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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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滬」海洋之心吧 ! 設計者  莊博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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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民眾                  ■其他   綠階初階教師        

適用 

領域/科目 
  校本課程 / 融入社會領域 

教學 

節數/時數 
200分，5節課 

  教學 

設計理念 

本教學設計以「守『滬』海洋之心吧!」為主題，規劃五節課，課程架構如下： 

 
 

【對學生】 

        澎湖北海吉貝嶼四周擁有世界密度最高的石滬群，人文景觀及自然資源豐富。吉

貝國小位處於島上，學校附近便是極具特色的海洋教育場域。本教學設計以人文環境、自

然環境為基礎，結合社區資源，透過在地耆老經驗分享，傳承築滬、修滬的知識與技能，

引領學生體認石滬的美麗與哀愁，共同守護先民的智慧。 

 

【對綠階教育者】 

        澎湖島嶼眾多，四面環海，學生生活與海洋關聯密切，故結合各校特色課程，匯

集綠階教育者的專長，更易落實海洋教育。本教學設計以地方特色為主軸，藉由石滬的構

築與重整，成就學習者與海洋的連結。 

        吉貝嶼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石滬群，是海洋教育的絕佳教材，所以選擇「守

『滬』海洋之心吧!」為主題；在地耆老了解地方特性，能協助學校建置在地課程，是以教

學實施方式結合在地資源，活化海洋教育，引發學生對石滬保存的關切。 

1. 經由課堂上影片欣賞，引導學生思考石滬的存在價值；並透過「Q&A」討論活動，探討

修復石滬的重要知識。 

2. 帶領學生參觀在地環境教育認證場域，引導學生了解先民早期生活，認識石滬漁業活動

與環境、人文息息相關。 

3. 帶領學生實地走訪石滬，體驗修滬、捕魚的活動，深化對海洋資源永續關懷之情，激發

其行動力。 

4. 藉由分組討論、報告分享，反思自身的文化價值，並負有傳承責任，期能幫助學生面對

現在及未來的環境變遷，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    

 

守「滬」海洋之心吧 !

修石滬工作坊

影片欣賞 修滬Q&A

石滬文化館，
我來了!

影片簡介 耆老導覽

童心協力
捕魚趣

童心協力
修滬去

我是
北海小英雄

小組討論 報告分享



學習目標 

1. 播放修復石滬的影片後，透過「Q&A」，建構修復石滬的知識，分組討論石滬漁業與環

境永續的關係。 

2. 參觀石滬文化館，由耆老講解石滬的相關知識，介紹早期在地生活與文物。 

3. 實地探查，進行修滬、捕魚的實作活動。活動後記錄心得、查詢魚種資料，並訪問長

輩，將所學與生活結合，彙整經驗記錄。  

4. 透過小組討論、上台發表，由學生省思：身為北海小英雄所需肩負維護石滬的自身責

任，且與同學們相互訂立「守『滬』海洋之心」契約 。 

 

學生能力 

分析 

1. 教學對象：國小五、六年級。     

2. 先備知識：具備觀察水中生物的生活環境、生態、外型特徵等能力。 

3. 學生在中年級的校本課程已知石滬是先人捕魚的方式。 

4. 學生在四年級的社會課程已認識家鄉的自然環境、產業生活。 

教學資源 

1. 電腦、單槍投影設備、獎品。 

2. 膠鞋、棉布手套、網具、魚簍 

3. 學習單： 

   ①愛石滬，修石滬         

   ②吉貝石滬文化館，我來了!          

