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海洋教育體驗路線 

路線名稱 悠遊漁光島-『獨』樂『虱』暑 

編撰者 
臺南市億載國小/臺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溪南) 張瑾玥主任 

臺南市億載國小漁光分校  鍾旭玲老師 

適用年段 國小高年級 

路線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教學目標 

1. 認識漁光島社區及月牙灣潮間帶生態探索體驗。 

2. 培養學生對在地食魚文化的認識與體驗獨木舟。 

3. 學習自主能力與團結合作的精神。 

路線規劃 

（至少五處學習點） 
漁光島月牙灣及濱海步道→虱目魚主題館→亞果樂活海洋學院 

路線詳細說明與介紹 

一、行政支持與安全風險管理 

1. 活動前： 

(1) 進行課程規劃與活動安排：活動交通與相關場域確認預約。 

(2) 場地勘查：活動場地勘查，安全確認。 

(3) 水域安全宣導與行前說明：學生瞭解活動場域特性 (ppt)準備個人裝備與學習

操作所需器材。 

2. 活動中： 

(1) 按照各站點學習要點學生能積極操作並完成優質小組協力成果。 

(2) 任務內容、裝備使用、成果觀察紀錄等技能之培養。 

(3) 人身及場地之安全維護確保成功的學習活動。 

3. 活動後： 

(1)寫下活動紀錄與感想深化學習效能。 

(2)分析各項器材使用及操作過程的重要性。 

(3)深入探討各學習要點及對海洋環境保護議題。 

學生活動提醒： 

做好防曬工作，適時補充水分。 

 

