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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普通高級中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教案設計 

教案名稱 
海洋書寫差異化教學—以海洋生物

為例 
設計者名稱 

教師：張玲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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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科課程 

康熹版第三冊第四課 

〈丁挽〉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影音短片、投影機、電腦、投影筆、黑

板、學習單、手機 
教學時數 2 節課（共 100 分鐘） 

教學理念 

同一班級中的同學對文字寫作與口語表達的興趣與能力，參差不齊。本教案利用差異化形

成的多元性，針對「同一」海洋生物，進行「科普書寫」、「文學創寫」、「口語分享」三種

表述，一方面對於特定海洋生物的「生物特性」、「相關時事報導」、「處境與議題探究」，有

機會深入了解，一方面，對提升自己語文表達的能力，運用特定方式分享議題，感染他人

的能力，有進一步的嘗試和體會。因此，本教案涉及(1)生物知識 (2)愛海情感 (3)分享能

力 三方面的探索。 

 

附：班級分組示意圖 

       組別一                 組別二 

  

       組別三                 組別四 

 

  

       組別五                 組別六 

水母

Ａ科普
知識

Ｂ文宣
海報

Ｃ文學
創寫

Ｄ口頭
宣述

抹香
鯨

Ａ科普
知識

Ｂ文宣
海報

Ｃ文學
創寫

Ｄ口頭
宣述

海龜

Ａ科普
知識

Ｂ文宣
海報

Ｃ文學
創寫

Ｄ口頭
宣述

雙髻
鯊

Ａ科普
知識

Ｂ文宣
海報

Ｃ文學
創寫

Ｄ口頭
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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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 

分析 

1 .  任教年級：高二  

2 .  類組：第三類組  

3 .  社區的海洋元素：都會型學校，對於海的經驗很欠缺，對海洋生物的認識

也很貧乏  

4 .  優勢：對生物感興趣  

5 .  劣勢：寫作能力尚在建構中  

十二年國教 

課綱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本教案 

學習目標 

1.能將資料以自己的語言

摘要及重述。 

 

2.能綜合資料，形成多媒

體素材，進行口頭短講。 

 

3.能轉換科學知識，形成

容易讓大眾理解的作品。 

 

4.能轉換科學知識，形成

文學語言。 

 

5.面對看法不同的意見，

能提出具體理由捍衛自己

的立場。 

6.能接收同儕意見並給予

實質的回饋意見。 

海  U8 善用各種文體或寫  作技巧，創作以

海洋為背景的文學作品。  

海 U18 了解海洋環境污染 造成海洋生物與環境累積

的後果，並提出因應對策。 

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2-Ⅴ-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述自身立場，歸納他

人論點並給予回應，達成友善且平等的溝通。 

6-Ⅴ-1 深化寫作能力，根據生活的需求撰寫各類文

本。 

6-Ⅴ-2 廣泛嘗試各種文體，發表感懷或見解。 

6-Ⅴ-3 熟練審題、立意、選材、組織等寫作步驟，

寫出具說服力及感 

染力的文章。 

6-Ⅴ-4 掌握各種文學表現手法，適切地敘寫，關懷

當代議題，抒發個 

人情感，說明知識或議論事理。 

6-Ⅴ-5 運用各種寫作技巧，反覆推敲、修改以深化

作品的內涵層次， 

提升藝術價值。 

6-Ⅴ-6 觀摩跨文本、跨文類、跨文化作品，學習多

元類型的創作。 

學習內容： 

鬼頭
刀

Ａ科普
知識

Ｂ文宣
海報

Ｃ文學
創寫

Ｄ口頭
宣述

水母

Ａ科普
知識

Ｂ文宣
海報

Ｃ文學
創寫

Ｄ口頭
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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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Ⅴ-1 具邏輯、客觀、理性、知識的說明，如人權

公約、百科全書、制度演變等。 

Bc-Ⅴ-2 描述、列舉、因果、問題解決、比較、定

義、引用、 

問答等寫作手法。 

Bb-Ⅴ-4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物間接抒情。 

對應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1. 能將資

料以自己的

語言摘要及

重述。 

 

3.能轉換科

學知識，形

成容易讓大

眾理解的作

品。 

 

 

 

2.能綜合資

料，形成多

媒體素材，

進行口頭短

講。 

 

 

 

