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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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續海洋 
設計者  

姓名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陳正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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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組 

融入領域  

（或科目）  

地球科學 

地理 

（二）課程模組概述 

高中組 

課程模組

名稱  
漁業大亨 

實施年級  一年級 節數  共 2 節， 100 分鐘。 

課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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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計

理念  

漁業資源逐漸匱乏不應淪為口號。漁業與學生的生活經驗往往是很陌

生且遙遠，但這與日常生活中所食用的魚類又是這麼密切。因此作者想

以一種情境導入的方式，透過角色扮演，讓學生模擬漁業的經濟市場及

目前發展現況。最後透過“魚線的盡頭”此影片使學生體悟因為人類

的“過漁“行為，使得漁業資源日益匱乏，進而在未來生活中會特別關

注海洋資源議題，並在意瀕臨絕種的海洋生物。  

總綱核心

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域 /

學習

重點  

核

心

素

養  

自 S-U-C1 培養主動關心自然相關議題

的社會責任感與公民意識，並建立關懷 

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的自我意識。  

社-U-C1  

具備對道德、人權、環境與公共議題的思

考與對話素養，健全良好品德、提升公民

意識，主動參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

務。  

 

海

洋

教

育

議

題  

核

心

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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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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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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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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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習

表

現  

an-Vc-3 體認科學能幫助人類創造更好

的生活條件，但並不能解決人類社會所

有的問題，科技發展有時也會引起環境

或倫理道德的議題。  

地 1c-V-3 跨領域/科目整合相關知能，

反思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提出看法

或解決策略。  

學

習

主

題  

海洋社會、海洋資源與永續。 

學

習

內

容  

地球科學 

ENa-Vc-1 永續發展對地球及與人類的

延續有其重要性。  

ENa-Vc-2 節用資源與合理開發，可以降 

低人類對地球環境的影響，以利永續發

展。 

地理 

地Ab-IV-4 問題探究:土地利用或地形災

害與環境倫理。 

實

質

內

涵  

海 U4 分析海洋相關產業與科技發

展，並評析其與經濟活動的關係。  

海 U16 探討海洋生物資源管理策

略與永續發展。 

學習目標  
了解天然水產資源，並覺察漁業管理與環境保護的重要。  

瞭解海洋環境變遷的成因，提出因應對策。 

教學資源  小組學習單、個人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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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模組課程設計 

課程主題名稱：漁業大亨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活動一（名稱）：漁業大亨 

一、 引起動機 

分組並完成小組學習單第一項任務。將班上學生分為 5~6 組，每組

約 5~6 人。每組將有一張小組學習單，且每人會有一張個人學習

單。 

先請各組討論並完成小組學習單的第一項任務－【請為自己的組

別取一個好聽的漁業公司名稱】按照完成順序，教師將公司名稱

寫在黑板上。 

二、 教學準備/發展活動 

情境遊戲規則說明。 

 每組同學將扮演一家漁業公司 

 起始每組都會拿到鎂金 100 萬元（遊戲道具） 

 五年的遊戲過程中，最後獲得最高的分數的組別為贏家 

 分數： 每 10 萬元 ＝ 1 分，每一點永續發展點數 = 1 分 

 隨機決定一組同學為起始公司，由他們開始進行企業行動，

之後依組別順序進行，直到每個組別都做完一次行動後，進

行一年結算。 

企業行動： 

 出海捕魚：根據捕撈船等級，派員抽取海洋資源，等級多少

就抽幾顆，抽取後直接進行【拍賣競標】。 

【拍賣競標】各組將想要出的價格寫在小白板或紙張上，由老師

宣告同時揭開，價高者得。捕魚組別（當下行動組別）也可參與

競標，唯一不同在於，若是捕魚組別得標，其付出之金額繳交漁

會（主持人），並非給其他組別。＊若有多組出價相同時，依照

當下行動組別的下一組別順序有優先購買權（當下行動組別為第

3 組，則組別順序：4>5>6>1>2>3） 

 升級捕撈船（50 萬），之後可以一次抽多顆海洋資源來競標

（顆數與捕撈船的等級相等） 

 進行海洋調查（10 萬），可查看海洋資源袋，得到兩點永續

發展點數，最後抽取事件卡一張。事件卡內容分別為：1.發

現古沉船，漁船等級+1、2.發現甲烷水合物，獲得 100 萬

元、3.發現新物種，隨機從海洋中獲得一個漁獲、4.清理人工

魚礁廢棄物，可指定兩種魚類各放入一顆到海洋中。 

 當所有組別都將手上漁獲依市值給漁會收購後，將起始公司

5分鐘 

 

