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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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擊的小漁人 設計者名稱 

教師一：戴妤珊 

教師二： 

教師三： 

教學對象 高二社會組 
教學領域 

(科目或名稱) 

多元選修 

校訂必選修 

教學資源 書籍、影片、職人 教學時數 6hrs 

教學理念 

台灣是個長期因戒嚴時期政府害怕人民可以自由與外界聯繫(無論是對岸或世界)而造成無

法控管民眾的局面，因而長期處於自我封鎖海洋的狀態，使身為海洋島國的我們卻與海洋

有著如此疏離與害怕的心。這個課程想要為學生埋下一顆種子，了解我們生活與海洋的關

聯性，藉由漁市、漁法、漁民信仰、海洋產業以及與身為東部學子的我們，可以走向海洋

的哪一面向-永續休閒遊憩，從畏海、敬海到知海、親海、愛海。 

教學對象 

分析 
台東女中高二學生，對於家鄉似乎有點熟又不太熟 

十二年國教 

課綱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本教案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能夠體認在地海

洋文化的特色與價值。

2. 讓學生能產生在地認同

感

3. 讓學生能夠珍視海洋資

源

4. 讓學生能思考如何兼顧

環境與永續與經濟發展

海 U2 規劃並參與各種水域休閒與 觀光活動。 

海 U3 了解漁村與近海景觀、人文 風情與生態旅遊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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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7 認識臺灣海洋權益與戰略地 位。 

海 U15 熟悉海水淡化、船舶運輸、 海洋能源、礦產

探勘與開 採等海洋相關應用科技。 

海 U17 了解海洋礦產與能源等資 源，以及其經濟價

值。  

領域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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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歷1a-Ⅴ-3 比較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並說明過去與現

在的關聯性。 

歷1b-Ⅴ-1 連結歷史知識與現今生活，並運用歷史知

識分析社會現象或變遷。 

歷1b-Ⅴ-3 選用及組織資料，提出合乎邏輯的因果關

係與歷史解釋。 

地1b-Ⅳ-1 解析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相互關係。 

地1b-Ⅳ-2 歸納自然與人文環境互動的結果。 

地1c-Ⅳ-1 利用地理基本概念與技能，檢視生活中面

對的選擇與決策 

地2c-Ⅴ-1 省思日常生活方式的意涵，珍視日常生活

的智慧 

公3b-Ⅴ-1 善用多種策略蒐集公民與社會生活相關資

料 

學習內容： 

Ae-Ⅲ-1 科學和技術發展對自然與人文環境具有不同

層面的影響。 

Ae-Ⅲ-2 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與人類的價值、信仰與態

度會相互影響。 

Af-Ⅲ-1 為了確保基本人權、維護生態環境的永續發

展，全球須共同關心許多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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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能夠

體認在地海

洋文化的特

色與價值: 

東西南北仍

然有其差異 

活動一名稱：漁市大考驗 

介紹塭仔港漁市、崁仔頂漁市、成功漁市的特色 

請同學比較三場域，販賣有哪些魚是相同?哪些不同? 

收集資料探討為何會有此種現象? 

 

0.75hr 影片 

職人 

課堂問答 

讓學生能產

生在地認同

感。 

讓學生能夠

珍視海洋資

源。 

 

活動二名稱：漁法大進擊 

介紹魚法:定置漁網、流刺網、一竿釣、鏢旗魚、拖

網 

請同學標示出台灣東西南北各運用哪些種類的魚法? 

為何會有呈現如此區域分別? 

哪些魚法比較好?定義甚麼是好魚法? 

 

0.5hr 書籍 

網路資料 

學習單 

不同地區的

漁業發展與

人類的價

值、信仰與

態度會有甚

麼相互影響 

活動三名稱：有拜有保庇 

介紹魚市場附近的信仰中心 

有哪些海神信仰?除了海神還祭拜甚麼神明? 

這與族群聚落有怎樣的對應關係? 

0.5hr 影片 

書籍 

課堂討論 

學習單 

熟悉海洋能

源、礦產探

勘與開採等

海洋相關應

用科技。 

活動四名稱：海洋產業大進擊 

介紹西部的離岸風電，對照與反思流經台東外海的黑

潮，是否也是未來可能可以研究發展的能源資源(或

目前無法加以運用之因)。 

 

0.5hr 專業職人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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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能夠

珍視海洋資

源。 

讓學生能思

考如何兼顧

環境與永續

與經濟發

展。 

活動五名稱：東部議題 

知本光電導覽-從原本是卡大地布的傳統領域開始介

紹，到1980s捷地爾遊樂園綜合開發階段，至目前想

進行光電設施的爭議。讓學生閱讀資料相關資料與實

際走讀；之後採行辯論方式來釐清開發與濕地生態保

護，讓同學更清楚該如何做出適當的抉擇。 

3.75hrs 知本溼地 實際走讀 

召開辯論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