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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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衛太湖大作戰－獨木舟航行  設計者姓名  

金湖國小  

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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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領域  

（或科目）  

健 體 領域、

綜 合 領域、

海洋教育  

與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

(SDGs)之連結 

目標 3.良好健康與福祉 

目標 6.潔淨水與衛生 

目標 14.海洋生態 

（二）課程模組概述 

課程模組名稱 保衛太湖大作戰－獨木舟航行  

實施年級 國小高年級  節數 共 280 分鐘。 

課程類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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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課程設計理念 
透過獨木舟運動增加運動成功經驗並能學習與他人溝通互動協調，觀察體會

自己所處的環境和土地，嘗試改善環境面臨的問題，守護家鄉的美好。 

學習目標  

1. 學習並熟悉獨木舟的划行技巧及水上運動的安全防護知識完成水上任

務。 

2. 透過不同小組任務，培養能勇於主動積極、接受挑戰的學習態度，並學習

主動聆聽及看見他人的需求，主動的詢問協助，以合作達成團體共同目

標。 

3. 從不同的活動當中欣賞他人的優點，學會正向鼓勵及提出具體的改善建

議。 

4. 藉由航行太湖環境，觀察太湖周邊環境，察覺環境中需要改善及待解決的

問題，並提出合適的解決方法，學習珍惜這塊土地所擁有的美及善，跟自

己的土地產生更多的情感連結。 

教學資源  獨木舟、槳、救生衣、學習單、紙、筆 

總綱核心素養 2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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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程綱要對應之各領域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

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健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

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健體-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斷能力，理解並遵

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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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E-C2 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學習尊重他人，增進人際關係，與團

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 

學習表現  

綜合領域 

2b-III-1 參與各項活動，適切表現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協同合作達成共同目

標。 

3d-III-1 實踐環境友善行動，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 

健康與體育領域 

1c-III-1 了解運動技能要素和基本運動規範。 

2c-III-2 表現同理心、正向溝通的團隊精神。 

2c-III-3 表現積極參與、接受挑戰的學習態度。 

學習內容  

綜合領域 

Bb-III-2 團隊運作的問題與解決。 

Bb-III-3 團隊合作的技巧。 

Cd-III-2 人類對環境及生態資源的影響。 

健康與體育領域 

Cb-III-1 運動安全教育、運動精神與運動營養知識。 

Cb-III-3 各項運動裝備、設施、場域。 

Cc-III-1 水域休閒運動進階技能。 

與課程綱要對應之海洋教育議題 

核心素養  

海 A1 能從海洋探索與休閒中，建立合宜的人生觀，探尋生命意義，並不斷精

進，追求至善。 

海 A2 能思考與分析海洋的特性與影響，並採取行動有效合宜處理海洋生態與

環境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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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海洋的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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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喜歡親水活動，重視水域安全。 

