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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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尋海洋的滋味-愛上石花凍 設計者名稱 蔡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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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學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白板、石花菜(及製作工具)、學習單 教學時數 3節課 

教學理念 

本教案的教學理念立基於生活經驗與海洋教育的結合，旨在激發學生對海洋資源的興

趣和認知。通過探究式學習，引導學生主動探索石花菜的特性、石花凍的製作原理以及相

關的海洋文化。課程設計強調實作體驗，讓學生親手製作石花凍，深化對科學原理的理

解。同時，融入海洋資源保育的概念，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 

教學過程中，採用多元化的探究策略，如弗瑞爾模型、概念象限等，促進學生從不同

角度思考問題。此外，課程注重跨學科整合，將自然科學、海洋教育和文化學習有機結

合，幫助學生建立知識間的聯繫。通過這種全方位的學習方式，不僅提升學生的科學素

養，也培養其對海洋的責任感，為未來的海洋保育工作奠定基礎。 

教學對象 

分析 

1. 具備基本的生活經驗，對食物和點心有興趣，可能曾吃過果凍或布丁等點心。 

2. 在國小階段已學過植物和食物的相關知識，例如植物的構造、生長環境、食物的來源

等。 

3. 了解基本科學概念，如溶解、凝固等現象。 

十二年國教 

課綱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本教案 

學習目標 

1.了解石花菜的生長環境

與特性。 

2.認識石花凍的製作過程

與科學原理 (溶解、凝

固)。並能完成石花凍

製作。 

3.了解石花菜與台灣沿海

地區的經濟活動和飲食

文化的關係。 

4.認識海洋資源保育的重

要性。 

5.能夠依照步驟指示完成

石花凍的製作。 

6.樂於參與探究活動，並

能與他人合作學習，並

培養對海洋生態與資源

保育的意識。 

海 E10 認識水與海洋的特性及其與生活的應用。 

海 E11 認識海洋生物與生態。 

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ti-Ⅳ-1 能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知識概念，經由自我

或團體探索與討論的過程，想像當使用的觀察方法或

實驗方法改變時，其結果可能產生的差異；並能嘗試

在指導下以創新思考和方法得到新的模型、成品或結

果 

 

學習內容： 

Da-Ⅳ-1 使用適當的儀器可觀察到細胞的形態及細胞

膜、細胞質、細胞核、細胞壁等基本構造。 

Da-Ⅳ-2 細胞是組成生物體的基本單位。 

Ab-Ⅳ-1 物質的粒子模型與物質三態。 

Ab-Ⅳ-2 溫度會影響物質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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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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一名稱：神奇的石花菜 

一、引起動機 

1.教師展示石花凍實物，邀請學生品嚐。 

提問： 

a.你們喜歡吃果凍嗎？ 

b.你們知道這種果凍是用什麼做的嗎？ 

c.想一想它和一般的果凍有什麼不同？ 

 

二、發展活動  

1.策略: 弗瑞爾模型 

教師以簡報展示石花菜圖片和影片，引導學生討

論： 

a.石花菜是什麼？（定義） 

b.石花菜生長在什麼環境？（特徵） 

c.哪些食物是由石花菜製成的？（例子） 

d.哪些食物不是由石花菜製成的？（非例子） 

2.融入海洋社會文化: 

介紹石花菜在台灣的歷史文化，例如： 

a.說明石花菜的產地和採集方式 

b.介紹石花凍在台灣的傳統地位 

c.討論石花菜產業對當地居民的影響 

3.提問： 

a.想一想，為什麼台灣人會喜歡吃石花凍呢？ 

b.你們覺得石花菜和我們的文化有什麼關係？ 

 

三、綜合活動  

1.策略：概念象限 

a.教師將學生分組，每組發放石花菜實物，並指

導學生使用顯微鏡觀察石花菜細胞。 

b.教師在黑板上畫出 2x2 的四格象限表，引導

學生思考： 

(1)哪些海洋資源的利用方式是合理的？ 

(2)哪些海洋資源的利用方式是不合理的？ 

2.石花菜的永續採集與保育 

提問： 

a.如果我們過度採集石花菜，會發生什麼事？ 

b.我們應該如何做才能保護海洋資源，讓後代子

孫也能享用到石花凍？ 

3.學生將觀察結果記錄在學習單上，並繪製石花

菜細胞的簡單示意圖。 

 

