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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回無「屑」可「集」的沙灘 

高雄市旗津國小方案內文說明 

 

壹、 團隊基本資料: 

一、 學校歷史與團隊海洋教育推動的契機 

高雄市旗津國小擁有豐富的海洋人文資源，本校多來的校本課程「海洋 

人文心」即以海洋為主題規劃六各年段的課程(如表1)，且推行多年, 

擁有豐富的成果。但目前海洋環境不斷改變：全球暖化、海洋垃圾帶來 

的浩劫、塑膠微粒的危害、海洋生物的危機…但課程內容卻還一直停留 

在「知識」的層面，無法突破做更深入的探討，更無法讓學生有解決未 

來海洋議題的素養。此外，在科學教育上，本校自2006年開始積極推廣 

機器人教育，屢獲國際賽世界冠軍，擁有豐富的課程內容及研究成果。 

因此本團隊從103學年度起便致力於整合研發教學資源，結合旗津國 

小兩大特色-「機器人教育」及校本課程「海洋人文心」，設計一套以議 

題為導向的「旗津海洋機器人模組」(如圖1)，期望將教學成果及研究 

轉化成實際具體的教材，並發展可複製之教材平台可全校推展。 

                (表一 旗津國小校本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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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本團隊於103學年度所研發之海洋機器人模組) 

      

二、 團隊成員介紹: 

本團隊為校內跨領域隊團，自103學年度開始由本校一群理念相同的教 

師所組成的一個「海洋機器人教師社群」，有喜愛海洋的種子教師，亦 

有原先機器人團隊的教師群、藝術人文、語文、英文領域之教師， 6 

年來不斷嘗試各種多元有趣的跨領域的創新課程:海洋機器人闖關、APP 

、英語海洋步道擴增實境、淨灘仿生機器人、海廢藝術、海洋繪本電影 

院、海洋寫作…等，這兩年更落實於學年，致力於海洋科普教育。由於 

課程種類繁多，因此本方案除說明團隊在課程發展上的歷程之外，主要 

將以近三年師生共同研發之系列課程~「找回無『屑』可『集』的沙灘」 

作為主要的論述文本，團隊組織分工如下表二。 

 

職稱 姓名 計畫分工內容 

校長 楊勝任 ＊行政支援與指導 

計畫聯絡人 

教師 
顧正懿 

＊專長領域:藝術人文領域、自然專題研究、 

   機器人、創造力教育 

＊負責計畫撰寫進行與進度掌握 

 ＊課程研發與教學 

 

  營救海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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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計畫分工內容 

核心成員 

教師 
陳怡如 

＊專長領域: 藝術人文領域 

＊課程研發與教學 

核心成員 

教師 
李聖賢 

＊專長領域:資訊、海洋生物、機器人 

＊課程研發與教學 

＊負責資訊相關設備及軟體建置 

核心成員 

主任 
李春玲 

＊專長領域:英文 

＊課程研發與教學 

＊行政支援 

核心成員 

教師 
陳碧玲 

＊專長領域:語文、綜合 

＊課程研發與教學 

核心成員 

外聘教師 
蔡豊珍 

＊專長領域:機器人 

＊課程研發與教學 

行政支援 

主任 
林冠宏 行政支援 

                (表二 團隊組織分工) 

貳、 海洋教育創新教學說明 

一、 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 

 團隊的成立之初是教師們在對談後大家對課程改進的熱忱所成立，教 

 師們利用課餘的時間共同備課，並定期召開工作會議，共同對話，相 

 互學習，並依據教師專長分組教學。此外，由於經費與設備的匱乏， 

 我們以專案或比賽獎金的方式爭取經費作為研發及課程使用。 

定期召開課程工作坊 

 

 

 

 

 

 

彼此學習分享軟體及製

作方式 

 

 

 

 

 

 

觀摩教學並和同校教師交

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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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從初期的規劃摸索到目前的課程研發推廣，彼此互相鼓勵學習，互 

