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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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之呼吸 
設計者  

姓名  
張凱婷 

適用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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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領域  

（或科目）  
 

（二）課程模組概述 

國小、國中及高中組 

課程模組

名稱  
海之呼吸 

實施年級  九年級 節數  共 2 節， 90 分鐘。 

課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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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課程設計

理念  

海洋重要性可由巨觀尺度或微觀尺度進行探討，亦可二這併行融合討論，藉由爬梳海

洋重要性的過程中，讓學生看見海洋議題尺度的豐富度。資訊的分類練習結束後，馬

上進入資訊的整合，將自己爬梳後的資料進行整合，從中看見資料間的關聯性，切換

邏輯思考模式，拓展腦中不同學習區塊的聯結，最後練習佐證資料的篩選，提供學生

進行資料思辨的練習機會。 

總綱核心

素養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域 /

學習

重點  

核

心

素

養  

自-J- B2 能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科技設 

備與資源，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 

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 

培養相關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信程度及 

進行各種有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助於 

探究和問題解決的資訊。 

環-J7 透過「碳循環」，了解化石燃料與

溫室氣體、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關

係。 

 

海

洋

教

育

議

題  

核

心

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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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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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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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習

表

現  

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

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及省思，並轉

化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學

習

主

題  

海洋資源與永續  

學

習

內

容  

1.了解能量流動及物質循環與生態系統

運作的關係。 

2.覺知人類活動會造成氣候變遷，加劇   

對生態與環境的影響。 

3.瞭解氣候變遷產生的衝擊有海平面上 

  升、全球暖化、異常降水等現象。 

實

質

內

涵  

海 U13  

探討海洋環境變化與氣候變遷的相關

性。 

海 J18 

探討人類活動對海洋生態的影響。 

 

學習目標  
能找出人類加速碳排放量會導致海洋增溫的原因，並有依據的找出人類最迫切需解

決的問題 

教學資源  

硬體設備 

網際網路、平板電腦或桌上型電腦 

課程教材 

學習單 

網路文獻 

海洋—氣候的調節器。中央氣象局數位科普網。

https://edu.cwb.gov.tw/PopularScience/ 

漁產糧食安全之氣候變遷關鍵議題。科技部臺灣氣候調適科技服務。 

http://sdl.ae.ntu.edu.tw/TaiCATS/index.php 

期刊文獻 

洪慶章。2017。小生物大貢獻。自然科學簡訊 29(3):88-92。 

蘇芳儀。2011。地球變熱了。科學發展 464:66-71。 

Youtube 影片 

公視新聞網 

研究:颱風過後 海洋吸碳量增加至 3 倍。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39210 

研究：去年海洋溫度 有紀錄以來最高一年。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6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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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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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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模組課程設計 

課程主題名稱：海之呼吸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活動一：海海人生 

課程設計說明 

此課程主要目標是學生在練習使用關鍵字快速找詢可使用的資料

的過程中學習篩選資料的能力，學習單的第一部分(關卡任務一)的

表格提供學生可使用的關鍵字，學生在進行關鍵字搜尋資料時需進

行資料內容的分類，在分類過程中可再重新確定資料的合適性；第

二部分(關卡任務二)的任務說明提供了關鍵字，學生在此階段不僅

需要資料篩選的能力，更需要資訊整合的能力，才能資料間找出關

聯性。 

老師在這堂課的活動並非領導課程發展方向的主角，而是引導者，

引導學生審核資料的邏輯性與適當性，讓學生在網路資訊海中找到

需要的資料並能將資料間的聯結性找出來。 

 

前置作業 

活動開始前已經完成學生分組與座位排列。每 3人 1組。 

一、引起動機 

說明課程目標，能判斷人類從巨觀與微觀角度認識海的重要性，

找出人類加速碳排放量與海水增溫的關聯性後繪製成圖。 

 

二、教學準備/發展活動 

判斷海洋的微觀與巨觀尺度 

學生任務 

請組內同學依據海洋對地球重要性的討論角度表格內容進行資料

查詢。 

老師的引導 

根據學生擷取的判斷依據協助學生審核討論角度與擷取的資訊是

否一致，在這過程中引導學生將判斷依據的句子描述清楚完整，再

進行討論角度的判斷。 

 

 

 

 

 

 

 

 

 

 

 

 

 

 

 

2分鐘 

 

 

 

 

15分鐘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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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畫出人類加速碳排放量與海洋增溫的關係圖 

學生任務 

請組內同學找出海洋對地球兩項重要性-海洋是碳的巨大儲存槽與

海洋為氣候的調節器-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並繪出關係圖。 

老師的引導 

根據學生繪製的關係圖引導學生審核資料的內容是屬於人類加速

碳排放的說明，還是海洋增溫的部分，若是兩者都有畫出來，再請

學生審核這兩部分的關聯性是否有妥善表達。 

 

 

三、總結活動 

評分回饋 

依據學生的填答內容進行三種評分，分別包含依照目標完成者、完

成但沒符合目標者與沒有完成者。 

 

 

