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教育創新課程與教學研發基地 課程模組 

（一）基本資料 

課程模組名稱 

（總標題） 
寫海的詩，解開海的秘密 設計者姓名  

張玲瑜 

 

 

適用年級 高中組■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融入領域  

（或科目）  
國文（生物） 

（二）課程模組概述 

課程模組

名稱 
海洋職人詩寫作教學模組----從物到人的職人詩教學 II 

實施年級  節數 共兩節，120 分鐘。 

課程類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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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其他： 

課程設計

理念 

海有多美，海有多大，海有多可怕，海洋的作業員是怎樣的生活，海鮮給我們怎樣

的文化省思……海與人是習習相關的，我們不能只是享受海、利用海，卻不懂怎樣真

正去愛海，然而，海洋議題怎麼切入呢？現代詩字句精簡，意象強烈，從文學創作

的方法帶領孩子接觸海洋議題，是以終為始的教學方案。 

 

這一次的海洋詩寫作鎖定在「海洋職人」上，親近職人生活，書寫成詩，為海洋職

人發聲。 

 

本教案是職人詩寫作教學的第二部分。職人詩寫作課藉由寫作課程，幫助認識海洋

人文生態也提升寫作能力。前一部分提供三小時的教案模組，由當今的「職涯規畫

處境」為前言，進入「海洋職人詩的閱讀」、「設身處地角色扮演」，最後以「表

與裡的思考——職人詩寫作初體驗」作結；本部分則提供兩堂課的教案模組，延續

第一部分的課程，用「意象運用」的教學回應第一堂課的「海洋職人詩閱讀」，再

用「提問訪談」的方式引導同學親近職人。這個課程適合再第一部分完成後，用更

簡明的節奏掌握其他職人的工作內容。 

 

職人詩寫作教學的靈感源自於「第二屆海洋詩」國小組得獎作品嘉義縣和睦國小五

年級曾宇賢所寫的〈海味〉，宇賢同學以「晒鹽」作為主題，將晒鹽工具、過程入

詩，又清新動人，她的作品啟發了筆者，海洋詩寫作可以成為海洋鄉土記錄的一種

形式。 

 

「知人論世」、「知人論事」在課堂上如何有效操作？本教案引導同學分組進行，

由四大資源「影音記錄」（媒體報導、紀錄片）、「報導文學」、「走讀訪談」、

「田野調查」，透過三層提問，三種活動，蒐集四大焦點，達到親海知海，為寫作

暖身的目的。 

 

【四-三-三-四】的課程選單 

 

四大資源：影音記錄、報導文學、走讀訪談、田野調查 



三層提問：以「what I see」「what I feel」「what I think」／擷取訊息、

統整解釋、省思評鑑三層提問掌握資料內容 

三種活動：角色扮演、案例對照、議題討論 

四個焦點：工作內容、意義價值、甘苦風險、反省批判 

（記錄／歌頌／同理／批判） 

 

 

 

至於主題部分，第一部分聚焦在「航行平安 Sailing」的核心概念，規畫「引

水人／守燈人」、「海巡人員」、「商船船員」三個子題，深入討論，相互觀摩；

第二部分延續開發「食魚」主題：「養殖業者或漁民」、「海鮮餐廳」、「食品加

工」；未來計畫繼續開發「生態」: 「研究人員」、「環保團體保育員」、「倡議

者」……等主題） 
 

  

  
  

總綱核心

素養 2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

域
/

核

心

國-E-A1認識國語文的重要性，

培養國語文的興趣，能運用

海洋

教育

議題  

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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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音記錄 報導文學 走讀訪談 田野調查

角色扮演 案例對照 議題討論

工作內容

what

意義價值

why

甘苦風險

how

反省批判

inquiry



學

習

重

點  

素

養  

國語文認識自我、表現自我，

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

與態度與日常生活當中。 

海 B2 能善用資訊、科技等各類媒

體，進行海洋與地球資訊探索，

進行分析、思辨與批判海洋議題。 

海 E7 閱讀、分享及創作與海洋有關

的故事。 

海 U8 善用各種文體或寫作技巧，

創作以海洋為背景的文學作品。 

學

習

表

現  

6-I-2 透過閱讀及觀察，積累寫

作材料。 

學習

表現  

S5-C-10 賞析國內外海洋文學作品，並

創作屬於自己風格的文學作品。 

學

習

內

容  

摘要寫作 

提問訓練 

大綱寫作 

填充式寫作 

造句式寫作 

改寫式寫作 

實質

內涵  

1.海洋文學作品類型（如詩、散

文、小說、戲劇、文學日記、文學

傳記等）。 

2.海洋文學家的背景（如信仰、價值

觀、經驗）及其創作風格。 

SDGs 

永續發

展目標  

SDG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讓每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SDG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 

SDG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海洋環境劣化 

學習目

標  
藉由議題討論與寫作課程，認識海洋人文生態也提升文字表達能力。 

教學資

源  
《中國海洋文學大系》，朱學恕、汪啟疆主編，詩藝文出版社 

（三）課程模組課程設計 

課程主題名稱：海洋詩寫作—海洋職人詩 II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

式）  

活動一：追蹤社區裡的海洋身影 

 

一、  引起動機（覺察）：社區裡有魚 ? 

