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藍階/進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教案設計」格式(版本 A) 

教案名稱 不識完「丸」-單元三：魚丸的身世之謎 設計者 涂家聲 

教學對象  
□幼教(幼兒年齡___)  ■小學    □中學(含高中職) 

□一般民眾                    □其他_______________ 

適用領域/科目 適用  

領域 /科目  
數學、社會 

教學 

節數/時數 
2 節課、80 分鐘 

教學  

設計理念  

 

學習目標  

1.能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與產業。 

2.能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水產品。 

3.能報讀表格繪製出折線圖。 

4.能依據圖表做出簡單推論。 

5.能聆聽他人的發表，並給予回應 

學生能力 

分析 

1.學生透過前面活動已經知道魚丸的組成原料為何  

2.學生已經具備報讀表格的能力  

3.學生已經完成市售魚丸與自製魚丸口感的評分表  

教學資源 

漁業生產量值統計表 

無魚之家影片 

口感評分表 

漁業統計年報 

環境資源中心文章 https://e-info.org.tw/node/18133 

（2006 回顧：商業捕撈無度 2048 年無魚可吃） 

https://e-info.org.tw/node/18133


領域/ 

學習

重點 

核心 

素養 

數-E-B2 具備報讀、製作基本統計圖表之

能力。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

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

思考解決方法。 

海

洋 

教

育 

議

題 

核心素

養 

海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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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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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表現 

數 d-II-1 報讀與製作一維表格、二維表格

與長條圖，報讀折線圖，並據以做簡單推

論。 

社 3d-Ⅲ-1 選定學習主題或社會議題，進

行探究與實作。 

學習主

題 

海洋社會 

海洋資源與永續 

學習

內容 

數 D-3-1 一維表格與二維表格：以操作活

動為主。報讀、說明與製作生活中的表

格。 

社 Ca-Ⅱ-1 居住地方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變。 

實質內

涵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

與產業。 

海 E11 認識海洋生物與生態。 

海 E13 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水產品。 

融入綠階 

/初階海洋教

育者 

專業內涵 

知識 

▓L1-K1 海洋環境與永續發展 

態度 

□L1-A1 親海意識 

□L1-K2 體驗教學與水域安全 ▓L1-A2 環境關懷 

技能 □L1-S1 教學設計與知識轉化 □L1-A3 服務熱忱 

對應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單名名稱：魚丸的身世之「謎」 

第一節：「魚丸」裡的魚 

一、課前準備 

 老師須在課前先準備漁業生產量值表讓學生

可以查詢高雄、台南、基隆、花蓮等地魚貨

量的差異。 

 

二、準備活動 

 請學生拿出口感評分表及食品原料統計表。 

 老師已經讓大家去找出市面上常見的魚丸種

類；也試著從包裝袋上找出它有什麼添加物

及原料魚的產地等資料並試著對魚丸的口感

 

 

 

 

 

 

 

 

 

 

 

5 分鐘 

 

 

 

 

 

 

 

 

 

 

 

 

 

口感評分表 

資料統計表 

 

 

 

 

 

 

 

 

 

 

 

 

資料蒐集評量 

 

 



 

 

 

 

能認識生活

中常見的水

產品。 

 

 

 

 

 

 

 

 

 

 

能認識家鄉

或鄰近的水

域環境與產

業。 

 

 

 

 

 

 

 

 

能認識家鄉

或鄰近的水

域環境與產

業。 

 

 

 

能認識家鄉

或鄰近的水

域環境與產

業。 

 

能認識家鄉

給予評價。 

三、發展活動 

 教師提問： 

 依據前面課程的學習，你們從魚丸的營

養分析表中有發現有哪些魚常常被拿來

作為魚丸的原料呢？想想看為什麼？並

試著以小組為單位發表。 

 

