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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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芳喻 

教案名稱 淨灘．敬灘  

教學領域 

(或科目) 
  

教學理念  

「當年的馬祖國家前哨，軍民一心衛家邦；東犬西犬本來是白犬，統統改名叫莒

光。」搭船馬祖必聽過的馬祖頌，描述的就是位於中國大陸福建的閩江口僅15公里

馬祖列島。位於列島最南端的莒光鄉東莒島，我們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船，若遇到

無法開船的日子，直升機是我們最後的選擇。 

由於地處位置、風向與澳口方位等因素影響，海漂垃圾與藍眼淚共存於同一片海

洋；而海岸線海廢密度，馬祖為全台之冠。身為馬祖的孩子、身為馬祖的老師、身

為馬祖的島民，我們依傍海洋而生、依靠海洋而活，與海共生、與海共存，保護海

洋更是重要的課題。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因此帶著孩子體驗海洋，從而認識海洋，進而尊重海洋，為海

洋的永續經營盡一份心力，更是刻不容緩。 

 

（二）教案概述 

2. 幼兒園組 

教案名稱 淨灘．敬灘 

實施年級 大、中、小、幼（大混齡班） 教學時間   30  分鐘，共3堂。 

六大發展

領域 i i i 
社會、認知、美感 

學習指標
i i i 

社-幼/小-3-6-1 關懷愛護海洋動物。 

社-中-3-6-1 維護生活環境的整潔。 

社-大-3-6-1 樂於親近自然、愛護生命。 

認-小/中/大-1-2-1 觀察海岸線的現況。 

認-中/大-2-2-3 與他人討論海洋垃圾與生活的關係。 

認-中-3-1-1 參與討論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並實際執行。 

認-大-3-1-1 與同伴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與他人合作實際執行。 

認-大-3-1-2 與他人共同檢視問題解決的過程。 

美-幼/小-2-1-1 享受玩索各種藝術媒介的樂趣。 

美-中/大-2-1-1 玩索各種藝術媒介，發揮想像並享受自我表現的樂趣。 

學習目標 

1.培養幼兒知海、愛海、親海的情懷。 

2.養成幼兒以實際行動守護海洋習慣。 

3.增進幼兒海洋資源與永續經營觀念。 

4.啟發幼兒海洋素養、關懷環境思維。 

教學資源 
黑色垃圾袋、布手套、夾子、雨鞋、教師自製 PPT、電腦、投影機、胚布購物袋(素

面)、印泥、印章、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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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架構 

課程設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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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莒好好玩 

馬祖的節慶 

我愛東莒 我的家 

上學趣 

淨灘．敬灘 

來我家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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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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學習目標： 

  1.培養幼兒知海、愛海、親海的情懷。 

  2.養成幼兒以實際行動守護海洋習慣。 

  3.增進幼兒海洋資源與永續經營觀念。 

  4.啟發幼兒海洋素養、關懷環境思維。 

 

二、學習活動： 

(一)引起動機： 

    村公所廣播：「村公所報告，村公所報告，今日上午10點，於猛澳

港有淨灘活動，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走 我們淨灘去 

1.出發前的小提醒 

  T：孩子們，今天在猛澳港有淨灘活動，我們要不要一起去海邊呀？ 

  C：YA！好棒！可以出去玩。 

  T：在出發之前，我們有安全小提醒，有人知道是什麼嗎？ 

  C：眼睛要看著老師、耳朵要仔細聽老師說話、要跟著老師走。 

  T：很好，孩子們都有記得我們平時的小約定。由於我們等一下是去 

     淨灘，沙灘上會有很多垃圾、而且那個路高高低低的，請你要小 

     心腳步，不要受傷。另外，我們還有剛進來念書的幼幼班弟弟們 

    ，請哥哥姐姐們都要幫忙照顧和教導弟弟們唷！ 

2.淨灘時的狀況 

  (到達目的地，可以看到許多各式各樣的垃圾，可粗分為保麗龍、寶

特瓶、漂流木和垃圾。) 

