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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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炎秋 

教案名稱 海洋是我最好的玩伴 徐國鈞 

教學領域  
(或科目) 全球議題探索—海洋休息及資源永續 彭琪惠 

教學理念   

1. 從海洋的面向來思考海洋教育可以帶給學生怎樣的知識及啟發 

2. 從教育的內涵讓學生可以逐步由「知海」而「親海」，最後能「愛海」 

3. 讓學生能了解自己的存在條件， 理解到自身的「處境」與能對海洋做出什麼

「影響力」 

 

（二）教案概述 
1.高中、國中及國小組 

教案名稱  海洋是我最好的玩伴 

實施年級  高中一年級 節數  共 2 節， 100 分鐘。(請以1至4節課設計) 

課程類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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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 
■校訂必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學習目標 

1.學生可從規劃海洋休閒活動培育收集資訊及規劃行程的能力。 

2.認識海洋的豐富與多樣性，養成尊重與了解海洋議題的態度。 

3.引發學生同理心，正視海洋環境汙染的嚴重課題。  
4. 鼓勵學生從事海洋休閒活動之時，也能察覺海洋環境所受到的威脅並進行探究活動。 

總綱核心

素養 i i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等。 

與課程綱要對應之各領域學習重點 i i 

核心素養  

社-U-A3 對人類生活相關 議題，具備反省、 規劃與實踐的素 養，並能與時俱進、創新 
               應變。 
社-U-B2 善用各種科技、資訊、媒體，參與公共事務或解決社會議題，並能對科 技、 
               資訊與媒體的 倫理問題進行思 辨批判。 
科 S-U-C3 善用科技工具，主動關懷科技未來發展趨勢，反思科技在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解的角色。 

學習內容  
歷 G-IV-2 從主題挑選適當課題深入探究，或規劃與執行歷史踏查或展演。 
地 Ab-IV-2臺灣主要地形的分布與特色。 
公 Bl-V-1 政府有什麼資源？如何決定資源的用途？ 

學習表現  
社 3b-IV-1適當選用多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相關的資料。 
3d-II-1探究問題發生的原 因與影響，並尋求解 決問題的可能做法。 
2a-Ⅲ-2表達對在地與全球議題的關懷。 

與課程綱要對應之海洋教育議題 i 

核心素養  海 A3 能規劃及執行海洋活動、探究海洋與開發海洋資源之能力，發揮創新精神，增進  
          人與海的適切互動。 



第2頁  共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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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能以海納百川之包容精神，建立良好之人際關係，參與社會服務團隊。 
學習主題  海洋休閒、海洋資源與永續。 

實質內涵  
海 U1熟練各項水域運動，具備安全之知能。 
海 U2 規劃並參與各種水域休閒與觀光活動。 
海 U18了解海洋環境污染造成海洋生物與環境累積的後果，並提出因應對策。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電子白板、個人 ipad、學習單、影音短片、投影筆。 

教學架構 

 
 
 
 
 
 
 
 
 
 
 
 
 
 
 
 
 
 
 
 
 
 
 
   分析本課程設計兩個單元，「我玩海，我驕傲」、「保護海洋知多少？」的學習目標概念

如下： 

                     「我玩海，我驕傲」/第一節課 
學習目標概念分析： 

引發學生對海洋休閒的認識及熱情 

透過親自設計「玩海行程」，幫助學生提升規劃與執行的能力 

 

                      「保護海洋知多少？」/第二節課 
學習目標概念分析： 

培養學生保護海洋的意識，幫助學生思考，並從自身改變開始 

透過微電影拍攝，讓學生深知海洋的危機，認識海洋的汙染種類 

 

1. 預期成效：希望透過「海洋議題」這個微課程，協助學生認識及關心海洋，海洋問

題並非顯而易見，願能藉由親自規畫「海洋休閒」的方式，讓學生正視海洋汙染的

嚴重性，達到「寓教於樂」的目標。 

2. 課堂前的提醒：在第一堂課時，會先跟學生解釋課程的目的是為了享受及保護海

洋，並協助思考「享受」跟「保護」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享受」跟「保護」海洋

海洋休閒 

海洋議題 

海洋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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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的未來有什麼影響？跟我的學習有什麼關聯？ 

3. 課前預備：先在網路搜尋有哪些海洋休閒活動種類，並至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查

詢《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條文內容。 

4. 教學如何準備：在設計海洋議題的課程前，先跟校內老師討論課程主題及內容。在

設計相關教材內容的時候，也會先跟學生先行討論課程的意向。 

 

