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3 年度「海洋教育」在職進修學分班暨 

綠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教案設計 

教案名稱 海水缸裏的風暴 設計者名稱 陳炫勳 

教學對象 
□幼教(幼兒年齡___)■小學 ■中學(含高中職) 

□一般名眾  □其他_______________ 

教學領域 

(科目或名稱) 
自然領域彈性課程 

教學資源 

(1)橘色 30公升耐衝擊桶、食鹽 

面鏡、呼吸管、咬嘴 

(2)食鹽、刮勺、100mL 燒杯、水彩、滴管 

(3)透明塑膠盆、發泡棉、水彩、冷水、熱水、燒杯 

教學時數 3節課(45分鐘×3) 

教學理念 

1.在耐衝擊桶內模擬製作人工海水，並學習海灘浮潛活動中的水下換氣動作。 

2.理解海水成分中的鹽度差異，會形成梯度，梯度變化時便可能發生水下暗流的狀況。 

3.理解海水表層與下層具有溫度差異，會形成熱對流現象，同樣也可能發生水下暗流。 

教學對象 

分析 
國民小學中、高年級以上學生，具備實際動手操作能力。 

十二年國教 

能力指標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本教案 

教學目標 

1-1理解海水主要成分 

1-2正確穿戴面鏡、呼吸管 

1-3學會浮潛換氣方式 

2-1理解鹽差洋流成因 

2-2思考台灣海峽鹽差狀況 

3-1理解溫差洋流成因 

3-2思考台灣海峽溫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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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 參與多元海洋休閒與水域活動，熟練各種水域求

生技能。 

U11 了解海浪、海嘯、與黑潮等海洋的物理特性，

及鹽度、礦物質等海洋的化學成分。 

領域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法，而

獲得成就感。 

tm-Ⅳ-1 能從實驗過程、合作討論中理解較複雜

的自然界模型，並能評估不同模型的優點和限

制，進能應用在後續的科學理解或生活。 

學 

習 

內 

容 

<自然> 

Fa-Ⅳ-5 海水具有不同的成分及特性。 

Ic-Ⅳ-1 海水運動包含波浪、海流和潮汐，各有

不同的運動方式。 

Ic-Ⅳ-3臺灣附近的海流隨季節有所不同。 

EIc-Vc-4 臺灣海峽的潮流運動隨地點不同而有

所差異。 

<健體> 

Cc-Ⅲ-1 水域休閒運動進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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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理解海

水主要成分 

 

1-2 正確穿

戴面鏡、呼

吸管 

 

1-3 學會浮

潛換氣方式 

 

 

 

 

 

 

 

 

 

 

 

 

 

 

 

 

 

 

 

 

 

 

 

 

 

 

 

 

 

 

 

 

 

 

 

 

 

 

 

第一節課：浮潛換氣初體驗 

1.理解海水的鹹度來自於氯化鈉 NaCl。 

2.使用自來水裝入橘色 30公升耐衝擊桶約 9分滿。 

3.倒入 1包 1公斤裝食鹽，調製人工海水。 

4.計算人工海水 1÷(1+30×0.9)≒35‰約為海水鹽度。 

5.正確穿戴面鏡、呼吸管與橡膠咬嘴，橡膠咬嘴涉

及個人衛生，上課前需先洗淨，建議使用紫外線燈

殺菌。 

6.練習由嘴巴吸氣、由鼻子呼氣，完成換氣動作。 

7.嘗試在人工海水中進行浮潛換氣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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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橘色 30 公升

耐衝擊桶、食鹽 

 

面鏡、呼吸管、 

咬嘴、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2-1 理解鹽

差洋流成因 

 

 

 

 

 

 

 

 

 

 

 

 

 

 

 

 

 

 

 

 

 

 

 

 

 

 

 

 

 

 

 

 

 

 

 

 

