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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海洋教育創新教學優質團隊」選拔活動 

方案名稱：從餐桌到海洋 

團隊名稱：藍色地球 

團隊成員： 

教學理念：以學生為主體 以真實生活為教材 

跨領域：社會領域、自然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創新教學：ATDE 教學法、行動學習、能力認證  

創新成效：VIP 展能、主動探索、合作學習 

編號 姓名 職稱 經歷 

1. 

團隊召

集人 

李怡芬 
新莊國小

主任 

現任桃園市海洋輔導團輔導員(97-108年) 

99-105年海洋社群召集人 

GreaTeach-KDP 2014全國創意教學 KDP 國際認

證獎優等 

103年規劃桃園市海洋教育特色學校認證通過 

101-103年申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 

2 余錦屏 
海湖國小 

校長 

現任海洋教育輔導團副召集人 

綠階海洋教育工作者認證通過 

3 林翠玲 
觀音國小 

校長 
現任海洋教育輔導團副召集人 

4 林宜芃 
元生國小 

老師 

現任桃園市海洋輔導團輔導員(99-108年) 

103學年度於啟文國小、104學年度於壽山國小、

107學年度於山豐國小公開授課，輔導教學。 

99-105年海洋社群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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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一、契機 

    熱愛海洋、重視環境保護是教學團隊的共識，由於任職學校鄰近漁

港(永安漁港、竹圍漁港)、觀音海岸自然保護區等地，學生組成、學區

環境都與海洋有著密切的關係，海洋就是我們的自然教室，也是我們生

活和學習的一部分。 

    桃園海岸線總長約39公里，其中包含了兩大漁港：永安漁港及竹圍

漁港。海岸大部分屬於砂質海岸，但偶有局部珊瑚礁出現；沿岸沙丘和

防風林逐年後退，加以觀音、大園段海岸不斷開發工業區、工業港，更

對海岸侵蝕現況產生重大影響。再者，環團綠色和平於107年7月公布「全

台最髒海岸線」，桃園市竹圍、觀音赫然名列榜上，諸多環境問題與困

境，因此海洋環境保護成為本方案核心目標！ 

 

 

 

 

 

     

        

   桃園市海岸線圖示                竹圍漁港與永安漁港圖示       桃園海岸線名列最髒 

    在相同背景和地理優勢的機緣下，我們組成了「藍色地球」跨校團

隊，成員包含了兩位校長及兩位老師，跨校資源加乘而學生多元，教師

教學相長,透過定期研討、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學生成效評估等方

式，「藍色地球」團隊設計海洋環境保護教學模組，期許能有更多機會

將成果分享與交流！藍色代表信賴與力量，也是海洋的代表色之一，「藍

色地球」希望能以團隊的力量，以「播下種子」的心情守護海洋，每一

個行動，每一場教學，都是最真摯的師生情感互動，也是每一顆種子播

下的美妙契機。停止過漁、停止汙染，讓海洋得以休養生息，資源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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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教學與海洋教育推展 

    本方案以環境保護為核心，以「親近海洋、善待海洋、藏寶海洋」

為課程主軸，團隊教師每個月進行教學研討兩次，除了內外聘專長講師，

以切合時事的專題講座之外，並規劃戶外體驗活動，實地參訪；將研發

的課程實際帶入教學現場，團隊共同備課、觀課、議課，並製作教學媒

材及網站，進行知識分享與交流，藉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與教學技巧。 

(一)課程教學： 

 

 

 

 

 

 

 

 

 

 

 

(二) 海洋教育推展 

 

巡迴輔導
教學

體驗

活動

產官學策
略聯盟 編著專書

數位網站

海洋教育
海報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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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催生與實踐-海洋教育與創新教學說明 

一、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 

 

✽課程方案架構：各單元可循序漸進，亦可拆開獨立教學。 

垃圾的奇幻
漂流

觀新藻礁

關心海洋

手護海洋-
淨灘

從餐桌到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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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理念與創新教學模式介紹。 

