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共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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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愛，讓海洋無礙 
設計者  

姓名  

黃貞嘉 

劉又嘉 

 

參加組別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幼兒園組 教學領域  

（或科目）  

特殊需求領域 

－社會技巧 參加子題   □守護海岸  □食魚教育  ■減塑行動 

 

（二）教案概述 

高中、國中及國小組 

教案名稱  用愛，讓海洋無礙 

實施年級  資源班一~六年級特殊需求學生 節數  共4節，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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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領域－社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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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3藝術

涵養與美感素養、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教學理念 

本校的多元學習理念為｢陽光｣、「智慧」、「勇氣」，教案設計者為兩位雨聲國小

潛能開發班之特教教師，秉持著發展特殊需求學生多元智慧，實施適性教育為其具

體策略。對這些特教生而言，陽光、智慧、勇氣這些名詞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他

們也是多元的，也是和普通班孩子一樣的。教育應提供學生各種可能發展的機會，

營造適合學生多元學習的環境，讓學生探索自己，肯定自己，發展自己，以達成自

我實現的人生目的。 

 

然而，透過此門海洋教育結合特殊需求領域之社會技巧課程，我們期盼我們的孩

子能更認識自己所生活的環境－臺灣，瞭解這個四面環海的地方，我們必須親近海

洋、善用海洋且愛護海洋，且藉由課程擁有智慧，這樣的智慧很多時候是需要團隊

合作才能完成，期盼孩子在人際關係上能巧妙的處理，也學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且不僅僅是人際關係，遇到困難及海洋危機時也能懂得處理危機、擬訂計畫，並試

圖體會、欣賞創作有關海洋的藝術作品。特殊需求課程中，社會技巧可以教導孩子

在人際問題發生困難的時候運用適當

的方式解決，教導他們融入團體的技

巧，也教導他們 處人、處己 、處環

境。而其中，海洋教育在處人、處己

面，能夠讓孩子學習表達、與自己與

他人進行對話，處環境面，更能去認

識生活周遭的環境、體驗與探索參與

自己的生活及社會，我們期望能支持

身心障礙學生積極參與及自我展現，

進一步達到人文關懷與共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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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

分析 

1.  資源班之學生障礙年級、類別與能力多元，一至六年級皆有，涵蓋學習障礙8

人、自閉症1人、智能障礙1人、情緒行為障礙1人、肢體障礙1人、腦性麻痺1

人、聽覺障礙1人、視覺障礙1人及其他障礙5人。 

2. 部分學生曾藉由國語課四年級翰林版第四課「藍色的海洋大軍」經由教師教學認識海洋、

教師也曾分享減塑觀念。 

3. 臺灣為海島國家，全數孩子皆曾具備與家人至海邊玩耍，及校內戶外教育課程校外教學到

海灘之經驗。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

域/

學

習

重

點
i i 

核心

素養  

特社-E-A3具備認識自我、接納自己，

以及利用優弱勢能力，擬定與執行問

題解決計畫．充實多元的生活經驗。 

特社-E-Bl 具備運用簡單的「聽、說、

讀、寫、作」的語言技巧，和非語言

的線索與人進行溝通。 

特社-E-B3具備欣賞藝術創作，促進多

元感官發展與美感體驗的能力，培養

到轉移注意力與心情的能力。 

特社-E-Cl 具備理解道德與是非判斷的

能力，並遵守學校基本規範與法律的

約束。 

特社-E-C2具備理解他人感受並樂於與

人互動的態度。 

海

洋

教

育

議

題
i 

核

心

素

養  

海 A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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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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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A3能規劃及執行海洋活動、探究海洋與

開發海洋資源之能力，發揮創新精神，增進

人與海的適切互動。 

海 B1能善用語文、數理、肢體與藝術等形

式表達與溝通，增進與海洋的互動。 

海 B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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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C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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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  

特社1-E1-1表達自己基本的正向或負

向情緒。 

特社1-E2-3在成人的引導下擬訂解決

問題的計畫。 

特社1-E3-3嘗試擬訂計畫解決問題，

且理性評估行為與後果之間的關係。 

特社2-E1-2以身體動作適度表現出對

他人談話的傾聽態度，且依情境適當

回答問題。 

特社2-E2-2依情境表達自己意見，且

能等待、輪流說話及不隨便插話。 

特社3-E1-1依指示完成簡單的工作。 

特社3-E2-1 在課堂或小組討論適當回

應老師的問題、討論表達自己的意

見、在小組中與同學分工合作完成自

己分內的工作、在監督或協助下完成

複雜的工作。 

學

習

主

題  

海洋文化、海洋資源與永續。 

學習

內容  

特社 I-E2-1 基本情緒的表達。 

特社 I-E3-3 行為與後果之間的關係與

評估。 

特社 II-E2-1 訊息解讀的技巧。 

實

質

內

涵  

海 E7閱讀、分享及創作與海洋有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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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5認識家鄉常見的河流輿海洋資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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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社 II-E2-2 表達與傾聽的時機。 

特社 II-E3-1 正負向訊息的判斷。 

特社 II-E3-2 話題的開啟與延續。 

特社 II-E3-3 自我經驗的分享。 

特社 III-E3-1 不同學習情境變化的適

應與調整。 

珍惜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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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從海洋休閒與重視戲水安全的親海行為；了解海洋社會與感受海洋文化的愛海情懷；探究

海洋科學與永續海洋資源的知海素養，三個面向思考提升學生海洋教育素養之目標。 

 

教學資源  電子白板、PPT、學習單、影片、多媒體與網頁、美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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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請說明評量方式）  

【第一節】海洋有危機了! 

