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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9 年度海洋教育「保護海洋」教案設計格式 

  

（一）基本資料 

教案名稱  海洋歷史-積木｢亞特蘭提斯｣城 
設計者  
姓   名  

黃 小 萍 

參加組別   █高中組  
教學領域  社會領域 

參加子題   █守護海岸  □食魚教育  □減塑行動 

（二）教案概述 高中組 

教案名稱  海洋歷史-積木｢亞特蘭提斯｣城 

實施年級  高中一年級 節     數  共 4 節，20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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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

素養 ii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C1社會參與與公民意識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域

學習

重點 i i  

核

心

素

養  

社-U-A3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反

省、規劃與實踐的素養，並與時俱進、

創新應變。 

社-U-B2善用各種科技、資訊、媒體，參

與公共事務或解決社會議題，並能對科 

技、資訊與媒體的倫理問題進行思辨批

判。 

海

洋

教

育

議

題

錯

誤

! 
尚

未

定

義

書

籤

。  

核

心

素

養  

海U6 評析臺灣與其他國家海洋歷史的演變

及異同。 
海 U9 體認各種海洋藝術的價值、風格及其

文化脈絡。 

學

習

表

現  

歷 1b-Ⅴ-3 選用及組織資料，提出合乎

邏輯的因果關係與歷史解釋。 

歷 2a-Ⅴ-1 連結本土歷史經驗與他國的

歷史發展，深化對史事脈絡的理解，發

展全球視野。 

學

習

主

題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學

習

內

容  

歷 D-Ⅳ-1 地方史探究（一）。 
歷 D-Ⅳ-2 從主題挑選適當課題深入探

究，或規劃與執行歷史踏查或展演。 
 

實

質

內

涵  

海 E5 探討臺灣開拓史與海洋的關係。 
海 J10 運用各種媒材與形式，從事以海洋為

主題的藝術表現。 



2 
 

 

學習目標  

1.能透過文本閱讀與歷史文獻探就，能認識臺灣海洋文化的多樣性（自然生態、人文生態、

食魚教育），提升學生個人的海洋素養。 
2.能以創意思考、解決問題能力，對海洋議題提出可能性作法，連結現實生活與學習能力，

開啟學生更大海洋視野。 
3.能透過小組分組學習法，結合學生先備的臺灣海洋知識，經由專題演講講授法，再再釐清

海洋議題真實全貌，確定正確海洋認知的價值。 
4.能實際操作攝影器材與相關媒體應用，訓練學生科技與資訊能力，如靜態攝影拍攝、動態

影像錄製與配音及剪接，製作屬於個人的海洋影音作品集能力。 
5.能以「遊樂的熱情動力」規劃參訪路程，具備安排適當交通工具的移動力。能藉由小組討

論、互助學習方式，培養與人溝通協調的默契，並實質參與戶外參訪或展演活動。 
6.能在積木創遊創新設計中，訓練學生能有空間邏輯能力，手腦眼並用與協調力，以及觀察

建築和拼建積木的耐心與細心的穩定力。 
7.能以評量方式的多元與創新，使學生開心學認真做，能觸發學生對海洋的熱忱，找回學習

海洋的動機，真正在學習中獲得需要的大能力。 
8.能觸動學生自主行動，主動學習找尋自己的專長領域；並經由與同儕的溝通互動學習，確

認自己特殊表現的向度；最後能主動關懷海洋環境與發現海洋問題，透過社會參與解決生活

中面臨的問題。真正有帶的走的海洋素養核心能力。 
9.創新海洋議題融入建築歷史課程中，學生能上一堂｢探究與實作｣的海洋課程。 

教學資源  
1.教室設備：特色+電腦教室進行教學活動。 
2.素材設備：樂高積木、海洋叢書、神話叢書、Podcast 軟體。 
3.機器設備：電腦、相機、攝影機、空拍機、手機、3D 列印機、VR 機、微型攝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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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設計  1.教案內容架構 