(一) 教學理念 

    海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生態系統，海洋的存在悠關人類的生存。但這一

片美麗的海洋，已經變成巨型垃圾場，海洋垃圾中最多的就是塑膠製品，塑

膠裂化後碎片及微粒流入海洋生物的身體，許多生物因誤食或纏繞而死亡；

尤有甚者，科學家已在海鹽及食用水中檢測出塑膠微粒，證實塑膠垃圾已進

入食物鏈的上層，毒害人類。 

    本方案藉由體驗學習和提問思考，讓學生了解海洋生態系目前的危機、

認知海洋生物鏈互相依存的關係，進而能身體力行，分析問題並思考行動策

略，持續關懷海洋生態，以自身影響他人，共同保護我們的海洋。 

 

(二) 創新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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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教學課程架構 

 

 

 

 

 

 

 

 

 

 

 

從餐桌到海洋

我們是海洋國家

培育海洋好公民

親近海洋

(親海)

採取行動，有
效合宜處理海
洋生態與環境

的問題

手護海洋

友善海洋

(愛海)

主動關注海洋公共
議題，參與並關懷
自然生態永續發展

垃圾的奇幻
漂流

藏寶海洋

(知海)

善用媒體進行
資訊探索，進
行分析、思辨
與批判海洋議

題

海洋食物鏈
觀新藻礁

關心海洋

學習單、實作、討論、資料分析、發表 

成效評估 

知識、問題發現與解決、情意表現、合作、實踐 
 

理念 

目標 

素養 

名稱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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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主題一：海洋食物鏈 

學習目標：1.認識台灣魚類的多樣性 

          2.探討魚類保育問題 

          3.認知環保消費行為與環境的關係 

   創新教學設計： 

【活動一】海洋食物鏈 

1-1海洋食物鏈的結構與各級海洋生物的特性及相互依存的關係。 

1-2如果食物鏈中生產者或初級消費者數量驟減甚至絕種，對其他生物  

   將造成何種影響？ 

1-3進行海洋疊疊樂遊戲。分組競賽，看哪一組最快最迅速，疊成一個 

   海洋食物鏈金字塔。 

 

    

 

 

 

 

 

 

 

 

 

 

 

 

從第一層的浮游生物、第二層無脊椎、甲殼類生物、第三層是小型魚

類，最上層是大型魚種，構成一個簡單的食物鏈。讓小朋友操作：如果

取走其中一個紙杯，會造成什麼嚴重後果？(金字塔崩落：生態失衡，

物種滅絕)。 

◎教師歸納：漁產資源過度捕撈的結果，使得海洋的生態系及生物多樣

性造成嚴重傷害，漁船在海中進行捕撈時，常常將沒有經濟價值的魚種

也捕撈上岸（混獲），這些死掉的魚又拋回大海，不僅是浪費資源，更

是造成漁產資源枯竭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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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一起買魚趣！ 

 

2-1為何台灣的魚類種類傲視全球？ 

◎說明台灣各類棲地的代表魚種。 

◎說明瀕臨絕種的魚種。 

◎介紹不為人知及無奇不有的稀有魚類，讓學生認知海洋的美麗及環境保

育的重要。 

 2-2買魚的時候，你要選食物鏈底層或上層的魚？為什麼？ 

◎教師歸納：食物鏈上層的魚壽命長，資源恢復期也長，食物鏈下層的魚

壽命短，但復育容易。 

2-3有些魚可以吃，有些魚要少吃，有些魚不能吃…. 

