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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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海廢的來源 

第二堂 森林與大海相互依存的親密關係 

第三堂 海廢對台灣海洋生態的影響 

第四堂 綠色循環經濟 

設計者 
連玉慧 

(科博館環教人員協助提供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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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領域/生物 (7 年級) 

教學 

節數/時數 

共 4節 (45分鐘/節) 

可視教學情況做增減 

教學  

設計理念  

塑膠廢棄物對海洋環境汙染日益嚴重，期望藉由本課程能強化學生對環境議題的同理

心，並能透過協同論證來瞭解人類行為在生態環境中扮演的角色。本課程探討淨溪與淨灘的

垃圾成分，進而瞭解里山與里海不可分割的系統性關係，理解人類行為對海洋生態環境的影

響，而能於生活中付諸減塑行動。 

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1-1 學生能觀察環境狀況並從中察覺問題。 

1-2 學生能針對問題來歸納現有資訊或數據。 

1-3 學生能與他人協同合作解決問題。 

1-4 學生能在探究中獲得啟發進而在生活中改變行為。 

學習內容： 

2-1 學生能瞭解塑膠廢棄物對台灣海洋生態的影響。 

2-2 學生能認識里山與里海的生態聯繫系統概念。 

2-3 學生能理解綠色循環經濟的重要性。 

學生能力 

分析 

  本課程適用國一學生，期望學生能具備國小高年級以上的核心素養。若

有少數學生能力較弱，期待透過本課程的小組協同合作活動，將學生素養

提升一定程度。  

 



教學資源 

1.  自製教材  

2. 即時回饋系統(IRS，例：plickers) 

3. 投影機或電子白板 

領域/ 

學習

重點 

核心 

素養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自-E-A2 能運用好奇心及想像能力，從觀察、

閱讀、思考所得的資訊或數據中，提出適合科學

探究的問題或解釋資料，並能依據已知的科學

知識、科學概念及探索科學的方法去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以及理解科學事實會有不同的論

點、證據或解釋方式。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自-E-B1 能分析比較、製作圖表、運用簡單數

學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自然科學資訊或數據，並

利用較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

過程、發現或成果。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自-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

的關懷心與行動力。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養與同

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力。 
海洋 

教育 

議題 

核心

素養 

Lb-Ⅳ-2 

人類活動會改變環境，也可能影響其他生物的

生存。 

Ma-Ⅳ-2 

保育工作不是只有科學家能夠處理，所有的公

民都有權利及義務，共同研究、監控及維護生

物多樣性。 

 

學習

表現 

觀察與定題： 

po-Ⅱ-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

進行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計劃與執行： 

pe-Ⅱ-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並能觀察和記

錄。 

分析與發現： 

pa-Ⅱ-1 能運用簡單分類、製作圖表等方法，

整理已有的資訊或數據。 

討論與傳達： 

pc-Ⅱ-1 能專注聆聽同學報告，提出疑問或意

見。並能對探究方法、過程或結果，進行檢討。 

培養科學探究的興趣： 

ai-Ⅲ-3 參與合作學習並與同儕有良好的互動

經驗，享受學習科學的樂趣。 

養成應用科學思考與探究的習慣： 

ah-Ⅲ-2 透過科學探究活動解決一部分生活週

遭的問題。 

學習

主題 

海洋資源與永續 



學習

內容 

交互作用： 

INe-Ⅲ-12 生物的分布和習性，會受環境因素

的影響；環境改變也會影響生存於其中的生物

種類。 

科學與生活： 

INf-Ⅱ-5 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影響。 

資源與永續性： 

INg-Ⅱ-3 可利用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約能

源等方法來保護環境。 

實質

內涵 

海J18 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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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綠階 

/初階海洋教

育者 

專業內涵 

(請勾選出本

教案可協助

綠階/初階教

育者增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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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可自行調整)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1-1 
第一堂 海廢的來源 

課程前可進行活動： 

    若資源狀況允許可進行淨灘或淨溪體驗。 

活動 1-1 引起動機 

由影片簡介淨溪與淨灘活動，並讓他們進行角色扮

演，想像自己是一位「海洋科學家」。 

 

每組的成員分為兩種角色： 

1. 淨灘成分研究員(○A成員) 

2. 淨溪成分研究員(○B成員) 