一、引起動機 

     詢問學生去海邊會看到哪些東西? 

二、發展活動 

1. 互動式電子書：用愛讓世界更精彩。 

 
2. 教師提問與討論 

        (1) 故事中誰趕快來找小小地球守護者求救? 

        (2) 他們在旅途中看到好多人往河裡做什麼？ 

        (3) 海豚阿姨發生什麼事了? 

        (4) 海龜媽媽發生什麼事了? 

        (5) 最後他們怎麼解決垃圾堆積物? 

3. 教師引導 

海洋環境汙染引響到許多生物，所以我們應該要做好垃圾分類並

愛護海洋。 

4. 資源回收的認識 

        (1) 請學生到教室回收箱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2) 一同討論垃圾分類 

              1紙類 

       2紙餐盒類  

       3鐵、鋁罐類  

       4寶特瓶類  

       5鋁箔包類  

       6塑膠類  

 三、總結活動 

1. 小小兵闖關記：小小兵要闖三關才能得到寶藏，請小朋友幫忙 

                                        闖關成功。 

         (1)關卡一：接力上台寫出資源回收其中1類(不可重複)。 

 

 
3分鐘 

 
5分鐘 

 
 
 
 
 
 
 
 
 
 
 
 
 
 
 
 

 

5分鐘 

 

 

 

 

1分鐘 

 

 

15分鐘 

 

 

 

 

 

 

 

 

 

10分鐘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第5頁  共10頁 

 

         (2)關卡二：同學們合力將回收箱的垃圾分類成各堆。 

         (3)關卡三：舉手回答海洋現在有什麼危機? 

 

2. 告知下一節課要帶大家認識海廢品，並記得帶彩虹筆或蠟筆。 

 

 

 

 

1分鐘 

 
 
 
 

【第二節】我們的海洋現況 

一、引起動機 

     教師給學生看海洋及海岸布滿垃圾的照片，詢問學生看了有什麼感 

     覺？ 

二、發展活動 

1. 一起認識海廢品 

        (參考網站：http://oceantrash.rethinktw.org/zh-TW) 

        (1)舉手回答海邊有哪些垃圾? 

        (2)教師講解海廢品哪裡來 

        (3)教師講解海廢品造成的影響 

 
2. 海廢大挑戰 

        每個人上台玩海廢大挑戰(互動式網站) 

 
3. 海洋悲歌 

給學生白紙畫出「海洋悲歌」畫作 

 三、總結活動 

      分享及說明自己的畫作 

 

 

3分鐘 

 

 

 

8分鐘 

 

 

 

 

 

 

 

 

 

 

 

 

 

 

 

 

 

 

 

 

4分鐘 

 

 

 

 

 

 

 

 

 

20分鐘 

 

5分鐘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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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減塑好方法  

一、 準備活動 

1. 引起動機：配對大挑戰 

(參考網站：http://oceantrash.rethinktw.org/zh-TW) 

(1)教師提問： 

「你知道海洋有哪些垃圾嗎？」 

「你認識海洋的垃圾嗎？」 

(2)活動進行 

分組後，請學生各組推派一名代表出來進行翻牌，由隊員共同討論翻

到的圖卡是什麼垃圾，帶領學生瞭解海洋遭遇了那些垃圾的突襲破

壞。 

 

 

二、發展活動 

1. 師生共同討論： 

(1) 回憶你的早、中、晚，我們一天製造了多少垃圾？ 

(2) 從一個人、一天推想到一群人、一年所製造的垃圾，對海洋

的傷害有多大？ 

(3) 誰負責守護我們的海？你們願意當地球的小小守護者嗎？ 

(4) 我們可以如何幫助地球？ 

 

2. 共同討論，完成小組學習單：減塑好方法 

「塑膠垃圾對海洋生態、海洋生物造成危害，所以我們進而應該

減少使用塑膠。」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海洋減塑一起來」學習單任務：寫下各組討

論的減塑好方法。 

 
三、總結活動 

1. 教師歸納：減塑好方法3Rs 

(參考互動式電子書：用愛讓世界更精彩。) 

(1)回收 Recycle：妥善垃圾分類，回收使用過的物品 

(2)減量 Reduce：盡你所能的減少使用 

(3)再使用 Reuse：重複使用那些可重新使用的東西 

黃色小

鴨 

古早黑

松汽水 

針頭集

合體 

農夫山

泉水瓶

蓋 

玩具娃

娃手 

浮球 浮球 塑膠袋 

打火機 毛毛蟲

拖鞋 

藤壺浮

球 

古早黑

松汽水

瓶蓋 

 