    2-4.將台灣海鮮分為「建議食用」、「斟酌食用」、「避免食用」等三大類。 

       (資料來源：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網站) 

    2-5歸納並指導正確使用魚類資源。 

 

 

請根據海鮮購買指南的原則，將下列各組魚種優先購買者打ˇ 

   1.□海洋捕撈魚   □養殖魚 

   2.□ 稀有種      □常見種 

   3.□銀白色魚種   □有色彩的魚種 

   4.□泥沙棲性物種 □岩棲性物種 

   5.□迴游種       □定棲種 

 

   請在下列空格寫出正確代號： 

○1 烏賊○2 紅蟳○3 文蛤○4 鎖管(小卷)○5  

鱸魚○6 鰻魚○7 午仔○8 豆腐鯊○9 蝦蛄○10

旗魚○11白鯧○12虱目魚 

 

為什麼？你知道原因嗎？ 

建議 

食用 

  

 

 

 

斟酌食用 

  

 

 

避免 

食用 

  

 

 

   (本表改編自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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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三】誰是海鮮王？ 

 1-1教室情境佈置成漁市場，學生分組挑選各種海鮮，並討論哪一種是最  

    安全、最環保的魚種？將「購買」的魚種張貼在黑板上，檢視學生購 

    買的魚種是否符合環境保護原則？並選出全班學生最愛吃的「海鮮 

    王」。 

 

 

 

 

 

 

 

 

 

 

 

 

 

 

 

 

       模擬魚市場情境，一起買魚趣！        討論應該購買何種魚種，才能                             

                                           保護海洋生態 

授課教師 李怡芬 觀課伙伴 學校：元生國小      姓名：林宜芃 

教學科目 海洋教育議題 單元名稱 海洋食物鏈 

觀察者的回饋 

值得學習的地方 我的感想或建議 

    活動設計有邏輯性，內容由淺入深，將

海洋知識，融入學生的生活經驗當中，進而

內化成為學生的知識。此外，針對學生的問

題，都能一一解惑，並能給予正面的獎勵，

來激勵學生的學習。設計的活動，也生動有

趣，讓學生的參與度很高。 

    中氣十足的音量，生動的肢體，活潑的內

容，在在都吸引著學生的注意力，卻又不會忽

略某些不專注的學生，都能適時的將他們的注

意力抓回來，很棒。 

    生硬的知識，其實可以用不同的活動教導

給學生，教學其實可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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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食物鏈學習單 

 

1. 海洋食物鏈食物鏈的結構像金字塔，越往上數量就越少。食物鏈若遭到破

壞，將會引發何種結果？ 

 

2. 漁業資源逐年減少，，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3. 消費者是改變海洋命運的推手，當你在購買海鮮時，你會選食物鏈底層或上

層的魚？為什麼？ 

(鯨魚)

(吻仔魚、午
魚、章魚)

(海星、小蝦、螃蟹、
動物型浮游生物)

(海藻、植物型浮游生物、
單細胞生物)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請詳閱下列文章，並回答下列問題。本文原載於《臺灣博物館》第130期 

大海真的沒有魚了嗎？ 

「嚨抓謀魚！」、「魚真的越來越少了！」漁民抱怨漁業資源逐年減少，「過漁」

是造成漁業資源枯竭的主因，其他則為棲地破壞、污染、外來入侵種及環境變

遷等。簡單地說，「過漁」就是撈捕太多的魚，超過資源的恢復力或補充量，導

致資源不斷減少，結果會造成魚體的小型化或提前性成熟等徵兆，最後使得物

種滅絕或生態系的改變。FAO（聯合國糧農組織）在2012年報告指出，全球的漁

業資源已有近九成呈現完全開發或過度開發，且自1980年以後，全世界的漁業

撈捕量未因漁獲努力量的增加而提升，顯示漁業資源已因過漁而呈現枯竭。

2006年一篇《Science》報告提出警告，如果海洋過度捕撈及污染的趨勢不變，

2048年後將面臨無魚可捕的海洋。 

 

https://www.ntm.gov.tw/publication_214_3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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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垃圾的奇幻漂流 