【活動目的】 

引發學習動機，使學生進入學習情境並瞭解活動主題。 

5 分 影片或照片  



1-2 

1-3 

1-4 

2-1 

活動 1-2 探究討論 

學生進行分組，每個小組中皆會包含探討淨灘與淨溪

的角色。教師在過程中須能引導學生進行有效討論。 

1. 組內的兩種角色先分別討論，各自統整淨溪和淨灘的

垃圾種類與數量，紀錄於學習單中。 

2. 所有成員再協同合作，互相分享淨溪與淨灘的垃圾成

分，並歸納異同處，進而推測海廢的來源。 

3. 教師在最後五分鐘須確認各組的學習單完成狀況，協

助收斂各組的討論內容。 

【課堂問題】 

問題一檢塑/溯源 

請同學想一想澎湖淨灘出現的「塑膠瓶」從哪裡來？ 

 進行方式—由○B成員先回答，再由○A成員回答，並分

享其研究的淨灘成分，有哪些證據可以知道各種海漂

垃圾的來源。將結果紀錄於學習單中。 

問題二 檢塑/溯源 

如果出現在澎湖的「塑膠瓶」是隨海漂來的，是否一年四

季的海漂垃圾量都相同？哪個季節最多？哪個季節最少

呢？ 

 進行方式—先與組員討論想法並記錄於學習單，每位

組員可以有不同想法。討論結束後全員都要透過IRS

答題。 

 

【活動目的】 

    使學生能從不同角度的觀察來了解環境議題的複雜

性，也透過此過程培養協同合作與基礎探究的能力。 

20 分 

 

學習單： 

引導學生歸納

討論內容 

 

電子白板： 

圖表分享/抽選 

 

學習單完成度 



1-3 

1-4 

2-1 

活動 1-3 發表分享 

1. 每組推派一名組員進行發表討論結果。 

2. 讓學生專注於發表內容，並與自己的討論結果做比較。 

3. 透過即時回饋系統進行問答與評分。 

【課堂問題】 

問題三 檢塑/溯源 

你覺得為什麼？ 

進行方式—同學透過 IRS回答完問題二後，老師在螢幕

呈現春夏秋冬最多及最少之統計圖，並從中抽選同學回

答問題三。各組各抽選 1~2位，由○B成員同學先回答。 

【活動目的】 

所有組別討論的問題是一樣的，學生在與其他組交流

的同時，也能反思自己剛才沒有想到的層面，達到學習共

同體的效果。 

15 分 

 

電子白板： 

投放報告資料

(例：學習單)、統

計圖、抽選 

 

IRS 系統： 

做及時評分、問

答等 

 

IRS 作答 

1-4 

2-1 
活動 1-4 總結收斂 

由老師帶入洋流及季風季節性影響的概念。並總結學

生討論的大致結果，列出淨溪與淨灘垃圾的共通性與差異

性，以及其他可能的延伸問題。 

【活動目的】 

聚焦討論結果，並讓學生思考結果延伸出的問題，作

為課後反思或與下一堂課的連結。 

5 分 電子白板： 

圖表分享，教師

可做註記 

 

 

1-4 課程後可進行活動： 

 反思問卷：針對課程前、課程中的活動進行回溯，強

化學習記憶。 

(若接續第二階段的課程，可合併在第二堂課後進行。) 

 線上問卷 問卷包含自評與

組內互評 



1-2 

第二堂 森林與大海相互依存的親密關係 

    承接第一階段課程，進一步透過問題引導，讓學生理

解里山與里海概念。 

活動 2-1 引起動機 

1.簡單用圖片複習上一堂課最後帶入洋流及季風季節性

影響海廢的概念。 

2.讓學生透過有趣的問答活動進入課堂並開啟思考。 

【課堂問題】 

問題四 檢塑/溯源 

請在澎湖地圖選出你覺得可能的「夏季」海漂垃圾熱點 

 進行方式—透過 IRS全員答題。待同學回答後，從中

抽選同學回答，並說明為什麼？ 

【活動目的】 

複習先備知識，並引起學習動機。 

5 分 電子白板： 

圖表分享 

 

IRS 系統： 

及時問答 

 

IRS 作答 

1-1 

1-2 

2-2 

活動 2-2 問題引導 

    澎湖農業並不發達，但淨灘的廢棄物中卻出現農藥

瓶。藉由此問題讓學生產生好奇心，更深入探討海洋廢棄

物的源頭，而帶入里山與里海的概念。 

【課堂問題】 

問題五 檢塑/溯源 

由提供之線索，想一想這個「塑膠瓶」可能是由台灣的

哪裡漂來？ 

 提示圖卡： 

 「塑膠瓶」瓶身標籤 

 大甲溪流域農園分布圖 

 各式農產品適用之農藥索引 

 進行方式—全員透過 IRS 答題後出現各選項之統計

圖表，從中抽選同學回答，並說明為什麼？ 

【活動目的】 

    學習由圖表來分析資訊，並作出適當的推論。 

10 分 電子白板： 

圖表分享/統計

圖/抽選 

 

IRS 系統： 

及時問答 

 

IRS 作答 



  

1-3 

1-4 

2-3 

活動 2-3 探究討論 

    經由上一個活動，學生已經了解到里山與里海是密不

可分，無法分解的廢棄物會隨著流域到下游最後進入海

洋。透過進一步的問題，讓學生進行角色扮演，進行換位

思考，如何才能減少海廢的產生? 