四、主要活動 

 教師提問： 

 請各組從老師發下的漁業生產量值表找

出臺南、高雄、宜蘭、基隆等區域的漁

業生產值中較高的魚種，並記錄在統計

表格中。 

 學生發現： 

 學生能發現宜蘭的鯊魚科，臺南的虱目

魚跟高雄的旗魚科漁獲量較高。 

 教師提問： 

 你們覺得這些魚類跟魚丸的原料有關連

性嗎？ 

 學生發現： 

 產地附近會利用這些漁獲來製成魚丸。 

 教師提問： 

 說說看為什麼臺南會有虱目魚丸的出

現？ 

 學生發現： 

 台南養殖漁業以虱目魚為大宗，不只製

成魚丸，還會有其他料理的出現。 

 老師提問： 

 基隆有鯊魚的漁獲嗎？那為什麼早期會

出現以鯊魚做為魚丸原料的情形出現？ 

 學生發現： 

 宜蘭捕獲的的鯊魚會到基隆的魚市場販

售，所以當地會有鯊魚的相關製品出

現。 

 老師提問： 

 臺南有旗魚的漁獲嗎？那為什麼除了虱

目魚丸還會出現以旗魚做為原料的情形

出現？ 

 學生發現： 

 原因和基隆相同，高雄的旗魚早期會運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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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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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實作 

學習態度評量 

 

 

 

口頭發表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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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或鄰近的水

域環境與產

業。 

 

 

 

能依據圖表

做出簡單推

論 

 

 

 

 

 

 

 

 

 

 

 

 

 

 

 

 

 

 

 

 

 

 

能報讀表格

繪製出折線

圖 

 

 

 

 

 

能依據表格

圖中做出簡

單推論 

送到台南加工製成相關製品。 

五、歸納小結： 

 教師總結： 

 製作魚丸的原料來源會有區域性（北部

海產集散地在基隆崁仔頂魚市、台南則

因為是虱目魚養殖的主要產地）及文化

（早期沒有冰箱為了魚的保存，所以製

成魚丸）而有所差異。 

 

第二節：2048 無魚之家？ 

 

一、課前準備 

 綠色和平組織「無魚之家影片」。 

 2006 回顧：商業捕撈無度 2048 年無魚可吃 

 

二、準備活動 

 請學生觀看老師準備的漁業生產量值統計

表。 

 觀看「無魚之家」動畫 

 閱讀「2006 回顧：商業捕撈無度 2048 年無魚

可吃」一文。 

 提師提問： 

 閱讀完 2006 年的資料後，你覺得 2048

真的會無魚嗎？為什麼？ 

 學生回答： 

 可能會發生、可能不會發生。 

 

三、發展活動 

 表格製作：  

 將學生分四組，老師則提供 105-109 年的

請學生將這 5 年漁業生產量值統計表裡

臺南、高雄、宜蘭、基隆四地中的鯊魚

科、虱目魚科、旗魚科漁貨量繪製成折

線圖。 

 教師提問： 

 從折線圖中，小組發現了什麼？ 

 學生發表： 

 請四組依序上台發表折線圖內容及說明

漁獲量的趨勢。 

 與學生討論某一年漁貨量減少可能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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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源中

心文章 

https://e-

info.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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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折線圖 

漁業生產值

統計表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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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態度 

 

 

 

 

 

 

 

 

 

 

 

小組討論 

 

 

 

 

 

 

 

 

 

口頭發表 



 

 

 

能聆聽他人

的發表，並

給予回應 

 

素為何？ 

四、歸納總結 

 教師總結 

 從各組發表的內容，一起探討漁獲是否

減少。從資料探討是否可以無止盡的捕

撈呢？ 

 

 

～本單元結束～ 

 

 

 

 

 

 

5 分鐘 

 

 

 

 

 

 

 

 

 

 

 

 

聆聽、發表 



附件一：魚丸評分表 

魚丸口感四點量表                    編號： 

各位同學，請依照你嚐起來的感覺，幫魚丸打分數。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Q 彈度 □ □ □ □ 

鮮甜度 □ □ □ □ 

內容豐富程度 □ □ □ □ 

 

附件二：魚丸產地資料卡 

 

魚丸產地資料卡 

購 買 來 源 

( 通 路 ) 

 

產 品 品 名 

( 品 牌 ) 

 

配 方 

( 主 要 魚 種 ) 

 

口 感 
 

味 道 
 

 

 

附件三、魚類捕獲量折線圖 

 

地區：（           ）不同年度用不同顏色標示 
    

    

    

    

    

    

    

    

    

    

    

    

    

    

 

 