 
 

5分鐘 

 
 
 
 
 
 
 
 
 
 
 
 
 

10分鐘 

 
 
 
 

5分鐘 

 
 
 
 
 
 
 

13分鐘 

 
 
 
 
 
 
 

3分鐘 

 
 
 
 
 
 
 
 
 
 
 

操作評量 

口語評量(口頭發表) 

紙筆評量(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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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家作業：請學生找出家中可能的海廢品，下節課帶至課堂，預

告下堂我們將進行「廢物再利用」的作品課程。 

 
 
 
 
 
 
 
 
 
 
 
 
 
 
 
 
 
 
 
 
 
 
 
 
 

2分鐘 

 

【第四節】出發吧！海洋行動不能等 

一、 準備活動 

1. 引起動機：師生共同討論與影片欣賞 

(1)教師提問：「中秋連假後，你們認為海洋可能有什麼變化？是

好的還是不好的變化呢？」 

(2)新聞影片播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9FZJs8Mdc 

【烤肉放煙火後，滿地炮竹屑。美麗黃金海岸成垃圾海岸。】 

 海灘炮竹卡石縫難清，落海更有生態危機。 

中秋連假，民眾到海邊烤肉放煙火，開心慶祝，不過卻有人沒把

垃圾帶走，假期結束，台南黃金海岸留下滿地炮竹垃圾，附近民

眾看了直搖頭，清潔隊也無奈趕來收拾善後。 

(3)討論：「你看見了什麼？看完這影片，你有什麼感受、心情與

想法呢？帶著這樣的感受，我們可以怎麼做？」 

2. 教師講解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有生命的海洋，人類才會有希望；有健康

的海洋，人類才能擁有幸福。」 

「海龜，有的被魚網纏繞而溺斃，有的誤食塑膠袋而餓死，有的

鼻孔插入吸管而痛苦不堪。這一幕幕令人驚悚的畫面都在提醒人

類，該是深刻反省的時候了。無塑海洋，就從今天開始。」 

 

二、發展活動 

1. Let’s Do It！一起動手作： 

 

 
10分鐘 

 
 
 
 
 
 
 
 
 
 
 
 
 
 
 
 
 
 
 

15分鐘 

口語評量(口頭發表) 

實作評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9FZJs8M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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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帶來的海廢品當成媒材創作，形式不限，思考可以變成什麼

樣的物品，它具有什麼功用？完成廢物再利用之作品後，想1-2句

話進行分享。 

 
2. 作品分享時間：「海廢變黃金」 

 

三、總結活動 

1. 教師歸納：「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要時時刻刻警醒自己，減

少海廢品之產生與衝擊，善盡地球村成員的守護責任，因為有

愛，海洋才能無礙。」 

 

 
 
 
 
 
 
 
 
 
 
 
 
 
 
 
 

 
10分鐘 

 
 

5分鐘 

 

 

（四）教學實踐、教學省思與建議 

教學實踐  

情形與  

成果  

  
用愛讓世界更精彩，提問與討論。 一同討論垃圾分類。 

Let's do 

it!一起動

海廢品 

變身物

品 

功用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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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上台玩海廢大挑戰。 海洋悲歌畫作分享。 

  
欣賞「藍色的海洋大軍」課文。 Let’s do it 一起動手做「海廢變黃

金」成果分享。 
 

教學省思

與建議  

    透過這次的課程讓孩子們更了解現在海洋的狀況，從孩子們的眼神與反應中看到他們

接收到這樣的資訊時有點驚訝，原來在美好的海邊玩耍、踏浪之外，海洋其實面臨著更大

的危機，而這樣的危機會造成生態破壞，進而影響人類的健康與生活。 

    在備課時，我們也從許多資訊中獲得更多知識，以前不會去注意到的海洋生態及環境

也因為這次的教學而更深入了解，發現我們對於海洋的認知也有許多不足，也從中發現許

多可以跟孩子分享很棒的網站及互動式繪本。 

    教學過程中孩子們都很踴躍發表及參與活動，讓我們得到很多回饋，以多元方式讓他

們更能體會和身體力行，學習如何善待海洋環境，看著他們這幾堂課收穫滿滿就感到無比

開心。 

    海洋教育能教的、能學的還很多，除了減塑行動外，還有守護海岸、永續經營的議

題，甚至離我們很近的食魚教育，從國語課的海洋詩歌到自然課的海洋生物；從音樂課的

海洋之歌到美勞課的海洋創作，乃至營養午餐的魚類海鮮等食材，如果海洋教育能融合各

科結合起來，就能夠讓孩子學得更多更廣。 

    海洋佔了地球的70%，我們應該要更了解它、更保護它，讓我們融入環境而不是破壞環

境，期許海洋能夠繼續保有它的美麗及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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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海洋減塑一起來」學習單 

 

    海洋減塑一起來

 

 

 小組討論：減塑如何化成具體行動呢？ 

你們能想出幾點呢？ Ex:自備環保餐具、購物袋… 

 

 

 

 

 

 

 

 

 你知道減塑好方法3R 是哪3R 嗎？ 

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