請同學們思考，在社區裡，哪裡可以找到真的魚？  

  魚市場   的魚怎麼來 ? 

  水族館   的魚怎麼來 ? 

  加工食品裡   的魚怎麼來 ? 

  海洋展場館   的魚怎麼來 ? 

  海鮮餐廳   的魚怎麼來 ? 

二、  準備活動：訪問家長、蒐集資料。  

請同學回家向家長請教他與魚（海鮮）相遇的各種場

景，並且記錄魚種有哪些。  

三、  發展活動：從九宮格到八十一宮格  

發下「九宮格到  大谷翔平八十一宮格」學習單，請各

組完成以下要求 : 

(1)  教師帶領全班共同發想與社區有關的魚（海鮮）。 

 

 

 

5 

 

 

 

 

 

 

 

 

0 

 

 

 

10 

 

 

 

 

 

 

 

口頭回應教師的

問題  

 

 

 

 

 

提醒同學事先完

成  

 

 

發下學習單  

口頭回應教師的

問題  

與小組共同討論

完成學習單  

 

 



萬里蟹  虱目魚  小丑魚  

丁香魚  龍蝦  海菜  

蚵  烏魚子  鯖魚  

▲教師帶領全班共同發想與社區有關的魚  

(2)分組認領主題。  

(3)深化了解（影音）  

A.閱讀影片資料 :蒐集與小組主題相關的食魚達

人報導影片。如 :  

〈萬里蟹〉 ht tps : / /www.youtub e.co m/watch?v=gYqp0DM1MOc  

 

▲蟹籠仍是今日捕蟹的漁法，對環境不具侵略性  

 

〈無刺虱目魚達人〉  

h t tp s : / /www. you tu b e . c om/ wa tch ?v=U Sj0 4 k P IY IQ

 
▲宛如外科手術般的挑刺師傅  

 

〈蚵女〉 ht tps : / /www.yo utube.co m/watch?v=spVH0_h1j5s  

 

▲青蚵女的技術沒有想像中容易  

 

B.教師介紹《核心問題開啟學生理解之門》提問方

法，請同學擬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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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視訊訪談（訪談）（挖掘）——Call out 萬里蟹船長

（註：依據小組主題及社區資源決定訪談對象）  

📍吸引式問題 *1：如 :會不會忙到沒吃到螃蟹？  

📍誘導式問題 *2：如 :萬里蟹的分類？如何挑選？  

📍引導式問題 *3：如 :捕蟹的過程（人事時地物）  

📍核心問題：工作的甘苦  

 

(4)設定關鍵場景（沉澱）：根據影音資料與訪談，每

人設定不同的關鍵場景撰寫。  

(5)提取「物（名詞）」：選取與小組海鮮主題相關的

入個名詞，填上屬於小組的九宮格，上 google 共編文

件分享  

 

         

 
萬 里 蟹    虱 目 魚    小 丑 魚  

 

 
       

 

 
       

 

 
丁 香 魚    龍 蝦    海 菜  

 

 
       

 

蚵架  斗笠  手套       
 

殼  蚵  雨鞋   烏 魚 子    鯖 魚  
 

湯匙  珍珠  籃子  
      

▲分組認領，填上屬於小組的九宮格  

 

(6)填充式詩句創作。（書寫）  

 

晚風輕拂 （ 澎湖灣 ） （ 白浪 ）逐 （ 沙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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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由提問環節

表現最好的組別

先於課後進行示

範訪談，再做分

組活動。  

 

訪談時間必須配

合職人，不一定

能在課堂完成，

應鼓勵同學完成

事 先 聯 繫 工 作

後，約定課後時

間完工。  

 

 

 

 

 

 

 

 

 

 

 

 

 

 

 

 

 

 

 

 

 

 

 

 

 

 

 

 



沒有（ 椰林 ） 綴 （ 斜陽 ） 只是一片（ 海藍藍 ） 

坐在（ 門前 ） 的 （ 矮牆 ） 上 一遍遍懷想 

也是黃昏的（ 沙灘 ） 上 有著 （ 腳印兩對半 ） 

 

那是 （ 外婆 ）（ 柱著杖 ）將（我手）輕輕（挽） 

踩著（ 薄暮 ） 走向（ 餘暉 ） （ 暖暖的澎湖灣 ） 

一個 （ 腳印 ）是 （笑語一串） 消磨許多時光 

直到夜色吞沒（ 我倆 ）在回家的路上 

 

（ 澎湖灣 澎湖灣）（外婆）的 （ 澎湖灣 ） 

有我許多的童年幻想 

（ 陽光 ） （ 沙灘 ） （ 海浪 ） （ 仙人掌） 

還有一位 （老船長 ） 

▲歌詞提供諸多句型，示範了用意象說話的詩語言  

 

四、  總結活動  

(一 )指定分享。  

 