5 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5分鐘 

 

 

 

 

5分鐘 

 

石花凍 

 

 

 

 

 

 

 

簡報 

白板 

 

 

 

 

 

 

 

 

 

 

 

 

 

 

 

石花菜 

顯微鏡 

白板 

 

 

 

 

 

 

 

 

 

 

口頭發表 

 

 

 

 

 

 

 

白板呈現弗瑞

爾模型 

 

 

 

 

 

 

 

 

 

 

小組討論發表 

 

 

 

 

白板呈現概念

象限成果 

 

 

 

 

 

 

 

個人意見發表 

 

 

學習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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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二名稱：動手做石花凍 

一、引起動機  

回顧石花菜的特性和海洋資源保育的重要性 

提問：你們想學習如何製作石花凍嗎？ 

 

二、發展活動 

1.策略: 流程圖、「要是…又會怎樣？」問題引

導 

a.教師示範石花凍的製作步驟，並將學生分組，

每組發放製作材料和工具。 

b.學生依照教師指示，分工合作，實際操作製作

石花凍。 

c.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製作過程中發生的變化，例

如：石花菜在熱水中溶解、溶液冷卻後凝固。並

以「要是…又會怎樣？」的問題策略進行探究： 

 

(1)要是石花菜的用量加倍，又會怎樣？（探討

石花菜用量對石花凍口感的影響） 

 

(2)要是水的量減少一半，又會怎樣？（探討水

量對石花凍口感的影響） 

 

(3)要是熬煮時間延長一倍，又會怎樣？（探討

熬煮時間對石花凍口感的影響） 

 

(4)要是溶液冷卻速度加快，又會怎樣？（探討

溫度/冷卻速度對石花凍口感的影響） 

 

d. 學生將觀察結果、流程圖，以及「要是…又

會怎樣？」的探究結果記錄在學習單上。 

 

三、綜合活動  

1.策略：視覺筆記 

a.讓學生品嚐自己製作的石花凍，並分享製作過

程中的心得和遇到的困難。 

b.教師引導學生運用視覺筆記，以圖文並茂的方

式記錄石花凍的製作過程、觀察到的變化，以及

對海洋資源保育的反思。 

(1)想一想，如果石花菜從地球上消失了，我們

的餐桌上會少了哪些食物？ 

(2)想一想，如果海水被污染了，石花菜還能生

長嗎？ 

c.請學生思考，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保護海洋，

讓石花菜能夠永續生長？ 

d.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思考如何將石花凍變得更

美味、更美觀，並記錄在學習單上。 

    2.教師歸納與總結 

教師針對本節課的重點進行歸納，並強調海洋資

源保育的重要性，以及永續利用的觀念。 

 

5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10分鐘 

 

 

 

25分鐘 

 

 

 

 

 

 

 

 

 

 

 

 

 

 

 

 

 

 

 

 

10分鐘 

 

簡報 

 

 

 

 

 

 

 

石花菜 

紗布 

篩網 

鍋子 

杯子 

砂糖 

瓦斯爐 

容器 

 

 

小書製作 

 

 

 

 

 

 

白板 

 

 

 

 

 

 

 

 

 

 

 

 

 

學生作品 

 

上課態度 

 

 

 

 

 

實作表現 

 

 

 

 

 

 

 

 

 

 

 

成品分享 

 

 

 

 

 

 

小組討論發表 

 

 

 

 

 

 

 

學習單成果 

 

 

 

 

 

參與度與表現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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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評量說明 

1.觀察學生參與課堂活動的積極度和合作性。 

2.檢視學生的學習單和視覺筆記，評估其對知識

的理解和應用能力。 

3.評量學生在課堂討論中，是否能表達對海洋資

源保育的理解和想法。 

4.評估學生是否能運用探究策略，進行知識的建

構與問題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