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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教案設計 

教案名稱 
海洋環態 e起來 

--認識頭足類 
設計者名稱 

教師一：陳美足 

教師二：  

教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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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教學資源  
自製「頭足類」資訊 PPT檔、電腦、電子白板、E化教

室、剪刀、紙張若干。 

教學時

數 
2節課，80鐘 

教學理念 

「台灣」是一個環海之島，我們有著與海密不可分的情誼；「基隆」是一個 

港口，無論於軍事、商業亦或生活更是與海脫離不了關係。而個人是土生土長的 

「基隆人」，一直以「海洋之子」自居，自覺將相關海洋知識教育與下一代，是 

自我之重責大任，並肩負有使命感。故欲發揮「海洋之子」的精神，吸收精髓受 

惠於學子們；更希望能展現教師的本質，敦促孩子能有更深更廣的學習。 

    孩童是有生命的，平日我們所教導的是一個有生命的個體，如何賦予其具 

有價值觀、生命觀，此即是「為人師」的責任。為成就這偉大、神聖的責任，故 

參與「海洋環境生態保育行動研究工作坊」，欲運用「VBN理論」，透過教師間 

彼此的討論與分享，精進自我的專業能力，編寫相關之教材與教案，融「VBN— 

價值、信念、準則」之精神，加以教師課程之引導，進而達到教育學子知曉重視 

「海洋環境生態保育」的目標。 

教學對象 

分析 
學生具備觀察水中生物的環境、生態、外型特徵等分類 

十二年國教 

課綱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本教

案 

教學

目標 

1.認識頭足類種類及其

身體構造 

2.可以知道頭足類生物

的外型特徵和運動方式 

3.能透過肢體語言展現

海洋生物的活動特性。 

1-1 學生能認識「頭足類」

的種類及身體基本構造。 

1-2 學生能知曉「頭足類」

的多樣性並產生好奇心。 

2-1 學生能知道「頭足類」

的外型特徵及運動方式。 

2-2 學生能將不同種類的

「頭足類」其外觀剪貼 

      描繪出來。  

3-1 學生能隨著音樂隨意表

現出「頭足類」的特徵。 

3-2 學生能隨著音樂產生自

然的律動及情感的抒發。 

海 E11 認識海洋生物與生態 

領域學習重點 

主要目標在於引發興趣，故著重觀察與親身體驗。學

生能透過想像力與好奇心探索科學問題，並能初步根

據問題特性。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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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Ⅱ-1  能了解一個因素改變可能造成的影響，進

而預測活動的大致結果。在教師或教科書的指導或說

明下，能了解探究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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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Ⅱ-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或圖畫等，

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 

ai-Ⅱ-3  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成品來表現自己構

想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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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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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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猜猜我是誰 

 

一、【準備活動】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奇幻的基隆」，並簡單說明本課程的觀念與目

的。 

（影片內容：介紹「基隆」這個城市有著許多的故事及重

要性，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與探討；進而知曉「基隆海

產」及基隆文化「鎖管季」之出名。基隆隨處都是人與海

洋相濡以沫的故事，不論是在商業、軍事、漁業，及航運

旅遊等方面；基隆這片海洋，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海洋是基隆的命脈，三面環海的地勢，是台灣唯一的天然

良港；除了是重要的商港外，也是北台灣的漁業重鎮。除

了品嚐海鮮之外，也可以從碧砂漁港出發，於夜間出海，

體驗漁獲捕撈的樂趣） 

2.教師呈現課程「結構圖」及流程。 

（為讓學童清楚明瞭本課程所教授的各個單元及本課程之

學習目標，依序以動畫呈現，讓學童於腦海中具有本課程

組織架構之概念。） 

 

二、【發展活動】 

＊教師播放本單元之 PPT 檔 

1.教師發問：小朋友，你聽過「頭足類」生物嗎？（請學

生發表） 

2.教師續問：你知道「頭足類」生物有哪幾類？（請學生

發表） 

教師說明：頭足類主要包括鸚鵡螺亞綱及鞘亞綱。而鸚鵡

螺亞綱是非食用（鸚鵡螺是演化上占重要地位的活化石之

一）；鞘亞綱的章魚、烏賊、魷魚及鎖管四大類屬食用。 

3.教師引導學生由自身出發，進而思考「頭足類」的身體

構造。 

教師發問：你的身體有哪些部位？「頭足類」生物呢？ 

4.教師播放並解說「頭足類」生物及其身體構造之 PPT 檔

影像。 

（一）活動一：猜猜我是誰？  

＊教師播放本活動之 PPT 檔 

1.教師將剪刀與紙張發給小朋友。 

2.教師：小朋友請將你知道的幾種「頭足類」生 

物外型剪下來。 

3.請小朋友分組發表其所剪「頭足類」生物之外 

型特徵。 

教師：說一說你所剪的「頭足類」生物之外型 

特徵。你剪的「頭足類」生物是什麼？ 

4.教師再次強調「頭足類」生物其外形特徵和差異性。 

（如：「頭足類」可分為「開眼亞目」【魷魚】與「閉眼亞

目」【鎖管】） 

三、【綜合活動】 

1.教師歸納與整理關於「頭足類」生物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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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型特徵與運動方式，及其之間的差異性 

2.老師進行分組討論，並回答下列問題： 

(1)「頭足類」生物分為哪幾類？ 

(2)「頭足類」生物的身體基本構造是什麼？ 

 (3)幾種「頭足類」生物的外型特徵為何？ 

3.教師發放學習單，請小朋友習寫。 

~第1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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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CD、 

電腦 

電子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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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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