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國民小學-海洋教育創新課程與教學研發基地-課程模組 

 

模組名稱 

 

海舞碧蓴～守護海岸新生命 
設計者 

姓名 

 

盧家豪、張錦霞、黃式維 

適用組別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幼兒園組 教學領域 

（或科目） 

自然領域

藝文領域

綜合領域 課程子題 █守護海岸 □食魚教育 □減塑行動 

課程模組概述 

模組名稱 海舞碧蓴~守護海岸新生命 

實施年級 高年級 節數 共 4 節。 

課程類型 議題主題式課程 課程實施時間 160 分鐘 

總綱核心

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B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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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綜-E-B2 蒐集與應用資源，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用以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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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表現 

tm-III-1 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

程，探索自然界現象之間的關

係，建立簡單的概念模型，並

理解到有不同模型的存在。 

po-III-2 能初步辨別適合科學探究的問

題，並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

閱讀、思考、討論等，提出適

宜探究之問題。 

3d-III-1 實踐環境友善行動，珍惜生態 

資源與環境。 

 

 

 

學習

內容 

E-III-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

類型。 

INe-III-12 生物的分布和習性，會受環 

境因素的影響；環境改變也

會影響生存於其中的生物 

種類。 

Cd-III-3 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行動的

執行。 



 

 

海

洋

教

育

議

題 

 

核心

素養 

一、能從海洋探索與休閒中，建立合宜的人生觀，探尋生命意義，並不斷精進，追求至善

二、能欣賞、創作有關海洋的藝術與文化，體會海洋藝術文化之美，豐富美感體驗，分享 

美善事物 

三、能從海洋精神之宏觀、冒險、不畏艱難中，實踐道德的素養，主動關注海洋公共議題， 

參與海洋的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永續發展 

 

學習

主題 

一、海洋休閒

二、海洋文化 

三、海洋資源與永續 

 

實質

內涵 

海 E1 喜歡親水活動，重視水域安全。

海 E9 透過肢體、聲音、圖像及道具等， 

進行以海洋為主題之藝術表現。

海 E16 認識家鄉的水域或海洋的汙染、 

過漁等環境問題。 

 

 

 

 

 

 

