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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創新課程與教學研發基地 課程模組設計格式 

（一）基本資料  

課程模組 

名稱 

 

「漁」你共存 設計者 

姓名 

喜樹國小教學團隊 

 

 

參加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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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組  

教學領域 

（或科目） 

社會 

（二）課程模組概述 

國小、國中及高中組 

課程模組 

名稱 
「漁」你共存 

實施年級 
高年級 

節數 
共 2  節， 80  分鐘。(請以 1 至 4 節課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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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校訂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 

素養 ii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問題。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域/ 

學習 

重點 
ii 

核 

心 

素 

養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

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

思考解決方法 

海 

洋 

教 

育 

議 

題 
i 

 

核

心

素

養 

海 A2  

能思考與分析海洋的特性與影響，並採取

行動有效合宜處理海洋生態與環境之問

題。 

學 

習 

表 

現 

1c-Ⅲ-2 檢視社會現象或事 

件之間的關係，並想像在不 

同的條件下，推測其可能的 

發展。 

2a-Ⅲ-2 表達對在地與全球 

議題的關懷。 

2b-Ⅲ-1 體認人們對社會事 

物與環境有不同的認知、感 

受、意見與表現方式，並加 

以尊重。 

學 

習 

主 

題 

海洋資源與永續 

學 

習 

內 

容 

Ab-Ⅲ-3 自然環境、自然災 

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 

的使用有關聯性。 

Af-Ⅲ-1 為了確保基本人 

權、維護生態環境的永續發 

實 

質 

內 

涵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與產

業。 

海 E16 認識家鄉的水域或海洋的汙染、

過漁等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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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全球須共同關心許多議 

題。 

學習目標 
1. 藉由觀看網路資源後，瞭解臺灣漁業資源目前的變化。 

2. 藉由討論及資料閱讀過程，了解漁業資源損耗與食用方式的關連性。 

3. 覺察問題所在並且思考解決方式，培養探究海洋與愛護海洋的能力。 

教學資源 

1. 魚類彩色影印護背模型 

2. 臺灣海鮮選擇指南 2011、2015 、2018版 

3. 天下雜誌-慢魚運動 

4. 「無魚之家」影片，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c9fQlqD60 

5. 教師自製簡報檔 

 
註：  

i 可參閱國家教育研究院發展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議題融入說明手冊」

(12-13 頁；294 頁；52-57 頁)。  
(1)議題融入式課程：此類課程是在既有課程內容中將議題的概念或主軸融入。融入的議題可僅就某一議題，或多項相關議

題。此類課程因建立於原有課程架構與內容，以現有課程內容為主體，就其教學的領域/科目內容與議題，適時進行教學

的連結或延伸，設計與實施相對容易。  
(2)議題主題式課程：此類課程是擷取某單一議題之其中一項學習主題，發展為議題主題式課程。其與第一類課程的不同，

在於此類課程的主軸是議題的學習主題，而非原領域/科目課程內容，故需另行設計與自編教材。它可運用於國中小的彈

性學習課程、高級中等學校的彈性學習時間，以數週的微課程方式進行，或於涉及之領域教學時間中實施。  
(3)議題特色課程：此類課程是以議題為學校特色課程，其對議題採跨領域方式設計，形成獨立完整的單元課程。它可於校

訂課程中實施，例如國中小的彈性學習課程、高級中等學校的彈性學習時間，或規劃成為校訂必修或選修科目。此類課

程不論是單議題或多議題整合進行，通常需要跨領域課程教師的團隊合作，以協力發展跨領域的議題教育教材。雖有其

難度且費時，但因是更有系統的課程設計，並輔以較長的教學時間，故極有助於學生對議題的完整與深入了解，可進行

價值建立與實踐行動的高層次學習；同時，亦可形成學校的辦學特色。  
ii 可參閱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各領域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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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模組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請說明評量方式） 