課程活動 地點 
跨領

域 
核心素養 

海洋教育議題暨 

戶外教育實質內涵 
教學準備與教學提醒 

潮間帶生

態探索 

漁光島、月

牙灣、濱海

步道 

社會 

自然 

綜合 

社-E-A2 

社-E-C1 

社-E-C3 

海 E4(海洋社會) 認

識家鄉或鄰近的水

域自然環境。 

1. 潮間帶分區。 

2. 月牙灣貝殼圖鑑。 

3. 用具準備。 



自-E-A1 

自-E-A2 

海 E5 （海洋社會）

探討臺灣開拓史與

海洋的關係。 

海 E8 （海洋文化）

了解海洋民俗活動、

宗教信仰與生活的

關係。 

海  E11 (海洋科學

與技術)認識海洋生

物與生態資源。 

戶 E1應用五官感知

環境 ，分別培 養 

眼、耳、鼻、舌、觸

覺及心靈的感受能 

力 。 

戶 E3善用教室外、

戶外及校外教學，認

識生活環境（自然或

人為）。 

環 E3 (環境倫理)了

解人與自然和諧共

生，進而保護重要棲

地。  

4. 活動安全注意事

項宣導。 

鱻旅奇緣

食魚教育

之魚丸

DIY 

虱目魚主題

館 

社會 

自然 

綜合 

自-E-A1 

自-E-A2 

自-E-C1 

社-E-C3 

海 E4(海洋社會) 認

識家鄉或鄰近的水

域自然環境。 

海 E7(海洋文化) 閱

讀、分享及創作與海

洋有關的故事。  

海 E13 (海洋資源與

永續)認識生活中常

見的水產品。 

海  E16 (海洋資源

與永續)認識家鄉的

水域或海洋汙染、過

漁等環境問題。 

戶 E3善用教室外、

戶外及校外教學，認

識生活環境（自然或

預約導覽。 



人為）。 

獨樂樂不

如眾樂樂 

亞果樂活海

洋學院 

社會 

自然 

綜合 

健體 

自-E-A1 

自-E-A2 

社-E-C2 

綜-E-B1 

健體-E-C2 

海 E1 (海洋休閒)喜

歡親水活動，重視水

域安全。 

海 E3 (海洋休閒)具

備從事多元水域休

閒活動的知識與技

能。 

海 E10 （海洋科學

與技術）認識水與海

洋的特性及其與生

活的關聯。 

海 E12 （海洋科學

與技術）認識海上交

通工具和科技發展

的關係。 

戶 E3善用教室外、

戶外及校外教學，認

識生活環境（自然或

人為）。 

綜 E-A3規劃、執行

學習及生活計畫，運

用資源或策略，預防

危機、保護自己，並

亦創新思考方式，因

應日常生活情境。 

健體  E-C2 具備同

理他人感受，在體育

活動和健康生活中

樂於與人互動、公平

競爭，並與團隊成員

合作，促進身心健

康。 

預約導覽。 

二、課程活動設計 

課程活動一-漁光島社區走讀及潮間帶生態探索 

地點 漁光島月牙灣 

時間 1.5小時 

教學目標 1. 認識漁光島社區及月牙灣潮間帶的環境特性及生物生存機制。 



2. 藉由自然觀察發現生物與潮間帶環境的關係。 

3. 探究海洋廢棄物對於潮間帶的影響及培養友善環境的觀念。 

教學流程 1. 漁光島社區簡介 

漁光大橋、橋下鯤鯓湖蚵棚世界、漁光分校、海巡署、虱目魚主題館、月牙灣沙

灘、剖蚵區、亞果遊艇公司、樂活海洋學院、安平商港等。(30 分鐘) 

(安平區公所提供) 

照片一:悠遊漁光島 

 

 

照片二:漁光島導覽地圖 

2. 月牙灣潮間帶生態探索 

(1) 防曬、分組，一組一個採集箱。 

(2) 各組按照指定區域搜索潮間帶生物置入採集箱，15分鐘。 



牡蠣、螺、海水、寄居蟹、角眼沙蟹、海洋垃圾、消玻塊、海藻、沙丘植物

(濱海植物)…等 

(3) 共同檢視各組採集成果，並紀錄在『彩繪潮間帶活動單』上。 

(4) 送生物回原棲息地，換裝，結束本活動。 

圖一:潮間帶生物連連看 

 
圖二:彩繪潮間帶活動單 

3. 認識月牙灣貝殼 

(1) 防曬、分組，一組一個採集箱。 

(2) 各組按照指定路線搜索月牙灣貝殼置入採集箱，15分鐘。 



舵毛蚶、蚵岩螺、望遠鏡海蜷、蜈蚣蛇螺、大玉螺、白玉螺、厚蛤、綠殼菜蛤、

赤蛙螺、漁舟蜒螺…等 

(3) 共同檢視各組採集成果，並紀錄在『月牙灣貝殼圖鑑』上。 

(4) 送貝殼回地，換裝，結束本活動。 

 

圖三:漁光島月牙灣貝殼圖鑑 

教學提醒 1. 個人裝備:與鞋或布鞋、帽子、水壺、防曬乳等。 

2. 潮間帶進出活動中注意自己及他人安全，保護環境所有生物。 

3. 柱亦強風大浪等氣象變化。 

輔助資源

聯繫窗口 

1.臺南市安平區公所 

https://web.tainan.gov.tw/tnanping/News_Content.aspx?n=20692&s=4306993 

2.台江國家公園-台江濕地學校 

https://www.tjnp.gov.tw/EnvironmentalEdu/Course/Class01.htm   

課程活動二-漁光島濱海植物探索趣 

地點 漁光島忘憂森林步道 

時間 1小時 

教學目標 
1. 觀察並瞭解濱海植物及沙丘植物的特殊功能及其求生秘技。 

2. 覺察生活中環境的問題，探討並執行對環境友善的行動。 

教學流程 

1.濱海植物及沙丘植物的特殊功能與求生秘技：觀察濱海植物適應海邊環境的方法，

並完成活動單。 

2.探索報告及心得分享，活動結束。 

https://web.tainan.gov.tw/tnanping/News_Content.aspx?n=20692&s=4306993
https://www.tjnp.gov.tw/EnvironmentalEdu/Course/Class01.htm


 