   ③石滬尋寶           

   ④我是北海小英雄 

4. 影片：〈百年石滬漁法瀕臨失傳•老漁民奮力守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dGlzFS-dDs 

5. 《北海小英雄•吉貝國小海洋解說員學習手冊》 澎湖縣立吉貝國小編製 

6. 吉貝國小校本課程《海神的項鍊&吉貝石滬》 

領域

/ 

學習

重點 

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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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E-B3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

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

文化內涵。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

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

務，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並

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

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

展。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

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

合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

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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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能規劃及執行海洋活動、探究

海洋與開發海洋資源之能力，

發揮創新精神，增進人與海的

適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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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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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表現 

1a-Ⅲ-2 舉例說明在個人生活或民主

社會中對各項議題做選擇的理由及

其影響。 

1c-Ⅲ-1 評論社會議題處理方案的優

缺點，並提出個人的看法。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

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2a-Ⅲ-2 表達對在地與全球議題的關

懷。 

2b-Ⅲ-1 體認人們對社會事物與環境

有不同的認知、感受、意見與表現

方式，並加以尊重。 

2c-Ⅲ-1 反省自己或社會的價值觀、

偏見與歧視，並探究其緣由。 

2c-Ⅲ-3 澄清及珍視自己的公民身

分，並具備對國家及文化的認同

感。 

3c-Ⅲ-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

點，並能與他人討論。 

3c-Ⅲ-2 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

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3c-Ⅲ-3 主動分擔群體的事務，並與

他人合作。 

3d-Ⅲ-1 選定學習主題或社會議題，

進行探究與實作。 

3d-Ⅲ-2 探究社會議題發生的原因與

影響，評估與選擇合適的解決方

案。 

3d-Ⅲ-3 分享學習主題、社會議題探

究的發現或執行經驗，並運用回饋

資訊進行省思，尋求調整與創新。 

學習

主題 

海洋休閒、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與技術、 

海洋資源與永續。 

 

學習

內容 

Aa-Ⅲ-4在民主社會個人須遵守社會規

範，理性溝通、理解包容與相互尊

重。 

Ab-Ⅲ-3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

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聯性。 

Ae-Ⅲ-1科學和技術發展對自然與人文

環境具有不同層面的影響。 

Af-Ⅲ-1為了確保基本人權、維護生態

環境的永續發展，全球須共同關心

許多議題。 

Ba-Ⅲ-1每個人不同的生活背景與經

驗，會使其對社會事務的觀點與感

受產生差異。 

Bb-Ⅲ-1自然與人文環境的交互影響，

造成生活空間型態的差異與多元。 

Bc-Ⅲ-1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

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

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實質

內涵 

海 E3具備從事多元水域休閒活動的

知識與技能。 

海E4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與產

業。 

海E8了解海洋民俗活動、宗教信仰與

生活的關係。 

海E10認識水與海洋的特性及其與生

活的應用。 

海E11認識海洋生物與生態。 

海E13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水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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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Ⅲ-1都市化與工業化會改變環境，

也會引發環境問題。 

Ca-Ⅲ-2土地利用反映過去和現在的環

境變遷，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Ce-Ⅲ-2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的使

用會產生意義與價值的轉變，但也

可能引發爭議。 

Da-Ⅲ-1 依據需求與價值觀做選擇

時，須評估風險、結果及承擔責

任，且不應侵害他人福祉或正當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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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Ⅲ-2 

2c-Ⅲ-1 

 

 

 

 

 

 

3c-Ⅲ-1 

 

 

 

 

 

 

 

 

第一節 【修石滬工作坊】 

一、課前準備   

1. 聯繫授課耆老，說明學生人數與課程內容。 

2. 與耆老討論，將與石滬相關的重要知識設計

成問題，彙集製成 PPT，上課播放。 

3. 學習單設計①、影片媒材安排。 

二、準備活動 

1. 教師播放影片〈百年石滬漁法瀕臨失傳•老 

漁民奮力守護〉，藉由與在地相關的影片，

引起學生興趣，讓學生了解吉貝的石滬群在

全世界具有高度的文化價值。 

2. 教師提問 

    ⑴是否曾經聽家中長輩提及影片中的活

動？ 

    ⑵是否曾經和家人到石滬捕魚？ 

三、發展活動 

1. 介紹擔任授課的在地耆老。 

2. 利用投影設備進行修滬 Q&A： 

    ⑴由耆老提問，學生回答。 

    ⑵再由耆老分享經驗，講解築滬、修滬的

方法。 

3. 修築石滬的重要知識： 

⑴石滬是許多澎湖漁民賴以維生的經濟來

源。吉貝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石滬群，

有「石滬的故鄉」美稱，是石滬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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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分 

