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教案設計 

教案名稱 

 

海洋特攻隊 

 

設計者名稱 

教師一：黃俊維 

教師二：張濰薇 

教師三：李思儀 

教學對象 

□幼教(幼兒年齡___) ■小學□中學(含高中

職) 

□一般民眾□其他_______________ 

教學領域 

(科目或名

稱) 

綜合(海洋議題) 

教學資源 

海岸知識圖卡、A4紙、鉛筆、著色筆、夾

子、袋子、手套、麻袋、台灣國際淨灘行

動紀錄表、PPT、8K圖畫紙 

教學時數 六節課 

教學理念 

臺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國家，每個人都應該從小培養親海、愛海、知海的態度與

觀念，而身為初級教育工作者則肩負推廣海洋教育的責任， 讓孩子從小就親近

海洋、熱愛海洋與認識海洋。藉由參與安全的海洋體驗活動、分享其體驗經驗與

想法，激發珍惜海洋的情操與保護海洋生態的意識，奠定國民之海洋基本素養。 

教學對象 

分析 

國小高年級─ 

學生已上過康軒五上《單元四 環境守護者》，對覺察並關心自然環境中的變

化、探索環境改變的原因和影響，以及珍惜自然環境的態度等有一定的基礎觀

念。 

十二年國教 

課綱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本教

案 

學習

目標 

發現家鄉環境的危機，帶領學

生從課本上的知識到實際的場

域，引發學生關心生態，養成

公民意識及社會責任感，並能

參與戶外活動，親近大自然，

以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海 E9 透過肢體、聲 音、圖像及道具等，

進行以海洋為主題之藝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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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

資源，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7-I-2 傾聽他人的想法，並嘗試用各種方法

理解他人所表達的意見。 

學習內容：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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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E15 認識家鄉

常見 的河流與海

洋 資源，並珍惜 

自然資源。 

 

海 E9 透過肢體、

聲音、圖像及道

具等，進行以 海

洋為主題 之藝術

表現。 

 

 

 

 

 

 

 

 

 

 

 

 

 

 

 

 

 

 

 

 

 

 

 

E16 認識家鄉的水 

域或海洋的汙 

染、過漁等環 境

問題。 

 

E-C1具備個人生 

活道德的知識與 

是 非 判 斷 的 能 

力，理解並遵守 

課前準備 

教師：勘查海邊場域、準備課程中所需的

教材與設備、申請淨灘場域與清潔隊。 

學生：已畫一張印象中的海邊場景、以學

習過環境保護相關議題的課程。 

 

第一、二、三、四節––海景觀察保育員 

配合校外教學，利用三節課的時間，認識

家鄉附近海岸環境，並實際進行覺察、探

索並珍惜海洋環境的行動。 

 

活動一：海岸景色探索 

1. 帶領學生到事先場勘、適合觀察海岸的

地點，並與學生討論：  

a. 發現什麼地形？ 

b. 看到什麼植物？ 

c. 是沙岸？岩岸？還是礫石海灘？ 

  d. 海裡可能有什麼動物？ 

  e.哪些地方是危險環境?必須避開 

2. 教師就學生剛剛的答案，利用圖卡介紹

海岸的地形、植物，以及附近可能會出現

的海洋動物，還有要避開的危險地區。 

 

活動二：海岸景色寫生 

1. 教師帶學生至適合畫圖的位置，並發下

A4紙跟著色筆，請學生將看到的的風景畫

下來，老師巡視時，引導學生思考，並畫

出所見場景的細節。 

  a. 我們剛剛討論這裡的海岸屬於什麼地

形？ 

  b. 剛剛同學們分享看到什麼植物? 

 

2. 學生分享各自的作品(若學生數較多即分

組分享)，以及個人在作畫時特別注重的部

分。 

 

活動三：海岸保衛戰 

1. 教師藉由下列問題引導學生思考、觀察

海漂垃圾： 

  a. 跟他們印象中、或上次畫中的海邊有哪

裡一樣？哪裡不一樣？ 

b. 有沒有看到什麼非大自然產物、不應

屬於海岸邊的物品嗎？ 

c. 你還發現了什麼？ 

 

2. 教師再次帶學生回到海岸邊適合觀察的

位置，詢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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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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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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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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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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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道德規範， 

培養公民意識， 

關懷生態環境。 

  a. 觀察到哪些人為垃圾？ 

b. 哪些種類的垃圾最多？ 

c. 是否有生活中你常見或使用的物品？ 

 

3. 教師總結分享學生共同觀察到的海岸樣

貌，說明海漂垃圾的現況，並引導至海洋

垃圾議題，請學生分享看到海漂垃圾的想

法(若學生數較多，可分組討論後由代表發

言)。 

 

4. 教師將學生分 3-4人一組進行淨灘競

賽，並說明規則： 

  a. 在約定好的範圍內，戴手套，並使用夾

子(不確定垃圾是否有危險性)，把能力所

及的垃圾裝袋。 

b. 如果是廢棄漁具或太大的垃圾先不要

撿，可記下來，集合時再分享自所見所

聞。 

c. 20分鐘後集合並結算各組撿拾到的人

為垃圾數量。 

 

5. 學生集合後，教師提問： 

  a. 看到了什麼沒辦法撿的物品？ 

  b. 有不認得的物品，但可形容給大家聽。 

  c. 為什麼這些東西會出現在海邊？ 

 

6. 發下台灣國際淨灘行動紀錄表，各組將

撿拾來的垃圾分類、統整，並計算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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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學生統整完後，教師詢問學生： 

  a. 統計完數量後，小組撿到最多的是哪種

垃圾？ 

  b. 是否有生活中常用的物品? 

  c. 生活中有許多必需品不可或缺，但我們

能如何改善生活習慣來減少這些物品的使

用量(例如：使用購物袋取代塑膠袋、使用

不銹鋼吸管取代塑膠吸管) 

  d. 思考哪些材料可以留下來做為藝術品? 

 

8. 公布撿拾最多人為垃圾的獲勝組別，並

提醒學生共同將撿拾的垃圾交予已申請的

清潔隊。 

 

回家作業： 

學生利用今日台灣國際淨灘行動紀錄表所

統計的內容，比對家中常用的物品與所撿

拾海廢的相關程度，並寫出減少使用這些

物品的實際方法與今日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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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作業) 



E-C1具備個人生 

活道德的知識與 

是非判斷的能 

力，理解並遵守 

社會道德規範， 

培養公民意識， 

關懷生態環境。 

 

第五、六節––海洋保育實作員 

就校外教學時的所學所聞，學生反思個人

行為，於一週後與同儕討論心得、分組製

作海報並分享報告。 

 

活動一：校外教學反思 

1. 學生分享回家作業：比對家中常用的物

品與所撿拾海廢的相關程度，並寫出減少

使用這些物品的實際方法與校外教學的心

得。 

 

活動二：海報製作 

1. 老師分享自己的做法及歷屆學長姐的產

出作品。 

 

2. 發下 8K圖畫紙、著色筆，請學生使用

心智圖、魚骨圖或列點等方式呈現等以下

部分內容 (至少選 3點說明)： 

  a. 淨灘前後的想法 

  b. 淨灘時的觀察 

  c. 海洋垃圾的反思 

  d. 實作後的心得 

e. 與以往生活方式的不同之處 

活動三 :成果發表 

1. 各組呈現海報並分享心得，其餘同學在

該組報告結束後進行回饋及相關內容分

享；以此方式各組輪流報告。 

 

2. 教師總結分享人類生活對自然環境、對

海洋、對森林的影響，並鼓勵學生將彼此

所提出的方法身體力行，一起守護大家的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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