 

 

教案架構 

海洋歷史-積木｢亞特蘭提斯｣城 

海洋初心 

 

1.閱讀海洋政策白

皮書 

2.觀看齊柏林｢看見

臺灣｣影片 

3.查詢海洋相關網

站 

4.使用 google 表單測

驗海洋基礎知識 

 

 1.｢消失的亞特蘭提

斯｣影片觀後分享 

2.空拍機操作練習+

紅點禁區認識 

3.Podcast 軟體下載

開播+錄製 

4.Go pro 實機操作與

拍攝影片製作 

 1.潮境公園活動 

2.參觀海洋科技博

物館+導覽 

3.紀錄最海味八斗

子現場 

4.體驗漁獲購買經

驗，明白魚價 

5.闖遊東北角，空拍

+積木創作 

 1.臺灣神話尋尋樂 

2.利用 LEGO 積木創

意拼希臘建築 

3.使用積木縮時紀

錄過程 

4.古地圖中拼建｢亞

特蘭提斯｣城 

 

 

 

海洋有意識  創課的海洋  走動的海洋  積木的海洋  

1.海洋真有事 

-問答篇 

2.貝殼真有型 

-搶答篇 

 

 

1.觀看｢消失的亞特

蘭提斯｣影片 

2. 教 作 空 拍 機 使

用，拍攝東北角海岸 

3. 錄製 Podcast 播

客，收聽海洋知識 

4.Go pro 影片製作 

 

1.實察基隆潮境公

園-體驗海洋公園規

劃景點成功範例 

 

2.走訪八斗子漁市

場，了解漁獲買賣現

場實況 

 

3.走踏東北角著名

海蝕地景象鼻岩+酋

長石，感受自然風化 

 

1.LEGO 創意拼建神

話中｢亞特蘭提斯｣ 

2.LEGO 創意拼建海

洋生物小丑魚+鯊魚 

3.輸出大圖想像｢亞

特蘭提斯｣遺址 

 

 

 

 

 

 

 

 

課前活動  課前+課中活動  戶外活動 4 堂課  課後活動  

認知目標  認知情意操作目標  情意目標  認知操作目標 

1.理解臺灣海洋自

然景觀 

2.認識臺灣海洋人

文特色 

3.明白國際海洋觀

點+臺灣海洋意識 

4.熟悉重要海洋政

策白皮書 

 1.體認臺灣海岸線

之美 

2.學會基礎空拍機

操作技巧理論 

3.體驗 Podcast 播客 

操作錄製 

4.理解Go pro影片拍 

攝 

 1.認識潮境公園環

境復育生態園區 

 

2.感受海洋科技博

物館互動體驗課程 

 

3.實察八斗子漁市

感受漁民漁產販售 

 

4.走踏東北角沿岸

最富盛名的象鼻岩 

 

5.空拍東北角陰陽

海海岸線  

 1.認識希臘建築歷

史 

2.能實作希臘經典

建築積木模型 

3.能實作創意海洋

生物積木 

4.學會快拼+說希臘

建築故事 

 

 

 

 

 

 

 

 

 

 

 

 

 

 

 

 

1.海洋白皮書討論 

2.看見臺灣影片討論 

3.海洋大會考 google

表單分析結果 

 1.觀後心得分享  

2.空拍機實機操作 

3.Podcast 播客錄製 

4.Go pro 影片製作 

 1.潮境公園空拍紀錄 

2.博物館導覽學習單 

3.縮時攝影製作 

4.LEGO 積木創作 

 1.積木創意實作 

2.拼積木縮時紀錄 

3.亞特蘭提斯積木

實作與發表 

 

 

 

 

 

評量 

單元 

課程 

目標 

課程 

內容 

時間 

教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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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設計動機 

