成因，認識東北季風的特色與對生活環境的影響，也鼓勵學生一同走進麟

山鼻遊憩區步道，一邊欣賞海洋環境之美，一邊進行課程學習。 

總綱核心素養 2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

域
/

學

習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自-E-A2能運用好奇心及想像能力，從

觀察、閱讀、思考所得的資訊或數據中，

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或解釋資料，

並能依據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概念及

探索科學的方法去想像可能發生的事

情，以及理解科學事實會有不同的論

點、證據或解釋方式。 

自-E-C2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

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 

處的能力。 

海

洋

教

育

與

戶

外

教

育

議

題  

實

質

內

涵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與 

  產業。 

海E11 認識海洋生物與生態。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 

  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 

  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 

  珍惜環境的好。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耳、 

  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能 

  力。 

戶 E7 參加學校校外教學活動，認識地 

  方環境，如生態、環保、地質、文化 

  等的戶外學習。 

學

習

表

現  

tr-Ⅱ-1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

象的的結果是有其原因的，並依據習得

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法。 

po -Ⅱ-2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

思考、討論等，提出問題。 

pe-Ⅱ-1能了解一個因素改變可能造成

的影響，進而預測活動的大致結果。在

教師或教科書的指導或說明下，能了解

探究的計畫。 

pe-Ⅱ-2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

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

並能觀察和記錄。 



pa-Ⅱ-2能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形成

解釋、得到解答、解決問題。並能將自

己的探究結果和他人的結果（例如：來

自老師）相比較，檢查是否相近。 

pc-Ⅱ-2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

或圖畫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 

學

習

內

容  

INc-Ⅱ-9地表具有岩石、砂、土壤等不

同環境，各有特徵，可以分辨。 

INd-Ⅱ-5自然環境中有砂石及土壤，會

因水流、風而發生改變。 

學習目標  

1.學生能運用 google map 認識家鄉的特色景點。 

2.學生能觀察環境，留意戶外活動的安全注意事項，並確實做到。 

3.學生能透過實地踏查，藉由拓印活動及小組討論進行推論，認識東北季風。 

4.學生能運用指北針判別風向，並記錄學習內容。 

5.學生能發現東北季風對生活造成的各種影響。 

教學資源  
指北針、平板、學習單、便利貼、教學圖片、教學影片 

 
單元一名稱（行動前）：認識風向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1. 學 生 能 運 用

google map 認

識家鄉的特色景

點。 

2.學生能觀察環

境，留意戶外活

動的安全注意事

項，並確實做到。 

 

活動一：認識方位  

1.教師指導學生認識指北針。  

2.教師設計不同情境的提問，指導學生

運用指北針判讀方位。  

 

活動二：麟山鼻遊憩區踏查事項說明  

1.教師透過 google map 引導學生認識麟

山鼻遊憩區的所在位置。  

2.教師引導學生觀察麟山鼻遊憩區風稜

石的分布位置，討論風稜石不同面向的

觸感和風向有何關係，並將自己的想法

記錄在學習單上。  

3.教師說明踏查時的安全注意事項，及

觀察紀錄工具的使用方式。  

20 分鐘  

實作評量  

1.學生能正確只用

指北針判讀方位  

2.學生能運用

google map 說出麟

山鼻遊憩區的所在

位置  

口語表達  

1.學生能說出自己

的想法  

紙筆評量  

1.學生能將自己的

想法記錄於學習單  

單元二名稱（行動中）：東北季風的傑作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1.學生能透過實

地踏查，藉由拓

印活動及小組討

論進行推論，認

識東北季風。 

活動一：拓印風稜石  

1.教師帶領學生走查麟山鼻遊憩區 -風稜

石步道，引導學生運用五感觀察風稜石

的形狀、顏色及觸感  

40 分鐘  

實作評量  

1.學生能確實做到

踏查時的安全注意

事項  

2.學生能完成風稜

石的拓印  



2.學生能運用指

北針判別風向，

並 記 錄 學 習 內

容。 

 

2.請學生觸摸風稜石各個面，運用鉛筆

及白紙拓印風稜石各個面的紋理，並將

觀察結果記錄於學習單。  

 

活動二：風從哪裡來  

1.請學生依據拓印結果分組討論，推論

風稜石的哪一面較容易被風侵蝕，並將

自己的想法記錄下來。  

2.教師指導學生進行全班討論，請學生

說說看風稜石步道區的風向大多來自哪

裡，並推測風稜石的成因。  

3.教師說明拓印結果與風向的關係，並

指導學生運用指北針判別風向，將結果

記錄於學習單。   

3.學生能正確使用

指北針判別風向  

口語表達  

1.學生能說出自己

的推論  

紙筆評量  

1.學生能將討論結

果記錄於學習單  

單元三名稱（行動後）：生活中的東北季風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1.學生能發現東

北季風對生活造

成的各種影響。 

活動一：認識東北季風  

1.教師透過影片指導學生認識東北季風  

。  

2.教師透過圖片引導學生思考生活中有

哪些東北季風出現的狀況，請同學將想

到的內容記錄在便利貼上。  

 