預備活動：引進講座資源 

邀請海山高中畢業校友：海洋科學博物館研究員廖運

志博士，返校講座，增加對海洋的親近感。 

 

 

教師引導學生著手找資料，形成初步的稿件，與教師

在課後討論。 

 

 

【作業】 

Ａ作業：科普寫作，第一週繳交 

Ｂ作業：文宣海報，第二週繳交 

Ｃ作業：文學創思，第二週繳交 

Ｄ作業：口頭宣講，第二週試講，第三週跑關 

 

 

 

 

【活動一】試講與教學 

邀請環境教育協會導覽員郭兆偉先生，聆聽同學們口

說試講，每一組（每一生物）五分鐘，由講師指正科

學知識、生物插圖使用，以及口述要領。其他同學也

一起進一步了解該生物的相關知識。並且請講師選拔

優秀組別四組，以節省正式分享的教學時間。 

 

 

0 分鐘 

 

 

 

 

0 分鐘 

 

 

 

 

 

 

 

 

 

 

 

 

50 分鐘 

 

 

 

 

教學簡

報、投影

機、筆

電、簡報

筆。 

 

 

 

 

 

 

 

 

 

 

 

 

 

同學簡

報、投影

機、筆

電、簡報

筆。 

即席問答。 

 

 

 

 

 

準時繳交作

業。 

 

 

 

 

 

 

 

 

 

 

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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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轉換科

學知識，形

成文學語

言。 

 

 

 

 

 

 

 

6.能接收同

儕意見並給

予實質的回

饋意見。 

 

 

 

 

 

 

5.面對看法

不同的意

見，能提出

具體理由捍

衛自己的立

場。 

 

 

【活動二】分享與討論 

準備工作：將 ABC 作業展示在教室及群組，供同學

們事先投票。目的在請同學先閱讀閱覽。 

 

 

利用英國三一中學入班觀課機會，讓入選組別的 D 作

業（口頭報告）進行跑關。用英文報告。 

 

 

 

 

教師帶領學生檢視作業，同學們探索不同文類的創作

應把握的原則，並且加以歸納統整。 

 

【記敘兼抒情文本】 

1.閱讀〈丁挽〉一文，指出〈丁挽〉的筆觸，有哪些

是科學語言（紀實語言），有哪些是文學語言？ 

2.閱讀 2008.09《國家地理雜誌第 93 期：雨傘旗魚》

指出它的文本結構、描寫法、列舉法、申述、舉證等

手法的運用？以及圖表輔助的個數及時機。 

 

教師帶領學生分享小組討論的結果，並釐清相關概

念。 

 

 

分享回饋 

 

 

教師總結與頒獎 

 

0 分鐘 

 

 

 

20 分鐘 

 

 

 

 

 

15 分鐘 

 

 

 

 

 

 

 

 

 

10 分鐘 

 

 

1 分鐘 

 

 

 

4 分鐘 

學習單 

手機 

 

 

 

事先張貼

海報、投

影機、簡

報筆 

 

 

 

 

 

 

 

 

 

 

 

 

 

 

 

運用學習單進

行組內討論及

發表 

 

運用學習單進

行討論分享 

 

指定同學分享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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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學習單 

ABCD 四方採究科普寫作學習單 

1. 請根據組上的Ａ作業，說明海洋生物簡介必要的元素有哪些？ 

2. 請根據所有組別的Ａ作業，說明海洋生物簡介其他可以納入的元素有哪些？ 

3. 請選擇你最喜歡的一組口頭分享，說明你選擇他的原因。 

4. 請與你的小組同學討論：海洋生物口頭分享的關鍵有哪些？ 

5. 請針對你的組別的口頭分享（D 作業），給予一至兩個修正的意見。 

6. 請將組上的Ａ與Ｃ作業作一比較，在下方表格中指出兩種語言的不同。 

 

 
科普寫作 感性書寫 

清楚的問題意識 
  

簡潔有力的敘述 
  

正確的生物知識 
  

情境的舖陳 
  

感受的刻畫 
  

意見的陳述 
  

其他 
  

 

7. 請選出你覺得最喜愛的Ｃ作業，並說明為什麼？ 

8. 給這一個海洋生物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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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同學佳作 

 