打造立體的海洋課程，用歷史為經、積木為緯 

要啟動海洋教育，要滾動教學現狀，要創遊、創課、創思、創新行動研究。

要找回高中學生熱情有活力的探究精神，與海洋有約，與戶外教育有約，與海洋

思維素養有約，約在每次課程設計當下。我是一個歷史老師，我在拼積木、蓋古

蹟、說故事，我在為海洋教育做一件好事。 

《山海經》神話中的美麗婆娑之島 

期待以積木樂趣設計課程的方式，在史書史料的文本探究中，收集大量古地

圖和文章文獻的閱讀，對臺灣遠古神話歷史有一番新體認，並融入高一建築歷史

課程。並以史詩神話歷史建築為主軸，拼蓋創意臺灣史前神話建築。最後結合生

活情境和海洋議題，讓學生更懂得海洋文化資產，有創新的海洋文藝創作。 

蓬萊仙境史上-｢亞特蘭提斯｣謎 

從史前歷史遺留下的考古遺跡再到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以來，先後西人來臺，

歷經各種時期的統治和建設，留下了多元的建築風格，可以發現我們所在的寶島，

就有豐富的建築素材可為學習。我們再根尋海洋紋理找到一個宏大且相當有國際

性也別具討論性的題材，｢亞特蘭提斯城在臺灣？｣觸發學生的興趣，引導學生文

本探究，再引動學生關懷海洋文化，積木實作出創意的｢亞特蘭提斯城｣。 

海洋公民該知道的海洋文化、海事遺跡 

希望中學生從對所處海洋環境的認識與了解，揭開對海洋的多元面向探索。

唯有認識海洋、善用海洋資源，才能對海洋有更進一步的認同與關懷感動。具備

以臺灣為本的國際觀，以海洋為本的地球觀，啟動海洋公民的基因與韌性，愛海。 

我的海洋初心-海洋好，臺灣好 

課程中規劃海洋素養訓練：｢初問｣海洋有意識，QR 扣問海洋知識；｢初耳｣

創課的海洋，利用自媒體 Podcast 說海事；｢初拍｣走動的海洋，操作空拍機紀錄

海岸；｢初玩｣積木的海洋，拼建神話中亞特蘭提斯城。一起讓海洋的事變成我們

的事，一起為臺灣做一件好事，從創新海洋教育課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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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設計理念  

3-1 以學生為本位，回應新課綱教學新思潮 

1.給學生一堂多元的海洋課程，上一堂會動的探究與實作海洋歷史課。 

2.期待在高一階段以多元學習與多元評量的教學法，讓選修本課程的學生提昇海

洋素養，具備解決問題、社會參與、科技應用的能力。 

3.能透過相機的影像捕捉及空拍機體驗，加上 LEGO 積木的縮小建築拼建，神話

歷史文獻的再現及細微建築結構觀察，展顯海洋遺跡。 

4.學校觀摩展示學生學習成果並安排跨選課程交流，預期使高中生對海洋歷史與

海洋素養有一定程度的實質貢獻。 

5.讓學生在創新課程中，實際體驗參與解決社會問題的成就感，培育對臺灣海洋

有深度認識的海洋小尖兵。 

6.最重要是幫助學生未來申請海洋相關科系探索有所助益。 

3-2 教學對象分析 

1.具備閱讀文獻及長文閱讀的素養能力，較國中時期更具備學習力。 

2.具備運用行動載具、數位軟體、網際搜尋篩選、數位影像製作的資訊力。 

3.具備自主規劃交通行程及參觀導覽的行動力與移動力。 

4.具備創意發想、界定問題、執行架構的探究力與創思力。 

5.具備在校外學習學科有關的知識能力，實際運用於生活面對問題的實踐力。 

6.具備永續海洋創新能力的海洋公民意識力。 

3-3 「海洋素養課程」「海洋素養評量」大設計 

課程必須兼具跨科跨領域，教學方法策略需大改進。要有強調實作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我們必須教「素養課程」必須用「素養評量」，讓學生把學的海洋知