       相支援，激發出許多創意與教學的火花，歷程大致分為個發展階段(如 

       表三)，103年為草創期，團隊成員間花費大量對話研討，規劃主要議題 

       大綱，並學習各種需要的資訊能力。104~106年開始針對課程模組中的各 

個分項開始著手設計子課程，有些課程為教師群共同設計，有些則為師 

生共同研發，利用本校的機器人社團以及寒暑假營隊時間分別指導教 

學，所產出的課程或研究成果再轉化成可推廣複製之教材。107~108年 

開始將課程實施於二年級全學年，於本校校定課程時間推行，並逐步修 

正。詳細之歷程及成果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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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03課程規劃探索期: ~社群成立，以專案「海角『旗』航，『積』發 

          創想」申請高雄市行動學習專案爭取相關電腦資訊設備，並分析整合 

          校內原有海洋課程，確定探討的海洋議題面向及如何融入現有校本課 

          程製作出旗津海洋機器模組(圖一)。模組採用 SETAM教學模式，運用 

          樂高積木及行動載具樂高 NXT、平板電腦、桌上型電腦及 APP 為媒材， 

          將在地海洋議題分成12個關卡融入模組中，包含營救海龜(海洋環 

          保~探討海洋垃圾對海洋物種的危害)、魚類補撈(海洋生物的認識與 

          漁產、旗津的海產街)、升降房屋(全球暖化、潮汐與旗津的淹水)、 

遠洋與貨櫃(船隻認識、高雄港、造船、遠洋航運…)、引導船隻(海 

洋職業:領港人、船長)，其他包含海洋地理、人文藝術 …等。讓學 

生在遊戲闖關的過程中也同時巨觀的了解到海洋的各種面向，而各個 

分項也各有子課程，可以學習，亦可以研究解決目前的海洋困境，因 

此課程的設計期許學生在學完模組之後可以是一個海洋小專家。 

 

 

 

 

 

 

 

 

 

  學生設計之關卡~貨櫃船與領港人 

 

 

 

 

 

 

 

 

教師研發之關卡 APP 

 

 

 

 

 

 

 

 學生設計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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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4課程研發期(一):以子項目海洋魚類為主軸研發課程「海洋聲音電 

         影院」和「海底探險~海洋步道擴增實境」兩個子單元課程。「海底探 

         險~海洋步道擴增實境」以社團的方式，利用科技的「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方式活化學校的海洋步道，希望用有趣的方式 

         加強學生的英語能力與興趣,亦能從中認識海洋生物。 

         「海洋聲音電影院」以暑期營隊方式透過錄製海洋繪本電子書的過 

         程，一方面讓孩子學會戲劇中聲音的表現性、角色與聲音的詮釋，另 

         一方面能增進對海洋生態的認識，進而能愛護海洋。課程內容從電子 

         書的元素、聲音的表現力及劇本導讀，一直到分組錄製繪本、配樂，   

         最後經過剪輯共完成的作品包括：「海馬先生」、「小海螺與大鯨魚」、「小 

         魚兒說故事」。海洋步道教案亦獲得 Best Education-KDP 2015優等。 

 

教師教導學生如何製作魚類擴增實

境 
 

活化校園中的海洋步道,擴增之後的

內容 

    

 
學生利用平板學習魚類英文及魚類

知識 

       

 
      海洋英語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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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老師所設計之學習單 

研發之數位課程~海洋聲音電影院 APP  

 
導讀劇本~小魚兒說故事 

 
        繪本錄音與製作 

 
       繪本錄音與製作 

 

 
結業成果展~分享作品海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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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5~106年課程研發期(二)~開始以子課程「營救海龜」為主題，探討 

垃圾問題與海洋生物的危機，教師群帶領機器人社團學生研究旗津海 

         灘垃圾問題，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師生共同研發出沙灘仿生垃圾收 

         集機器人－蟹驚豔，研究成果~【找回無「屑」可「集」的沙灘】獲得 

         台灣 FLL 機器人大賽總冠軍，並代表台灣參加美國 FLL機器人世界盃 

         大賽，榮獲得2016 FLL裁判團大獎。並以相關競賽募款繼續團隊運作。 

          