學習目標 

以跨領域課程結合情境式的體驗探索，透過觀察、接觸、體驗，以此深入海洋知能的

探究，從活動與省思中激發出熱愛海洋的情操，進而珍惜並守護海洋資源，逐步培養海洋

素養並關心海洋發展，以此深厚基礎並營造出「親海、愛海、知海」的教育內涵。 

建構學習(Building)知識學習培力【活動一、小小海洋生物家-探索維納斯海岸奧秘】：

透過網路媒介、實體操作與課堂引導，讓學生從分組討論、合作學習的過程中，逐步認識

維納斯海岸與環境因素變化劇烈的潮間帶環境，並深究豐富多元的潮間帶生態。 

體驗探索(Experiencing)情境脈絡實作【活動二：小小海洋科研家-觀察記錄潮間帶生態】

完備水域安全裝備，以五感覺察潮間帶環境與生態，操作監測紀錄潮間帶生態的方法，在

監測記錄的過程中不僅能親近野柳潮間帶的美麗生態，更進而展現守護家鄉海洋行動。 

解決問題(Solving)自主探究學習【活動三：小小海洋環育家-實踐永續海岸生命線】 

透過淨灘認識沿岸潮間帶逐年被人為破壞而造成的浩劫與困境，經過提問討論發現生態永

續的重要性並思考如何從自身的生活開始，規劃永續海岸的方法並著手實踐。 

團隊行動(Team-Working)永續生活實踐【活動四：小小海洋藝創家-創生社區海漂文藝品】 

連結地方創生，重塑海漂新生命，以藝術創作思考如何將海洋廢棄物改造成在地特色文創

品，進入社區宣導讓友善環境的理念化為行動，與社區攜手守護海洋的環境。 

教師準備

與 

教材分析 

1. 自然領域先備知識：五上植物世界~海洋藻類分類、五下動物的生活~潮間帶生物

教材配合六上第三單元：變動的大地~觀察海岸地質地形和潮間帶的關係 

2. 以潮汐的呼喚-探索北海岸潮間帶為基礎，並拍攝維納斯海岸潮間帶生態製作 PPT。 

3. 教師事先準備海洋課程小遊戲、學習單、ICC 表格、夾板與筆。 

4. 課程進行當天教師準備測量皮尺、觀察方格、工作棉質手套、手撈網、水桶、垃圾袋。 

5. 藝創課程至藝文教室先行準備好壓克力顏料、水彩筆或毛筆、熱熔槍、回收廣告瓶 

學生準備

與 

學具分析 

1. 學生具備五年級自然領域動植物和地質知識，會簡易潮間帶觀測和 ICC 國際淨灘操作。 

2. 學生課程進行前需從書籍、網路蒐集和認識潮間帶生態、ICC 國際淨灘、海漂工作室。 

3. 學生各組團隊先對於潮間帶的學習擬訂問題和預期觀察內容，再與實做進行比較。 

4. 學生當日用具：攜帶觀測用具、簡單文具、水壺、防曬用具以及雨具。 

5. 學生當日服裝：雙肩背包、短袖 T 恤、太陽眼鏡、遮陽帽和防滑鞋。 



 

課程架構圖 
 

課程主軸以守護野柳在地海洋環境為主軸，結合社區資源，規劃系統性 BEST 學習實踐，從生

活經驗出發，關心探究潮間帶生態、思考海岸環境問題、創發海廢美學，以永續行動守護家鄉的海

岸。 

 

 

 

跨領域：

自然領域

綜合領域 

社區地方團隊：
新空間國際 
萬里瑪鋉協會
社區發展協會 

領域專業單位：
野柳海洋世界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台灣海洋環境推廣協會 

 

 

 

跨領域：

自然領域

綜合領域 

 

 

 

 

活動一、 

小小海洋生物家-  

探索維納斯海岸奧秘

方法策略： 

1. 問題導向策略 

2. 價值澄清策略 

 

 

 

 

 

活動四： 

小小海洋藝創家-  

創生社區海漂文藝品

方法策略： 

1. 情境操作策略 

2. 創作思考策略 

1. 教師專業增能 
2. 學生課程深化 
3. 社區文創發展 
4. 多元媒體傳播 

 

 

 

 

 

 

海舞碧蓴 

守護海岸新生命 

 

 

活動二： 

小小海洋科研家-  

觀察記錄潮間帶生態

方法策略： 

1. 探究發現策略 

2. 合作學習策略 

 

 

 

 

 

活動三： 

小小海洋環育家-  

實踐永續海岸生命線

方法策略： 

1. 學習環境策略 

2. 專題導項策略 

 

 

 

跨領域：

藝 文 領 域

綜合領域 

在地環境資源： 

維納斯海岸潮間帶野

柳地質公園潮間帶 

野柳漁港海王星碼頭 

 

跨領域：

藝文領域

綜合領域 



 

 

（三）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學習資源 學習評量 

建構學習(Building)知識學習培力 

【活動一：小小海洋生物家-探索維納斯海岸奧秘】 

1. 導入 

(1) 簡報說明潮汐：引導學生認識潮汐與全國潮汐表，找

出維納斯海岸漲潮退潮時刻，並說明適合觀察時間 

(2) 介紹潮間帶：潮間帶變動的環境因子、分層帶狀分布。 

2. 開展 

(1) 海岸地形：認識野柳海岸和潮間帶的地質地形 

(2) 影片欣賞：透過潮池影片引導觀察並找出短片的生物 

(2)介紹藻類：認識綠藻、褐藻、紅藻分佈水深，並引導 

學生認識維納斯海岸常見藻類名稱 

(3) 透過 PPT 圖片介紹維納斯海岸常見動物及魚類名稱 

(4) 運用實物教學，引導學生認識監測紀錄潮間帶生態的

器具以及紀錄方法。 

3. 挑戰 

(1) 提問思考：引導學生思考並分享，曾在潮間帶觀察到

哪些有趣的生物和附近環境，並說明當時觀察的方式 

(2)影片觀察：指導學生透過影片教學，運用小組觀察力 

尋找岩石縫隙中的生物、注意會擬態的生物 

(3)分組討論：小組透過影片練習進行潮間帶學習單討論 

(4)小組分享學習單紀錄內容，聆聽組別則給予回饋 

4. 總結 

(1) 複習潮間帶的生態 

(2) 準備穿著觀測紀錄服裝並攜帶觀測紀錄用具與表格。 

 