識用出來並解決海洋議題，這就是海洋素養導向。 

    我在課綱發展的架構下，設計多面向的創新教案，希望透過以學生為主體的

教學模組，達到學生自主學習，老師共好教學，學校互動連結，讓每個學生都能

有，蛻變羽化成蝴蝶的學習成長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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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活動流程 
海洋教學創新內涵 

核心

素養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單元一【海洋有意識】 

時間 

分配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A2 

 

 

 

A3 

 

 

 

C3 

 

 

 

 

C1 

 

1. 理解臺灣

海洋自然

景觀 

 

2. 認識臺灣

海洋人文

特色 

 

3. 明白國際

海洋觀點

+臺灣海

洋意識 

 

4. 熟悉重要

海洋政策

白皮書 

 

 

準備階段 

1.準備電腦、影音設備、網路連線 

2.下載｢看見臺灣｣完整電影版+3 分鐘電影預告

版，讓學生手機線上看 

3.製作宮崎駿「崖上坡妞」圖片檔案夾以利學生

下載 

4.引起動機： 

-播放宮崎駿動畫作品一小段 

-播放「看見臺灣」預告片，讓學生思考臺灣

空景之美 

發展階段 

1.指導學生收集海洋知識問題集 

2.解說海洋白皮書內容 

3.解說海洋政策白皮書內容 

4.解說最新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 

5.製作海洋教育知識大會考 QR code 並盲測，要

求學生單獨作答並即時作答 

6.二人一組製作海洋議題吉卜力梗圖+說明創意

發想的內容 

7.匯出 Google 大會考盲測結果並分析成績 

總結階段 

1.分享觀後心得，口頭提問，要求學生思考問題 

2.收齊海洋議題創意梗圖，成發展示 

3.統計海洋大會考學生的基礎海洋知識結果 

4.根據臺灣海洋政策白皮書內容，詢問學生目前

教育政策的重點問題 

課前

活動 

 

 

 

 

 

 

 

 

 

 

 

 

 

 

 

 

 

 

 

 

 

1.海洋白皮書 

2.海洋政策白皮

書 

3.國家海洋政策

白皮書 

4.電腦 .單槍投影

機.網路.影音 

5.網路資源 

6.手機 google 表

單軟體 

7.吉卜力梗圖 

8.手機梗圖編輯

軟體 

 

 

 

 

 

 

 

 

 

1.海洋

白皮書

討論 

 

2.國家

地理頻

道討論 

 

3.海洋

大會考

google

表單分

析結果 

教學活動紀錄 

    

學生動手查詢臺灣海洋

知識並製作 google 表單 

海洋大會考盲測結果分

析圓餅示意圖 

齊柏林｢看見臺灣｣影片

觀看明白空拍視角 

教室中播放吉卜力影片

講述動畫中的海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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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教學創新內涵 

核心

素養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單元二【創課的海洋】 

教學

分配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A2 

 

 

 

B2 

 

 

 

 

 

B2 

 

 

 

 

B2 

 

1. 體認臺灣

海岸線之

美 

 

2. 學會基礎

空拍機操

作技巧理

論 

 

 

3. 體驗

Podcast播

客操作錄

製 

 

4. 理解 Go 

pro 影片

拍攝 

準備階段 

1.準備電腦、投影筆、影音設備、網路連線 

2.準備相機、攝影機、腳架 

3.準備相關希臘建築專書，讓學生對｢亞特蘭提

斯｣有先備認識 

4.準備《山海經》專書，讓學生對神話臺灣有所

認識 

5.製作「臺灣好神話」學習單發給學生 

6.準備手機下載 Podcast 軟體 

7.引起動機： 

  -播放消失的｢亞特蘭提斯｣與臺灣有關影片，

要求學生思考並指定學生回答問題 

發展階段 

1.觀看消失的｢亞特蘭提斯｣影片 

2.導讀《山海經》專書 

3.解說海洋故事中與臺灣早期歷史的脈絡 

4.小組討論中西方海洋神話的相異與相同比較 

5.指導學生分組討論後，學習單寫作 

總結階段 

1.收繳學習單，學生互評並表揚寫作圖文並茂的

作品 

2.將同學們的觀後心得在 Podcast 頻道分享 

3.安排至臺北長榮海事博物館參訪並安排導覽 

4.後續邀請專家學長下學期進階海洋歷史專演 

5.訓練學生透過舊地圖進行圖文說事能力 

課前

活動 

 