拜訪專家~中山大學李宗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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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持續修正，將研究成果彙整成【找回無「屑」可「集」的沙灘 】 

 教案，獲得天下雜誌-微笑台灣.創意教案比賽獲得環境教育獎。    

  

        

 

 

          

 

 

 

 

(四)、107~108年課程推展期~這兩年是團隊的沉澱期，但也是積極投入 

     普通教育的兩年，我們將過去帶領學生製作的成果、教案逐步轉 

     化為跟校本課程更密切結合，且可以複製執行的教材，不斷修正， 

     這是團隊一直的理念，以菁英教育研發更有趣的課程，然後推廣 

     至普通教育，精彩的課程不要永遠只有少數的菁英可以學習！ 

     我們以二年級的校本課程~認識海洋生物及認識家鄉的海灘(淨 

 灘) 為主題，我們在原有的課程上，加入了歷年研發的教材，申 

請與海生館合作「海洋學校計畫」作為教學活動費用來源，加入 

更多的教師和學生，一起為海洋減塑做努力。(詳述於後) 

認識海洋魚類~用之前的海洋聲

音電影院成果影片教學 

 

 

 

 

 

 

淨灘(加入無「屑」可「集」的海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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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理念與創新教學模式介紹。 

為什麼開始有這樣的課程計畫，除了教師團隊本身對於海洋的樂愛與使 

命感，其實是來自很多年來對教學及國外帶隊比賽的沉澱與反思:外國 

的專家們為了讓孩子去思考未來､發揮想像力，設計許多的課程讓孩子 

藉著遊戲去因應未來的世界，同為教育工作者我們能做什麼？而想的這 

麼遠大的同時，卻也同時交織著在偏鄉的教育差異化越拉越大感到無奈  

與焦急。孩子缺乏自信與刺激，資源的不足…憂慮與願景交織成推動我 

們前進與開始的動力。在眾多的獎項背後，其實是團隊的理念，我們要 

以菁英教育研發更有趣的課程，完成在正常化教學中無法實施發展的課 

程,再修正改變為正常教學中可以使用的教材，讓孩子們自己的設計變 

成課程，提升孩子成為典範，然後推廣至普通教育，精彩的課程不要永 

遠只有少數的菁英可以學習！我們期待以典範影響典範，再帶出新的典 

範，把偏鄉的孩子帶起來，培養屬於未來的海洋人才。 

因此課程設計參考了未來學、FLL機器人模組、SETAM的教學模式，以 

機器人模組課程為大綱，以 SETAM「議題解決」的方式作為設計，並採 

用未來想像學「刺激-醞釀-轉化-產出」的教學模式，讓孩子從挑戰各 

關的過程中逐漸從認知到海洋的知識到高層次的思考，解決家鄉的海洋 

問題，同時也培養孩子對海洋的喜愛與使命感。創新策略如下: 

 

(一) 利用機器人模組導入家鄉議題式教學:以家鄉的「海洋議題」

為核心的主題課程，並融入機器模組，將不可見的知識轉變成可見

的模型，帶領孩子分析海洋所面臨的問題，希望孩子不是只是了解

家鄉的議題，更能夠在過程中能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在教學

過程中探討議題的兩難困境，讓學生了解問題的多面性，能從巨觀

跟微觀的不同面向來了解事情的面貌，提升學生高層次思考能力。   

(二)、採用未來想像學「刺激-醞釀-轉化-產出」的教學模式：先給予 

    孩子大量的訊息刺激，再讓孩子在實驗、研究、文獻蒐集的過程中 

    逐漸醞釀自己的想法，漸漸轉化出自我在議題上的想法或省思，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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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產出。課程是採開放的結構，教師引導完之後沒有預設課程的結 

 果，而是跟著孩子的興趣問題走，教師跟著孩子一起學，教師是學 

 習者，同時不斷提供相關的刺激及資源，作品【找回無「屑」可「集」 

 的產出即是如此。 

        (三)、從破壞力到創造力：大部分的學生其實都已經有一定程度思考上 

 的僵化，例如房子，畫出來的便是僵化的形式。課程中利用「破壞 

力」的遊戲解構孩子的固定思考模式，再利用「擴展」、「連結」、 

組合」、「分離」、「表徵」、「操弄」、 「轉化」、「隱喻」等 

想像力運作方式發想，重新訓練孩子跳脫框架的創造力。 

 