學習目標：1.了解生活中所製造的垃圾對海洋生態造成的危害。 

          2.能從日常生活中養成垃圾減量的觀念與行為。 

          3.提升永續海洋資源的素養，並能持續影響他人。 

   創新教學設計： 

       【活動一】垃圾的奇幻漂流 

        利用4F(Fact、Feel、Find、Future)提問法，討論並歸納海洋垃圾的來 

        源、對海洋生態的破壞及對人類的危害。學生分享自己的答案。 

        ＊事實(Fact)提問：你看到了什麼？我們的海洋怎麼了？海洋垃圾的來 

          源有哪些？種類包含哪些？最多的是哪一類？ 

(1) 海洋垃圾汙染嚴重。 

(2) 海洋垃圾的種類包含塑膠、瓶蓋、金屬、漁網、漂流木等等。 

(3) 海洋垃圾的來源：人類活動及天然災害。 

(4) 海洋垃圾中做多的是塑膠，嚴重危害生態環境。 

＊感受(Feel)提問：最讓你感到震撼的畫面是哪一張照片？為什麼？ 

  請將你的感覺寫下來。 

(1) 海龜誤食塑膠袋、母鳥餵食幼鳥塑膠垃圾，造成生物死亡。 

(2) 食鹽及自來水含有塑膠微粒、塑膠進入海洋食物鏈。 

(3) 海洋塑膠垃圾危害海洋生物的生命。 

＊發現(Find)提問：在這些照片中，你發現了什麼問題？ 

(1) 海洋垃圾的分解時限非常久，對海洋生態及人類生存危害甚鉅。 

(2) 未來的數十年海洋垃圾會比海中的魚還要多。 

(3) 塑膠毒素進入食物鏈後，最後是毒害人類。 

        ◎教師歸納：海洋垃圾的產生大部分是人類活動所製造，少部分是因 

          天然災害而產生。而海洋垃圾90%是塑膠 製品，隨著人類的濫用與 

          任意丟棄，造成了一場生態世紀災難。 

 

 

 

 

 

 

  揭示分組討論海洋汙染現況       分組討論            擬定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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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計算我的垃圾足跡 

        (參考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海洋教育資源網)                                                 

(一) 你想知道一天當中，你製造了多少垃圾嗎？以這 

(二) 將組員當天製造的垃圾總量加總後，揭示於白板上。各組報告一天的個

星期日為準，從早餐到晚餐，你吃了什麼？喝了什麼？算一算一共製造

了多少公克的垃圾？ 

(三) 依據早午晚餐的飲食習慣，教師揭示對應點數(一點等於20公克的垃圾)，

計算每個人一天的垃圾總量。 

(四) 垃圾總重是多少公克？ 

(五) 教師揭示500g 及300g 的垃圾裝袋，讓垃圾量具像化。 

(六) 如果你每天都過相同的生活，一年下來(乘以365天)，你一共製造了多少

公克的垃圾？教師以其中一組為例，計算出一年的垃圾總公斤數。 

      ✽發現(Find)提問：看到這些記錄後你有什麼想法?在你的生活中有塑膠 

        濫用的情形嗎? 你決定怎麼做？ 

      ✽未來(Future)提問：我們可以從生活中哪些行為來減少垃圾量，保護我 

        們的海洋環境？請各組提供具體行動策略，並揭示於黑板與同學分享 

(1)避免不需要的塑膠製品。(2)避免噴霧式防曬、塑膠柔珠產品。 

         (3)淨灘。(4)與他人分享保護海洋的知識與行動。 

         (5)以自然野外觀察取代動物表演(尊重生命)。 

 (6)使用天然洗劑，例如：小蘇打粉、檸檬酸等。 

         (7)出門攜帶環保袋及環保餐具。 (8)拒絕過份包裝的物品。 

         (9)養成東西可以重複再利用的好習慣。 

         (10)不買瀕危的海生物種，建立友善海洋的消費行為。 

         (11)使用毛巾代替濕紙巾與面紙。 (12)塑膠製品回收。 

 

 

 

 

 

 各組揭示行動解決策略          教師歸納              共同宣誓保護海洋 

    

請各組共同討論，寫一句話宣誓保護海洋，並揭示於黑板與同學分享。 

  ◎教師歸納：挑戰自己的日常生活習慣，嘗試有趣又不勉強的減塑生活；減    

少海洋汙染的方法，除了源頭垃圾減量之外，淨灘也是愛護海洋的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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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的奇幻漂流學習單 