 

1.特色教室 

2.電腦 .單槍投影

機.網路.影音 

3.希臘建築書籍 

4.《山海經》 

5.學習單 

6.網路資源 

7.Podcast APP 

8.手機攝影設備 

9.網路圖庫 

10.空拍機 .Gopro

機 

 

 

1.觀後

心得分

享 

 

2.空拍

機實機

操作 

 

3.Podca

st 播客

錄製 

 

4.Go 

pro 影

片製作 

教學活動紀錄 

  

  

學生空拍機戶外實機練

習操作 

〈山海經〉怪獸與他的產

地研讀，發現神話臺灣 

最新 Podcast APP 播客軟

體下載，開播錄製頻道 

亞特蘭提斯古地圖，海報

大圖製作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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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教學創新內涵 

核心

素養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單元三【走動的海洋】 

時間 

分配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A2 

 

 

 

 

B2 

 

 

 

 

C1 

 

 

 

 

A2 

 

 

 

 

B2 

 

1. 認識潮境

公園環境

復育生態

園區 

 

2. 感受海洋

科技博物

館互動體

驗課程 

 

3. 實察八斗

子漁市感

受漁民漁

產販售 

 

4. 走踏東北

角沿岸最

富盛名的

象鼻岩 

 

5. 空拍東北

角陰陽海

海岸線 

準備階段 

1.準備潮境公園課前資料講義 

2.準備臺灣東北角相關影片資料+安排路線 

3.準備海科館文獻資料+預約導覽 

4.準備八斗子漁市課前講義+預約餐廳 

5.準備校外教學家長同意書+公假單 

6.規劃步行路線+交通工具影像連結了解動線 

7.預先告知校外教學特別注意事項 

8.引起動機： 

  -播放戶外教學參訪場域影片 

  -預先告知校外課程有博物館與走踏漁市地圖 

發展階段 

1.至潮境公園，並解說海洋公園規劃進程 

2.教導學生製作 1 分鐘導覽微影片 

3.安排潮境公園空拍+解說導覽參訪 

4.安排海科館館內導覽解說活動 

5.指導學生拍攝代表館內實物，寫學習單 

6.安排八斗子漁市參觀 

7.錄製採訪漁民短片了解近年漁場近況 

8.設計八斗子漁產購買並進食，闖遊闖關活動 

總結階段 

1.走踏潮境公園、海科館、八斗子漁市，紀錄影

像存檔成發展示 

2.收繳學習單，紀錄學生活動反應，作為精進下

次戶外教學 

3. 透過踏查活動，學生更深度認識臺灣海岸美 

4. 透過闖遊活動，學生更深度認識漁產漁市 

4 堂

課 

 

戶外

課程 

 

 

1.潮境公園資訊 

2.海科館導覽 

3.戶外課程行程

規劃 

4.Line 群組建置 

5.校外教學家長

同意書 

6.海科館預購票 

7.預約導覽 

8.餐廳預訂 

9.旅平險投保 

10.租車規劃 

 

1.潮境

公園空

拍紀錄 

 

2.博物

館導覽

學習單 

 

3.縮時

攝影製

作 

 

4.LEGO

積木創

作 

教學活動紀錄 

 
  

 

實察潮境海洋公園觀察

公園自然景觀 

攝影+照像紀錄八斗子漁

市現場 

親近海岸線愛護海蝕岩

知道海岸景觀踏查 

學生利用空拍機紀錄海

岸之美並錄製心得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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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教學創新內涵 