 

5 分鐘 

 

 

 

 

 

 

 

10 分鐘 

 

 

 

 

 

 

 

20 分鐘 

 

 

 

 

 

 

 

5 分鐘 

 

 

潮汐預報 

 

 

 

 

 

 

台灣海洋記錄

第二部：東北

角•潮間帶 

 

 

 

 

 

 

 

自編學習單 

 

 

 

 

 

 

 

 

 

 

參與評量：

學 生 能 認  

真 觀 察 並  

參與討論。 

 

 

 

 

發表評量：

學 生 能 說  

明 對 潮 間  

帶的認識。 

教學實錄 

   

引導潮間帶海洋知識 討論加深認識潮間帶 認識潮間帶探測 



 

。 
 

 

 

 

 

。 

。 

學習活動 時間 學習資源 學習評量 

體驗探索(Experiencing)情境脈絡實作 

【活動二：小小海洋科研家-觀察記錄潮間帶生態】 

1. 導入 

安全守則-教師宣導潮間帶觀察安全注意事項：穿著止滑

鞋慢步走、注意潮水漲退和水域安全並小心礁岩，以不打

擾生物為原則，尊重生命。 

2. 開展 

(1) 環境觀察：先觀察海岸地形，再透過距離岸邊最近的

綠藻，說明潮間帶藻類分布，引導觀察潮池認識藻類。 

(2) 用具裝備：協助學生戴棉質手套，並發給學生手撈網。 

(3)全組實測：進行分組並引導認識如何透過皮尺量測距

離並放置生物觀察方格，開始尋找方格內潮間帶生物 

3. 挑戰 

(1) 觀察記錄：在安全許可的情況下，請各組學生開始觀

察並測量方格內的生物及其數量，注意不要傷害生物。 

(2)問題討論：老師集合學生，引導各組思考觀測潮間帶

的過程，遇到的問題並將其統整並共同討論解決策略 

(3)方法策略：學生討論後分享各組解決策略並給予回饋 

(4)分享發表：請各組介紹觀察並紀錄的潮間帶生物及數 

量，引導小組分享觀察的常見生物，共同完成學習單。 

(5)分享發表：分享最令組別印象深刻的海洋生物並說 

明。各組並對守護潮間帶的行動給予一句宣誓口號。 

4.總結 

(1)老師複習潮間帶觀察重點和生物名稱，補充相關資料 

(2)讓學生進行海岸觀察，引導學生進行下一節人為海洋 

廢棄物思考。 

 

 

 

 

5 分鐘 

 

 

 

 

10 分鐘 

 

 

 

 

 

 

 

20 分鐘 

 

 

 

 

 

 

 

 

 

 

 

5 分鐘 

 

 

 

 

 

 

 

 

 

 

 

 

 

自編觀察紀錄

單，詳如附件 

 

 

自編學習單 

 

 

 

 

 

 

 

 

 

 

實作評量：

學 生 能 運  

用 團 隊 合  

作 透 過 觀  

察，尋找潮

間帶生物 

 

 

發表評量：

能 介 紹 出  

觀 察 到 的  

潮 間 帶 生  

物 

教學實錄 

   

實地觀察監測記錄 實際觀察潮間帶生物 進行觀察後記錄 
 



 

