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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教案設計 

教案名稱 
小塑膠，大毒性- 

探討微塑膠對環境的影響 
設計者名稱 

教師一：黃勤展 

教師二： 

教師三： 

教學對象 
□幼教(幼兒年齡___) ■小學 ■中學(含高中職) 

□一般民眾  □其他_______________  

教學領域 

(科目或名稱) 
例如：自然科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影片、實驗器材等 教學時數 
例如：2節課，100分

鐘 

教學動機 

  
▲臨海縣市海洋廢棄物清除資訊(海保署) 

從趨勢發現危機，然而大人通常說不聽，長久之計只能從影響小孩做起，小孩長大之後可

能更有意識，或是成為知識傳播者，將這個教案再傳承下去。 

 

教學理念 

 

概念構圖 

 
 

1. 介紹塑膠廢棄物在海洋中的影響 

2. 介紹塑膠廢棄物在海洋中的形成與來源 

3. 透過實作課程使了解介尺度塑膠對海洋生態系統的潛在危害。 

4. 培養環保意識，討論如何減少塑膠污染及具體行動。評估學生參與活動和討論的積極

性，觀察他們是否能提出有效的環保行動建議。 

5. 通過課堂表單回饋，了解學生對塑膠污染及其毒性提升問題的理解程度。 

教學對象 

分析 

小四上 學過水生生物的世界 

小六下 學過生物、環境與自然資源 

國三下 學過科技的衝擊未來 

本課程平易近人貼近生活，可以在小學實施，主要針對一些活動實作產生肌肉記憶；也可

以在國中實施，深入了解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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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本教案 

教學目標 

以科學實驗解釋微塑膠毒

害性，讓學生提高海洋廢

棄物危機意識、減少塑膠

製品的使用量 

 

認知： 

1. 能分辨塑膠廢棄物種類 

2. 能分辨微塑膠種類、形

成過程、分布 

3. 能以舊有知識來理解新

知識 

 

情意： 

1. 能有保護環境的情懷 

2. 知道社會不同角色對於

環境的實際行動應該是

哪些 

3. 能知道自己在環保行動

中的定位 

 

技能： 

1. 能與同學討論出減少塑

膠的環保方案 

2. 能正確操作實驗包 

3. 能表達出自己對於實驗

現象的理解 

 

 

海 E14了解海水中含有鹽等成份，體認海洋資源與生

活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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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J20了解我國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積極參與海洋保

護行動。 

 

海 U18了解海洋環境汙染造成海洋生物與環境累積的

後果，並提出因應對策。 

 

海 U19了解全球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熟悉或參與海洋

保護行動。 

領域學習重點 

地球科學 

□礦物與岩石          □宇宙與天體   

□台灣的天氣          ■永續發展與環境    

□潮汐 

 

Na-IV-5  各種廢棄物對環境的影響，環境的承載能力

與處理方法。 

Na-Ⅳ-7  為使地球永續發展，可以從減量、回收、再

利用、綠能等做起。 

Na-Ⅳ-6  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保護地球自然環

境的基礎上。 

學習表現 

 

自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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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Ⅳ-3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索的各種方

法，解釋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建立科學學習

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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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數量可自行調整) 
時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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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 

引入學習情

境，能知道

接下來要做

什麼活動 

 

 

 

 

 

 

 

 

 

 

 

 

 

 

認知 

能分辨塑膠

廢棄物種類 

 

情意 

是否願意去

淨灘 

 

 

 

 

 

 

 

 

 

 

 

認知 

能分辨微塑

膠種類、形

成過程、分

布 

 

 

 

 

 

 

 

 

 