活動二：東北季風的影響  

1.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思考東

北季風帶給生活哪些正面與負面的影響  

，並將便利貼貼在學習單上相對應的欄

位。  

2.學生進行小組發表，說明分類的標準

或原因。  

3.教師統整學生的討論結果，引導學生

從不同面向認識東北季風。  

20 分鐘  

口語表達  

1.學生能說出自己

的想法  

紙筆評量  

1.學生能將討論的

結果記錄於學習單  

 
教學實踐、省思與建議 

（待辦理完成試教後再撰寫）  

課程模組實踐  

情形與成果  

執行成果： 

 

教學實踐遇到之狀況： 

 

課程模組  

省思與建議  

教學省思： 

 

未來修正意見： 

 

附錄 

得附上如課程模組活動簡報、活動照片、學生作品及相關資料或評量工具（如活動單、學習單、作 



（四）課程模組主題三 

課程模組名稱 我是天才小釣手 節數 共  3  節 

適用年級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國小高年級 

□國中一年級；□國中二年級；□國中三年級 

融入領域  

（或科目）  
自然科學 

課程類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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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課程設計理念 

金點草里驛站為本社區新進駐之特色景點，位於草里漁港旁，平時即是社區民眾及

釣客熱愛之地，結合本校高年級校訂課程-認識在地漁法，期能透過學生親自體驗一

支釣，發現不同海洋休閒活動之樂趣，同時意識到海洋資源與永續發展之重要。 

總綱核心素養 2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

域
/

學

習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自-E-A1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
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續探索
自然。 
自-E-C1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
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 
自-E-C2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
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
相處的能力。 

海

洋

教

育

與

戶

外

教

育

議

題  

實

質

內

涵  

海 E1 喜歡親水活動， 重視水域安全。 

海 E3 具備從事多元水域休閒活動的知

識與技能。 

海 E11認識海洋生物與生態。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

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 

  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 

  珍惜環境的好。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耳、 

  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能 

  力。 

戶 E7 參加學校校外教學活動，認識地 

  方環境，如生態、環保、地質、文化 

  等的戶外學習。 

學

習

表

現  

po-Ⅲ-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
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
體等察覺問題。 
pe-Ⅲ-2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
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源。能進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
測並詳實記錄。 
pc-Ⅲ-2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 
字、影像（例如：攝影、錄影）、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
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
果。 
ai-Ⅲ-3參與合作學習 並與同儕有良 
好的互動經驗，享受學習科學的樂
趣。 
1c-Ⅲ-2 應用身體活動的防護知識，
維護運動安全。 
3c-Ⅲ-1 表現穩定的身體控制和協調
能力。 

學

習

內

容  

INa-Ⅲ-10 在生態系中，能量經由食物
鏈在不同物種間流動與循環。 
 
INb-Ⅲ-6 動物的形態特徵與行 為相
關，動物身體的構 造不同，有不同的運
動方式。 



INc-Ⅲ-9 不同的環境條件影響生物的
種類和分布，以及生物間的食物關係， 
因而形成不同的生態系。 
Ca-Ⅲ-3 環保行動的參與及綠色消費
概念。 
Cc-Ⅲ-1 水域休閒運動進階技能。 

學習目標  

1.學生能認識手竿釣組及各種釣魚小道具。 

2.學生能觀察海域環境，留意戶外活動的安全注意事項，並確實做到。 

3.學生能知道垂釣注意事項，並透過實際操作，學會拋竿技巧。 

4.學生能知道解除魚鉤及保護魚貨的方法，提升其生命教育素養。 

5.學生能知道北海岸常見垂釣魚種名稱及特徵。 

教學資源  
手竿釣組、I-Pad、學習單、教學圖片、教學影片 

 
單元一名稱（行動前）：認識釣組及拋竿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1.學生能透過

觀察與操作實

物，認識釣組

組成要素及垂

釣基本要領。  

2.學生能了解

垂釣時，需注

意的安全事

項。  

活動一：認識手竿釣組  

1.教師介紹手竿釣組之魚鉤、魚線，並

說明各種小道具的功用。請學生準備數

個夾鏈袋，將各種小道具進行分類，並

在夾鏈袋外寫上名稱。  

2.教師介紹沿岸常見對象魚，並引導學

生使用資訊設備蒐集對象魚的外觀特徵

及生活習性。  

 