產
量
：
公
噸 

鯊魚       虱目魚         旗魚      （魚種） 



2006 回顧：商業捕撈無度 2048 年無魚可吃 
2006年 12月 28日 

策劃：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撰文：吳萃慧；得票率：58%（票數：560） 

11月 3日出刊的《科學》（Science）期刊指出，根據世界自然基金

會（WWF）研究小組針對海洋健康狀況 4年的研究，由於人類濫捕野生

魚類和對水質的污染，2003年就已有將近 29%的公海魚類處於枯竭狀

態，若不改善，到了 2048年，所有經濟性魚類及海產生物都會枯竭，屆時人類就沒

有海鮮可吃。除此之外，海洋生物多樣性消失的結果，還會造成有害藻類大量出現，

並海岸洪水氾濫越來越多。研究小組同時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並表示如果人們不希

望情況繼續惡化，便必須積極進行生物多樣性的復育，並以保育生態系的完整為最高

指導原則。 

13位來自加拿大、巴拿馬、瑞典和美國的研究人員，分析了從 1950-2003年所進行的

32個實驗、48個海洋保護區的研究，和聯合國糧農組織對全球魚類和無脊椎動物的

資料；他們亦從檔案、漁獲紀錄和考古紀錄，搜集 12個海岸地區過去 1千年的歷史

資料，發現目前有 29%的野生魚類和海產物種枯竭，撈獲量已比最高產量下降 90%；

然而在 1980年，僅有 13.5%的海洋生物枯竭，枯竭的速度顯然正在加劇中。 

世界自然基金會的《2006地球生命力報告》（2006 Living Planet Report）也呼應

指出，從 1961年至今，人類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已增大為 3倍

多，人類將資源變成廢物的速度，比地球將廢物變成植物和生物的速度快了太多，人

類過的其實是「入不敷出」的生活，因此報告中呼籲，應即刻大幅改變快速消耗資源

的生活方式，只要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漁獲量減少一半，就可能在 2080年之前，將

http://e-info.org.tw/files/active/44/20061108-073543-20061106_tunamarket.jpg


資源的使用和再生差距拉平；加拿大科學家也在發表於 2005年 8月的《自然》

（Journal Nature）中指出，大西洋與太平洋包括黑鮪魚在內的深海大型魚類，在過

去 50年來已經減少了 50%，主要原因便是過度捕撈。 

2006國家漁跡（Fishprint of Nations 2006）建議，劃分一定比例的海洋區域為禁

止一切撈捕、開採和干擾活動的「禁漁區」，及各國劃出至少 20%的經濟海域為保護

區，有其必要性。消費者也可以購買靠近食物鏈末端的海鮮，對海洋生態影響較小，

如扇貝、螃蟹、鯷魚和鯡魚等；比起比目魚或鮪魚，食物煉末端生物單位體重需求的

海洋面積較小，對生態衝擊較低；永續撈捕或養殖的海鮮，比如鯰魚、蛤、首黃道蟹

和龍蝦等，也都是有益生態的海鮮物種。 

過去中國大陸經常因使用不當漁具濫捕及破壞漁業生態飽受國際批評，2002年中國國

家漁業局統計也已測知漁獲量明顯減少：2001年中國漁獲量是 1,300萬噸，比 2000

年同期減少 20%。專家並預估，2006年之前中國的年漁獲量將逐年遞減 10%，若不立

即採取行動，全中國的漁獲量將衰退的更迅速。台灣自 1977年之後，沿岸漁獲量便

直線下降，不當漁具捕撈深海及底棲魚類、越域超量捕撈鮪魚及保育類的鯨鯊，以及

沿岸魩仔魚細網袋雙拖網作業等阻礙魚源再生的惡形惡狀，也屢屢登上國際惡名榜。

7月農委會主委蘇嘉全提出「新農業運動」，針對未來 3年（2006-2008年）的漁業

目標提出：(1)遠洋漁船全面裝設船位回報器、(2)嚴格管制或全面禁止嚴重危害生態

的漁業、(3)發展優質養殖漁業，積極推動優良水產養殖場認證、無用藥與循環水養

殖，期待落實更長遠、可永續經營、可與國際接軌的海洋政策。 

文章來源： https://e-info.org.tw/node/18133 

https://e-info.org.tw/node/18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