海 E3 具備從事多元水域休閒活動的知識與技能。 



3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與產業。 

（三）課程模組課程設計 

課程主題名稱：保衛太湖大作戰－獨木舟航行 

學習活動  
備註（教學場域、教學資

源、學習效果評量方式）  

一、  報到、分組、開場（ 20 分鐘）  

1.  開場。  

2.  參加學生共 30 人。每組 6 人為一小隊，共分為

5 個小隊。  

3.  每一小隊分配一艘獨木舟與一位帶領教師。  

4.  環境介紹，參加活動注意事項。  

(1)  太湖周邊環境介紹。因太湖屬水源保護區，下

水前皆須經過申請，請學生留意避免個人物

品或垃圾掉入湖中。  

(2)  注意事項：救生衣務必全程正確穿著、提醒學

生適時補充水分及防曬、身體不適立即反應。 

二、  破冰活動（ 20 分鐘）  

1.  透過破冰學習單（如附件一），讓金湖國小和古

寧國小學生彼此熟悉，共同完成今天的挑戰與任

務。  

2.  過程中盡可能找不同校的學生填寫，找師長填寫

也可以。  

三、  獨木舟過五關（如附件二）（ 40 分鐘）  

1.  關卡 1：認識獨木舟。  

(1)  認識獨木舟的船頭、船尾、安全繩、甲板及

座艙等等構造及其功能。  

2.  關卡 2：正確穿著救生衣。  

(1)  扣上安全扣 (胸扣及跨扣 )。  

(2)  檢查救生哨有無被胸扣擋住。  

3.  關卡 3：合作搬運獨木舟。  

(1)  四個人一起拉安全繩。  

(2)  繞行目標物一周。  

(3)  船底部不能碰到地板。  

(4)  互相提醒不責怪。  

4.  關卡 4：正確上下船。  

(1)  有人扶船有人給槳。  

(2)  後面先上再換前面。  

教學場域：室內或戶外皆可 

 

 

 

 

 

 

 

 

 

 

教學場域：室內或戶外皆可 

學習效果評量方式：90%學生

能完成學習單  

 

 

 

教學場域：室內或戶外空曠的

空間 

學習效果評量方式：80%學生

能對獨木舟有基本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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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扶船。  

(4)  安全下船。  

5.  關卡 5：陸上操槳。  

(1)  手肘約成 90 度。  

(2)  槳面朝後。  

(3)  槳葉入水再向後划。  

6.  上述 5 個關卡分別分布在活動場地的五處，由各

小組學員進行分組闖關，每個小組需通過關主的

的考驗才能順利完成關卡。  

7.  每關進行 6 分鐘，時間到即換關卡。  

四、  下水任務一（ 40 分鐘）  

1.  任務：同一個小隊持有相同的闖關卡，每小隊共

持有不同的闖關卡，各小隊需在指定時間內將手

中的闖關卡跟別的小隊交換，蒐集的越多不同的

闖關卡積分越高。  

2.  水中另有一艘魔王，由教師擔任，下水後須躲避

魔王的獨木舟，不可被魔王的槳碰到，被碰到的

小組要把槳舉高暫停 10 秒才可繼續行動。  

3.  全部的獨木舟下水後，直到聽到岸上指令，才可

以開始進行本次的交換任務。  

4.  順利換到所有闖關卡可先回到岸邊由同小隊協

助上岸，同組成員輪流下水。  

5.  時間終了，全部的獨木舟皆須上岸，並由同組隊

員互相保護，安全上岸。  

6.  小隊內角色交換，進行第二、第三次任務。  

五、  觀察體驗發表（ 20 分鐘）  

1.  第一次任務結束，由教師帶領同學發表剛才下水

過程中的發現及五感體驗。  

2.  教師提問，為什麼太湖的周遭有立了一些禁止釣

魚和禁止游泳的立牌 ? (因為太湖是水源保護區，

主要供應金湖地區的民生用水 ) 

3.  教師分享之前上課時，在太湖裡面有發現很多死

魚、紅火蟻和一些人工垃圾。另外也是歐亞水獺、

許多鳥類的重要棲地。教師提問，這些死魚和垃

圾會不會影響動物的生存環境 ?透過提問引導學

生思考如何保護水源區及其生活的動植物  

4.  另外討論小組合作之間的表達方式，並統整如何

順利幫助同組組員上岸及下水。  

 

 

 

 

 

 

 

 

 

 

教學場域：開放水域 

學習效果評量方式：90%學生

能互相幫助上下獨木舟並能盡

力完成交換的任務 

 

 

 

 

 

 

 

 

 

 

 

教學場域：室內或戶外皆可 

學習效果評量方式：80%學生

能發表觀察結果，並能聆聽其

他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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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休息（ 80 分鐘） ------------  

六、  介紹 DF C 挑戰，填寫學習單 1-3 題 (如附件三 )