活動二：防曬、拋竿注意事項  

1.教師提問在無遮蔽物海岸垂釣，需準

備哪些防曬物品。討論過後進行歸納，

並提醒學生於實際釣於前準備。  

2.教師說明拋竿與垂釣時須注意的安全

事項。  

3.教師示範如何將釣組拋出，引導學生

討論如何順利將釣組拋至指定區域，討

論後，讓學生輪流拋投釣組。  

4.將小組討論與實際操作的各項結果記

錄於學習單上。  

40 分鐘  

實作評量  

1.學生能將小道具

進行分類，並寫上

正確名稱。  

2.學生能使用資訊

設備蒐尋對象魚的

相關資訊。  

3.學生能以安全方

式將釣組拋至指定

區域。  

口頭評量  

1.學生能說出拋竿

與垂釣時須注意哪

些安全事項。  

紙筆評量  

1.學生能將討論、

操作的結果記錄在

學習單。  

單元二名稱（行動中）：草里漁港釣魚「趣」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1.學生能透過

垂釣體驗活

動，實際運用

課堂學習之垂

釣相關知識。  

活動一：實際釣魚去  

1.出發前進行相關安全教育， (1)教師

說明救生衣正確穿著方式及穿著救生衣

原因。 (2)教導學生利用中央氣象局網

站查詢海像，進行相關安全教育。 (3)

80 分鐘  

實作評量  

1.學生能釣餌掛在

魚鉤上，並正確的

將釣組拋出。  

2.學生能在適當的

時機揚竿。  



2.學生能了解

垂釣時，需注

意的安全事

項。  

3.學生能透過

體驗活動，認

識並記錄沿岸

常見魚種。  

實際垂釣教導學生不可背海，需隨時留

意海面狀況。  

2.發給各組學生釣具與釣餌，引導學生

認識釣餌種類，並將適當大小的釣餌掛

至釣鉤上，再將釣組拋出。  

3.垂釣過程中，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浮標

狀態，並在適當時機揚竿。  

 

活動二：紀錄漁獲  

1.教師引導學生使用毛巾包裹漁獲並解

除魚鉤，避免學生遭魚鰭或魚鉤刺傷，

也可避免魚體直接碰觸高溫的地面造成

傷害。  

2.將漁獲的外觀特徵及大小記錄在學習

單上，並判斷漁獲的種類或名稱。  

3.教師引導學生使用不傷害漁獲的方式

將漁獲放回海中。  

3.學生能以安全方

式解除漁獲上的魚

鉤。  

4.學生能以不傷害

漁獲的方式釋放漁

獲。  

口頭評量  

1.學生能說出拋竿

與垂釣時須注意哪

些安全事項。  

紙筆評量  

1.學生能將漁獲外

觀特徵、大小記錄

在學習單。  

單元三名稱（行動後）：認識魚貨並錄製心得影片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1.學生能搜尋

相關資料，並

提取重要訊

息。  

2.學生能用自

己的話說明活

動心得、沒有

漁獲的可能原

因。  

3.學生能了解

北海岸常見魚

貨於臺灣海鮮

選擇指南分

類，對於黃、

紅燈於種該如

何選擇。  

活動一：利用 3c 找魚貨  

1.教師引導學生使用資訊設備蒐集漁獲

的生態習性補充資料，並於學習單上繪

製漁獲圖像 (需完成著色 )。  

2.當天沒有漁獲的組別，教師引導學生

討論沒有漁獲的可能原因，並記錄於學

習單上。  

 

活動二：錄製垂釣心得短片 

1.教師引導學生使用自己的話說明這次

垂釣體驗活動心得，並介紹使用的釣

具、釣餌及釣獲的漁種。  

2.教師引導沒有漁獲組別的學生，使用

自己的話說明沒有漁獲的可能原因。  

 

活動三：永續環境聰明食魚  

1.教師利用臺灣海鮮選擇指南，教導學

生如何從指南中辨別，可食用、斟酌食

用、避免食用魚種，並找尋北海岸常見魚貨分

屬於哪一類。 

2.進行小組討論，漁獲中如有黃、紅燈

漁獲，應該怎麼做比較適當，原因是什

麼 ? 

 

 

80 分鐘  

實作評量  

1.學生能使用資訊

設備蒐尋對象魚的

相關資訊。  

口頭評量  

1.學生能說出垂釣

體驗活動的心得與

收獲或沒有漁獲的

可能原因。  

 

紙筆評量  

1.學生能將資料蒐

尋結果記錄在學習

單，並繪製漁獲圖

像。  

 



教學實踐、省思與建議 

（待辦理完成試教後再撰寫）  

課程模組實踐  

情形與成果  

執行成果： 

 

 

教學實踐遇到之狀況： 

 

 

課程模組  

省思與建議  

教學省思： 

 

 

未來修正意見： 

 

 

附錄 

得附上如課程模組活動簡報、活動照片、學生作品及相關資料或評量工具（如活動單、學習單、作

品檢核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