 
第一節課總結 

本單元從配製人工海水開始，理解海水鹹度來自於

氯化鈉 NaCl 的含量。並穿戴面鏡、呼吸管與咬嘴，

練習浮潛活動的水下換氣，啟發探索海洋的興趣。 

第二節課：探索鹽度差異下的洋流變化 

1.說明海水的鹽度來自於所含氯化鈉的濃度。在強

烈日照下，海水蒸發量增加，於是造成濃度變化。 

2.使用燒杯調製不同濃度的氯化鈉溶液，並且拌入

不同顏色的水彩，分別代表不同鹽度的海水。為求

效果明顯，可分別使用 1 刮勺、2 刮勺與 3 刮勺作為

鹽度比較。 

4.使用滴管多次吸取至少約 20mL 液體才容易辨識。

再另外準備燒杯，慢滴入染色溶液，避免擾動。 

5.最後形成鹽差分層的模擬洋流狀態。 

參考資料：物理海洋學導論(范光龍譯)。Keith 

Stowe(1996), Exploring Ocean Science, 2nd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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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鹽、刮勺、 

100mL燒杯、 

水彩、滴管 

 

 

 

 

 

 

 

 

 

 

 

 

 

 

 

 

 

 

 

 

 

 

 

 

 

 

 

 

 

 

 

 

 

 

 

 

 

 

 

 

 

 

 

 

 

 

 

 

 

 

 

 

 

 

 

 

 

 

 

 

 

 

 

 

 

 

 

 

 

 

 

 

 

 

 

 

 

 

 

 

 

 

 



 

 

 

 

 

 

 

2-2 思考台

灣海峽鹽差

狀況 

 

 

 

 

 

 

 

 

 

 

 

 

 

 

 

 

 

 

3-1 理解溫

差洋流成因 

 

 

 

 

 

 

 

 

 

 

 

 

 

 

 

 

 

 

 

 

 
6.在未受擾動的狀況下，鹽差分層的模擬情形能夠

維持近乎整節課。而在此觀察期間，開始講解台灣

海峽的潮流運動。 
 

 
教師提問： 

若是由於氣候因素造成某區域海洋的蒸發量遠大於

降水量，則該區域的海水可能會產生什麼變化？ 

※參考答案：當蒸發量遠大於降水量時，表層海水

的密度會大於下層，因此向下沉降，導致海水垂直

擾動，便可能影響洋流與潮汐的變化。 

 

第二節課總結 

按照驅動力來區分，海洋環流可分為溫鹽環流以及

風生海流兩大類。前者由於海水密度不均勻分佈所

引起，後者則係受風吹所引起。鹽差分層模擬即可

直接觀測，並推論台灣海峽的潮流運動狀態。 

------------ 

第三節課：探索溫度差異下的洋流變化 

1.說明表層海水在強烈日照下，溫度升高，會異於

下層海水溫度，而且由於溫差將會造成對流現象。 

2.先使用發泡棉分隔在透明塑膠盆內。 

3.使用燒杯分別裝入冷水、熱水以調製不同溫度的

水溶液，拌入不同顏色的水彩，分別代表不同溫度

的水溶液。為求效果明顯，分別使用飲水機所提供

的 2 份量冷水、1 份量冷水+1 份量熱水形成溫水、

及 2份量熱水作為溫度對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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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明塑膠盆、 

發泡棉、水彩、 

冷水、熱水、

燒杯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3-2 思考台

灣海峽溫差

狀況 

 

 
 

 
4.抽開隔板，避免擾動，觀察液體熱對流狀況。 

 
 

 
5.最後形成溫差熱對流的模擬洋流狀態。 

6.在未受擾動的狀況下，熱對流的模擬情形可維持

近乎整節課。而在此觀察期間，開始講解台灣海峽

的潮流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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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 

若是由於氣候因素造成某區域海洋的表層溫度遠低

於下層溫度，則該區域的海水可能產生什麼變化？ 

※參考答案：當表層溫度遠低於下層溫度時，表層

低溫海水與下層較高溫海水會產生熱對流，溫暖海

水向上流動、較冷海水向下補充，將導致海水垂直

擾動，便可能影響洋流與潮汐變化。 

 

第三節課總結 

結合鹽度與溫度的差異，即形成所謂「溫鹽洋流」，

而洋流再區分尺度大小，例如黑潮即大尺度洋流，

而台灣海峽的潮流運動相對較小，但同樣複雜，且

對台灣的氣候仍有相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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