（三）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請說明評量方式) 

學習目標:1.藉由介紹海洋休閒活動方式逐步引發學生對保護海洋環境 

           議題的關心及重視。 

         2.介紹規劃海洋休閒活動時須注意的事項，協助學生在規劃        

           海洋休閒活動同時，瞭解該項活動是否會影響海洋環境， 

           進而思考保護海洋環境的相關議題。 

                 3.鼓勵學生尋找保護海洋環境的相關資訊與題材，並規劃相 

           關行動，訓練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4.透過學生在課堂上及影音平台上分享自己在閱讀保護海洋 

           環境相關議題的資料後之心得，以及在此前提下所設計的 

           海洋休閒活動相關成果作品，讓全班學生瞭解進行海洋休 

           閒活動的同時，保護海洋環境不是口號或書面資料探討， 

           最重要的是必須融入生活並採取行動。 

 

學習活動: 「我玩海，我驕傲」/第一節課 

實施流程：引起動機→核心提問→認識海洋休閒→反思問題1→觀看

影片→反思問題2→規劃海洋休閒活動設計行程→感想與回應 

 

1.引起動機(學習目標)： 

學生是否認識或玩過海洋休閒活動？家中是否有親戚朋友從事相關工

作？同學對海洋休閒活動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2.發展活動(學習內容)核心提問： 

海洋休閒活動是什麼？有多少種種類？哪些人會從事相關活動？ 

 

3.認識海洋休閒： 

介紹海洋休閒活動種類大致可分為「運動型」、「遊憩型」、「觀光型」

三種，並且透過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介紹《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

法》讓學生知悉。 

 

4.反思問題1：在台灣從事海洋休閒活動時，可能會遇到那些問題與挑

戰？又會如何解決問題？(學生如果答不出來，則讓學生從生活經驗中

想像自己在從事水上活動時，會遭遇到什麼挑戰？從而引發學生的經

驗共鳴) 

 

5.觀看影片：«公共電視-我們的島，【親海教育】揚帆前進 (第924集 

2017-09-25)»，向學生介紹現在台灣在休閒運動方面所推廣的帆船運

 

 

 

 

 

 

 

 

 

 

 

 

 

2分鐘 

 

 

 

3分鐘 

 

 

5分鐘 

 

 

 

5分鐘 

 

 

 

 

10分鐘 

 

 

 

 

 

5分鐘 

 

 

 

 

 

 

 

 

 

 

 

 

 

 

評量方式： 

過程評量 

反思問題1：邀請

同學回想自己親身

經驗，在個人 ipad

上寫下從事海洋休

閒活動時可能會遇

到的挑戰？然後上

傳到雲端作業本 

 

 

反思問題2：我可

以從事什麼海洋休

閒運動？ 

 

 

實作評量 

請學生寫下海洋休

閒活動行程設計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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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以低耗能、低污染的方式，親近海洋。在文化技藝傳承方面，

則正著手復興傳統帆船工藝，要找回古老的航海智慧，進而引發學生

對海洋活動的興趣及熱情。 

 

6.反思問題2：我可以從事什麼海洋休閒運動？原因為何？ 

 

7. 規劃海洋休閒活動設計行程：為了鼓勵同學自行針對有興趣的海洋

休閒行程進行規劃活動，並將自己當作一位旅遊規劃師，每個人擬定

一張旅行設計單，內容包含：(1)行程規劃 (2)行程路線 (3)住宿安排 

(4)風險管理 (5)成本分析等。 
 

8.感想與回應：詢問學生今天上完課後對海洋議題的感受，並邀請學

生分享心得與想法。 

 

 

        「保護海洋知多少？」/第二節課 
實施流程：引起動機→核心提問→瞭解海洋危機所在→「保護海洋」

微電影製作說明→各組任務說明(製作組、攝影組、剪輯組)→感想與

回顧 

 

1.引起動機(學習目標)： 

對於海洋汙染，學生知道的有哪些？海洋汙染跟生活在陸地的我們有

什麼切身關係？同學對海洋的汙染源有什麼看法？ 

 

2.發展活動(學習內容)核心提問： 

海洋汙染是什麼？目前海洋汙染的程度有多嚴重？海洋汙染對動物及

植物的影響？ 

 

