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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11 年度海洋教育「永續海洋」教案設計格式 

（一）基本資料 

參加組別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編號 (由本中心需填寫) 

參加子題 □海中的教室  ■教室中的海 
設計者 

姓名 

(至多 3 名) 

周禀翔 

教案名稱 食魚之島 盧怡萍 

教學領域 

(或科目) 
生物/生物彈性課程 陳思婷 

教學理念 

利用與學生日常生活最相關的吃出發，探討台灣這座原本海洋資源充足的島嶼，為

什麼即將面臨無魚可吃的窘境?透過閱讀策略引導學生解讀媒體資料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從台灣的漁業討論到生活中的海鮮最後聚焦到餐桌上的海鮮，反思如何利用自

己消費者的力量，來改善台灣漁業的現況。 

符合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 

14.2 2020 年前，永續管理及保護海洋和海岸生態系統，避免產生重大負面影響，

包括加強海洋恢復力，並採取復原行動，使海洋保持健康、物產豐饒。 

14.4 2020 年前，有效規範捕撈活動，終結過度漁撈和非法、未通報、未受管制

（IUU）和破壞性捕撈，並實施科學管理計畫，在最短時間內恢復魚群數量，至少

到達依物種特性，可產生最大永續產量的水準。 

14.7 2030 年前，提高海洋資源永續使用對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與 LDCs 的

經濟效益，包括透過永續管理漁撈業、水產養殖業與觀光業。 

 

（二）教案概述 

教案名稱 食魚之島 

實施年級 七年級 節數 共 3 節，13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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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校訂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其它： 

學習目標 

1.能表達漁業文化對海洋的影響，並察覺與反思人類活動與海洋之關聯。 

2.能夠正確的解讀圖表的關聯性及台灣漁業所面臨的困境。 

3.能夠利用海鮮指南，選擇合適的海鮮透過消費者的力量，改變漁業的現況。。 

 

總綱核心

素養 ii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與課程綱要對應之各領域學習重點
ii
 

核心素養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中。 

自-J-A2 

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或團體探 

索證據、回應多元觀點，並能對問題、方法、資訊或數據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懷疑態度 

或進行檢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 

自-J-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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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析歸納、製作圖表、使用資訊及數學運算等方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或數據，並利 

用口語、影像、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 

過程、發現與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 

能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與資源，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 

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計畫的觀察 

，以獲得有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的資訊。 

自-J-C2 

透過合作學習，發展與同儕溝通、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識與問題 

解決的能力。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學習內容 

Lb-IV-2 

人類活動會改變環境，也可能影響其他生物的生存。 

Lb-IV-3 

人類可採取行動來維持生物的生存環境，使生物能在自然環境中生長、繁殖、交互作用 

，以維持生態平衡。 

Ma-IV-2 

保育工作不是只有科學家能夠處理，所有的公民都有權利及義務，共同研究、監控及維 

護生物多樣性。 

學習表現 

pc-IV-2 

能利用口語、影像（例如：攝影、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

公式、模型或經教師認可後以報告或新媒體形式表達完整之探究過程、發現與成果、價

值、限制和主張等。視需要，並能摘要描述主要過程、發現和可能的運用。 

ah-IV-2 

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佳的決定。 

po-IV-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進行各種有計畫

的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tc-IV-1 

能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概念，對自己蒐集與分類的科學數據，抱持合理的懷疑態

度，並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解釋。 

 

與課程綱要對應之海洋教育議題 i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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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能善用語文、數理、肢體與藝術等形式表達與溝通，增進與海洋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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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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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主題 海洋文化、海洋社會、海洋資源與永續。 

實質內涵 

海 J7 探討與海洋相關產業之發展對臺灣經濟的影響。 

海 J8 閱讀、分享及創作以海洋為背景的文學作品。  

海 J9 了解我國與其他國家海洋文化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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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J18 探討人類活動對海洋生態的影響。  

海 J19 了解海洋資源之有限性，保護海洋環境。 

教學資源 

1.SDGs14 永續海洋與保育。 

https://globalgoals.tw/14-life-below-water 

2.台灣海鮮指南。 

https://fishdb.sinica.edu.tw/seafoodguide/ 

3.最後的黑鮪魚季。孫介珩。環境教育中心。 

https://www.nsysu.edu.tw/p/404-1000-62592.php?Lang=zh-tw 

4.邀請你一起參與「慢魚運動」。吳琬瑜 。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0917 

5.黑鮪魚的旅行。林滿秋。青林國際出版社。 

6.youtube 影片: 

  6.1.海島台灣面臨無魚可吃！漁業枯竭盼獲緩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CtwQB4KuiM 

  6.2 海洋浩劫！魚資源銳減 台 30 年內恐成無魚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4dx-McmoQg 

  6.3 你吃的魚來自哪裡？小心別吃到這些「暗黑。海鮮料理」！｜臺灣吧 Taiwan Ba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sVU6LGBGAQ 

  6.4【青林國際出版】《黑鮪魚的旅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oW3d2GPgk 

7.投影片、google 表單、ipad 平板(於附錄) 

https://globalgoals.tw/14-life-below-water
https://fishdb.sinica.edu.tw/seafoodguide/
https://www.nsysu.edu.tw/p/404-1000-62592.php?Lang=zh-tw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09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CtwQB4Kui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4dx-McmoQ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sVU6LGBGA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oW3d2GP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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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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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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無魚之島 

準備活動:ppt、google表單 

一、引起動機 

透過介紹 SDGs14，讓學生以小組討論(google meet分頁)試著解釋海

洋的重要性。 

 
二、發展活動 

1.教師指導如何使用 4F引導思考法 

 
2.觀看兩段新聞影片，讓學生利用閱讀策略寫下自己的看法，並填寫

google表單 

 
三、綜合活動 

個人口頭發表 

線上分享會: 

 

5min 

 

 

 

 

 

 

 

 

 

 

25min 

 

 

 

 

 

 

 

 

 

 

 

 

 

 

 

 

 

 

 

 

 

 

 

 

20min 

1.無魚之島 google

表單 

2.口頭報告 

3.小書 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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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黑鮪魚的滋味 

準備活動:摺好小書 

一、引起動機 

簡單的介紹台灣海鮮，並詢問學生吃過哪些海鮮?有沒有吃過黑鮪魚? 