第一節活動名稱：認識塑膠微粒 

一、準備活動（10分鐘） 

1. 布置情境教具： 

o 海洋垃圾動態圖片或無聲影片 

o 張貼塑膠污染的海報、發下資料單頁 

2. 學生分組 

o 學生分為小組，讓每組猜猜今天要教的

什麼相關主題，可以舉手課堂分享。 

3. 老師結語 

o 學生分享後，老師公布答案。 

目的是希望學生先心裡有個底，這邊會執行一次 POE

的教學策略。學生可能猜到是環境污染議題，但汙染

有很多種，但可能不知道是塑膠汙染。 

 

 

二、發展活動（10分鐘） 

海廢圖鑑大挑戰：透過海廢圖鑑的配對遊戲，認識海

洋廢棄物的來源。 

(海廢圖鑑大挑戰製作團隊： RE-THINK 重新思考) 

  

  
 

三、概念講解（15分鐘） 

1. 塑膠分解與微塑膠的形成： 

• 講解海洋中塑膠垃圾暴露於太陽、海水和風的

作用下，會逐漸分解成微小的塑膠顆粒，形成

所謂的「微塑膠」。 

• 解釋微塑膠的尺寸一般小於 5毫米，雖然變

小，但它們不會真正被分解。 

2. 微塑膠的威脅： 

• 介紹微塑膠對海洋生物的危害，如誤食、堵塞

消化系統等。 

• 討論塑膠的毒性在生物體內如何累積及其可能

導致的長期危害。 

 

自製教材 

如左 如左 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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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知道自己的

本質任務並

能說出來 

 

 

 

 

 

 

 

 

 

 

 

  

  
 

1. 展示影片或圖片： 播放海洋中塑膠垃圾的影

片，展示塑膠分解的過程。問題導向討論： 

o 你認為這些塑膠垃圾最終會去哪裡？ 

o 當塑膠分解變小後，會發生什麼？ 

2. 互動提問： 問學生：“當塑膠垃圾變小後，它

會消失嗎？”引導學生思考塑膠分解並不等於消

失，而是轉變成為微塑膠。 

 

四、小組討論與活動（10分鐘） 

活動：角色扮演 

• 每組學生扮演不同角色（如海洋生物學家、漁

民、環保活動家、政府官員），討論如何應對

塑膠污染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 小組發表他們的想法與觀點。 

活動：填寫Mentimeter互動表單 

 

 

五、總結與反思（5分鐘） 

• 引導學生：日常生活中如何減少塑膠使用？可

以採取哪些具體行動來減少塑膠污染？ 

• 例如：減少一次性塑膠製品、提倡使用可重複

利用的產品、參加海灘清潔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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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 

知道自己等

下應該要做

實驗並開始

專注 

 

 

 

 

 

 

 

 

 

 

 

 

 

 

技能： 

觀察實驗步

驟及細節 

 

 

 

 

 

 

 

 

 

 

 

 

 

 

認知： 

能以舊有知

識來理解新

知識 

 

 

 

 

 

 

 

 

 

 

 

 

 

第二節、活動二名稱:實作認識微塑膠毒性機制 

一、準備活動（10分鐘） 

1. 布置情境教具： 

 
▲開發教材實驗包及推廣教材實驗包 

o 請同學猜猜看圖中表達的意思 

 

2. 學生角色扮演 

o 學生分為科學家小組，穿上實驗衣，清

點器材。 

3. 老師引語 

o 介紹實驗器材，以及指導實驗操作的基

本安全規則。 

 

二、實驗操作（25分鐘） 

1. 先注意觀察影片： 

 
https://youtu.be/SQw386O7CY0 

 

【本人開發實作實驗】模擬微塑膠對海洋的間接毒性 

 

2. 解說： 

毒性累積與擴散： 

• 微塑膠吸附水中有害化學物質，如重金屬、農

藥等。 

• 當海洋生物攝入微塑膠後，這些有毒物質可能

進入食物鏈，最終影響人類健康。 

 

  

   

https://youtu.be/SQw386O7C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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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能完成指定

操作任務 

 

 

 

 

 

 

 

 

 

 

 

自製教材 

  

  

  

  

  

  
 

 
▲實驗操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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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 

