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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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在呼喚我?」– 建立海洋

垃圾資料庫 
設計者名稱 

教師一：游景婷 

教師二：黃筱文 

教師三：鄞少君 

教學對象  

□幼教(幼兒年齡___) ■小學 □中學(含高中職) 

□一般民眾  □其他_______________ 

「是誰在呼喚我?」課程屬於國小高年級試用階段 

教學領域 

(科目或名稱) 
綜合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影片、白板等。 教學時數 1節課，40鐘 

教學理念 

站在土地上的人類，既可以抬頭仰望著天空，也能向下一跳躍入海洋之中，我們的家

鄉不只是視野所及或是日常經過的大街小巷，以五上擁抱海洋單元：「到南方澳去」、「護送

螃蟹過馬路」、「海洋朝聖者」，將海洋環境也納入家鄉的概念，並且加以珍視及推廣。 

主軸為「是誰在呼喚我?」，藉由「呼喚」喚起學生以不同的方式學會傾聽來自多元的

「聲音」，並能更進一步的為「需求」而倡議；藉由三大主題的延伸，加深加廣學生在不同

領域的認知、情意、技能、行為。 

每門課程包含著不同的單元，而一門課程皆會有一項成果的籌備，讓學生於期末展演

分享自己的學習歷程及推廣其成果的理念，而透過自我的闡述達到自我的倡議。 

 
(圖片說明：國語、體育、綜合，以黑點標註本教案之課程) 

教學對象 

分析 

下列為高年級學生已有的先備經驗： 

二上「資訊載具的體驗」圖片-能夠拍攝畫面清楚的相片  

三上「小丑魚和海葵」的文本，學生能針對課文內容，感受文字的表達效果，並利用寫作

的能力，完成具備「起因—經過—結果」的作文。 

三下「平衡高手」透過平衡板(木)的活動練習平衡的訓練。 

三下「資料的管理」，將同類型的資料彙整整理，存置資料夾。 

四下「請到我的家鄉來」的文本，學生能以寫作的方式介紹自己家鄉，並且具有搜尋其他

縣市特色的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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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 

課綱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本教案 

教學目標 

I認知： 

1.發現海洋與資訊科技的

關聯性。 

II情意： 

1.覺察資訊帶來的便利

性。 

III技能： 

1.利用載具建立完整的 AI

辨識模型 

海 E15 認識家鄉常見的河流與海洋資源，並珍惜自然

資源。 

海 E16 認識家鄉的水域或海洋的汙染、過漁等環境問

題。  

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3d-III-1 實踐環境友善行動，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 

學習內容 

Cd-III-1。生態資源及其與環境的相關。 

Cd-III-2  人類對環境及生態資源的影響。 

Cd-III-3  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行動的執行。 

Cd-III-4  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情懷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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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發現海

洋與資訊科

技的關聯

活動一名稱：建立海洋垃圾資料庫 

一、引起動機： 

放上淨灘時拾取垃圾的照片，請學生依照ＩＣＣ分類

法回答應該分成哪些類別？ 

1.  

2.  

3.  
二、主要活動： 

1.認識 AI作業程序 

i.收集資料：收集大量的資料。 

 

 

3分鐘 

 

 

 

 

 

 

 

 

 

 

 

 

 

 

 

 

 

 

 

 

 

 

 

 

 

 

10分鐘 

 

 

 

 

 

照片 

 

 

 

 

 

 

 

 

 

 

 

 

 

 

 

 

 

 

 

 

 

 

 

 

 

電腦、網

路、 

code.org 

AI for 

Oceans 

 

 

口頭回答 

 

 

 

 

 

 

 

 

 

 

 

 

 

 

 

 

 

 

 

 

 

 

 

 

 

 

完成 code.org

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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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I-2覺察資訊

帶來的便利

性。 

 

 

III-1.利用載

具建立完整

的 AI辨識

模型 

ii.訓練模型：利用收集到的資料進行 AI訓練 

iii.測試模型：測試 AI是否能夠完整辨識。 

iv.發現模型問題：發現 AI辨識時的錯誤並修改模

型，解決辨識錯誤問題。 

v.完成模型。 

 

2.實際利用載具收集資料 

i.利用載具（手機、平板）蒐集海洋垃圾的照片，能

將照片依照ＩＣＣ量表分類方式進行整理。 

ii.將整理完的照片分類上傳至 AI辨識出各類模型。 

iii.利用載具測試 AI模型，能夠時記得將垃圾分類。 

iv.測試完找出 AI無法辨識的海洋垃圾，並將垃圾拍

照加入到模型之中，避免模型無法辨識。 

v.能若辨識80%的垃圾，將完成好的模型匯出。 

 

三、總合活動： 

各組討論出在建置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如何解決？ 

 

 

 

 

 

 

 

22分鐘 

 

 

 

 

 

 

 

 

 

 

5分鐘 

 

 

 

 

 

 

 

平板、網

路、
Teachable 

Machine

網站 

 

 

 

 

 

 

 

 

 

 

 

 

 

建置完成 AI模

型辨識度達到
80% 

 

 

 

 

 

 

 

口頭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