1. 請你閱讀完文章後，找出文章重點並畫線。 

2. 你覺得海洋垃圾跟你有沒有關係？請畫出心智圖。 

 

 

 

 

 

 

3. 當你計算出自己一天之內所製造出的垃圾量後，請你寫出5項(以上)具體的行

動解決策略。 

 

 

 

 

2050年海中的垃圾將超過魚 海洋廢棄物失控的真相-愛傳媒2019/7/24  

海洋生物學家於2015年在哥斯大黎加救起一隻海龜，發現牠的鼻孔裡

卡了一節管子，看起來非常痛苦，經過一番掙扎，幾度讓海龜痛得大叫，拔

到海龜鼻孔鮮血直流，終於用鉗子拔出來之後，發現讓海龜受苦的元兇，竟

然是一支長達15公分的塑膠吸管。 

3年後，西雅圖在2018年7月1日，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全面禁止吸管的城市，

台灣則是在今年7月1日起，成為第一個禁止吸管的國家。（僅管是分階段實

施，第一階段限大型餐飲業與百貨公司，2030年則全面禁止）這個世界第

一是台灣邁向先進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每年800萬噸塑膠入海 

    塑膠必須花上數百年才能分解，幾乎成了危害地球生態的最大禍首。艾

倫．麥克阿瑟基金會於2016年在世界經濟論壇提出一份報告指出，塑膠垃

圾快速的增長下，2050年之前，海中的垃圾總重量將超過魚類。 

    創立該基金會的麥克阿瑟（Ellen MacArthur）在2005年打破單人航海環

球最快的世界紀錄，她所看過的全世界的海洋恐怕比任何人都多。如果換另

外一個視角看塑膠垃圾成長的問題，同一份報告也指出，每年至少有800萬

噸的塑膠垃圾流到海裡，等同於每分鐘倒進海裡一卡車的垃圾，如果不採取

任何行動減量，到了2030年，每分鐘將增加到2卡車的垃圾，2050年則是每

分鐘會有4輛卡車的垃圾流入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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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手護海洋---淨灘 

學習目標：1. 認知海洋環境的破壞及污染最終都會經由食物鍊回到人類身上。 

   2.透過課程中安排的淨灘活動，以自己的雙手撿拾海洋廢棄物，進  

    而分類記錄，思考垃圾的來源，提出具體方案，改變生活習慣。 

創新教學設計： 

   【活動一】播放「無塑海洋」短片，理解海洋汙染現況及海洋生物危機。 

             討論：海洋食物鏈的最頂端是人類，海洋汙染的危害最終還是回 

             到人類身上，因此，除了淨灘之外，源頭減量更是當務之急。 

   【活動二】揭示國際 ICC 海廢淨灘表格，海洋廢棄物分為六大類： 

1. 海岸遊憩與日常生活 

2. 傾倒廢棄物 

3. 海上活動與船隻  

4. 抽菸 

5. 醫療/個人衛生用品  

6. 其他 

        解說 ICC 表格，說明收集海洋廢棄物之方式，加強安全宣導。 

   【活動三】手護海洋，前進觀音海水浴場！ 

 

 

 

 

 

 

  【活動四】淨灘活動結束，由學生舉辦「為了海洋好，減塑不能少」發表會。 

  學生分組輪流上台發表並宣誓環境保護行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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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觀新藻礁  關心海洋 

 

學習目標：1.瞭解人類不當的行為對海洋環境及其他生物的危害。 

          2. 覺察珍貴海洋資源與人類生活的關係。 

教學設計： 

【活動一】認識我們的家鄉-觀音區在臺灣的地理位置、桃園市的海岸線及台 

         灣藻礁分布地點 

 

         

 

 

 

 

海岸長43公里,沙質海岸,河川短小,受東北季風漂沙影響，形成特殊的沙嘴地形、

沙丘地形、藻礁、礫灘。閱讀「台灣藻礁」文章，並分組討論，劃記組員共同認

為的重點。 

【活動二】觀新藻礁  關心海洋 

1. 播放”世界翻轉第25集 觀新藻礁”影片，

更深入了解觀新藻礁的紀錄。 

2. 綜合文章及影片，分組合作討論填寫學習單。 

3.分組討論填寫 KWL 腦力激盪表之 K”我們已

經知道” 