知道環保意

識的實際行

動應該是那

些 

 

 

 

 

 

 

 

 

 

 

 

 

 

 

 

 

 

 

 

 

 

 

 

 

 

 

 

 

 

 

 

 

 

 

 

 

 

 

 

 

 

 

 

三、小組討論與活動（10分鐘） 

• 小組發表他們在實驗中觀察的。 

• 實驗簡單的地方與困難的地方 

活動：將想法直接填寫到 GOOGLE表單 

附件一 

 
 

引用理論附錄 

 
 

 
 

老師可根據學生回答對應 學生覺察感知層次 

 

四、總結與反思（5分鐘） 

教師總結： 

• 塑膠分解變小，毒性反而增加，是一個值得關

注的海洋環境問題。 

• 提醒學生塑膠不會自然消失，微塑膠的存在對

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都造成了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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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實驗包 

[微塑膠居然是海洋中的油毒媒介？！] 

 

實驗說明 

目前並無研究顯示塑膠分子對生物的直接毒物作用，然而當塑膠的尺度因為物理降解、化學降解使

其下降到介尺度微粒時，微塑膠就會間接對環境造成影響。 

 

考量到中學生對於微塑膠的危害不甚瞭解，因此開發可視化實作，讓學生從實作中親眼見到塑膠微

粒是怎麼樣間接毒害海洋的。 

 

操作內容是事先製作好材料實驗包，幾個簡單步驟，就能模仿水中塑膠微粒作為脂溶性毒物媒介機

制，呈現塑膠微粒可能擴大毒物汙染海洋的面積，使海洋生物受到影響的情形加劇。 

 

實驗原理 

實驗利用 Bottom-up 方法製作介尺度微粒(可穿透 6 um 濾紙)，一般來說介尺度微粒由於表面靜電場

大等因素而在水中具有良好的吸附能力，。本研究利用此微粒吸附油溶性物質，形成的大微粒因為

帶同性電而分散的結果，使得油溶性物質在水中無法聚集，呈現 O/W乳化效果(oil in water)，簡單來

說，油會在水面散開。 

 

微粒的製作方式是透過化學方法例如控制 pH、加入保護基的方式進行反應自組裝生成金屬氧化物膠

體溶液。微粒的基材選擇氧化亞銅(化學式為 Cu2O)，除了使用材料本身的天性之外，有兩個原因：

一者是製作原料源自國中生原本就認識的本氏液(Benedict reactant)，而且製作原料簡單、成本低；二

者是氧化亞銅是目前公認「較低汙染」的海洋船隻防污劑(屬於不含錫的船身塗料)，因其在水中不

太會釋放銅離子而是會逐漸轉成難溶性氧化銅，而且每次實驗操作所使用的氧化亞銅膠體非常少，

因此教學實驗後產生的廢液對於環境汙染影響低。 

 

實驗器材 

1. 兩個 50 mL燒杯(一個是實驗組、一個是對照組) 

2. 雷射光源(綠色更佳) 

3. 沙拉油(深黃色更佳) 

4. 膠體溶液(具有保存期限) 

5. 噴瓶(容量不限) 

 

實驗步驟 

影音：https://youtu.be/SQw386O7CY0 

1. 兩個燒杯均裝入 50 cc的水，一個是對照組、一個是實驗組。 

2. 兩個燒杯均在水面正中央滴入 1滴油。 

3. 停下來讓學生觀察介紹疏水性，讓學生試著打散對照組油滴，觀察小油滴又會融合聚集成大油滴 

4. 接著在實驗組中噴入膠體溶液。 

5. 停下來讓學生觀察微粒在水中的廷得耳效應(Tyndall effect) 。 

6. 讓學生將實驗組的油滴打散。 

7. 觀察實驗組油滴是否像對照組一樣會聚集成大油滴。 

8. 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大油滴，在水面上的面積是否相同？ 

 

https://youtu.be/SQw386O7CY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