  T：請孩子們先戴上手套或拿著夾子，開始把地上看到的垃圾，撿起

來，放到黑色袋子裡面。哥哥姐姐比較有力氣的，可以挑戰撿比較大

的垃圾。 

  C1：老師，寶特瓶裡面有水。 

  T：好，把寶特瓶的瓶蓋轉開，把裡面的東西倒掉，然後把寶特瓶壓

扁或踩扁，放到黑色袋子裡面。(除了口頭說明，同時示範作法。) 

  C1：老師，是這樣嗎？ 

  T：對，你做得很好。 

  C2：老師，弟弟都不撿垃圾。 

  T：來，把地上的保麗龍撿起來。 

  C：(孩子不動、不說話) 

  T：好，沒關係，那請你幫大家拿黑色塑膠袋。 

  (孩子在廚房阿姨的協助下，一起拿著黑色袋子) 

  C3：你那個是保麗龍，去丟姐姐的黑色袋子，我這邊是寶特瓶。 

  T：哇，你們自己分類耶，很好，給你個讚。 

  C4：老師，他在搬大木頭。 

  T：搬得動嗎？ 

  (旁邊的阿兵哥已主動過來幫忙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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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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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我們的力氣還不夠，先找撿得起來的放到黑色袋子裡。 

3.收拾，準備回學校 

  (現場人員宣布已撿拾得差不多了，拍個大合照後，我們把黑色垃圾

袋集中，由垃圾車運送至垃圾場。) 

  T：孩子們，一起把垃圾給清潔人員，然後我們去用肥皂洗手，準備

回學校吃午餐了。 

  (孩子們依序洗手後，我們上車準備返回學校。) 

  T：你們今天都好棒，都有認真的撿拾垃圾，讓我們的沙灘變得很乾

淨。 

  C：老師，為什麼我們要去撿垃圾？我還以為要去玩水耶。 

  T：哈哈哈，那個水，你敢下去玩嗎？你要跟垃圾一起游泳嗎？ 

  C：我才不要。 

 

活動二：為什麼要淨灘？ 

1.舊經驗回顧 

  T：孩子們，我們昨天去哪裡，做了什麼事情呀？ 

  C：去猛澳港淨灘。 

  T：那為什麼要淨灘？海洋髒髒的、垃圾在海洋有關係嗎？ 

  C1：有關係。 

  C2：沒關係。 

  T：有關係的舉手；沒關係的舉手。好！都有人舉手，老師有做了一

個 PPT，我們一起來看看，為什麼要淨灘。 

2.淨灘 PPT (如附件) 

3.有獎徵答 Q&A 

  T：在剛剛影片中，你看到了什麼？ 

  C1：海裡面很多垃圾。 

  T：還有呢？ 

  C2：烏龜(海龜)鼻孔裡面有吸管。 

  C3：魚肚子裡面有很多垃圾。 

  T：(開啟 PPT畫面，直接視覺提示)，還有看到什麼呢？ 

  C4：海裡面有吸管、杯子。 

  C5：海龜被塑膠袋套住，或者把塑膠袋吃掉。 

  T：對，如果海洋很多垃圾，海洋動物們都會受傷，因為他會以為那

些東西是食物，吃進去，無法消化就會生病、死掉。那我們要怎麼減

少吸管、飲料杯、塑膠袋呢？ 

  C6：垃圾要丟回收。 

  T：很好，有回收的概念，但是回收只是把東西處理好，不要變成垃

圾。所以我們再想一下，怎麼把這些東西(吸管、飲料杯、塑膠袋)減

少、變少？ 

  (老師拿出自己的手提袋提示) 

  C7：不要用塑膠袋，要自己帶袋子。 

  T：對，同樣的吸管、塑膠杯，能不用就不用，自己帶杯子，打開直

接喝就好了，這樣叫做「減塑」。而且這樣不只是保護海洋生物，同時

也是保護自己，因為魚吃？ 

  C1：海裡面的東西。 

  T：對，然後垃圾在海洋裡面分解成小小的有毒的東西，你的船長爸

爸會開船去海上捕魚，然後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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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吃魚。 