三、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本文以105~106年之課程【找回無「屑」可「集」的沙灘 】教案做教

學活動上的說明 

  教學主題               找回無「屑」可「集」的沙灘(簡案) 

  教學時間 25節 適用年級 高年級 

  融入領域 ■校本課程_■數學與資訊教育■自然與生活 

■社會（品德教育）    

■其他：機器人_.創造力_____ 

  教學目標 一、能了解目前全球海洋垃圾的形成原因、汙染現況及對海洋動物、 

人類的危害，並了解世界各國的解決策略。 

二、藉由課程讓學生學習分析問題，蒐集現狀且提出可行的假設， 

    並能學會用科學的研究方式分類、分析文獻、整理並歸納出旗 

    津海灘的垃圾狀況，找出實際可行的解決方式並實踐。 

三、能讓學生跳脫框架, 學習運用「擴展」、「連結」、「組合」、 

   「轉化」…等想像力運作方式，並能轉化成自己的創意，運用於 

    自己的作品當中解決家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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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課程中更貼近與理解家鄉的在地問題，並在解決的過程中 

    建立與土地更深厚的情感與使命感。 

五、利用未來想像學習模式探討海洋議題的兩難困境，讓學生在 

    中了解問題的多面性，能從巨觀跟微觀的不同面向來了解事情  

   的面貌，提升學生高層次思考能力。    

教案架構 

 

 

 

 

 

 

 

 

 

 

教學活動流程 

能力指

標 

教學活動 時

間

分

配 

教學資

源 

教學

評量 

海洋議

題 

5-3-6 

5-4-6 

資訊議

題 

4-3-5 

4-3-6 

自然 
4-3-2-4 
6-3-1-1 

第一單元海洋垃圾面面觀 

 引起動機: 

【營救海龜~海洋模組導覽】 

(一)、利用本校機器人社團研發的「校本課程-海洋模

組」(如圖一)來導覽旗津讓孩子對家鄉有整體的概念：

再將主題導入本單元的主題議題:「營救海龜~海洋垃圾

面面觀」，由海龜鼻子裡的吸管帶入，了解目前全球海

洋垃圾的形成原因、汙染現況及對海洋動物、人類的危

120
分
鐘 

本校校
本課程
機器人
模組、 
資訊投
影設備 

學習
單、發
表、 
分組
口頭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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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影片:Sea Turtle with Straw up its Nostril - "NO" 

TO PLASTIC STRAWS(影片源:YOUTUBE) 

 

 (二)、認識海洋垃圾帶(The Pacific Garbage Patch)】 

 教師利用影片和圖片介紹海洋垃圾的現況 

 【海洋垃圾循跡】： 

利用循跡的方式探討海洋垃圾的一生，師生共同討論垃

圾從產出到變成海洋中的垃圾的軌跡圖，找出每個環節

中可以改變的面向，讓學生思考並實際蒐集資料做口頭

報告。 

 

 

 

 

 

 

 

 

 

海洋議
題 
5-2-8 
5-4-6 
 
社會領
域 
4-4-2 
5-4-2 
1-3-4 
1-3-10  
自然 
1-3-2-1 
1-3-3-1 
1-3-3-2  
1-3-3-3 
1-3-4-1 
1-3-4-2 
1-3-4-3 

第二單元 旗津海灘垃圾蒐集隊 

【旗津海灘垃圾蒐集隊!】:至旗津海灘淨灘，實際了解

旗津海灘的垃圾狀況 

【海灘垃圾大進擊】：針對收集回來的垃圾做分類整理

並分析討論，並與文獻做比較發現旗津的大型垃圾較

少，幾乎都是微小的塑膠碎屑，因此大家決定解決要以

解決沙灘上的塑膠碎片為主要目的。 

【拜訪海洋汙染物專家、第二次淨灘】：拜訪對海洋污

染有特別研究的中山大學教授，認識塑膠碎屑(微粒)掉

入海中的影響及其對動物及人類的危害。 

320
分
鐘 

淨灘工
具、各種
網目的
篩網 

實際
實驗
分
類、發
表、 
學習
單、團
隊合
作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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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7-3-0-2 

