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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高雄市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教案設計 

（一）基本資料 

教案名稱  生物的分類-從魚市場學分類 
設計者  

姓名  

洪禹邦 

 

 

教學對象   □高中 ▓國中 □國小 □幼兒園 
教學領域  

（或科目）  
自然 議題學習

主題  

 □海洋休閒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  ▓海洋資源 

 

（二）教案概述 

 

教案名稱  生物的分類-從魚市場學分類 

實施年級  七年級(國一) 節數  共 3 節， 135 分鐘。(請以 1 至 4 節課設計) 

課程類型 i 

▓議題融入式課程 

□議題主題式課程 

□議題特色課程 

課程實施  

時間  

▓領域/科目： 自然  

□校訂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

素養 ii 
例：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等。 

教學理念  

1.讓學生透過觀察魚市場的運作，在引入本次的學習重點，如何分類。 

2.以當地主要漁獲，帶入軟體動物與魚類差異，並介紹軟骨魚與硬骨魚的辨識方法。 

3.讓學生以當下漁獲量進而思考，過漁及生態保育的觀念。 

4.讓學生說明應該如何選擇正確的吃魚方向。 

教學對象  

分析  

七年級學生在下學期會學到分類階層，課本並會敘述魚類的分類方式，該年段最末章節，並

會引入生態保育與環保議題的觀念建立。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域 /

學習

重點 i i 

核

心

素

養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

活當中。 

自-J-C1 

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

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海

洋

教

育

議

題
i 

核

心

素

養  

海2 能思考與分析海洋的特性與影響，並採

取行動有效合宜處 理海洋生態與環境之

問題； 

海5 能善用資訊、科技等各類 媒體，進行

海洋與地球資訊探索，進行分析、思辨與

批判海洋議題 

海7 能從海洋精神之宏觀、冒險、不畏艱難

中，實踐道德的素養，主動 關注海洋公

共議題，參與海洋的社會活動，關懷自然

生態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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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表

現  

tr-IV-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

象及實驗數據，並推論出其

中的關聯，進而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

確性。 

ah-IV-2 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

科學探究方法，幫助自己做

出最佳的決定。 
 

學

習

主

題  

海洋社會、海洋資源與永續 

學

習

內

容  

Gc-IV-1 依據生物形態與構造的特

徵，可以將生物分類。 

Lb-IV-2 人類活動會改變環境，也可

能影響其他生物的生存。 
 

實

質

內

涵  

海 J7探討與海洋相關產業之發展對臺灣經

濟的影響。 

海 J18人類活動對海洋生態的影響。  

海 J19了解海洋資源之有限性，保護海洋環

境。 

海 J20了解我國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積極參

與海洋保護行動。 

學習目標  
了解海洋社會與感受海洋文化的愛海情懷；探究海洋科學與永續海洋資源的知海素養。 

教學資源  蚵仔寮魚市場、課本 

 

（三）教學活動設計 
 

對應 

教學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備註  

（請說明評量方

式）  

藉由觀察魚

市場的運作

了解海洋產

業，能夠知

道人類如何

運用海洋資

源。 

1. 以遊覽車搭載學生至蚵仔寮觀光魚市，先觀察漁

船停靠時的漁貨裝載方式，可以請學生紀錄看到

了那些生物，裝載的方式及大概數量，船舶停靠

後漁民做了什麼事情? 

2. 觀察漁貨上岸後的處理後即可帶領班級上到二

樓看漁貨的分類。 

3. 老師引導學生可以注意的重點，並請學生可以拍

照或紙筆紀錄下，如漁會工作人員如何做魚類分

類，籃子顏色?同一個籃子裡面的種類有相同嗎?

大小型魚類的比例?除了魚類還有觀察到甚麼物

種? 

4. 各小組將看到的資料互相分享，並說明漁民分類

的可能方式以及看到最特別的狀況，並將內容寫

在教師預先發給學生的 N 次貼，由教師收集並稍

做整理，帶回教室內進行後續課程。 

10 分鐘 

 

 

20 分鐘 

 

 

 

15 分鐘 

蚵仔寮

魚市場

一二樓 

務必先查詢當日漁貨

拍賣時間 

建議攜帶望遠鏡方便 

觀察記錄 



第3頁  共8頁 

 

學習利用生

物的特徵進

行分類，了

解海洋資源

的有限性，

將海洋保育

內化並能愛

海。 

1. 引入本次的學習重點，如何進行分類，帶入脊椎

動物與無脊椎動物分類的課程。 

2. 帶領學生以舊知識，如是否吃過花枝或烤小卷及

烤魚的差異，了解脊椎常是分類的第一個步驟。 

3. 因蚵仔寮漁市有大量底拖性漁獲，可以發現很多

底棲性鯊魚及比目魚，可以藉此說明硬骨魚與軟

骨魚的差異，介紹軟骨魚不具鰓蓋但具有鰓裂的

構造，亦可與生殖章節結合，說明部分軟骨魚以

胎生形式繁衍後代。 

4. 因蚵仔寮魚市場的漁獲量不小，教師可提問，由

學生思考，當我們每天捕撈這麼多的魚，水裡的

魚會有什麼狀況?應該要吃大型魚還是小型魚?