一、我的魚哪裡來 

（一）準備活動 

1. 請學生收集海洋生物圖片、以及家中常食用海鮮名稱。 

2. 老師準備魚類彩色影印護背模型 

3. 觀看天下雜誌【慢魚運動】優秀島民都該問的一件事：

請問我的魚哪裡來？ 

 

 
 

（二）引起動機 

1. 詢問學生：臺灣的魚類資源是否豐富？教師展示圖片，

請學生個人依據圖片所見回答，臺灣是不是一個      

魚類資源豐富的國家呢？並提出支持自己回答的論      

證。 

2. 討論觀看天下雜誌【慢魚運動】影片，優秀島民都該問

的一件事：請問我的魚哪裡來？引發學生「識魚、懂魚、

珍惜魚」、「吃當地、吃當季、吃適量」的觀念。 

   問題探討： 

（1） 臺灣人愛吃海鮮，每人每年平均吃掉 34公斤，全球 

   排名第四；但台灣沿近海捕獲量卻年年創新低，       

  「國人長期以來吃下肚的海鮮從何而來？」 

（2） 市場標榜的「現流」、「本地水產」可能都是不正確 

   的，臺灣海洋正面對什麼危機？ 

（3） 不是不吃魚，而是「好好吃魚」--可以如何拯救台灣 

   海洋？ 

  引導思考 ： 

    從拒絕當海鮮文盲開始，吃在地、吃當季、吃適量，吃

魚的最新態度！  

（1） 吃在地：鼓勵重永續捕撈與養殖，減少碳足跡。 

（2） 吃當季：品嚐海鮮最佳風味，讓魚種休養生息。  

（3） 吃適量：減少特定魚種滅絕危機。  

    「慢魚運動」系列相關報導：http://bit.ly/2liFfC9  

 

 

3分鐘 

 

 

 

10 分

鐘 

 

 

 

 

 

 

 

 

 

 

 

能提出自己的論 

證，檢視論證的支 

持程度及適切 

性。 

（三）發展活動 

1.三個角度談漁業資源的永續 

（1）節能減碳（吃在地） 

      ★老師展示圖片：千里而來的北海鱈魚香絲。          

      介紹北海位置，並引入碳足跡概念，但不是本課程 

      強調主題。 

 

 
 

8分鐘 

 

 

 

 

 
能閱讀網路媒 

材，擷取資料， 提

出自己的看法。 



 第 4 頁 共 8 頁 

      ◎溫室漢堡的啟示：一顆漢堡要付出多少的環境代 

      價？請學生說明。 

（2）當季新鮮（吃當季） 

      ★老師展示：臺灣是水果王國，大家幾乎都知道什麼

季節該吃什麼水果。春天桃子、夏天芒果、秋天柿子、

冬天水梨。但你知道海鮮也有季節性嗎？根據氣候與

洋流的變化，台灣周遭海洋能捕捉到的魚蝦蟹貝都不

一樣。例如，春天正是竹筴魚肥美的季節，夏天在地

的鯖魚盛產，不必遠從挪威或冰島進口。 

◎引導學生：懂得吃當季，才能吃到最新鮮、價格最合

理的海鮮，避免仰賴進口的冷凍海鮮，才能幫助在地

的水產從業人員，也避免進口海鮮製造大量的碳排

放。 

（3）現存數量（吃適量） 

★老師呈現新聞資料，從龍王鯛被獵捕的新聞與椰子 

蟹的數量減少與學生討論海鮮現存數量與物種保護

關係為何？ 

◎引導學生：龍王鯛及椰子蟹，因為數量稀少，有瀕 

臨滅絕之虞，所以不可以食用。 

 

 

 
 

8分鐘 

 

 

 

 

 

 
 

 

 

 

 

 

 

8分鐘 

 

（四）綜合活動 

1.老師引導：請學生複習魚類資源的永續的角度。 

2.在經過老師的教學過後，請兩位同學發表出在永續海 

鮮的理念下，人類可以選擇的海鮮的方法。 

     