另外我們也再次帶著工具進行第二次的淨灘，利用我們

想出來的方式「篩網」和「水的比重」實際實驗如何將

沙中的碎屑清理出來 

 

 

 

 

 

 

 

 

 

 

 

 

海洋議
題 
5-4-7 
 
資訊教
育 
2-4-1 
 
自然 
1-3-1-2 
1-3-4-4 
1-3-5-4  
5-4-1-1 
6-3-1-1 
6-3-2-2  
6-3-2-3 
7-3-0-2 

 

第三單元  找回無「屑」可「集」的沙灘 

第三單元是開始將學生之前學到的知識逐漸轉化成一

個新的創意解決問題方式，再經由不斷的討論修正，最

後產出。 

【點子俱樂部~破壞力訓練】  敲碎腦袋的空固力！是

利用遊戲的方式讓學生學習運用「擴展」、「連結」、

「組合」、「分離」、「表徵」、「操弄」、「轉化」、

「隱喻」等想像力運作方式，解構腦袋中僵化的思考，

再重新創造出新的概念。 

【跟大自然學習~仿生學】：結合仿生學的概念，讓孩

子設計出能解決海洋垃圾的工具，在經過討論之後，最

後由螃蟹加篩網跟機器人的結合最受師生青睞，因螃蟹

是最適合沙地的動物之一，而且牠的吐沙功能很適合結

合篩網，也跟我們的需求很像。 

320
分
鐘 

便利
貼、大張
海報
紙、圖畫
紙、投影
設備、樂
高機器
人設備
(EV3)、
教學
PPT 

分組
討
論、實
際製
作設
計
圖、實
際製
作成
品 
、團隊
合作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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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建

議 

一、本課程是以旗津海灘(沙岸)為主的課程，因此針對不同形式的地質狀況教師

可依據所處的地理位置調整內容,是產出屬於各鄉鎮不同的成果，例如：岩岸的

垃圾處理本研究的蟹驚艷就不適合。 

 

二、本課程最後的產出結合了樂高機器的部份，因為那是孩子們熟悉的媒材，亦

可用別種媒材將孩子的創意產出。 

 

 

 

【實際製作】的部分是學生研究的最後一階段，我們又

研究了許多不同螃蟹的特性融入，例如角眼沙蟹可以

360 度轉動的眼睛，和尚蟹的行動方式，學生皆將這些

特徵融入設計圖。教師也在此提出問題讓孩子不斷反思

修正，製作。 

 

 

 

 

 

 

 

 

 

 

自然 
1-3-5-4  
6-3-2-2  
 

第四單元 蟹驚艷出生(成果產出與延伸) 

【海灘垃圾蒐集機器人「蟹驚艷」】~學生為機器人命

名，取蟹的同音，並有一見就讓人驚豔的意思。實際沙

地測試牠的效果。無「屑」可「集」推廣與分享：用話

劇的方式讓孩子們跟校內的老師同學分享、也至校外推

廣減塑活動、不亂丟垃圾，讓參與者用撿來的寶特瓶蓋

簽名貼上。讓更多人願意為海洋環保淨一份力。 

240
分
鐘 

蟹驚
艷、海
報、表演
服裝 

實際
測
試、分
享自
己的
專案
給別
人 
、團隊
合作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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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校內外海洋資源整合之情形: 

      方案結合校內多年來校本課程之成果，結合校內專長教師，並諮詢多 

       位專家學者，機器人部分長期外聘高師大工教系蔡豊珍教授協助指導、 

       依專案需求拜訪專家學者，例如中山大學海洋毒物專家李宗霖教授、海 

       生館研究員。教材中亦融入許多現有教材，包括海洋教育中心、海生館 

       線上數位資料庫及海生館「海龜行動展示箱」。 

       