那些漁獲大量出現是不是代表他們是季節性出

現的魚種，應該可以食用，教師可衍伸其他較少

的物種或較大型魚類則較不建議食用，可能會破

壞生態的平衡與穩定。 

5. 教師說明所有魚種均有不同生殖週期，也具有不

同的生命週期，快速可以達到成熟的種類，人類

食用對魚生態的影響較低，可補充說明那些魚類

為所以可以替代食用，不應該單吃某些魚種。 

6. 讓學生討論，看到的魚貨中哪種魚是最常見的，

表示這種魚的數量在資源上或許是足夠的，或是

哪種魚很難得看到，在魚市場中有沒有特別作區

分呢? 

7. 提供相關的資料，分組讓學生討論那些魚比較適

合食用也建議食用，小組發表後由教師總結並釐

清學生可能產生的誤解，需由教師說明為何對環

境友善，如養殖數量多，生長快速，餵養使用的

餌料比較健康等等 

 

 

3 分鐘 

學生發

表 

 

7 分鐘 

*講述 

 

 

10 分鐘 

*提問+  

 講述 

 

 

 

 

10 分鐘 

*講述 

 

 

 

 

15 分鐘 

*小組討

論 發表 

 

 

 

七年級

課本、 

圖卡、 

投影片、 

平板。 

 

本課程可接續進行或

是回到教室內進行。 

 

教室內可以有投影片

作用輔助教材，教師

亦可攜帶平板電腦等

輕便的教材，直接提

供學生物品的外觀。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觀察

到的現象並

找出關聯，

再運用習得

的知識來解

釋 自 己 論

點。 

1. 在課程最後，安排學生分組至零售魚市場中進行

觀察。重點讓學生比對市場所販售的魚貨種類跟

剛剛拍賣區的是否相同?並請學生使用筆記本快

速紀錄亦可用繪圖的方式將魚類特徵描述。亦可

讓學生紀錄至魚市場買魚的民眾最喜歡買什麼

魚貨。 

2. 如果觀察到的販售魚貨與拍賣區的有差異，讓學

生討論覺得可能是什麼原因?或是這些魚貨是從

哪邊來的呢?跟籃子顏色有什麼關聯性嗎? 

25 分鐘 

學生觀

察紀錄 

 

 

20 分鐘 

教師引

導及說

明 

 

蚵仔寮

零售魚

市場、 

 筆記本 

 、文具 

本課程後半段可利用

交通接駁時間於車上

討論，或回到教室內

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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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實踐、教學省思與建議 

教學實踐  

情形與  

成果  

本課程最大的困難點應是交通往返問題，本課程設計上能夠和自然學科緊密相關，亦能和食

魚教育相連解，若能利用課程相關時間並搭配國一的課外教學活動，是一個相當可行的教學

行程。 

教學省思

與建議  

希望能有相關經費挹注，可以提供學校申請進行海洋教育實查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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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圖 1.漁船靠岸，魚獲裝載方式。 

 

圖 2.魚獲保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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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蚵仔寮魚市場二樓看台可看到分類與批發狀況。 

 

圖 4.魚獲的分類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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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建議食用海鮮(節錄《臺灣的海鮮指南》) 

 

圖 6.想清楚食用海鮮(節錄《臺灣的海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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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避免食用海鮮(節錄《臺灣的海鮮指南》) 

 

 

                                                      
i 可參閱國家教育研究院發展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議題融入說明手冊」 

(12-13頁；294頁；52-57頁)。 

(1)議題融入式課程：此類課程是在既有課程內容中將議題的概念或主軸融入。融入的議題可僅就某一議題，或多項相關

議題。此類課程因建立於原有課程架構與內容，以現有課程內容為主體，就其教學的領域/科目內容與議題，適時進行

教學的連結或延伸，設計與實施相對容易。 

(2)議題主題式課程：此類課程是擷取某單一議題之其中一項學習主題，發展為議題主題式課程。其與第一類課程的不同，

在於此類課程的主軸是議題的學習主題，而非原領域/科目課程內容，故需另行設計與自編教材。它可運用於國中小的

彈性學習課程、高級中等學校的彈性學習時間，以數週的微課程方式進行，或於涉及之領域教學時間中實施。 

(3)議題特色課程：此類課程是以議題為學校特色課程，其對議題採跨領域方式設計，形成獨立完整的單元課程。它可於

校訂課程中實施，例如國中小的彈性學習課程、高級中等學校的彈性學習時間，或規劃成為校訂必修或選修科目。此

類課程不論是單議題或多議題整合進行，通常需要跨領域課程教師的團隊合作，以協力發展跨領域的議題教育教材。

雖有其難度且費時，但因是更有系統的課程設計，並輔以較長的教學時間，故極有助於學生對議題的完整與深入了解，

可進行價值建立與實踐行動的高層次學習；同時，亦可形成學校的辦學特色。 
ii 可參閱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各領域綱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