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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10年度海洋教育「保護海洋」教案設計格式 

（一）基本資料 

參加組別 ■高中組□國中組□國小組□幼兒園組 編號 (由本中心需填寫) 

參加子題 ■我不傷害海洋□海洋不傷害我 
設計者 

姓名 

(至多3名) 

陳映允 

教案名稱 Sea the Life 黃湘鈞 

教學領域 

(或科目) 
英文科 鄧菩芳 

教學理念  

大部分的學生都有去過海邊嬉戲的經驗，大家也都知道不亂丟垃圾、淨灘等行

為能保護我們的海洋，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塑膠袋的發明初衷，其實是為了取代

紙袋，減少地球上的樹木被濫伐，只不過這項初衷，最終卻造成了自然生態環境的

破壞。 

我們想透過此教案讓學生以「塑膠袋」的角度思考，以不同面向去看待破壞海

洋的那些行為，用不一樣的觀點出發，激發保護海洋的意識，讓人人都是海洋守護

者。 

 

（二）教案概述 

1.高中、國中及國小組 

教案名稱 Sea the Life 

實施年級 高一 節數 
共  4  節，  200  分鐘。 
(請以1至4節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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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1.學生能從英文篇章中了解環境保育議題的重要性，並激起關心海洋生態的保

育之心。 

2.透過小組討論，找出保育海洋的不同方法，並透過實際的行動參與，減緩海

洋被汙染的速度。  

總綱核心

素養 

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討反省的素養，並以創新的態度與作為因應新的情境或問題 

U-B2 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之素養，進行各類媒體 識讀與批判，並能反思科

技、資訊與媒體倫理的議題。 

U-C1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良好品德、公民意識與社會

責任，主動參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與課程綱要對應之各領域學習重點 i i 

核心素養 

英 S-U-A2 具備系統性思考能力，善用閱讀策略，對文本訊息深入理解，應用

所學解決問題。 

英 S-U-C2 積極參與課內及課 外英語文團體學習活動，透過團隊合作，發展

個人溝通協調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英 S-U-C3 尊重生命與全球的永續發展。 

學習內容 Ae-Ⅴ-10 故事及短劇的內容與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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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Ⅴ-6  引導式討論。 

B-Ⅴ-13  談話或短文的摘要。 

學習表現 

3-Ⅴ-8  能了解故事的內容與情節。 

3-Ⅴ-13 能熟悉各種閱讀技巧（如擷取大意、推敲文意、預測後續文意）， 進行快速閱

讀並有效應用於廣泛閱讀中。 

與課程綱要對應之海洋教育議題 

核心素養 

海 A1 能從海洋探索中，建立合宜的人生觀，探尋生命的意義，並不斷精進，追求至

善。 

海 C1 能從海洋精神之宏觀、冒險、不畏艱難中，實踐道德的素養，主動關注海洋公共

議題，關懷自然生態與永續發展。 

學習主題 海洋生態之永續發展 

實質內涵 
海 U18 了解海洋環境污染造成海洋生物與環境累積的後果，並嘗試提出因應對策。  

海 U19 了解全球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熟悉或參與海洋保護行動。 

教學資源 軟硬體設備、學習單、高中英文－龍騰 B1 L5：The Life of a Plastic Bag 

教學架構 ORID教學法(附錄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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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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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可參閱教育部發布之「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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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請說明評量方式) 

 

------------------－第一節上課－------------------ 

 

學習目標： 

1.利用聆聽海浪聲的方式，勾起學生對於海洋的想像，引起學習動

機。 

2.比較「現實 vs.想像」中的海洋，使學生能意識到海洋保護的議題。 

 

學習活動： 

1.請學生閉上眼睛並引導其進行三次的深呼吸。 

 

2.播放3種不同的「海浪聲」，請學生仔細聆聽。 

①海底鯨魚聲（2：30-4：00）https://reurl.cc/jgdk6M 

②溫和海浪聲（4：30-6：00）https://reurl.cc/Kr6p2y 

③海浪拍打聲（4：45-6：15）https://reurl.cc/gzv0xQ 

 

3.請學生針對聽到的三種不同海浪聲，各寫出一句話或是一個詞來形

容海的樣子。 

 

4.教師邀請學生分享對於不同海浪聲的形容，並尋找學生回答中的共

通點，拉起學生間的連結。 

 

5.教師播放「海龜氣管拔出塑膠吸管全程實錄！」之短片（播至1：

10）https://reurl.cc/aNlV99，並展示海洋被汙染的圖片（附錄
2）給學生看，讓學生體會到想像中海洋的模樣與現實中海洋模樣的

落差。 

 