3.瞭解海洋危機所在： 

講解海洋危機目前為大眾所重視的是「過漁」、「海洋酸化」、「海洋漂

流物」三大類，而海岸地帶人工化（堆置消波塊、建造堤防等）的問

題在近年也時常被檢討，如何持續宣導且更進一步從源頭解決問題，

是本課程的核心目標。 

 

4.「保護海洋」微影片製作說明： 

製作以海洋議題為主題之創作短片，期由學生透過製作影片發掘臺灣

海洋問題，並從不同角度對海洋議題持續關注。 

 

5. 各組任務說明(製作組、攝影組、剪輯組)： 

製作組：進行短片之製作，主題範圍： 

(1)之前課程內有感觸之海洋危機議題； 

(2)和海洋汙染相關的報導或故事； 

(3)探討如何保護海洋之方法及策略。 

 

攝影組： 

繳交1-3段影片，每段影片至少50字說明(我感受到什麼？我發現什

麼？我學到什麼？)，範圍： 

15分鐘 

 

 

 

 

5分鐘 

 

 

 

 

 

 

 

 

 

2分鐘 

 

 

 

3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7分鐘 

 

 

 

 

 

 

 

 

 

 

 

 

 

 

 

 

 

 

 

 

 

 

 

 

 

 

 

 

 

 

 

 

 

評量總類： 

過程評量 

老師與各組學生討

論想要深入探討的

方向和主題，並協

助每一組學生尋找

相關的資訊。 

 

 

 

實作評量 

請學生於課程結束

後一周內，交出製

作好的微電影，以

利後續安排在課堂

上觀賞分享及講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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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己拍的影片 

(2)跟海洋危機或海洋污染議題相關 

(3)不能用網路上搜索的影片 

 

剪輯組： 

每組剪2-3分鐘影片 

 

6.感想與回顧 

回顧這兩堂課程，幫助學生總結到目前為止，對於海洋的認識、思

考，與接觸的感想整理 

 

8分鐘 

 

 

 

（四）教學實踐、教學省思、成長與建議 

教學實踐情形與成果  

1. 學生對於海洋議題從原本的一知半解到具備基本認識，部分學生甚至是充滿熱情及責任感，能主

動參與淨灘活動並分享經驗，讓備課許久的老師深深感覺到付出是值得的。 

2. 在旅遊行程規劃單元，同學因為之前沒有類似的經驗，所以規劃出來的行程參差不齊，差異很

大，後來拿了幾份金甌觀光科同學設計的旅遊 DM 給學生參考，學生修改之後，內容品質提升很

多。 

3. 上第二堂課時因剛好碰到新冠疫情而實施線上教學，故老師在跟學生互動以及同學們之間的互動

上會感到比較有些困難，尤其是無法在線上實施分組討論這部分比較棘手。 

4. 部分學生對製作影片的方法及技巧不太孰悉，主動去請教金甌多媒科的同學，而後製作成的微電

影質量真的令教師們刮目相看，除了展現不同科別學生的能力之外，以後可以考慮跨藝術學群合

作。 

教學省思、成長與建議 

1.  學生回饋希望能有更多的非室內課程，可以考慮增加戶外海洋學習設計，例如到淡水漁

人碼頭，或是參觀長榮海事博物館。  
2. 本學期很可惜因為疫情實施線上教學的緣故，少了參訪課程及親身戶外踏查的機會。 

3. 不少學生對於『綠色和平』非營利組織感興趣，因此之後的課程設計會思考邀請『綠色和平』組

織的成員或是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TAMEE 的講師參與其中一堂課程的可能性。希望藉由

這些成員分享在台灣保護海洋的經驗，讓學生更明白海洋不但是最好的玩伴，更是台灣人民生活

上重要的夥伴。 

4. 規劃把本次課程內容和思考的部分轉化成桌遊，或是利用 Quizlet 等學習軟體設計成互動式學習

活動，以提升學生參與的動力和課程的趣味性。 

5. 觀看影片之前，如果可以事先提供學習單題目，將更能提升學生看完影片之後的思考與整理。 

 

（五）附錄 

附錄資料 

一、附錄清單說明: 

(一)玩海旅程設計單: 一份 

(二)學生設計單作品: 一份 

(三)學生微電影作品: 一份 

(四)評量評分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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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錄內容: 

(一)玩海旅程設計單: 

 

 

                        

 

 

 

 

 

 

 

 

         

 

         

                                                                                   

 

 

 

(二) 

學生設計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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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微電影作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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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量評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