高師大工教系蔡豊珍教授協助指導 邀請海生館研究員到校演講 

 
營救海龜~海生館大海龜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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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學生學習素養成效評估: 

        無「屑」可「集」這個主題名稱其實是一年來在課程探索的過程中，師 

        生最後共同的一個願景，更有著孩子們對家鄉的使命感。學生從對垃圾 

        的無感，到後來看到別人亂丟垃圾會生氣，最後自己願意去努力解決問 

        題，成為沙灘的守護者，與家鄉土地的連結有著更加深厚的情感。在過 

        程中，學會分析解決問題，運用已知的知識和資源為家鄉盡一份力，更 

        學會了團隊的合作。我們帶著創作出來的「蟹驚豔」海灘垃圾蒐集機器 

        人辦了好幾場的推廣活動，本案更在 100多隊世界各國的專題研究中獲 

        得世界盃 FLL 機器人大賽的裁判團大獎的殊榮及天下雜誌的肯定。   

         

       本案經轉化後成為二年級校定課程，融入淨灘課程中，讓淨灘之後有更 

       完整的海洋減塑的課程。學生表演的話劇變成影片「美人魚的眼淚」成 

       為引導教材，深受喜愛，學生淨灘時會介紹學長們淨灘的方式，學生們 

       也會攜帶篩網等工具處理海灘塑膠碎片，並立志像學長們一樣成為海洋 

       守護員，不用吸管，減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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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減塑議題變成影片~美人魚的眼淚 

 

      班級的海洋減塑課程 

 

 

 

 

 

 

 

 

 

 

 旗津最新淨灘工具~篩網 

 

完成海洋減塑挑戰後的過關章 

 

用淨灘的瓶蓋宣誓成為海洋小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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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整體綜合效益與反思 

 

一追著老師跑的學習: 

      每次課程結束，總會一直有孩子跑來纏著老師，詢問暑假還有沒有開課， 

      這樣的問題每多結束一個課程就多幾個人來問。過程中孩子們從對垃圾的 

      無感，到看到海龜的影片流淚，願意自己主動改變生活，減少垃圾，班級 

      中減塑成為流行。高年級的學生能利用所學的科技技能整合，解決家鄉的 

      海洋議題，學生的學習從被動到主動追著老師，是大家最感動的。 

二､作品成為教材，榮譽感讓學習更主動： 

      學生用所學的科技與資訊的能力將所學產出，成為大家皆可使用的教材， 

      學生們對於自己能夠成為教材的產出者，而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其他老師誇 

      獎，變成學弟妹的學習典範，對孩子們的成就感，是很大的鼓勵。團隊善 

      用科技行動輔具及 APP、擴增實境，更強化學生學習動機。 

 

   教師的省思: 

      能有一群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了這個專業社群團隊，而且持續多年是一  

      件很幸運也很不容易的事，幾位老師在各自的領域中各有專長，但也同時 

       認知到自己的不足與對現有課程的不滿足，一起共同備課､研發課程， 

      犧牲假期､午休､空堂，一起打拼，而為了讓孩子更有興趣，教師群一起 

      摸索了許多我們不熟悉的領域-「科技」，包括擴增實境､SAC APP､投放 

      螢幕…，也一起學習了許多海洋中的奧秘與知識，許多都是我們未知的， 

      在孩子成為各個領域的小專家時，其實老師們也是最大的學習者，我們跟 

      著孩子們一起完成了這趟「海角旗航」，一起分工，一起跟著孩子學習， 

      互相鼓勵，老師們也學習互補分工，真的是很美好的一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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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有點太大，尤其是模組建置的工作在計畫之初實在不知可不可以完 

     成，但孩子們的成果超出我們的期待。一路走來發現很多事慢慢的成形了， 

     課程的建置其實尚未結束，許多對課程上更深入的研究也還是我們要努力 

     的。但一屆一屆培養出來的孩子，我們希望他們跟我們一樣熱愛海洋、家 

     鄉，未來能成為守護家鄉海洋的未來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