6.英文生難詞解釋：課前需要求學生預習課文內容與單字，故本節課

針對課文重要單字進行講解，而後再導入課文內

容。 

 

------------------－第一節結束－------------------ 

 

------------------－第二節上課－------------------ 

 

學習目標： 

1.利用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課文閱讀，並分組針對不同段落進行大意

摘要，使學生能學習到擷取與統整課文的能力。 

  

學習活動： 

1.教師由海洋汙染的議題引入，從塑膠袋的角度講解課文第一段。 

 

 

 

 

 

 

 

 

 

 

3min 

 

5min 

 

 

 

 

 

5min 

 

 

7min 

 

 

10min 

 

 

 

 

20min 

 

 

 

 

 

 

 

 

 

 

 

 

8min 

 

 

 

 

 

 

 

 

 

 

 

 

 

 

 

 

 

 

 

 

 

口語評量 

－小組討論 

 

 

 

 

 

 

 

 

 

 

 

 

 

 

 

 

 

 

 

 

 

https://reurl.cc/jgdk6M
https://reurl.cc/Kr6p2y
https://reurl.cc/gzv0xQ
https://reurl.cc/aNlV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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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前將全班先分為6組（每組6人），以小組討論的方式完成整張學習

單。而後由一、二組負責上台在黑板寫下第二段課文的問題；由

三、四組負責上台在黑板寫下第二段課文的問題；由五、六組負責

上台在黑板寫下第二段課文的問題。（學習單見於附錄3） 

 

3.教師針對學生在黑板寫下的回答進行檢討與比較。 

 

4.教師隨機抽點學生回答課本 p.108－Graphic Organizer之問題。 

 

 

5. Kahoot! 測驗：將課文中的重要單字及句子放入測驗中，對學生進

行評量。 

 

------------------－第二節結束－------------------ 

 

------------------－第三節上課－------------------ 

 

學習目標： 

1.透過「如果我是塑膠袋」的換位思考，更能深入地感受海洋保護議

題的重要性。 

2.藉由小組的討論與分享，擬定一個能保護海洋的實際行動方案並落

實行動。 

 

學習活動： 

1.教師根據前一堂課所討論之課文內容，引導學生於小組內討論塑膠

袋存在的意義。 

 

2.觀看 BBC News影片：塑膠袋應該如何幫助地球（3min）。 

（https://reurl.cc/ZjnWQa） 

 

3.教師提問：「How do you feel if you are a plastic bag？」，引

導學生換位思考，想一想常常被利用完就馬上丟棄的塑膠袋之感

受。 

 

4.除了塑膠袋的感受，教師更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若自己是塑膠

袋，會希望人類怎麼做來幫助自己逃離悲慘的一生？」 

 

5.藉由上則問題的回答，請學生擬定各組別的保護海洋行動方案或深

入探究海洋與環保議題，於一週內完成，並於下一堂課時展現行動

成果。（呈現方式不拘，照片、影片、海報紀錄皆可） 

 

------------------－第三節結束－------------------ 

 

------------------－第四節上課－------------------ 

 

學習目標： 

1.落實海洋保護之行動方案，實踐海洋保護之精神。 

15min 

 

 

 

 

7min 

 

10min 

 

 

15min 

 

 

 

 

 

 

 

 

 

 

 

 

 

5min 

 

 

3min 

 

 

12min 

 

 

 

10min 

 

 

20min 

 

 

 

 

 

 

 

 

 

口語評量 

－小組討論 

 

 

 

 

 

口語評量 

－課堂參與表達 

 

Kahoot！ 

網路平台測驗 

 

 

 

 

 

 

 

 

 

 

 

 

口語評量 

－小組討論與發表 

 

 

 

 

 

 

 

 

 

 

 

口語評量 

－小組討論與發表 

 

 

 

 

 

 

 

 

https://reurl.cc/ZjnW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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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享海洋保護行動方案之實踐過程與成果，展現保護海洋生態的決

心，同時訓練上台說話的能力。 

 

學習活動： 

1.各小組（共6組）上台分享行動方案實施成果：報告時需呈現海報、

行動方案實施之照片，及其他可以展現成果之任何媒材。 

 

2.各小組給予其他組別正向回饋。 

 

3.教師進行總結，並回饋各小組之行動方案成果。 

 

------------------－第四節結束－------------------ 

 

 

 

 

 

36min 

 

 

10min 

 

4min 

 

 

 

 

實作評量 

－成果海報與發表 

 

 

 

 

 

 

 

 