學習活動 時間 學習資源 學習評量 

解決問題(Solving)自主探究學習 

【活動三：小小海洋環育家-實踐永續海岸生命線】 

1. 導入 

(1) 老師引導學生發表人為廢棄物的類別和產生原因。 

(2)分享當發現環境遭受污染及破壞的感覺並感受潮間帶 

環境的美好 

2. 開展。 

(1) 引導學生思考潮間帶生物的生存環境遭受破壞的原因

並發表當海洋被汙染後可能產生的結果。 

(2) 讓學生透過討論如何運用多項的方法以及自身的能力

去維護潮間帶及沿岸的生態。 

3. 挑戰 

(1) 老師協助學生進行分組並開始進行沿岸淨灘的行動。 

(2)各組皆安排一位家長或志工隨行，說明撿拾海洋廢棄 

物時所要注意安全事項。 

(3) 運用 ICC 廢棄物分類整理歸類並統計觀察並發現廢棄

物最大宗來源。 

(4) 引導各組進行思考、討論並發表廢棄物的來源以及原

因，探討能如何具體改變生活習慣，有效減少廢棄物

產生並避免日常生活中的含塑物品。 

(5) 由各組討論後發表並進行紀錄，分享生活的有關經驗。 

4.總結 

(1) 統整各組所分享的具體方式並引導落實生活實踐。 

(2)下一節課引言：共同討論若是已造成的廢棄物，我們 

該怎麼給予這些海洋廢棄物重生的方法。 

 

 

5 分鐘 

 

 

 

 

 

10 分鐘 

 

 

 

 

 

 

 

20 分鐘 

 

 

 

 

 

 

 

 

 

 

 

5 分鐘 

 

 

 

 

 

 

 

 

 

 

 

 

 

 

 

台灣國際淨灘

行動紀錄表 

 

 

 

 

 

 

 

口語評量：

透 過團隊 

討論，思考

並 提 出 維  

護方法 

 

 

 

 

實作評量：

能 彼 此 協  

助 撿 拾 海  

岸 邊 的 海  

洋廢棄物 

教學實錄 

   

分組淨灘愛護海洋環境 引導進行海洋廢棄物清理 實踐海洋廢棄物分類再生 



 

學習活動 時間 學習資源 學習評量 

團隊行動(Team-Working)永續生活實踐 

【活動四：小小海洋藝創家-創生社區海漂文藝品】 

1. 導入 

(1) 認識海洋廢棄物的組成以及數量占比。 

(2) 分享梭形浮球的用途並引導學生思考海洋廢棄物可能

造成的海洋破壞。 

2. 開展 

(1) 老師分享過往所製作的梭形浮球創意看板以及網路上

的圖片，引導學生進行欣賞。 

(2) 讓學生彼此分享欣賞後喜歡的再創文藝品並進行說明 

3. 挑戰 

(1) 引導各組學生透過思考並討論，如何運用社區廢棄浮

球製作出各類文創商品，提高浮球再生使用率。 

(2) 各組學生進行發表所發想的海洋再生文創物並說明製

作方法以及所需材料，由老師進行協助 

(3) 將學生分享的文創概念彙整，做為未來藝創課程基礎 

(4)開始進行浮標創作並引發學生思考動機並發表未來海

洋將面臨的困境，共同討論給予海洋的一句話。 

(5)將討論後的給予海洋的一句話書寫在海洋看板上並將

製作好的浮標創作黏貼在看板上。 

4. 總結 

(1) 每組學生上台分享自己製作的海洋看板，並分享給海

洋的一句話。 

(2) 引導學生討論未來能夠如何透過與社區共同藝創的方

式，發展海洋特色文創商品，與社區進行在地總體營

造，也透過商品宣導關心海洋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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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評量：

願 意 上 台  

分 享 組 別  

的創意 

教學實錄 

   

教師課程引導並深入探討 小組間相互討論並共同創作 分享並發表給海洋的一句話 



 

（四）創意教學創新策略、教學省思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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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EST 學習模組-以「建構學習、體驗探索、解決問題和團隊行動」來進行學生學習步

