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職海洋教育補充教材教學單元教案設計 

海洋文化─古典與奇幻的海洋想像─錢琦〈泛海歌〉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教師 

李啟嘉老師 

 

壹、 設計理念：(含背景、緣起、類型等….) 

普通高級中學國文課程綱要，迭經討論與修訂，將於 101學年度正式施行。

觀察現行各版本高中國文課本選文及課綱所提供參考文言選文 30 篇，台灣古典

文學選文以散文為主，對於海洋主題也僅略為涉及。至於現代文學選文中，以海

洋為主題者，率以廖鴻基、夏曼‧藍波安為主，文類皆為散文，呈現出當代視角

下深刻的海洋經驗。因此，本單元特地選擇清代遊宦文人錢琦所寫的長篇歌行〈泛

海歌〉，作為補充教學教材。一方面指引學生閱讀不同文類的海洋書寫作品，一

方面則可以探索漢族先民面對於茫茫大海，如何透過傳統神話、歷史加以連結綰

合，呈現奇幻想像，建立起自身的海洋記憶。 

經由錢琦的作品，使學生閱讀的海洋書寫作品往前代延伸，建立起歷史縱

深；古體歌行的書寫模式、典故運用，呈現出不同於當代的海洋文學意象。值得

指引學生探索。另一方面，由於媒體與出版推波助瀾，時下學子對於日、韓、歐

美的奇幻文學作品如數家珍，透過本單元設計，希望帶領學生重新了解華文傳統

或台灣本土的神話、傳說，建立起自身較深厚的文化記憶。 

由於〈泛海歌〉篇幅甚長，可以節選部分，結合課本中現代海洋文學作品、

台灣古典文學選文抑或樂府詩選等篇章，作為補充選文，透過相互比對，觀察時

代、族群、地域、主題、文類、意象的異同。 

 

貮、教學資料 

科目名稱 國文科 

活動名稱 

或 

單元名稱 

古典與奇幻的

海洋想像─錢

琦〈泛海歌〉 

設計者 李啟嘉 

海洋教育 

主題軸 
海洋文化 實施對象 

高中 

二年級學生 

活 動 時

間 
共 3節(150分鐘) 



基 本 能 力

指標 

 

科目能力指標: 

「國文」課程目標 

二、藉由各類文學作品之欣賞、思考

與創作，以開拓生活視野，關懷生命

意義， 

培養優美情操，提升表達能力。 

三、藉由文化經典之研讀，與當代環

境對話，以理解文明社會之基本價

值，尊重多元精神，啟發文化反思能

力。 

 

「區域文學選讀」課程目標 

二、呈現文學在地性，激發學生對鄉

土的認知與感情。 

 

海洋教育能力指標: 

3-5-4 察覺生活中與海洋相關之生活

體驗與文化。 

3-5-5 分析海洋文學與海洋文化之間

的關連性。 

3-5-7善用各種寫作技巧及文體，創作

以海洋為背景之文學作品，表達自己

對海洋之瞭解與情感。 

3-5-9應用藝術的知識與經驗，利用各

種媒材與技巧，創作以海洋為內 

容的作品，表達自己的觀念與情感並

表現個人的獨創性。 

教 學 目

標 

 

1. 了解作者錢琦的

生平及清代遊宦

文人對臺灣風土

與海洋的印象。 

2. 了解歌行體的體

裁格式與表現風

格。 

3. 了解作品中所涉

及 的 神 話 、 傳

說、歷史原型及

文 學 中 的 再 創

作。 

4. 能進一步探索台

灣先民開拓過程

中 對 海 洋 的 理

解、想像與民俗

信仰的淵源。 

5. 能分辨古典文學

與現代文學中海

洋書寫的不同特

色。 

6. 能利用多元的媒

材，對傳統海洋

神話、傳說、歷

史再創作，並對

同學發表。 

教材來源 

 

科目教材單元: 

 

錢琦〈泛海歌〉，詩題又作〈泛海〉 

收於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藝文〉，又收錄於蔣鏞《澎湖續編》

〈藝文〉、連橫《臺灣詩乘》、陳漢光《臺灣詩錄》。另可於《全臺詩‧

全臺詩智慧資料庫》(http://xdcm.nmtl.gov.tw/twp/b/b02.htm)

中搜尋。 

教學方式 講述法、討論法、發表教學法 

http://xdcm.nmtl.gov.tw/twp/b/b02.htm


主 要 教 學

設備/資源 

1. 《台灣古典詩詞讀本》，曾進豐等著，五南出版，2006年 9月。 

2. 《台灣古典詩詞讀本析賞》，陳春城，河畔出版社，2004年 8

月。 

3. 《台詩三百首：台灣古典詩選台華雙語注音讀本》，楊青矗，

敦理出版，2003年 8月。 

4. 《台灣詩選注》，陳昭瑛著，正中書局出版，1996年 2月。 

5. 《台灣詩史》，廖一瑾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1999年 3月。 

6. 《圖說山海經》，王紅旗解說，孫曉琴繪圖，尖端出版，2006

年 7月。 

7. 《新譯山海經》，楊錫彭譯注，三民書局出版，2006年 1月。 

8. 《中國神話世界》上、下編，王孝廉著，洪葉文化出版，2006

年 1月。 

9. 《流傳千年的中國神話故事》，鍾怡陽著，知青頻道出版，2010

年 9月。 

10.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孫大川總策劃，林志興等故事

採集，陳建年等繪，新自然主義出版，2006年 8月。 

11. 《先秦兩漢東海神話研究》，傅仕欣撰，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

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12. 《台灣神話傳說與故事中的海洋文化研究》，周育聖撰，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與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13. 《全臺詩‧全臺詩智慧資料庫》