（四）教學實踐、教學省思、成長與建議 

教學實踐情形與成果 

1.實際教學時，教師請學生課前預習，進行分組討論課文學習單，雖教師已針對課文生難字詞講解

且對第一段進行示範，然解釋字詞時，未特別對全文文意理解加以說明，於是直接讓學生分組討

論時，易產生文意理解困難等情形。因此，分組討論學習單前須建立好足夠的學習鷹架，且要求

學生達成任務之指導語須清楚明確(如小組成員該做何事)，且若時間允許，可帶領全班學生閱讀

文章。 

2.因本教學設計最後讓學生產出自己的保護海洋行動方案，教師先行示範海報讓同學有大方向可以

依循，不僅身教，也能製造課堂間有趣的互動。 

3.成果發表會的總體表現與原訂的「海洋保護行動方案」豐富許多，學生不僅實踐之，更從分析塑

膠製造的根源，到創意呈現「海龜與水母」的故事，從學生的日常生活中，發掘原來「環保」離

我們很近。 

教學省思、成長與建議 

1.教師們一開始接觸海洋議題都很陌生，因此在搜尋資料的過程中不斷加值自己對於海洋議題的知

識量，以及發現海洋教育當中亦有核心素養的存在，經過無數次彼此討論其核心概念與內涵，才

真正確立三位教師正確理解海洋教育之核心素養。理解海洋教育的核心素養後，接下來是素材的

選取，因三位教師皆來自於不同領域，在取材方面上至海洋文化、下至戲水安全等過於多元，一

時難以聚焦主題。後來我們以學生生活經驗出發，藉由英語文領域內既有的單元進行教案發想，

融合有別於學生過去學習經驗的活動設計（如聆聽海浪聲想像海洋），使學生能初步對海洋環境保

護等議題有基本概念。 

2.議題融入教育是新課綱推動的焦點，學生對於19項議題縱然不是特別熟稔，卻也略知一二，於是

教學的重點在於「喚起學生的情感經驗」，因此教學活動中，運用學生的五感，使其重新思索自身

對於海洋的想像，與現實情況的對比與落差，更能意識到議題的重要性。經由此次教案設計，教

師能適切地篩選素材，並以貼近學生生活經驗作為教學起點，不僅是教學議題的入門，也藉由這

次機會與學生共同成長。 

3.學生過往較少接觸議題類型的課程，故教師在設計教案時，宜給予多一點的前導活動，且避免落

入學科本位的思考模式、斷裂式地教授學科知識，而是要在議題教學中設定學生能達成的學習目

標，以質性評量（如教師口頭綜合評量）兼量化評量（同儕互評）的方式，對學生的學習表現給

予正面回饋。誠如本班的表現，雖與原先設定之「海洋保護行動方案」教學目標有落差，然而可

以從中看出學生收集資料、統整分析的能力，甚至在台上也毫不怯場，都是當時設定學習表現

時，教師們意想不到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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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附錄資料 

一、附錄清單說明： 

1.附錄1：ORID 教學法。 

2.附錄2：海洋被汙染的圖片。 

3.附錄3：課文閱讀學習單。 

4.附錄4：學生作品。 

5.附錄5：成果發表會大合照。 

6.附錄6：教學影片（1-7） 

 
二、附錄內容： 

附錄1 

 

1. O：Objective，客觀、事實，指學生觀察到的客觀事實。 

2. R：Reflective，感受、反應，根據前項客觀事實，學生產生的感受及反應。 

3. I：Interpretive，意義、價值、經驗，依前項之感受與反應，學生反思對於議題之於自身的意

義及價值為何。 

4. D：Decisional，決定、行動，學生意識議題之於自身的意義及價值後，願意做出的改變與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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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海洋被汙染的圖片 

 
 
 

 
 
 
 
 
 
 
 
 
 
 

 

 

 

 

 

 

 

 

 

 

 

 

 

 

 

 

 

 

 

 

圖片來源： 

1. https://reurl.cc/1ogqaW  

2. https://reurl.cc/ZjQv5l 

3. https://reurl.cc/DZvEQ5 

 
 
 
 
 
 

https://reurl.cc/1ogqaW
https://reurl.cc/ZjQv5l
https://reurl.cc/DZvE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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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學生作品 

 
1.聽海浪聲音寫下對海洋的描述 

 

     

 
 

           
 
 

 
 
 
 
 
 
 
 
 
 
 
 
 
 
 
 
 
 
 
 
 
 
 
 
 
 
 
 
 
 
 
 
 
 
 
 
 
2.課文閱讀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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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