【課堂問題】 

問題六 如何減廢 

如果你是生產者/農民，應該如何減少農藥使用？ 

如果你是消費者，如何做到不購買使用此農藥之農產品？ 

 進行方式—依題目類型喜好分組，小組討論並將具體

作法畫於圖畫紙上。 

【活動目的】 

    藉由不同角度的換位思考，理解環境議題的多面向。 

15 分 電子白板： 

分組/抽選 

 

畫圖用具： 

紙、彩色筆 

圖畫成果 

1-4 

2-3 

活動 2-4 發表分享 

    各組派一名組員分享討論結果，可進行小組互評活

動，選出最喜歡的方案。 

【活動目的】 

    聆聽不同組別討論的結果，激發更多層面思考，進而

能在生活中扮演一個更聰明的消費者。 

10 分 各組發表圖 

 

IRS 系統： 

及時投票 

 

小組互評 

2-2 

2-3 

活動 2-5 總結收斂 

1. 以農藥瓶的溯源來引出流域的觀念，以塑造河川、溪

流、出海口、海水輸送的系統化思考。 

2. 總結里山和里海的基本概念。 

【活動目的】 

    學生透過一連串的思考，連結到里山和里海的概念。 

5 分 電子白板： 

圖表分享，教師

可做註記 

 

 

1-4 課程後可進行活動： 

 反思問卷：針對課程前、課程中的活動進行回溯，強

化學習記憶。 

 線上問卷 問卷包含自評與

組內互評 



1-1 

2-1 

 

第三堂 海廢對台灣海洋生態的影響 

    承接前兩階段之上課內容，若因時間因素直接由第三

階段開始進行課程，則利用投影片介紹前兩階段之統整結

果。 

活動 3-1 引起動機 

用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思考，前兩堂課所探討的垃圾

問題，是否會影響其他生物？可隨機抽問學生的想法。 

 

【活動目的】 

回顧前一堂課的內容，並開始引發學生延伸思考，對

議題產生更多好奇心。 

5 分 電子白板： 

投影片分享 

 

 

1-1 

2-1 

 

活動 3-2 議題發現 

用影片和照片讓學生了解塑膠廢棄物目前汙染海洋

的現況與嚴重性，除了世界上整體的汙染狀況外，也聚焦

到台灣本地海域所面臨的海洋垃圾問題。 

 

【活動目的】 

讓學生能深刻感受到人類行為對生態產生的衝擊。 

5 分 電子白板： 

投影片分享 

 

 

1-2 

1-3 

2-1 

 

活動 3-3 探究討論 

讓學生扮演研究人員的角色，每組分析不同的實例照

片。讓學生觀察與統計這些生物體內具有的垃圾種類，並

再度與淨灘和淨溪的垃圾做比較。結果與心得記錄於學習

單中。 

 

【活動目的】 

讓學生在此過程培養觀察與分析等基本探究能力。 

20 分 自製教材： 

圖卡/學習單 

 

小白板: 

統整討論結果 

學習單 

課後問卷組內互

評 

1-2 

2-1 

 

活動 3-4 發表分享 

每組推派 1~2名組員進行發表討論結果與心得，因每

組所討論的照片不同，讓學生可以保持好奇心專注於課

堂，不同組之間也可以互相比較。 

 

【活動目的】 

讓各組可以交流不同照片所分析的結果，讓學生對此

議題的了解更多元。 

10 分 小白板: 

分享討論結果 

分享結果評分 



 

2-1 
活動 3-5 總結收斂 

由教師總結學生討論的大致結果，並總結台灣海洋生

態面臨的問題。 

 

【活動目的】 

聚焦討論結果，並讓學生思考結果延伸出的問題，作

為與下一堂課的連結。 

5 分 電子白板： 

投影片分享 

 

 

 課程後可進行活動： 

 反思問卷：針對課程前、課程中的活動進行回溯，強

化學習記憶。 

 線上問卷 問卷包含自評與

組內互評 

1-2 

1-3 

1-4 

2-3 

第四堂 綠色循環經濟 

桌遊：引導思考人造物的生產、廢棄與處理 

    透過遊戲式的探究活動，讓學生思考消費者與經濟生

產、廢棄物處理之間的循環關係，瞭解綠色循環經濟的重

要性。透過此遊戲經驗，學生將能深刻體會自己的消費行

為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進而能培養對環境的同理心，在

生活中實踐消費行為的改變。 

學生將於遊戲內容中循序漸進了解： 

 生產端 

 消費行為的影響 

 綠色循環經濟 

 生活行為的改變 

    探究遊戲中包含問題討論與行動，每個小組將會討論

出一個解決方案，並讓大家進行票選。 

 

45 分 自製桌遊： 

卡牌/學習單 

 

小白板: 

統整討論結果 

討論成果 

小組互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