 

 

 

 

10 分

鐘 

 

 

 

 

 

 

 

 

 

 

 

 

 

 

 

 

 

 

 

 

 

 

 

 

 

 

小組學習單＊組別數

量 

個人學習單＊學生人

數 

 

 

 

 

 

是否能了解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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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記物傳給下一個順序的組別。新的一回合，由該組別先

進行企業行動。 

玩四年（輪四圈）後結算分數 

三、 總結活動 

情境遊戲進行。 

教師須掌控遊戲秩序及公用銀行，當爭議發生時要適時解釋遊戲

規則並排除問題。提醒同學要在組內充分討論達成共識後再做決

定。 

遊戲的設計會讓學生在第三年開始不容易捕到魚，多半會抽到空

無一物，主要讓學生體會到與現實狀況相同的漁業資源匱乏的問

題。 

活動二：魚線的盡頭 

一、 引起動機 

結算分數，每 10 萬元 ＝ 1 分，每一點永續發展點數 = 1 分。 

決定各組排名。 

請所有同學回答學習單問題： 

1. 漁業大亨的遊戲，你們的組別是第幾名？你的心得是？ 

若遊戲時間拉長至 10 年，遊戲結束時的結果會是如何？ 

二、 教學準備/發展活動 

從情境遊戲與現實狀況連結。 

播放魚線的盡頭影片（15:00~22:10），透過此段影片，可讓學生

深切體悟漁業資源因為人類捕撈技術的進步與沒有限制的濫捕，

使得海洋中的魚類越來越少，是非常嚴重的危機。 

三、 總結活動 

討論我們該如何拯救瀕危的海洋。 

教師介紹臺灣東港的黑鮪魚近十年的產量變化，說明魚越來越少

的狀況不是遙遠的問題，是真實發生且正在進行中的危機。 

教師帶領同學討論我們該如何從生活中改變海洋危機。（例：購

買前請先問清楚來源，只吃符合永續標準的海產、告訴政治人

物，尊重科學、縮減漁船數量、請加入行動，支持海洋保護區和

負責的捕魚行為、關心海洋相關新聞議題） 

完成學生個人學習單。 

35 分

鐘 

 

 

 

 

 

10 分

鐘 

 

 

 

 

10 分

鐘 

 

 

 

 

30 分

鐘 

 
 
 
 
組內是否能充分討論

並做出決定。 

 
 
 
 
 
 
完成個人學習單。 

 
 
 
 
 
 
 
抽問同學在影片中看

到印象最深的畫面是

什麼？ 

 
 
 
 
 
完成個人學習單。 

教學實踐、省思與建議 

課 程 模 組 實

踐 情 形 與 成

果   

執行成果：10月 22日於基隆高中進行移校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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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遇到之狀況： 

對象為基隆高中二年級國際人文班同

學共 20名，學生參與度很高，非常投

入在遊戲中，本來預計中間下課 10分

鐘，但學生要求繼續進行，最後課程

結束約剩 15分鐘時間，但因為沒有預

期會提早結束，只能讓學生留在教室

等待下課。 

 

 

課程模組省思

與建議 

教學省思： 

情境遊戲學生投入度很高，但如何從虛擬連結到現實問題是整個課程最重要的環

節，這必須要掌握好時間以及進行的節奏。魚線的盡頭影片有點陳舊，應該可以

找到更新的影片來替代，提升影片畫質並更新其中的數據內容。遊戲很好玩，然

後呢？從學生回饋的學習單會發現大約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學生可以了解此課程的

學習重點，但其餘的學生仍陷在遊戲的勝負情境中，這表示可能在最後的討論反

思需要更強化。 

未來修正意見： 

經過試教後，諮詢委員建議可強化海洋調查/海洋保育的選擇，提高學生選擇此行

動的動機，於是我將原來海洋調查行動修改為進行海洋調查時可抽取事件卡一張，

透過事件卡隨機給予不同的好處。修改部分已更新在前文教案內容中。另外未來

也許可以依照實際執行狀況決定遊戲時長要進行四年還是五年，甚至可以發展成

線上模組，省去道具材料製作等問題，讓更多有興趣執行的老師方便使用。 

附錄 

小組活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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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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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卡片 

 

 

 

 

 

 

 

 

 

 

 

 

 

 

 

 

 

 

 

 

 

 

 

發現古沉船 

 

漁船等級 

 

發現甲烷

水合物 

 

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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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 
人工魚礁 
廢棄物 
 
 
 
可指定兩
種魚類各
放入一顆
到海洋中 

 

發現 
新物種 
 
 
 
隨機 
從海洋中
獲得一個
漁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