（ 20 分鐘）  

1.  教師復習太湖水域的獨特性，包含水源保護區，

動物棲地等。接著說明今日的 DF C 挑戰任務。  

2.  同組成員共同討論今日所觀察的環境或獨木舟

體驗過程中最有印象的三個與環境有關的關鍵

字。  

3.  從關鍵字中找出一個最想要解決的問題。  

4.  推測這個問題可能發生的原因。  

七、  下水任務二（ 50 分鐘）  

1.  走到下水點，互相檢查救生衣穿著是否正確。檢

核完畢才能下水。  

2.  同組成員輪流下水橫渡太湖，欣賞太湖風光。  

3.  在橫渡過程中練習獨木舟定位並思考學習單中

的 4-5 題。  

4.  同一小隊等待過程中也能討論或思考學習單上

的問題。  

八、  接續 DF C 挑戰 4-5 題 (如附件 )（ 20 分鐘）  

1.  同組成員共同思考如何解決最想要解決的問題，

並想出一個點子。  

2.  如果問題被解決了，那麼會變成什麼畫面呢 ?試

著想想美好的畫面。  

3.  完成學習單。  

4.  分組分享今日成果。  

5.  太湖是水獺、鸕鶿等重要的棲息地，教師引導學

生思考人類對動物棲地的破壞、如何保護生態環

境及其重要性，最後總結各組我們可以做的行

動。  

九、  總結（ 10 分鐘）  

1.  複習水域安全與獨木舟操作技巧。  

2.  回顧今日 DF C 挑戰的環境議題。  

3.   

 

 

教學場域：室內或戶外皆可 

學習效果評量方式：80%學生

能完成學習單的問題並互

相討論  

 

 

 

 

 

教學場域：開放水域 

學習效果評量方式：90%能完

成橫渡太湖的任務並在過程中

互相幫助 

 

 

 

 

教學場域：室內或戶外皆可 

學習效果評量方式：80%學生

能完成學習單的問題並互

相討論  

 

 

 

 

 

  
教學實踐、省思與建議 

課程模組實踐  

情形與成果  

執行成果： 

1. 本次邀請古寧國小學生與本校六年一班共同參與體驗，因本校學生已有

划獨木舟經驗，在課程規劃時預設將有經驗的學生跟較無經驗的學生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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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2. 除了獨木舟以外，透過 DFC 挑戰學習單引導學生關注環境議題並希望學

生能提供一些改善環境的方案。 

3. 希望沒有經驗的學生能透過獨木舟過五關的活動，在下水前能熟悉今日

獨木舟的要領與分組合作要注意的事項。 

4. 透過兩校互相合作的過程，共同體驗搬獨木舟、互相協助上下獨木舟，了

解別人的需求並保護同組學生的安全，彼此之間進行正向的溝通，共同完

成今日任務。 

教學實踐遇到之狀況： 

1. 活動當天東北季風增強，增加了划獨木舟的難度。 

2. 活動前，鎮公所恰巧派員整理湖邊環境。活動當天垃圾、死魚量減少很

多，學生看到的是太湖較乾淨的樣子。 

課程模組  

省思與建議  

教學省思： 

1. 希望透過一日體驗模組，將本校特色課程濃縮其中，讓學生不只是划獨木

舟，還能有更多友善土地的想法和做法。在真實情境中與他人合作，互相

協助。 

2. 在分組合作過程中，不同校的學生融合在一起可能因彼此較不熟悉較少

發生彼此責怪或不想搬獨木舟的情況。在這一部分算是合作良好，但也發

現溝通的部分較少的問題。 

3. 本模組設計目前適用不同校的學生，同校學生建議以不同班級的學生做

異質分組或跨年級的方式分組，破冰學習單亦能依照學生屬性來做設計

或調整。 

未來修正意見： 

1. 未來擬加入更多水域安全的內容，另外讓學生擔任過五關解說員的角色，

提供學生更多高層次學習的機會。 

2. 將本次的一日體驗加深加廣，產出進階的課程。 

3. 配合線上學習，讓學生能將學習單內容透過平板完成。 

附錄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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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破冰學習單 

 

附件二：獨木舟過五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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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DFC 挑戰 故事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