活動二: 濱海植物探索趣 

教學提醒 

1. 放大鏡、濱海步道安全事項宣導。 

2. 接近有刺植物或其他具危害事物皆應注意，自我保護。 

3. 注意天氣預報及預防強風特報等氣象變化。 

輔助資源

聯繫窗口 

1.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嘉義林管處 https://chiayi.forest.gov.tw/ 

2. 臺南虱目魚主題館 https://www.sabafish.com/tw/index.asp?au_id=6  

課程活動三-鱻旅奇緣-虱目魚魚丸 DIY 

地點 虱目魚主題館 

時間 2小時 

教學目標 

1. 培養學生對在地食魚文化的認識。 

2. 透過體驗活動學習自主能力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3. 認識海洋廢棄物再利用，創造經濟循環。 

教學流程 

1. 虱目魚主題館參觀與導覽:(15 分鐘) 

(1) 介紹虱目魚文化，並參觀養殖漁塭，了解在地產養的型態及水產加工發展的商

品行銷。 

(2) 利用海洋廢棄魚網、蚵棚製作出環保手提袋以及裝置藝術。 

2. 趣味魚丸體驗: (1.5 小時) 

透過體驗活動動手 DIY 引起學習動機：一來增進海洋加工品製作的認識，二來

培養學生團結合作的精神。 

https://chiayi.forest.gov.tw/
https://www.sabafish.com/tw/index.asp?au_id=6


 

照片一:分組魚丸 DIY及烹煮 

 

照片二:利用廢棄魚網製作環保購物袋 

3. 分享魚丸 DIY材料、製作過程及與夥伴分工的心得。活動結束。(15 分鐘) 

 

圖一: 鱻旅奇緣-虱目魚魚丸 DIY活動單 

教學提醒 
1. 體驗活動預約。 

2. 活動前洗手衛生習慣及用火安全宣導。 



輔助資源

聯繫窗口 

1. 漁光島體驗導覽及虱目魚丸 DIY預約： 

https://sabafish.rezio.shop/product/DKRHDS?lang=zh-TW。  

課程活動四-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地點 亞果樂活海洋學院 

時間 2小時 

教學目標 

1. 培養學生對水域安全、海洋與知識船的基本知識、技能，進而發展與海共生共

榮的敬海情懷。 

2. 符應「向海致敬」藉由獨木舟、SUP、帆船體驗活動，培養學生了解大自然的

威力，讓學生克服獨木舟翻覆後即穿著救生衣的自救因應能力。 

3. 培養學生在船上操作各種工作與器材的使用能力，讓學生在海上能與救生依共

存，運用身邊的各種器具並確保己是安全的。 

教學流程 

1. 水域安全宣導、暖身運動、救生衣的重要性。(10 分鐘) 

2. 認識船的基本構造與操作方式: (20分鐘) 

 

照片一:獨木舟的構造及救生衣 

3. 分組搭配，合作划行：台灣是海島國家，除了讓學生認識船的構造外，也培養學

生知海、親海、愛海、進海不畏海洋的自主學習力，更重要的是合作的團隊默契。

(1小時) 

4. 搭帆船遊安平商港，認識漁村的風華。(30分鐘) 

教學提醒 

1. 體驗活動預約。 

2. 務必注意防曬；可穿著長袖長褲運動服、帽遮陽帽作物理防曬；為保護海洋，建

議使用海洋友善的防曬乳。 

3. 準備一套換洗衣物；可自備水壺帶上船，隨時補充水分。 

輔助資源

聯繫窗口 
1. 樂活海洋學院：https://www.lohasocean.com/ 

https://sabafish.rezio.shop/product/DKRHDS?lang=zh-TW
https://www.lohasocean.com/


※依實際課程撰寫即可。 

三、  

教學實施 

█學習單（請學生畫下課程活動中最有印象的事物） 

□學習心得 

□平台網站 

□教學影片 

預期效益 

1. 透過導覽介紹，提升學生對海洋的認識，進而親近海洋。 

2. 藉由戶外課程活動，學習參與海洋活動時的安全保護。 

3. 透過各項海洋教育活動，培養學童海洋意識，學習尊重在地文化

及多元學習。 

4. 透過課程活動學習單，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 

5. 培養學生自我文化認同，並尊重多元文化，激發學生包容事務的

胸懷。 

 

