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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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揚海濱 -划板悠游長濱灣  設計者姓名  

吳偉競 

譚凱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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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

(SDGs)之連結 

目標 14.海洋生態 

（二）課程模組概述 

課程模組名稱 長揚海濱 -划板悠游長濱灣  

實施年級 國小高年級、國中  節數 共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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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SUP 為水域活動體驗工具，讓學生能利用 SUP 進行水域休閒活動體驗，並

能分享體驗感受，建立自己的水域休閒活動價值觀。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提出對於 SUP 運動的看法與學習的目的。 

2. 學生能操控 SUP 進行水域休閒活動體驗。 

3. 學生能分享 SUP 學習過程心得。 

教學資源  

教材教具：SUP 槳板、救生衣、各式救生浮具。 

實施場域：游泳池或平靜水域。 

師生比須符合游泳池管理規範：學生與教師比例為十五比一。 

總綱核心素養 2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與課程綱要對應之各領域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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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1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踐，不輕言放棄。 

學習表現  
健體 3c-Ⅲ-1 表現穩定的身體控制和協調能力。 

健體 3c-Ⅳ-1 表現局部或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力，發展專項運動技能。 

學習內容  健體 Cc-Ⅲ-1 水域休閒運動進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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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體 Cc-Ⅳ-1 水域休閒運動綜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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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表現  海洋休閒 

實質內涵  
海 E1 喜歡親水活動，重視水域安全。 

海 J1 參與多元海洋休閒與水域活動，熟練各種水域求生技能。 

（三）課程模組課程設計 

課程主題名稱：長揚海濱-划板悠游長濱灣 

學習活動  
備註（教學場域、教學資

源、學習效果評量方式）  

活動一：覺察問題、解析問題、澄清觀念（45 分鐘） 

1. 學習重點： 

學生能觀察並感受使用不同方式進行水域活動的差異，並

提出 SUP 使用上的優勢。 

2. 提問： 

水域活動為何需要有這些浮具？SUP 有哪些優缺點？為

何 SUP 運動這麼熱門？ 

3. 學習活動： 

(1) 學生穿著救生衣下水適應水溫並慢速游一段距離，教

師同步操作 SUP。 

(2)  互動提問：為何需要穿著救生衣？游泳與使用 SUP 有

何差異？能利用 SUP 進行那些游泳辦不到的事？ 

活動二：建立準則、實踐主張（90 分鐘） 

1. 學習重點： 

學生能使用徒手划、跪姿划槳、站立划槳進行 SUP 水域休

閒運動。 

2. 提問： 

沒有槳該如何前進？跪姿划槳與站立划槳的差別？你喜

歡哪一種前進方式？ 

3. 學習活動： 

學習效果評量方式： 

1.  可讓學生盡量多使用救

生衣等各式浮具，讓學

生感受、觀察不同浮具

的差異。  

2 .  鼓勵讓學生自由發想，

教師須包容各種不同的

觀點，但最後必須引導

到 SUP 的特點上。  

 

 

 

 

 

 

學習效果評量方式： 

1.  技巧學習在體驗後會有

更強烈的需求，先給予

較自由的操作空間與嘗

試，中間穿插休息並指

導操作技巧。  

2 .  救生衣全程皆需穿戴，

才能給予學生更自由的

操作空間。  

分組依空間與 SUP 數量決

定，2 人一組可交替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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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組進行徒手趴划：徒手趴划、水中復位與爬上槳板

教學。 

(2) 分組進行跪姿划槳：趴划轉跪姿划槳、船槳使用教學。 

(3) 分組進行站立划槳：跪姿轉站立划槳、船槳使用教學。 

技術影片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lQ2cjlxvc 

活動三：反思歷程（45 分鐘） 

1. 學習重點： 

學生能分享自己的學習經驗與感受。 

2. 提問： 

今天印象最深刻的畫面是什麼？今天 SUP 體驗的感受是

什麼？未來還想要再多一些 SUP 體驗嗎？ 

3. 學習活動： 

(1) 進行 ORID 焦點討論，讓學生分享印象最深刻的畫面

與內心的感受，進而延伸未來的行動規劃。 

分組提出下一階段課程各組想要學習深化的內容與操作

方式。 

 