驟，讓學生能自主學習，分析探究，透過團隊研擬策略和展現執行力。 

A. 建構學習(Building)- 

以生活經驗和背景知識建構學習基礎，讓學生能與學習脈絡相連結。 

B. 體驗探索(Experiening)- 

以戶外教育和情境式體驗探索的學習，運用實際操作激發有感歷程。 

C. 解決問題(Solving)- 

以在地與國際環境議題進行思辨探究，學習提問和找出具體解決策略。 

D. 團隊行動(Team-Working)- 

以學習共同體模式進行團隊戶學，整合共識展現有效能的行動力。 

二、BEST 教學模組-以「學習培力、實作評估、發表分享、思考反省」來進行教學發展的

滾動修正，透過省思教學流程和專注學生學習，提升教學與學習效益。 

A. 學習培力(Breeding)- 

在教學歷程中培力學生核心素養，透過學習與生活孕育終身學習者。 

B. 實作評估(Evaluating)- 

透過適性評量檢視教學與學習的相對應成效，評估學習目標達成率。 

C. 發表分享(Sharing)- 

以跨領域整合學習成果，運用多元發表展現學習成效，進行多方分享。 

D. 思考反省(Thinking)- 

檢視學習歷程，傾聽親師生回饋意見，滾動修正教學方法以提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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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曾讓許多駐足的人流連忘返，然而美好的場景不再，取而代之的卻是各類令人

怵目驚心的廢棄物，希望透過此次海洋課程，引導學生共同深省並實踐於生活，然課程

仍有需改善之處，在此歸納出幾點能夠在更進一步改善之處。 

一、校園創藝科技行銷 

將海洋課程融入藝文領域，引導學生認識「撿並非唯一之路」，透過本次課程引發

學生共同探索思考，如何透過多元且富有創意的手作活動，將海廢資源做有效利用，

最後將學習過程透過數位科技進行 E 化行銷。 

二、思考學習解決問題 

讓學生在學習歷程中面對問題，以團隊合作與自主學習的精神下產生學習行動，融

入 PBL(問題導向學習教學法)引導學生思考、表達，運用知能解決問題，並由學生思考

與海洋相關課程進一步探索體驗、實踐解決、合作溝通、反思回饋建構多元能力。 

三、實踐在地情感連結 

讓學生透過平時與在地的生活經驗，敏覺環境、自然生態和人文變遷，在野柳發展

協會的社區團體協助下，學校與社區創造情境的有感連結與深厚的合作模式，讓學

生的學習更富有意義且承擔學習者的社會責任。 

四、社區公民行動展現 

以學校課程教學為基礎，透過學生守護家鄉海洋的生活實踐，帶動社區的海洋環境

生態維護共識，也運用學生發展的海廢創意品，注入社區文創產業的再生思考。 

 

 

 



 

 

 

什麼是潮間帶 

參考資料 

潮間帶是指地球上海陸交界的地帶，是高低潮線間的海域。 
受到潮汐影響，這個地方每天會有部分時間被海水淹沒，也有部分時間暴露在空氣中。

不同地方的潮間帶環境不同，生活在其間生物也不一樣。 

一般可分為軟底質的潮間帶，例如沙灘、泥灘底質等，就像淡水河口的紅樹林； 

另一種為硬底質的潮間帶，例如岩礁底質、礫石底質等，海科館附近的潮間帶就屬於岩礁底質的潮間帶。 

認識潮汐 

在一定時間內海水高度呈現週期性的漲退，稱為「潮汐」。 
 

  
當農曆的初一及十五左右，月亮、地球與太陽成一直

線，月球與太陽引潮力同時加乘結果，就形成「大潮」 

潮間帶特色：變動的環境因子 

當農曆的初八及二十二左右，月亮、地球與太陽成九

十度，潮差較其他時間小，稱之為「小潮」。 

潮間帶，由於每天受到不同程度潮汐的漲退、波浪的沖刷或暴露在空氣中，所以居住在這兒的生物必需 
適應一天當中不同的濕度、溫度、體內水分的平衡和鹽度等的變化。

波浪的沖擊： 

為了防止波浪的沖擊，許多潮間帶生物會移居到較高的位置、躲在石頭下或將身體緊貼於底質上。
抗旱： 
由於每日潮汐高低的變化，潮間帶生物在一天中必須能夠忍受一段時間是非常乾燥的狀況。可以移動的
生物於退潮時常躲入陰暗潮濕的洞穴；固著性的藤壺等則會緊閉其殼保有水分海藻則藉著其組織的高耐
旱性，等待下次漲潮時吸收水分。 