  T：結果魚吃了很多有毒、不健康的東西，我們又吃了魚，我們會健

康嗎？ 

  C3：不會。(全班有志一同的回答) 

  T：對，所以出門要帶什麼？ 

  C4：帶錢。 

  T：對，要帶錢，但是出門要帶什麼東西，才不會讓海洋生物吃到垃

圾。(開 PPT提示) 

  C5：購物袋、杯子。 

  T：很好，除了出門要自備購物袋，還可以自備餐具，避免一次性的

東西。一次性的東西，就是用一次就會丟掉，這樣子才能環保愛地

球，保護我們的海洋生物，保護我們的海洋和地球。另外，可以亂丟

垃圾嗎？ 

  C6：不行，因為風會把垃圾吹到海裡面。 

  T：對，我們淨灘那天就有看到垃圾飛到海裡面，所以看到有垃圾請

幫忙撿起來丟到垃圾桶，這樣我們才可以保護我們的東莒島、保護我

們海洋生物，然後就可以保護到我們自己。 

 

活動三：保護海洋 從你我做起 

1.舊經驗回顧 

  T：昨天我們有說，出門要帶什麼東西，才可以保護我們的海洋生

物？ 

  C1：購物袋。 

  C2：還有杯子。 

  C3：要保護海洋。 

  T：對，你們都說得很好，有把昨天老師講的東西記起來。今天我們

要來做一個專屬於自己的購物袋，記得如果出門買東西的時候，要帶

購物袋裝東西唷！如果家人忘記帶，也可以借他一下，因為我們要？ 

  C4：減塑愛地球。 

  C5：還要保護海洋生物，不然他們會吃下去。 

2.蓋印購物袋 

  (向孩子說明並示範蓋印方式，並讓孩子自行發揮想像力和創作力；

較多的重心放至幼幼班孩子身上，指導並協助蓋印過程。) 

3.購物袋展示 

  讓孩子展現自己獨一無二的購物袋。 

 

(三)綜合活動： 

  邀請孩子帶著自己的購物袋前往購物，或者其他保護海洋、不傷害

海洋的行為(不論上課有提到的，還是自己和家人一起想到的都可)，

拍照回傳給老師。 

 

(四)延伸活動： 

  帶著孩子到海岸沿線「尋寶」，除了淨灘之外，同時也尋找素材，將

所撿拾的東西，用水泥拼湊出想像創作的藝術作品，讓海洋垃圾不再

只是垃圾，而是可以變成藝術品的一部份，同時也啟發孩子對藝術的

想像創作。(這個活動已找好地點、討論好圖案、但因疫情停課，活動

臨時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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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實踐、教學省思、成長與建議 

教學實踐情形與成果 

1.可能遇到的狀況：帶著幼兒園的孩子前往淨灘，是否合適？有無安全上的顧慮？ 

  由於我們是大混齡的小班級，所以在3名成人和7名幼生的前提下，我們出發去海邊淨灘，同時參

與淨灘的民眾，也有學生的親人、親戚；此外，因為是小島，大家彼此的關係緊密，所以大部分的

民眾，甚至於是阿兵哥，都彼此熟識；再者，平時的班級經營與孩子的默契，孩子皆能接收到老師

的訊息，而老師自身也提起十二萬分的注意，除了引導孩子撿拾，同時也掌握孩子的安全，孩子們

都平安無虞。因此在安全為前提之下，我認為「沒有不適合的學習內容，只有不適合的學習方

式」，只要教導孩子正確的方式和概念，不管是大班、中班、小班還是幼幼班，都能依照所學，從

玩中學，學中玩，完成淨灘的任務。 

 