黑鮪魚能做出甚麼料理? 

 
二、發展活動 

1.教師介紹台灣黑鮪魚漁業文化 

2.透過習作 62頁(康軒版自然一下)，小組討論台灣黑鮪魚漁業遇到什

麼問題? 

3.討論黑鮪魚消失的原因 

  
三、綜合活動 

1.小書內容要求。 

 
https://reurl.cc/q5M3Wg 

2.閱讀黑鮪魚的旅行繪本，並設計最後結局。 

5min 

 

 

 

 

 

 

 

 

 

 

25min 

 

 

 

 

 

 

 

 

 

 

 

15min 

 

 

 

 

 

 

 

 

1.完成習作 

2.創作繪本結局 

3.小書 3-4頁 

https://reurl.cc/q5M3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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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業:完成小書 1~4頁 

 

第三節 海鮮指南 

準備活動: 

請同學回家請家長介紹一道常吃或拿手的海鮮料理 

一、引起動機 

利用親子共學請學生事先與家人請教一道常吃的海鮮料理(做法、魚

種、味道…)，與同學分享 

二、發展活動 

1.詢問學生這些海鮮符合永續的精神嗎?如果不是那應該怎麼吃?如果

不是可以透過那些手段達到永續的目的呢? 

2.教師介紹海鮮指南的概念 

 
3.透過資訊教育，利用平板查詢海鮮指南檢視自己所吃的海鮮。 

https://fishdb.sinica.edu.tw/seafoodguide/ 

 

三、綜合活動 

完成小書 5~6頁 

 

 

5min 

 

 

25min 

 

 

 

 

 

 

 

 

 

 

 

 

 

 

 

 

 

 

 

 

 

 

 

 

 

 

15min 

 

 

 

小書 5-6頁 

https://fishdb.sinica.edu.tw/seafood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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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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分享:藉由閱讀策略讓學生分析資料發表自己的見解 

2.自然習作:利用小組討論，分析圖表，了解黑鮪魚漁業的困境 

3.繪本結局製作:透過繪本讓學生為黑鮪魚設計最後的結局，透過藝術體現學生的想法 

4.家庭私房菜:請教家人一道常吃的海鮮料理包含:作法、種類，並透過上課所學的海鮮指南來檢視這

道料理是否有符合永續的精神。 

 

教學省思、成長與建議 

學生: 

1.課堂前:學生在課堂開始時，只聽過媒體報導過一些與漁業相關的事件，但無法具體描述，對於海

鮮的選擇都是由家長決定，自己本升沒有意見。 

2.課堂中:在課程實施過程中，發現學生會開始關注有關漁業相關的報導或談論慢魚、過漁等相關議

題，在課堂中藉由數據分析台灣漁獲的改變及面臨的挑戰。面對海洋的危機，思考如何改變生活習

慣，藉由同儕間的討論落實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的做法。  

3.課堂後:學生偶問學校午餐的海鮮有沒有符合海鮮指南的條件，也會與家人分享尚可的內容，與家

人討論如何選擇海鮮。 

教師: 

1.受疫情影響，大部分的課程調整為線上課程，小組討論效果(goole meet)較差，之後線上課程嘗試

以 microsoft team 並搭配 padlet 進行或搭配更多的資訊媒材，增加學生的興趣。 

2.特別感謝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的林勝吉老師為我們進行線上演講-生活中的海鮮，加升學生

的興趣，也讓教師們受益良多，未來可以多邀請第一線的人員與我們分享。 

 

 （五）附錄 

附錄資料 

一、附錄清單說明: 

(一)教學簡報: 三份 

(二)google 表單:一份 

(三)學生作品: 二份 

(四)課堂紀錄:一份 

二、附錄內容: 

(一)教學簡報: 

1.無魚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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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zZmxpk 

      2.黑鮪魚的滋味: 

       

       https://reurl.cc/q5MQG3 

3.海鮮指南: 

 

https://reurl.cc/0pY7dM 

(二)google 表單 

https://reurl.cc/zZmxpk
https://reurl.cc/q5MQG3
https://reurl.cc/0pY7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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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poZiu9oA22RH3ibFA 

 

(三)學生作品 

小書 

1.封面: 

 
2.無魚之島 4f(小書 P1-P2) 

https://forms.gle/poZiu9oA22RH3ib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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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黑鮪魚的旅行結局(小書 P3-P4) 

 
4.海鮮稽查員(小書 P5-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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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課堂紀錄 

     1.課堂報告錄音檔 

         
      https://reurl.cc/V1jADA 

      (702 班 盧怡萍老師提供) 

      2.課堂照片 

https://reurl.cc/V1j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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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認真的書寫無魚之島 4F) 

        (學生線上分享會) 

       (學生利用利用平板查閱海鮮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