晚風輕拂 （ 小漁港 ） （ 白髮 ）逐 （ 店招 ） 

沒有（ 霓虹 ） 綴 （ 高樓 ） 只是一片（ 路漫漫 ） 

坐在（ 門前 ） 的 （ 低簷 ） 下 一遍遍懷想 

也是黃昏的（ 面罩 ） 上 有著 （ 眼睛瞇著笑 ） 

 

那是 （ 外婆 ）（ 握湯匙 ）將（蚵）輕輕（挑） 

坐著（ 矮凳 ） 望向（ 蚵船 ） （ 水面輕輕晃 ） 

一條 （ 蚵船 ）是 （ 海味一串） 消磨許多時光 

直到夜色吞沒（ 村莊 ）在回家的路上 

 

（ 長長的 鮮蚵街 ）（外婆）的 （ 鮮蚵街 ） 

有我許多的童年幻想 

（ 蚵架 ） （ 斗笠 ） （ 手套 ） （ 雨鞋 ） 

挖掘一個 （ 多汁又飽滿的夢 ） 

 

▲運用九宮格的內容，以填充的方式，速寫勾勒人物形象  

 

(二 )心得謝函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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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過程間可能

發現九宮格的素

材不夠使用，鼓

勵 同 學 舉 一 反

三，創發詞語，作

為詩歌的意象語

言。  

 

 

 

 

 

 

 

 

 



請同學將詩句與照片合成詩卡回贈。  

 

 
蚵架   斗笠   手套  雨鞋   

挖掘一個   多汁而飽滿的夢  

 

★其他參考資料  

《我家住海邊》，小木馬  

《走在家鄉海之濱，海洋百工探尋——十種產地到  

餐桌的職人堅持》，黃宗舜、郭兆偉  

 

教學實踐、省思與建議 

課程模組實踐  

情形與成果  

執行成果： 

1.「覺察」→「影音」→「訪談」→「挖掘」→「沉澱」→「書寫」六

步驟，讓同學們做了一趟深入淺出的食魚職人探索。 

 

教學實踐遇到之狀況： 

1. 海洋職人的工作季節性強，像是捕蟹有特定季節，課程的安排必須錯

開職人的工作期間，較能完成相應的訪談工作。 

2. 訪談的不確定性甚高，面對不同職業不同職人的反應，同學們有驚

喜，也考驗臨場反應的能力。 

課程模組  

省思與建議  

教學省思： 

1. 用歌詞或名詩做「填充式寫作」，是掌握詩語言的捷徑，同學們讀到

（ 蚵架 ） （ 斗笠 ） （ 手套 ） （ 雨鞋 ）／挖掘一個 （ 多汁

又飽滿的夢 ），對於如何擷取職人的關鍵工具，連結到作品，都很有

感觸。 

2. 當同學們產生興趣，我鼓勵同學們的自己改造句型、研發句型，或是

以借用其他作品的方式來拓展自己的寫作，同學認為容易理解，水到

渠成。 

 

未來修正意見： 

1. 訪談的不確定性甚高，教師應做好充分溝通，說明活動的目的，學習

重點。 

2. 前半部課程是「由『物』寫人」，教師不妨事先與職人討論介紹二三

有代表性的工作道具，作為訪談的亮點，連結其他單元，也為書寫的

環節做更好的舖墊。 

 

 



附錄 

 
▲（覺察）海洋餐廳走讀，老闆為我們親自解說社區裡的魚怎麼來。 

 

 

由物到人的職人詩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晚風輕拂 （ 澎湖灣 ） （ 白浪 ）逐 （ 沙灘 ） 

沒有（ 椰林 ） 綴 （ 斜陽 ） 只是一片（ 海藍藍 ） 

坐在（ 門前 ） 的 （ 矮牆 ） 上 一遍遍懷想 

也是黃昏的（ 沙灘 ） 上 有著 （ 腳印兩對半 ） 

 

那是 （ 外婆 ）（ 柱著杖 ）將（我手）輕輕（挽） 

踩著（ 薄暮 ） 走向（ 餘暉 ） （ 暖暖的澎湖灣 ） 

一個 （ 腳印 ）是 （ 笑語一串 ） 消磨許多時光 

直到夜色吞沒（ 我倆 ）在回家的路上 

 

（ 澎湖灣 澎湖灣 ）（外婆）的 （ 澎湖灣 ） 

有我許多的童年幻想 

（ 陽光 ） （ 沙灘 ） （ 海浪 ） （ 仙人掌） 

還有一位 （ 老船長 ） 

 

【附】 

 
 

  



 

 

         

 
萬 里 蟹    虱 目 魚    小 丑 魚  

 

 

       

 

 

       

 

 
丁 香 魚    龍 蝦    海 菜  

 

 

       

 

蚵架  斗笠  手套       

 

殼  蚵  雨鞋   烏 魚 子    鯖 魚  

 

湯匙  珍珠  籃子  

      

 擬定問題 回答摘要 

📍吸引式問題*1 
（會不會忙到沒吃到螃蟹？）  

  

📍誘導式問題*2 

 （萬里蟹的分類？如何挑選？） 

1 

 

2. 

 

 

📍引導式問題*3 

 （捕蟹的過程（人事時地物）） 

 

1 

2. 

3. 

📍相關追問*2 

 

📍核心問題 
 （工作的甘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