  Hello！我是一隻小孩抹香鯨，嗯......曾經是啦！自有生以來，我都是和馬麻黏緊緊的，但

某天不幸遇難，敵不了大風大雨，我和媽媽就這樣一路漂流到安平。看到被大海偷走生命的我

們，人類決定將我們母子製成標本以作為紀念，現在，我們的骨頭被保存在台南安平的「四草

抹香鯨陳列館」，大家也能藉此對抹香鯨有多一點的認識！ 

    你問，我明明死掉了，為什麼還知道這麼多？ 

    這個嘛，要從我和媽媽變成小天使的那天講起：那天，風浪極強，與馬麻緊緊靠擁的我，

意識逐漸模糊不清，而朦朧的視線裡似乎有個人影漸漸成形⋯⋯『是時候喚醒汝矣，請睜開汝

之雙眼。』那人形開口說話，而且似乎是一名人類女性；輕緩的細音在海水裡蕩呀蕩，她的長

髮也輕緩地搖曳在柔波裡，彷彿大風大浪早已銷聲匿跡。『吾為西太平洋的海神，汝年紀甚輕，

即葬送於此，此吾之過失。是以償汝復一性命：脫肉軀，續以靈魂之身存於世。』迷茫間，我

愣了許久，沒發現自己已失去了性命，倒是察覺到海神的身體其實只是由海水組成的，構形成

跟人類一樣的樣貌，現身於眼前，波光閃耀，連髮絲也能細數。海神接著說：『然而，將賜汝一

令：汝須觀察人與生態之關聯，以宣導生態之重要為天職，同時，亦是救汝之族類。勉之

哉！』語畢，我隨即被拉回現實，發現我已成為靈體，而馬麻並沒有。 

     就這樣，我隨著我們母子的鯨魚身體，一路漂流，最後漂流到了安平。不久，在抹香鯨

館，我便和馬麻正式道了別：『馬麻，再見，我要去冒險、去執行任務了！』」 

 

 

同學的簡報，牛頭對馬嘴，被兆偉老師一一

點出來：「你們要談玳瑁，結果用的是綠蠵

龜的照片。」兆偉老師也強調：「好的導覽

員，一定要把知道內化，也就是要背稿，不

能看著 PPT 講。」 

 

我請圖書股長到圖書館挖寶，我自己所帶的

跑班選修課，也正陸續在盤點圖書館內目前

的海洋典藏，同學看到這些，至少感到一種

「吾道不孤」的溫暖——原來注意海洋的

人，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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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六個生物，最後只能有四組進入下一

關，兆偉老師由同學的表現，選出了：抹香

鯨、儒艮、雙髻鯊、水母。八個選手摩拳擦

掌，準備講給外國人聽。 

 

我準備了 7-11 四種海洋零嘴當獎品，由最

便宜到最貴，分別是：海苔→鱈魚香絲→小

包萬歲牌杏仁小魚→大包萬歲牌杏仁小魚。

（這也給我一個靈感，下次要帶他們直接殺

到 7-11 找到海洋與我們的關係。） 

 

 

（註：窗戶上貼有鬼頭刀的海報） 

 

投票時間 

 

同學賣力地分享他們所整理出來的知識。後

面是水母和儒艮的海報。這個組別必須同時

是用英文分享，因為那一天有英國學生入

班。 



8 

教學省思 

 

1. 班上不少同學喜歡生物，成績優異，但對於寫作文沒有興趣，這次透過任務分配，讓他們

體會到：把科學知識整理好也是一種表達力。 

2. 不論是文宣海報，還是口頭分享，包括文學創作，都是建立在科學知識上，因此，負責科

普寫作的同學都必須兼任組長，同學們由是體認到文學創作對專業的尊重，涉及科學知識

的陳述必須遵守科學原則。 

3. 把科普知識或是生物研究轉化為故事或自白體的散文作品，也讓同學覺得頗有感觸，實際

寫作一次，讓他們深入了解〈丁挽〉在生物知識、海上經驗、文學手法三方面交揉結合的

策略。 

4. 科普寫作必須包含三個內涵：問題意識、正確的知識、時事帶入、個人見聞。這比同學想

像中困難，也是有趣之處。 

5. 科學活動紀實或文學創作，運用到人物塑造、情節開合、主題呈現、情境刻畫、經典台詞

等故事經營素養，本教案不只是生物科的學習，也是道地的語文課程。日後進行的話，在

評量上可以更明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