 

 

 

 

 

 

 

學習效果評量方式： 

1. 全班圍成一圈進行分享，以

簡單的辭彙分享印象最深刻

畫面與感受即可。鼓勵的氛

圍是最大的重點。 

2. 將 SUP 的分組兩組合併為一

組進行討論，可在岸上或水

中圍成一圈，進行小組討論，

增加趣味性的同時，小組仍

必須有建設性的結論。 

3. 教師須考量學生屬性與場地

等條件，調整分享討論的順

序與流暢性性，但須以每位

學生皆有簡短表達，並接受

全班鼓勵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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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領學區國小師生進行 SUP 體驗課程，共完成 2 個場次、30 人次。 

2. 教導學生穿戴救生衣與安全裝備的方式，以及在水中如何保持冷靜、放

鬆，可以有效前進或漂浮等待救援。 

3. 教導學生體驗 SUP 立槳，有效利用 SUP 浮具的特性，練習划槳並保持平

衡。 

4. 學生能透過 ORID 焦點討論法，分享自己的觀察與感受。 

5. 學生能依自己不同的程度，完成稍有挑戰性的任務，給予不同學生不同的

學習目標。 

 

教學實踐遇到之狀況： 

1. 天候狀況會影響課程執行的流暢性，當天遇到風大，SUP 操作對於初學

者相當困難，以至原本的課程設計較難執行。所以現場對於風浪狀況的掌

握需更精準，且應有對於不同風浪狀況的應變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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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的狀況與程度差異較大，會影響課程進行的節奏，適度的同質性或異

質性分組是可以嘗試的策略。教學上穿插 5-10 分鐘的自由活動時間，可

以彈性協助需要幫忙的學生。 

3. 分享的過程，因為學生較不熟悉，且考量課程的節奏，重點放在觀察與感

受的分享，讓學生能簡單自然的進行分享討論。 

課程模組  

省思與建議  

教學省思： 

1. SUP 課程在傳統教學模式上屬於技術性的海洋休閒課程，但在普及推廣

的水域自救與各領域、議題的結合下，SUP 課程可以發展的空間就能相

當多元。從自然領域的浮力、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地理與地球科學的海岸

線特性、風向、氣候與沿岸流，藝術課程的網美照攝影取景、分組寫生繪

畫，語文領域的新詩創作，並能融入生命教育、戶外教育等不同的議題。

課程設計的老師可以針對自己的專長，設計屬於自己的海洋特色課程。讓

課程充滿無限的發展與可能性。 

2. 課程進行前，一般都需要多了解學生的狀況與特質，例如游泳能力的好

壞，身體是否有特殊疾病？是否會很怕水？好讓教學的教師能有應對措

施。但有些時候模糊的描述與刻板印象，反而會限制了學生的可能性。所

以在課程進行前，適度的了解學生狀況固然重要，但在課程操作時，能更

公正並客觀的依現場的氣氛與狀況，給予學生應有的回饋與指導，反而更

容易讓學生走出舒適圈，給自己多一些挑戰與機會。 

 

未來修正意見： 

1. 未來課程設計的方向，會針對不同程度的學生，提供不同程度的海洋體驗

課程，讓學生有更多元的選擇。可以在同一堂課中，依自己的程度完成屬

於自己的學習。 

2. 希望能在組內共學與組間互學的操作能更完整的設計。從小組的合作分

享，擴展成組間任務的發表與呈現。讓分組合作學習能在海洋休閒體驗課

程中發揮更大的效用。 

 

附錄 

2022.10.05  三間國小 SUP 體驗課程、公開演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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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SUP 裝備、使用方式 
岸際演示：划槳及上板方法說明、學

生上板體驗 

  

遊戲式情境：將幾塊 SUP 板以繩子相連，變成跑道，讓學生嘗試跑過。透

過水上遊戲讓學生熟悉水域、增加安全感也練習平衡，更親近水域活動。 

  

海上圍圈分享：海上引領孩子們牽手圍圈，適應水域、增加安全感的同時，

每人簡短分享自己的活動心得；幾句心得講完，周遭同學鼓掌肯定；增進

彼此分享、討論的氛圍，引導孩子們表達自我感受與想法，與同儕間互相

接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