核心

素養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單元四【積木的海洋】 

時間 

分配 

教學 

資源 

教學評

量 

A2 

 

 

A3 

 

 

 

 

 

A3 

 

 

 

B1 

 

1. 認識希臘

建築歷史 

 

2. 能實作希

臘經典建

築積木模

型 

 

 

3. 能實作創

意海洋生

物積木 

 

4. 學會快拼

+說希臘

建築故事 

準備階段 

1.準備一本希臘式建築專書 

2.準備一本亞特蘭提斯圖庫專書 

3.準備 LEGO 經典城市系列積木 

4.準備微型建築積木 

5.大圖輸出亞特蘭提斯古地圖 

6.引起動機： 

-放映中原室內設計系製作積木過程影片，講 

解積木拼做基本理念 

-LEGO 積木+微型積木擺置教室前吸引學生 

發展階段 

1.選取 LEGO 基本磚積木盒 

2.透過「積木臺灣經典建築」一書，LEGO 創意

拼蓋中式建築 

3.發放二人一盒微模型積木，練習臺博館希臘式

建築設計 

4.教導學生製作積木開箱+快拼積木作品縮時攝

影紀錄片 

5.擺置創意積木建築至正確地圖位置，並說明建

築物歷史背景 

總結階段 

1.縮時攝影紀錄 LEGO｢亞特蘭提斯｣積木創作 

2.整理產出的創意積木拍照，成發展示 

3.透過西方積木創意拼蓋東方建築非常創舉，記

錄學生完整創思過程 

4.紀錄創意希臘積木建築完整創客過程 

課後

活動 

 

 

 

 

 

 

1.「消失的亞特蘭

提斯」圖檔 

2.希臘建築圖檔 

3.LEGO 積木 

4.微型積木 

5.彩色列表機 

6.電腦.網路資源 

7.3D 列印機 

8.大圖輸出 

9.縮時攝影 APP 

 

 

1.積木

創意實

作 

 

2.拼積

木縮時

紀錄 

 

3.亞特

蘭提斯

積木實

作與發

表 

教學活動紀錄 

    

拼建臺灣廟宇建築，練習

屋頂拼蓋轉角技術 

拼建中華廟宇建築，練習

舞龍舞獅動物創意設計 

拼積木、蓋城市、說故事

練習多種元素積木設計 

LEGO 積木建築亞特蘭提

斯作品+古神話地圖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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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學習活動成果 

5-1 ｢海洋有意識｣探究篇  

探究海洋知識大會考 

 

 

海洋大會考 30 題 QR code 設計 海洋知識大會考 50 題設計表單 

  

｢海洋有意識｣海洋大會考分析結果 1 ｢海洋有意識｣海洋大會考分析結果 2 

 

 

宮崎駿｢崖上坡妞｣影片觀賞 宮崎駿｢崖上坡妞｣梗圖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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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創課的海洋｣探究篇 
 

探究貝殼知識+創意梗圖  

  

創意｢崖上坡妞｣吉卜力梗圖製作 1 創意｢崖上坡妞｣吉卜力梗圖製作 2 

  

｢貝受矚目｣單元認識海中貝類 1 ｢貝受矚目｣單元認識海中貝類 2 

 

 

網站中收詢相關貝殼專業判讀資訊 手機中貝殼圖片比對確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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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積木的海洋｣實作篇 1 

 

積木創意實作 1 

  

｢亞特蘭提斯城｣創意 LEGO 積木發想設計 海中生物創意 LEGO 實作 

  

｢亞特蘭提斯城｣海報印製 創意 LEGO 希臘式列柱設計實作 

  

學生為希臘式頂蓋創意設計連結轉器 老師設計創意積木基地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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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積木的海洋｣實作篇 2 

 

積木創意實作 2 

 
 

積木教室 LEGO 積木前置整理 創意 LEGO 實作縮時攝影紀錄 

  