～第一節結束～ 

 

3分鐘 
 

學生能發表自 

己的選擇及選 

擇依據。 

二、全民挑海鮮 

（一）準備活動 

1.無魚之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c9fQlqD60 

2. 海鮮挑選指南 2011、2015、2018年版 

3. 慢魚運動有獎徵答活動本文 

 

  

（二）發展活動 

    1.觀看無魚之家，發表觀看影片的感想 
 
10 分

 
能仔細觀看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c9fQlq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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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漁船捕魚的方式、魚類枯竭的現況？ 

2.小組討論與競賽 

    請小組翻開臺灣海鮮挑選指南 2011、2015、2018年 

版，請各組分工找尋三個版本的差異。 

3.台灣海鮮選擇指南 2011 版跟 2015 版有兩種海鮮的 

分類產生了改變，分別是鯖魚從建議食用更動至想清

楚，及鰻魚從想清楚更動至避免食用，你覺得造成分

類異動的原因是什麼？ 

4.海鮮黃綠紅 

(1)教師在桌上展示自製臺灣海鮮選擇指南的魚類照

片。 

(2)請各組學生依序推派組員上台挑選魚類照片並張貼

於白板上，綠色魚種得 3分，黃色魚種得 1分，紅色

魚種扣 3分。 

(3)統計分數。 

5.珍愛海洋資源 

(1)教師請學生反思海洋漁業資源日益枯竭的原因，思

考課程中的觀點是否能協助海洋資源永續。 

(2)漁業資源來源大不易，教導學生愛物惜物觀念。 

鐘 

 

5分鐘 

 

 

 

 

 

 

 

10 分

鐘 

 

 

 

 

 

 

5分鐘 

並發表 

 

小組分工找出差 

異點。 

 

 

 

 
小組上台張貼魚

類圖片統計後計

分。 

 

（三）綜合活動 

    1.觀賞「你吃的魚來自哪裡？」 

      了解你吃的魚來自哪裡？小心別吃到這些「暗黑。海 

      鮮料理」！吃那麼多海鮮，我們真的吃對了嗎？ 

   2.與學生討論到底要如何在愛吃的同時，還能懂吃、維 

      護海洋生態呢？ 

    3.課後閱讀「借問魚從哪裡來?-慢魚運動」一文，並完 

      成學習單。 

    4.到底該如何怎麼聰明的地挑海鮮呢？ 

      請學生紀錄家中一週吃過的魚種並紀錄在聯絡簿中。 

                             

 

                    ～第二節結束～ 

 
10 分

鐘 

 

能仔細觀看影片

並發表 

 

 

 

 

能確實紀錄並完

學習單 

（四）課程模組教學實踐、課程模組省思與建議  

課程模組 

實踐情形 

與成果 

1. 學生觀看影片中的資訊 ，並能提出自身的看法。 

2. 由三個角度談漁業資源的永續，讓學生了解「吃當地、吃當季、吃適量」的觀念。 

3. 學生觀看「臺灣海鮮挑選指南」，並能說出分類異動的原因。 

4. 學生能對於漁業資源永續的方式提出做法，並願意執行。 

課程模組 

省思與 

建議 

1. 課程中漁業永續的觀點甚多，可提供學生參考，但可針對「吃當地、吃當季、吃適

量」深入討論。 

2. 食魚教育在生活中可執行，希望學生透過討論、實作，確實在生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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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借問魚從哪裡來」問題卷 

 

1. 「慢魚運動」的發源地是        從        年開始推動？ 

   

2. 「慢魚運動」強調的購買海鮮應以                 為優先選項。 

 

3. 「綠色海鮮指南」的資料可以在             網站免費下載。 

 

4. 請簡單寫出參與「慢魚運動」三大公共效益: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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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節推薦品嘗之水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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