活動二：失落的地平線 

課程設計說明 

此課程主要目標是學生在練習資料延伸閱讀的能力，將上一節課的

內容再延續，在延續的內容中找出最迫切問題待解決的問題，並提

出數據等參考資料做為依據，學著使用【引用文獻】的能力。 

老師在這堂課除了擔任引導者，更需要成為引用佐證資料的守門

員，除了引導學生審核資料的邏輯性與適當性，更需要帶著學生一

起審核佐證資料的完整性。 

 

前置作業 

活動開始前已經完成學生分組與座位排列。每 3人 1組。 

一、引起動機 

說明課程目標，理解二氧化碳排放量與海洋溫度增加的相關性

後，能夠找出海洋增溫對地球環境的負面影響中最需要關注的議

題，並能佐以資料證明此議題的重要性。 

25分鐘 

 

 

 

 

 

 

 

 

 

 

 

 

 

 

 

3分鐘 

 

 

 

 

 

 

 

 

 

 

 

 

 

 

 

 

 

 

 

2分鐘 

 

 

 

學習單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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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準備/發展活動 

列出海洋增溫後對地球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學生任務 

請組內同學使用海洋增溫為關鍵字，找出海洋增溫對地球環境造成

的負面影響，最多可列出 4 點。 

老師的引導 

協助學生審核列出對地球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的項目中應避免出

現下列 3 種情形: 

1.列出的項目與標題重覆 

2.列出的項目有重疊 

3.列出的項目語焉不詳 

 

 

挑選出對人類生存空間危害程度最迫切的負面影響 

學生任務 

請組內學生從關卡任務一列出的海洋增溫對地球環境造成的負面

影響的列點項目中，挑選一個對人類生存空間危害程度最迫切的負

面影響，寫出挑選的理由，提供佐證資料(數據或前後因果)為參考

依據。 

老師的引導 

此關卡的目的是練習使用可信的參考資料，故資料需要附上作者 

、文章名稱、期刊名稱與日期，老師可協助學生審核資料的完整

度。另外，佐證資料的引用需要有數據或前後因果的說明，此時

可搭配引用資料的前後一致。

 

 

三、總結活動 

評分回饋 

依據學生的填答內容進行三種評分，分別包含依照目標完成者、完

成但沒符合目標者與沒有完成者。 

 

20分鐘 

 

 

 

 

 

 

 

 

 

 

 

 

 

 

 

 

20分鐘 

 

 

 

 

 

 

 

 

 

 

 

 

 

 

 

 

 

 

3分鐘 

 

 

 

學習單 

 

 

 

 

 

 

 

 

 

 

 

 

 

 

 

 

學習單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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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此教案可拆開單堂課進行，也可以合在一起 2堂課連貫進

行，由授課老師進行彈性調整。 

 

 

 

 

 

 

 

 

教學實踐、省思與建議 

課 程 模 組 實

踐 情 形 與 成

果   

執行成果： 

9 年級學生在進行分組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可看見學生思考脈絡的釐清與爬梳的

過程，班上有 26位學生，共分成 7組，能夠在時間內完成的組別約 5組，約有 2

組的學生會影響到下課時間。學習單的內容呈現各組略有不同，經過討論修正的

過程中，表達的內容從粗略到精細，能夠使用更完整的語句完成任務。 

教學實踐遇到之狀況： 

學生常常使用簡短的字詞進行填答，需要老師協助引導學生再次閱讀文章後進行

資料的擷取或是說明，在進行資料審核的過程中，學生常常需要老師進行前後脈

絡的梳理才能再進行修正，此時，老師的引導顯得很重要，尤其是即將產出最終

答案的組別，常常需要靈光一閃的時刻，要請學生多點耐心面對自己的思緒，降

低學生的焦躁與不安。 

課程模組省思

與建議 

教學省思： 

此課程設計目的是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

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屬於有情境的探究式課程，情境範圍

的限縮看似容易，實則不易，因此情境的設計需要明確且單一，在 45分鐘內能夠

完成 1-2 個提問的回答即可。這次的課程在進行的過程中，有部分學生在閱讀資

料上出現前後因果的倒置，使得其資料脈絡顯得凌亂，這實後需要仰賴老師的引

導，協助學生看清楚事件的前後因果，將有助於學生整理爬梳資料，因此課程設

計需要保留足夠的時間讓學生查找資料與進行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課室內的

教師需要常常在各組間走動，提供引導的機會。 

未來修正意見： 

課程內容可以再擴充為 3 節課，將總結活動納入，讓學生的資料收集成果轉為圖

表，並以口頭報告的形式進行發表，最後老師再總結全班觀點，例如人類加速排

碳與海洋增溫的關係圖能夠將各組的關係圖貼出來後，由全班進行觀看，老師從

中提取各組的異同之處，也可以將海洋增溫導致地球環境負面影響最迫切的問題

提出來，從各組的佐證資料中看見完整資料與不完整資料的差異，不論是同質分

組或是異質分組都能夠進行此總結性活動，能夠讓課程更完整。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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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內文 A4 直式橫書、左側裝訂、單行間距、插入頁碼、字型大小12 號。 

2.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刪，包含附錄總頁數至多30頁。 

電子檔案光碟：內含繳交資料（附件 1 至 2）及 3 分鐘短片，文件檔以 ODT 及 PDF 格式儲存；影音檔

以 wmv、mpeg、mpg 或 mp4 格式儲存，片頭標示名稱與設計者姓名；圖片檔需另以 jpg 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