2.教學活動是否達到學習目標？ 

  由於班級為大混齡班級，同時有大、中、小、幼班4個年齡層，因此除了因應每個年齡段學習指

標，同時也配合孩子的個別差異，給予不同的學習目標。在本次的課程中，我認為孩子是有達到該

年齡段的學習指標，同時也達成課程的學習目標。大、中班孩子們後來養成去7-11購物的時候，會

主動說要帶袋子去裝東西，小班的孩子聽到老師誇讚後，也開始會主動提出要帶袋子出門購物，並

要家人跟老師說；此外當家人說要去買東西時，也會提醒大人要帶購物袋，對於幼兒園的孩子已是

種下環保、保護海洋、愛地球的良好習慣；而幼幼班的孩子最有感的部分是「不用吸管」，不過此

一部分算是間接影響─因為我們每週的課程分享單教育了家長這個概念，家長也會讓孩子盡可能直

接以杯就口的飲用。 

 

3.學生吸收與回饋的情形？ 

     一開始對於孩子的目標預定僅為：「能不隨地亂丟垃圾、能主動撿拾地上垃圾」，淨灘就為愛

地球的表現。然而因為孩子的一句：「為什麼我們要淨灘」，引發出後續的課程內容，這也是老師本

身始料未及。幼兒園的孩子會把老師的話視為聖旨，回家後都會跟家人分享，尤其是大人用吸管的

時候，小孩就會說：「這樣海龜會死掉」，家長甚至於開玩笑的問老師：「是要怎麼喝珍珠奶茶、仙

草奶凍等飲品」，所以後來我們又跟孩子分享了臺灣現在很多都改成紙吸管，或者是買不銹鋼的吸

管，可以重複用很多次，而且不要讓垃圾飛到海裡面，這樣海龜就不會死掉，才化解了尷尬。 

教學省思、成長與建議 

通常課程的運作脈絡，是從認識海洋、知道為什麼要淨灘，最後的大活動才出發去海

邊淨灘。但是因為一個機緣─村公所廣播告知有猛澳港淨灘活動，因此在安全且可行的前

提下，我們帶著孩子出發前去海邊淨灘了！當然，這也跟我們處的地域有很大的關係─我

們就是在馬祖最南端小島的學校；同時，老師也是剛從臺灣到東莒島任教，除了海洋教育

的經驗為零，同時也沒有海洋素養和海洋意識。因為一場美麗的邂逅─淨灘，意外的落實

海洋守護行動，同時也因為淨灘後孩子的提問，觸發了海洋教育課程的脈絡化，讓我們進

一步探討和瞭解為什麼要淨灘？讓師生在教學相長過程中，增進海洋素養─你對海洋影響

到你以及你會對海洋造成哪些影響的了解。同時，以前都有使用塑膠袋、用吸管等一次性

餐具的習慣，在經過此次的課程後，自身也開始養成帶購物袋、餐碗，避免使用吸管等習

慣。一場海洋教育課程，只有深入瞭解，切身體驗後，才明白自己微不足道的一個動作會

造成多大的蝴蝶效應。這場課程不只是孩子的成長，對於教師更是當頭棒喝，如同醍醐灌

頂的醒悟。 

正如同馬祖頌歌詞所唱：「馬祖，海的家鄉，碧海藍天好風光」。我們就是上天灑在閩

江口的一串珍珠，我們就是生活在與海息息相關的馬祖小島，因此認識海洋、善用海洋與

愛護海洋，喚起島民海洋意識及落實海洋守護行動，為海洋的永續經營盡一份心力，勢為燃

眉之急。自身已有海洋教育的概念，亦將知海、愛海、親海之意識教育給幼兒園的孩子，並以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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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守護海洋、關懷地球，而接下來還能做什麼呢？在東莒，學校與社區的關係相當緊密，因此除

了透過孩子回家之後的分享，希望並建議可以透過課程的歷程，帶著孩子為社區進行宣導─避免使

用一次性的餐具、塑膠袋等(馬祖最近為興起的旅遊業，學校週遭恰為餐飲業樹立的地方)，同時每

個月由孩子帶領著社區的居民，一起前往海岸線撿拾漂流垃圾，為我們的島嶼、為我們的海洋、為

我們的地球盡一份心力。 

  

（五）附錄 

附錄資料 

一、附錄清單說明: 

     (一)教學簡報：一份。 

     (二)課程歷程照片：一份。 

二、附錄內容: 

     附錄一：教學簡報 

     附錄二：課程歷程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