 

 

 

 

 

 

 

 

 

 

 

 

 

 

 

 

 

 

 

 

 

 

 

 

 

 

單槍投影 

設備 

 

 

 

 

 

 

 

 

 

 

 

 

 

 

能用心欣賞 

 

 

 

 

能踴躍發表 

 

 

 

 

口頭發表 

 

 

 

 

 

 

 



 

 

 

 

 

 

 

 

 

 

 

 

 

 

 

 

 

 

 

 

 

 

 

 

 

 

 

 

 

 

 

 

 

3c-Ⅲ-1 

 

2c-Ⅲ-3 

 

 

 

 

的重鎮。 

⑵建造石滬，各滬主先勘察地勢及海水流

向，確定石滬建造的方位，再標出滬房形

狀。填造石滬的工程適合在夏季進行，因

為夏季氣溫高、白天長、風勢弱。 

⑶建造石滬須具備幾項條件：要有石材、潮

差要大、風力要強、珊瑚礁棚的面積要廣

大。 

⑷隨著遠近海捕撈漁業取代傳統式人工捕撈

作業，加上魚源漸漸枯竭，這項不會破壞

天然資源、展現先人生活智慧的捕魚技法

逐漸沒落。石滬不是主要的經濟來源，缺

少維護，便逐漸傾倒、崩毀，有些石滬還

因砂砱(珊瑚碎屑的俗稱)淤積，也造成魚

類棲息地受破壞。石滬是珍貴的海洋文化

資產，是先民的智慧結晶，修復石滬刻不

容緩。 

四、綜合活動 

1. 填寫學習單：由學生完成【愛石滬•修石

滬】學習單，並進行小組回饋。 

2.教師總結：海洋之心是吉貝珍貴的文化資

產，值得珍惜。 

3.教師說明下一節課將前往吉貝石滬文化館參

訪。 

 

 

 

 

 

 

 

 

 

 

 

 

 

 

 

 

 

 

 

 

 

 

 

 

 

7分 

 

 

 

 

 

 

 

 

 

 

 

 

 

 

 

 

 

 

 

 

 

 

 

 

 

 

 

 

 

 

學習單 

 

 

 

 

 

 

 

 

 

 

 

 

 

 

 

 

 

 

 

 

 

 

 

 

 

 

 

 

 

能參與討論、 

口頭分享 

 

 



 

 

 

 

 

 

 

 

 

 

2a-Ⅲ-1 

 

 

 

2c-Ⅲ-3 

 

 

 

 

 

 

 

 

第二節  【吉貝石滬文化館，我來了!】 

一、課前準備 

1.預約參觀吉貝石滬文化館的時間，並預約影

片播放。 

2.聯繫授課耆老，安排導覽活動流程。 

3.安排校外教學的交通工具。 

4.與導師討論活動內容與工作分配。 

5.學習單設計②、影片媒材安排。 

二、準備活動 

相見歡：介紹擔任導覽的在地耆老。 

三、發展活動 

1.耆老解說：文化館的成立與願景。 

2.影片欣賞：播放文化館內的影片，並由耆老

從旁說明，使學生了解石滬起源與價值。 

四、主要活動 

由耆老導覽，介紹展示文物，使學生能了解石

滬文化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 

五、延伸活動 

1. 填寫學習單：由學生完成【吉貝石滬文化

館，我來了!】學習單，並由教師評閱。 

2.教師說明下一節課將前往吉貝三心石滬進行

體驗，提醒準備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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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心聽講 

 

 

 

能專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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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Ⅲ-3 

 

 