(http://xdcm.nmtl.gov.tw/twp/b/b02.htm) 

14. 雲門舞集《薪傳》DVD，金革唱片。 

15. 明華園歌仔戲團《蓬萊大仙》DVD，佳譽國際。 

16. 明華園歌仔戲團《超炫白蛇傳》DVD，佳譽國際。 

 

 

 

參、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準備)內容 時間 教學資源/媒體 評量(方法、標準) 

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 

1. 蒐集〈泛海歌〉中所涉

神話、傳說、歷史的圖

樣與文獻。 

2. 準備教學投影片 

3. 剪輯明華園歌仔戲《蓬

240’~360’ 

(依所掌握文

獻及媒材熟

悉度不等) 

 

 

 

書籍 

網路 

簡報軟體 

影音剪輯軟體 

影音資料 

投影設備 

 

 

http://xdcm.nmtl.gov.tw/twp/b/b02.htm


萊大仙》、《白蛇傳》、

雲門舞集《薪傳》舞碼

段落各約 5至 10分鐘。 

4. 閱讀相關神話研究專

著。 

5. 作業、學習單設計 

 

學生準備: 

1. 閱讀課本相關選文 

2. 蒐集海洋神話文本 

 

 

 

 

 

 

 

60’~120’ 

 

 

 

 

 

 

 

書籍 

網路 

發展活動    

第一節    

活動一：神鬼奇航 

播放預先剪輯明華園歌仔

戲《蓬萊大仙》悟上蓬萊

一幕、《白蛇傳》水漫金山 

一幕 

5’ 剪輯影音 學生專心欣賞 

教師隨機背景說明 

觀賞後學生自由發表

體會 

活動二：婆娑之洋 

播放雲門舞集《薪傳》渡

海一段 

 

5’ 剪輯影音 學生專心欣賞 

教師隨機背景說明 

觀賞後學生自由發表

體會 

活動三：宇宙洪荒 

教師介紹《山海經》、《淮

南子》中所記述的海洋神

話。 

10’ 教學簡報 

附件一 

教師講述 

學生專心聆聽 

活動四：耳目一新 

教師介紹清代台灣遊宦作

品中書寫台灣風土與海洋

的特色 

10’ 教學簡報 

附件二 

教師講述 

學生專心聆聽 

活動五：放情長言 

教師介紹歌行體的形式、

風格與重要作家，並隨機

帶領學生複習詩歌體裁觀

念。 

10’ 教學簡報 

附件三 

教師講述 

師生隨機答問過去所

學習的詩歌體裁知識 

活動六：北溟有魚 

教師講解〈泛海歌〉文本

作者、主題、作品大致全

貌 

10’ 

 

 

 

 教師講述 

學生專心聆聽 

 



第二節    

活動六：北溟有魚 

教師講解〈泛海歌〉文本 

 

教師交代學生蒐集海洋相

關的神話、傳說進行再創

作，分組合作完成作品 

45’ 

 

 

5’ 

教學簡報 

教學講義 

附件四 

附件五 

 

學習單 

附件六 

延續上節 

教師講述 

學生專心聆聽 

 

學生設計作品，並記

錄於學習單上。 

綜合活動    

由學生發表分組作品，再

由師生共同回饋 

50’ 投影設備 

影音設備 

 

學生繳交作品並分組

展示、演出。 

彼此互評表現。 

 

肆、教學的實施、省思或建議 

 

當今高中國文課本中有關海洋議題的選文，以現代作品為主，因而多數教

學者與學生對於古典文學中的海洋題材均感陌生。以本教案選文而言，錢琦其人

與〈泛海歌〉之作，除非特意涉獵，否則所知有限。其中遣詞用字、典故鎔鑄都

有一定的難度，容易讓人望之卻步，可是，也因此很容易錯過這個相當有趣的題

材，殊為可惜。 

筆者反思，當今高中國文教學，仍不免受限於傳統的考試取向，加上授課

堂數有限，只能多措意於字詞運用、文字技巧。因此本補充教材的設計，則希望

教學者，可以在必要的字詞說解、探析之外，可以深入連結神話、傳說、歷史元

素，引導學生探索文本的文化背景，導入時下流行的奇幻題材。教學者如果行有

餘力，甚至可以結合多元的媒材，如電影、動畫、音樂、電玩、舞台劇、傳統戲

曲……等等，激發學生的想像像空間，觸動學生對於文藝的興趣。 

在教學中，教學者可以進一步帶領學生思考，古代文人對於海洋的描寫，

何以多結合神話、想像題材，反映出先民心中何種的海洋圖像與海洋經驗。而身

為後裔的現代台灣人，是否仍然延續了這樣的海洋記憶，成為我們面對海洋時一

種先驗的預設角度。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本教案經試教觀摩後，觀察者曾建議，在教學設計中引起動機的部分，材

料較多，時間分配也較長，恐有喧賓奪主，頭重腳輕的問題，因此筆者已略家調

整。不過，教學之妙，在乎一心，傳統國文教學以範文為核心的教學模式，未嘗

不能適時權變，如將本教案所選範文，視為教師從事海洋議題教學的題材或活動，

而非核心，其實亦無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