鹽度： 
潮池中的海水因為水分蒸發，鹽度會比在海洋中來得高，但是如果遇到下雨，鹽度又會被沖淡。許多生
物對鹽度的適應是以緊閉其殼的方法來防止脫水。 

溫度： 
低潮時在太陽照耀下，暴露於空氣中的地方溫度會急遽上升，潮池中的水溫因無法與大海充分交換甚至

可能到達 30~40 ℃ 以上。 

 



 

潮間帶特色：分層帶狀分布 

進入岩礁潮間帶之後，不知道小朋友有沒有發現，這裡的固著性生物是以帶狀分佈形式聚集，由於潮間

帶地區各種生物棲息的環境高度不同、受到海水覆蓋的時間長短也不一樣，生物們各自適應環境的秘技

又不相同，加上來自海中補食者捕食壓力的差異，也就形成了「分層帶狀分佈」這個特色了！ 
 

飛沫帶：◎為帶狀分佈區最高、最乾燥的地方。 

◎僅在海浪沖擊礁岩岸所激起的飛沫所及之處有水

分。上潮帶：◎只有在潮位較高的時候被海水淹沒。 

◎大多數的地區長時間都暴露在空氣中。 

中潮帶：◎一天當中有部分時間被海水淹沒、部分時間暴露在空氣

中。下潮帶：◎潮間帶中水分最充足的地方，通常是潮濕的。 

 

 

 

 

參考資料：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海洋學習站 

https://www.nmmst.gov.tw/chhtml/newslistdet/43/1/170/37 

https://www.nmmst.gov.tw/chhtml/newslistdet/43/1/170/37


 

野柳國小海洋課程－潮間帶探索學習單 

一、 觀察者：    觀察日期：  年 月 日

二、 觀察時間： ：  －  ：  

三、 觀察地點：  

四、 觀察時間的漲退潮時間 

最低潮位： ：  最高潮位： ：  

五、 環境認識： 

(一)我們現在是在台灣的哪一邊？（請在□內打 ） 

□ 東邊 □ 南邊 □ 西邊 □ 北邊 □ 中央 

(二)我們現在站的地方是屬於什麼海岸地形？ 

□ 珊瑚礁海岸 □ 砂岸 □ 岩岸 □ 沼澤海岸 

六、 請在□中將觀察到的潮間帶生物打勾，並將圖片中的潮間帶生物填上正確的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七、 選擇一個並寫下你今天觀察到最有趣的潮間帶生物，並寫下他們的有趣行為或特徵

例如： 藤壺 — 像鋼盔一樣附著在石頭上。  

□石蓴 □厚葉馬尾藻 □蝦虎魚 □陽隧足 □海膽 □藤壺 □其他

有趣行為或特徵: 



 

珊瑚礁、潮間帶調查記錄表格 

時間 
 

地點 
 

GPS 
 

水下地形 
 

水溫 
 

 

 

標示（公尺） 

 

底質 
珊瑚

狀態 

甲殼

類 

棘皮

動物 

軟體

動物 

 

魚類 

特別

生物 

註記 

0 
       

5 
       

10 
       

15 
       

20 
       

25 
       

30        



 

 



 

我愛地球-海洋垃圾「撿」一「減」 
 

一、小朋友，請透過這次海洋淨灘活動的行動紀錄表，一起找找哪類型的海洋廢棄物最多？海洋

廢棄物的前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二、請問小朋友，你發現的前三名海洋廢棄物與我們的生活有哪些關係？ 

 

1.    

 

2.    

 

3.    

 

三、想一想，在生活當中，我們該如何減少使用這些類型的產品來避免產生海洋廢棄物

可以用寫的也可以用畫的來表示唷！ 



 

 小小海洋藝創家  六年 班 姓名:   

 

一、請問小朋友，這次海廢創作想要選擇的物品？ 

□浮球 □浮標 □寶特瓶 □其他： 

 

 

二、海廢創作想法： 

1. 想要結合的社區特色文創主題： 
 

 

 

2. 希望融入的相關海洋或生活議題，例如：海洋汙染 
 

 

 

三、把你心中的社區特色與生活議題融合創作出專屬於你的海廢設計圖： 
 

四、請小朋友想一想，除了創作海廢作品，我們還有哪些方法可以來守護美麗的海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