4.分組上網蒐集 KWL 腦力激盪表之 W 關於觀新藻礁”我們想要知道”，並討論

填寫 KWL 腦力激盪表。 

5.合作討論並填寫 KWL 腦力激盪表之 L”我們學到甚麼” 



 
16 

 

【活動三】綜合活動 

1. 分組上台報告各組討論結果。 

2. 依據學生發表內容 教師提問，引導學生思考發表。 

3. 對於藻礁的保護，我們可以有什麼具體的做法呢﹖ 

4. 師生共同歸納﹕ 

 台灣四面環海，人民與海洋的關係是緊緊相依的，彼此共生共榮，準此而論，

人類應好好珍惜、善用與愛護海洋資源，奠定地球永續發展的基石。 

 經濟發展與自然資源的保護應該可以並存的，端看人類如何作為。 

 

四、與校內外海洋資源整合之情形。 

項目 資源整合 佐證照片 

架設數位網站 知識管理與資源分享  

 

 

 

 

 

策略聯盟 桃園區漁會 

(漁業資源課程研發、牽

罟、魚苗放流) 

 

 

 

 

 

保生社區發展協會 

(觀新藻礁生態教學) 

 

 

 

 

 

黑松及科慕文教基金會 

(海洋淨灘活動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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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主題專書 

發送校內外教師教學

參考 

知識管理與資源分享 

 

 

 

 

 

 

 

 

 

 

 

 

 

 

 

 

 

 

 

 

 

 

 

 

 

 

 

製作海洋生物墊板，

發送學生使用 

(巡迴輔導教學使用) 

 

 

 

 

教具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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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素養學習成效評估。 

 

 

 

知識
• 能將資訊融會貫通，應用在真實生活中。

問題發
現與解

決

• 能主動探索、發現問題，經由合作找出問題的對策，
以驗證課程中的知識。

情意表現

• 能從「做中學」中，敏銳觀察並強化自我學習意
願。在團隊合作中以開放、尊重的態度迎 接挑戰，
展現 VIP 能力。

合作

• 能與團隊互助學習、腦力激盪， 並將統整後的想
法發表。

實踐
• 能將知識落實在日常生活中，並能影響他人。

0

2

4

6

8

10

12

知識 問題解決 情意表現 合作 實踐

四校學生素養學習成效評估

新莊 觀音 海湖 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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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整體綜合效益與反思 

台灣是海島國家，還是海洋國家？ 

    曾經閱讀過一篇文章，作者提出了這個令人深思的問題。海島國家把重點

放在自身的滿足，而海洋國家則是放眼國際，以海洋為路，突破國土本身限制

而發展出強大國力。因此，培育具有海洋思維的子民，是我們得以永續生存的

關鍵，是海還是島？我們看到的有多大，我們的未來就有多遠。 

    「藍色地球」團隊長期以海洋議題研發教學模組，巡迴各校輔導教學，並

製作主題專書，架設網站，以社區及民間單位產官學結盟，發展許多海洋教學

活動。海洋教育是永續工程，除了要改變國人長期以陸觀海的心態之外，更要

理解台灣的一大經濟命脈就是大海，海洋重要性的被低估與不了解，就是我們

要翻轉、要分享的動力。海洋教育除了政府政策之外，更要從自身做起，在觀

念上有所轉變，積極教育下一代正確的認知。 

    「從餐桌到海洋」創新教學方案，除了以學生為主體的知識學習之外，有

很多時間是戶外體驗課程，或教師模擬實際情境，讓學生體驗學習。在學習過

程中，重視趣味、主動探索、口說與團隊合作等，學生成為課程探索的主人，

具備價值思辨的能力，大大提升學習成效。 

    在孩子的心中種下一顆「海洋」的種子，如漂海植物般強韌、堅強，衷心

期待每一顆種子都能成長茁壯、開花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