學生創意積木完成故事說明 老師指導希臘式建築列柱比例成型 

  

學生創意積木成果發表 ｢亞特蘭提斯城｣創意積木完成 

 
 



14 
 

5-4 ｢走動的海洋｣踏查篇 

海洋教育，教室無所不 

走出學校進入海洋，走出學校進入博物館；走出學校進入海岸，走出學校進

入漁市。讓學習進入教室，讓海洋走入教室，讓眼界無遠弗屆。我的教學要帶著

學生眼見為憑、耳聽是實、手觸為真，學生站在我的肩膀上學習著！ 

1 我們在基隆海邊上空拍機 

2 我們在東北角陰陽海界拼積木 

3 我們在東北角上地理風化岩課 

4 我們在電腦資訊頁上海洋史課 

5 我們在復刻亞特蘭提斯古建築 

6 我們在手機 QR code 填海洋題 

 
7 我們在潮境公園上海濱生態課 

8 我們在 Podcast 頻道中說海洋 

9 我們在海鮮餐廳中上食魚教育 

10 我們在貝殼標本中認識海文化 

11 我們在八斗子漁市裡上漁獲課 

12 我們在專用海洋巴士上海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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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實踐、教學省思與建議 
1. ｢海洋初心｣課程-戶外教育篇 
【教學實踐】 
 

 

【教學省思】 

    新課綱的上路提供了高中課程，多元選修的自主性學習，讓高中教育開始有

機會著手試探與引導學生相關海洋知識與興趣，進而發展為海洋專業能力，更進

一步連結海洋專業教育，搭起臺灣海洋優質人才新橋梁。  

    這個課程解決了：教育領域是否能以「設計思考+問題解決模式」解決社會

議題。歷史科領域解決了：藉由戶外踏查體驗海洋生態現場、驗查文本閱讀的海

洋文化內涵，並融合學生海洋基礎知識經驗，形成具體可行性的教學目標。 

    課程設計的困難度：是戶外教學有交通與時間掌控的不確定性。正是所有戶

外參訪課程最需控制與完整設計課程的重點，這是未來再精進課程時如何設計一

個 SOP 校外參訪流程最重要的考量。因應戶外教學的需求，已拍攝教學影片教

老師們上一堂輕鬆的戶外課程。 

【建議】有｢海洋戶外教學手冊｣編訂，形成教學模組，利於教學推廣的可行性。 

 

 

 
申請學校｢校本課程開發設計｣

海洋教育課程 

建構群組連結｢海洋初心｣課程

團隊老師與學生 

知海親海愛海從實察基隆海岸

漁港開始 

   
｢海洋初心｣教學團隊挺進東北

角展開海洋探索 

學生團隊戶外空拍+積木實作沉

浸於整個課程的設計 

走踏著名象鼻岩石區認識風化

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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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初心｣課程-海洋教育篇 

【教學實踐】 

 

【教學省思】 

走出學校，進入海洋；海洋就是教室，漁民都是老師 

    課程設計想突破的是：海洋教科書大設計。透過臺灣各地海岸的特色性與差

異性，設計客製化｢積木海洋教材｣，設計有互動性創思性，能吸引學生主動學習

的海洋議題。納入社會領域，結合海洋課程與環境教育，讓海洋教學成為主角。 

    重新認識所生所長的臺灣。以學生為主體，以海洋文化為縱軸線，刻劃出每

個海岸的微笑線條。打破校園框架，走出學校進入海洋，觸動學生對海洋事務與

海事環境的關懷與投入，有另類的學習場域。 

 

    課程設計的困難度：普通高中有升學問題的考量，在做戶外海洋教育紀實活

動影像紀錄，有時需要週末假日的規劃，時間不允許常常有人力分配需調整的機

動規劃，考驗著老師與參與學生臨場應變的能力。 

【建議】推廣｢海洋教學影片｣製作，透過影像紀錄，深化實質內涵更有力推廣。 

 