第三、四節【童心協力捕魚趣、童心協力修滬去】 

一、課前準備 

1.教師 

⑴聯繫授課耆老，安排戶外實作地點（吉貝

三心石滬），確認潮汐時間與活動安全。 

⑵與協同教師討論活動內容，說明協助事

項。 

⑶安排校外教學的交通工具。 

⑷製作學習單③。 

2.耆老：修石滬工具、捕魚工具。 

3.學生： 

⑴預先完成分組，5~6人一組。 

⑵活動所需的換洗衣物。 

二、教師引言∕準備活動 

1.教師進行水上活動安全宣導，並且提醒注意

環境維護。 

2.教師引導學生觀察石滬景觀特色。 

三、引導提問∕發展活動 

1.探查石滬構造：協同教師針對石滬構造名

稱、功能進行有獎徵答，引導學生探查的重

點。 

2.童心協力捕魚趣： 

⑴耆老先示範捕魚的方式，且傳授牽拖漁網

時須注意的技巧。 

⑵將學生分組進行實際拉網捕魚，並從旁修

正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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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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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具 

魚簍 

 

 

 

 

 

 

 

 

 

 

 

 

 

 

 

 

 

 

 

能仔細觀察 

 

口頭發表 

 

 

能專心聆聽 

 

能積極參與 

  

 



 

 

 

 

 

3c-Ⅲ-3 

 

 

 

⑶將漁獲中，體型較小的幼魚放回石滬，讓

學生建立海洋資源永續的概念。 

3. 童心協力修滬去： 

⑴耆老先講解如何挑選石頭、搬運石頭，與

填築位置。 

⑵特別叮嚀實作的動作技巧，以避免受傷。 

⑶經耆老示範動作後，再由學生反覆練習。 

⑷教師注意學生安全，並適時協助指導。 

四、延伸活動  

1. 教師發下學習單，指導學生填寫。 

2. 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完成： 

⑴繪出從石滬捕獲的魚種，並利用網路或

《北海小英雄•吉貝國小海洋解說員學習

手冊》查詢所繪的魚種特徵。 

⑵與家人分享今日在石滬活動的過程與感

受。 

⑶訪問家中或鄰居的長輩，記錄經常出現在

石滬中的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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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Ⅲ-1 

 

1c-Ⅲ-1、 

3d-Ⅲ-2、 

2a-Ⅲ-2 

 

 

 

 

 

1a-Ⅲ-2 

第五節  【我是北海小英雄】 

一、課前準備 

1. 教師：設計學習單④。 

2. 學生：完成學習單③，並依照上一次體驗活

動分組。 

二、準備活動 

1. 教師指導學生在分組中擔任不同角色。 

⑴海洋領航者  

⑵石滬解說員 

⑶食魚小博士 

⑷修滬小達人 

⑸愛滬小文青 

2. 透過【學習單③石滬尋寶】、【學習單④北

海小英雄】進行分組討論。 

三、發展活動 

1. 石滬尋寶 

⑴小組討論 

⑵各組由食魚小博士上台分享，報告石滬常

見魚獲和四季魚種。 

⑶各組由石滬解說員上台報告石滬漁獲量的

改變，與合乎海洋資源永續利用的行為。 

2. 教師回饋。 

四、綜整反思 

1. 北海小英雄 

⑴小組討論 

⑵各組由修滬小達人上台分享，報告修築石

滬的重點。 

⑶各組由愛滬小文青上台報告，分享保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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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 

 

 

 

 

 

 

能參與討論 

報告 

 

 



 

 

 

3d-Ⅲ-2、 

3d-Ⅲ-3 

2b-Ⅲ-1 

 

 

滬的看法。 

2. 教師回饋。 

五、綜合活動 

1. 教師鼓勵學生自由發表在石滬文化傳承中想

要擔任甚麼角色。 

2. 填寫「守滬海洋之心契約書」。 

3. 教師歸納總結。 

 

 

 

7分 

 

 

 

 

 

能踴躍發表 

 

 

學習單 

 

附件：學習單 4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