  



潮間帶生物探索趣 

班級:         座號:      姓名:                                日期:          

  



彩繪潮間帶 

班級:         座號:      姓名:                                 日期:          

 

一、請彩繪一個生態豐富自由自在的潮池 

 



漁光島月牙灣貝殼圖鑑 

班級:         座號:      姓名:                                 日期:         

 

※請將你找到的貝殼圈起來 



漁光島海濱植物生態探索趣 

     年      班 姓名:                                        日期:            

一、完成配對，你知道沙丘植物及濱海植物的特殊功能，以及它們的長相嗎？ 

濱海植物 
 

特殊功能 
 

圖片 

海馬齒 

 

 
有肥厚的莖葉，表面有厚

角質層保護，能貯藏水分

及養分。 

 

 

演刺麥 

 

 
尖刺狀的葉片，能減少水

分蒸發，刺球狀的果實，

可以隨風滾動散布種子。 

 

 

馬鞍藤 

 

 
走莖貼近地面匍匐生長，

節節生根；降低接觸強風

烈日的面積； 

還能抓取沙土、固定植

株、防止沙子流失。 

 

 

木麻黃  
生長迅速，抗風力強，而

且能夠耐受土壤中相對較

高的鹽環境，在土壤修複

方面也有重要的應用價

值。 

 

 

檸檬桉  
喜愛日光充足、排水良

好、濕潤土層深厚、稍含

礫質之地，生長迅速，相

當耐旱、耐風，葉可蒸餾

香油，為製造香水的原

料。 

 

 

二、我的漁光島濱海生態之旅學習印記： 

 

 

  



鱻旅奇緣虱目魚魚丸 DIY 活動單 

     年      班 姓名:                                        日期:            

一、 認識虱目魚的構造 

 

二、 請寫出或說出魚丸的由來: 

 

三、 製作魚丸的材料與步驟： 

1.魚丸的準備材料: 虱目魚肉漿、鹽、胡椒粉少許、太白粉、糖等 

2.魚丸成型: 

  方法 1 使用手部虎口的部分捏出一個圓球狀後，再用另一隻手順勢的撥出

丸子。 

  方法 2 先以手部虎口的部分將丸子捏出一個圓球狀後，再用湯匙順勢的撥

出丸子。這種方法丸子的形狀較圓較好看。 

3.魚丸煮熟方法：最後在鍋中放入約 7 分滿的水，以中火將水煮開後，將處

理好的魚漿捏成圓球狀，放入滾水的鍋中煮熟即完成魚丸的製作。 

四、 請寫下鱻旅奇緣-魚丸 DIY 的學習印記： 

 

  



 

                                      

 

班級：            .  座號：                 姓名：            .             

猜猜看，你對潮間帶知多少？  
 

1. 說說看，在潮間帶，你可以看到什麼， 和你的隊友腦力激盪一下，看你們能

寫出多少？ 

 

2. 什麼是潮間帶？用自己的話說出來，或者是畫出來。 

Ans. （參考答案） 

位於陸地到海洋之間的過渡區域，從海水漲潮的最高點，到退潮的最低點，

會曝露在空氣中的海岸部分。 

 

 

3. 說說看，潮間帶的環境特色是什麼？ （完成填空） 

(1) 鹽度  的變動 

(2) 海浪  的衝擊 

(3) 水分  乾溼變化 

(4) 溫度  急遽變化 

 

 

猜猜潮間帶 

附件 



4. 台江國家公園是一座怎麼樣的國家公園？（勾選適合的答案） 

(     ) A. 高山生態型國家公園 

(  V  ) B. 濕地型國家公園 

(     ) C. 火山景觀型國家公園 

 

5. 台江國家公園內有四座濕地，你知道幾個？ 

Ans. （參考答案） 

(由北到南) 

國家級七股盬田濕地 

國際級曾文溪口濕地 

國際級四草濕地 

國家級盬水溪口濕地 

 

6. 台江國家公園由「沿岸」往「內陸」的棲地型態依序為？（請依序填入代

號） 

A潟湖 B沙洲 C盬沼草澤、魚塭 D海口泥灘地 E防風林 

 

「沿岸」    B        E        D        A        C     「內

陸」 

 

7.濱海植物及沙丘植物的任務及功能是什麼？說說看。 

Ans.  