 

 
學生走出學校進入海洋科技博

物館照片紀錄 

學生走入海洋認識潮境公園生

態紀錄 
學生拍攝潮境公園規劃紀錄 

 

  

沉浸最美海岸線，欣賞戶外雕塑

博物館留影 

鬼斧神工｢番仔澳酋長岩｣公園

踏查 

前進深澳象鼻岩景觀區體驗出

神入化的大地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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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初心｣課程-海洋創課實作篇 

【教學實踐】微翻轉-遊戲型學習模式 

創  客 Maker 創  遊 創  課 創  思 

 
 

 

 

3D 列印製成建築元件 勇闖東北角海岸線遊 ｢巴巴尼莫｣播客說海洋 戶外微導覽影片製作 

 
  

 

VR 眼鏡虛擬空間探索 八斗子漁市場採買趣 創意積木認識古蹟 簡報設計海洋學習單 

【教學省思】 

在｢做中學｣在｢學中做｣， 體驗式學習模式 

    課程最大亮點：在「玩中學」創客製作學習素材。翻轉教學、翻轉學習、翻

轉思維。從設計學生實作活動孕育創意搖籃，到認知理解提升，到成果作品產出，

活動中具備了自主學習、認知架構與即時診斷的功能，教學和評量環環相扣。 

掌握教學目標，導入遊戲型學習模式 

    為學生設計創遊課程，整個臺灣海洋都是我的遊戲場。透過微翻轉的遊戲學

習模式，翻轉現階段海洋教育教學現場，更提升海洋思維，進一步討論全球性刻

不容緩的環境議題。觸動學習的推手從創客、創遊、創課、創思教學開始。 

    課程再精進的部分：會增加 VR 理論課程與程式設計課程，讓學生接觸最新

資訊與新科技，了解虛擬實境在各領域發展的可能。VR 軟體的申請與下載有版

權使用問題，是必須克服的難題。 

【建議】運用科技 VR、AR 設計互動式體驗教材，有一套｢會動的海洋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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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結語

海洋教育的三張笑臉

微笑

    萬芳高中的文化小尖兵，在 2020 年展開了社區改造升級版行動計劃-海洋建

築｢亞特蘭提斯城｣。從過去創意積木快樂拼建景美集應廟、到今年年初的多元化

城市闖遊趣教案、到現在的積木海洋創新教案。我們相當期待新設計的海洋創意

積木展。我們更微笑等待活動中的主軸，｢史詩城創生展｣。讓歷史的海洋動起來，

從最熟悉的海洋環境開始學習，打造一個「建海」的學習情境。 

大笑 

    我要為海洋做一件好事-｢未來海洋教科書｣書寫。整合「史跡」、「生態」、「藝

術」、「漁產業」、「藍色步道」5 大元素，形塑海洋新形象，也編寫海洋教學特有

有的戶外探究與實作體驗課程，吸引學生更深度認識｢臺灣之最海派-海歷史｣，

和海洋約會。課程設計了｢探究｣領域的認知情意探索；更活化教學啟動｢實作｣

應用的技能提升。讓學生開懷大笑，笑著上海洋戶外課；笑著上建築歷史課；更

笑著上創意積木+VR 虛擬課程。打造一個｢科學海｣的學習情境。 

會心一笑 

我要用不同的高度和角度，帶領學生去看海洋、去理解海洋、甚至愛海洋；

我要用不同的姿態引導學生，親海、愛海和知海。將海洋教育融入：歷史、閱讀、

科技和戶外課程。真正走出學校，進入海洋，｢海就是學校，漁民就是老師｣。更

深入的刻劃海洋文化教育的輪廓，實現有感的體驗式學習，和沉浸式的海洋教育，

學生真正擁有帶著走的海洋素養能力。我會心一笑說｢海洋好，臺灣好，世界好｣。 

｢積｣動玩歷史-翻閱海底城 Let
，
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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