守護沙丘 

防止海岸倒退 

捍衛後方植物和生態系的生存空間 

 



8.沙丘植物(濱海植物)需要克服的困難有： 

Ans. 克服強風、高鹽、烈日 



9. 完成配對，你知道潮間帶生物的特性嗎？ 

生物  特性  圖片 

角眼沙蟹 

 

 陸地上跑得最快的無

脊椎動物。 

 

 

短指和尚蟹 

 

 
如軍隊行軍般 

成群結隊行走於泥灘

地上覓食。 

 

 

大彈塗魚 

 

 
住在鹽水溪口濕地。

雄魚豎起背刀耆向鄰

居示威搶地盤，同時

吸引雌魚注意。 

 

 

四角招潮蟹 

 

 
背甲有深藍色斑塊或

網狀花紋。為躲避隨

時可能來襲的掠食

者，正勤快地把家裡

面的土搬出去，確保

逃生路線的暢通。 

 

 

弧邊招潮蟹 

 

 
背甲有黑白網紋，橙
紅色大螯密佈珠狀顆
粒。 

用過濾器一樣的嘴
巴，濾出泥中的有機
質，同時將不能的泥
沙推掉稱為「濾
食」。 

 

 

賈瑟琳招潮

蟹 

 

 
新品種，揮舞著有弧

形凹陷的大螯，吸引

雌蟹注意的同時，也

向其他競爭者昭告著

自己的存在。 

 

 

台灣招潮蟹  
喜歡生活在曾文溪口

的黏土質泥灘地，曾

文溪口是它們的大本

營。 

 

 



10.紅樹林生活在河口的紅樹林，必須克服怎麼樣的環境挑戰？ 

Ans. 潮濕、多變、高鹽度、缺氧 

 

11. 下列紅樹林的生存特異功能是什麼？請完成配對。 

 

紅樹林 
 

特殊功能 
 

圖片 

紅海欖

（五梨

跤） 

 

 用強而有力的支持根，在

濕軟的泥地上打穩根基，

並且發展胎生策略，讓種

子在樹上發芽，等待成苗

後，再落入濕地繁衍。 

 

 

 

欖李 

 

 花有六月雪之稱，會藉著

落葉換季的機會，把植株

上多餘的鹽分集中在老

葉，落葉時一併排除。 

 

 

 

海茄苳 

 

 從地面水平伸展的側根，

伸出成排像吸管一樣的呼

吸根，呼吸新鮮的空氣。 

 

 

 

 

12. 紅樹林是濕地食物鏈的重要生產者。請完成下列食物鏈。 

水鳥（黃足鷸、鷹斑鷸） 

底棲生物、潮間帶生物、小型魚類（雙齒近相手蟹） 

紅樹林 

細菌 

13. 在漁光島鯤鯓湖討生活的蚵農，隨著水深及地形的不同，發展出三種養蚵方式，

請完成配對。 



養殖方式  說明  水域 

倒棚式蚵架  水平掛置的「倒棚」。退潮

時，蚵串可接受陽光曝曬。 

 潮間帶及淺水

水域。 

 

立棚式蚵架  垂直往下懸掛的「立棚」。

頂端的牡蠣有時會露出水

面。 

 水位中等如大

潮溝。 

 

浮棚式蚵架  牡蠣長年浸泡在水中隨時可

攝食，生長速度最快，產量

最多。 

 深水域環境，

如潟湖南側。 

 

        

   



 

 

14. 牡蠣的好處： 

1. 可帶來豐碩的收入 

2. 除水域的懸浮物，淨化海水 

3. 其他生物生活的空間 

4. 減緩海水酸化 

5. 減緩全球暖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