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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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魚來了 設計者名稱 教師：鄧惠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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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影片、海報 教學時數 3 節課，135 分鐘 

教學理念 

本課程將國一下地理課本第三課的漁業轉型部分做延伸，帶領學生認識新北市金山區的蹦

火仔捕魚方式。從介紹新北市金山區的地理環境、居民組成開始，再到詳細介紹蹦火仔捕

魚方式，接著再請當地耆老或文史工作者前來與學生分享蹦火仔文化以及面臨捕魚技巧使

用的人逐漸減少的轉型方式，進而讓學生了解海洋與當地居民的關係。 

 

此外，本課程多以問答、團體討論的方式進行，期盼學生能夠由互動的方式投入課堂，並

從此次課程中了解團隊合作的概念，以及學會上台與他人分享的口頭表達能力，最重要的

是，讓學生能從此次課程了解人與海洋的親密關係，並能懂得知海、親海、愛海。 

教學對象 

分析 

國一下學期第三課有教授第一級產業遇到的問題與轉型，學生可從中了解漁

業遇到的問題與轉型方式，可比對蹦火仔遇到的問題與當地居民是如何從中

轉型的  

十二年國教 

課綱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本教案 

學習目標 

認知: 

1.能說出蹦火仔捕魚方式 

2.能說出蹦火仔捕魚方式

從全盛期到落沒的原因 

3.能說出金山居民的轉型

方式 

情意:1.能體會討海人的辛

苦 

技能:1.能與同儕討論愉快

並學會合作 

技能:2.能有自信且有條理

的上台分享小組成果 

 

行為:1.能思考當地還有什

麼其他的轉型方式 

 

 

 

海 J3了解沿海或河岸的環境與居民生活及休閒方

式。 

海 J19了解海洋資源之有限性，保護海洋環境。 

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社 1a-Ⅳ-1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

知識的關係。 

社 1b-Ⅳ-1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 

會現象 

地 1b-Ⅳ-1解析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相互關係。 

地 1b-Ⅳ-2歸納自然與人文環境互動的結果。 

社 2a-Ⅳ-1敏銳察覺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及其淵源。 

社 2a-Ⅳ-2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 

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 

社 3c-Ⅳ-1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以同 

理心與他人討論。 

社 3c-Ⅳ-2理解成員特質並相互學習與合作。 

學習內容： 

地 Ab-Ⅳ-1地形與海岸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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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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 1.能說

出蹦火仔捕

魚方式 

 

 

 

 

 

技能:1.能與

同儕討論愉

快並學會合

作 

行為:1.能思

考當地還有

什麼其他的

轉型方式 

 

活動一名稱：「蹦!」青鱗魚現蹤 

準備活動: 

1.詢問學生與海洋的關係 

2.播放《漁生-與海共生》永續海洋關懷推廣計畫的影

片 

3.教師詢問學生 

(1)在影片中，看到什麼樣的捕魚方式? 

(2)你曾經有看過什麼樣的捕魚方式? 

 

發展活動: 

1.教師介紹蹦火仔傳統捕漁法的所在地-金山，將新北

市金山區的地理環境、居民年齡組成、當地特產等等

介紹給學生，帶領學生認識新北市金山區 

2.播放影片《古老魚法 金山蹦火仔》 

3.配合簡報介紹具有向光性的青鱗魚、蹦火仔的捕魚

方式，及從以前全盛時期有 50 幾艘到現在只剩 4 艘

沒落情景的背後原因 

 

綜合活動: 

學生以團體討論分組的方式，思考假如自身是當地的

年輕人，面對家裡有人用此種捕魚方式捕魚，你會傳

承下去還是另尋出路或是轉型?為什麼呢?並請各組寫

於海報上並於下次上課做課堂分享。 

 

5 分鐘 

 

 

 

 

 

 

 

30 分鐘 

 

 

 

 

 

 

 

 

10 分鐘 

 

 

 

 

 

影片 

 

 

 

 

 

 

 

簡報、影

片 

 

 

 

 

 

 

 

海報、彩

色筆 

 

 

 

 

 

 

認真觀看影片

及回應教師的

問題 

 

 

 

 

 

與教師口頭問

答的互動 

 

 

 

 

 

 

 

團體討論時間

是否認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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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 2:能說

出蹦火仔捕

魚方式從全

盛期到落沒

的原因 

 

行為:1.能思

考當地還有

什麼其他的

轉型方式 

 

技能:2.能有

自信且有條

理的上台分

享小組成果 

 

活動二名稱：「蹦!」作伙找出路 

準備活動: 

以口頭問答的方式回顧上次蹦火仔傳統捕漁法的課

程，喚起學生對於課堂的記憶。 

 

 

 

發展活動: 

延續上次綜合活動的課程，讓學生繼續以團體討論分

組的方式，討論會選擇哪條路，是另尋出路，抑或是

轉型，並將選擇結果及想法繪製於海報上。 

 

綜合活動: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上台分享小組的想法。 

 

 

延伸活動 

告知學生下次課堂有金山在地文史工作室的老師前來

為同學更深入介紹金山蹦火仔的大小事情，請學生於

上課前先思索想問的 2 個相關問題，便於下次課堂的

進行。 

 

5 分鐘 

 

 

 

 

 

25 分鐘 

 

 

 

 

14 分鐘 

 

 

 

1 分鐘 

 

簡報 

 

 

 

 

 

海報、彩

色筆 

 

 

 

海報 

 

口頭問答的踴

躍情形 

 

 

 

 

團體討論時間

是否認真討論 

 

 

 

上台報告的準

備程度、聆聽

同學報告的專

注程度 

 

 

 

 

 

 

 

認知 3.能說

出金山居民

的轉型方式 

情意:1.能體

會討海人的

辛苦 

活動三名稱：「蹦!」地理腳聽金山 

準備活動 

1.分享《2020 金山蹦火音樂祭》的海報 

2.詢問學生: 

(1)為何會有這個音樂祭的海報呢? 

(2)你覺得辦理音樂祭的用意是什麼? 

發展活動 

邀請金山在地文史工作室的老師前來為學生介紹蹦火

仔的捕魚方式、海上趣事以及金山區蹦火仔轉型方式

的成效 

 

 

 

綜合活動 

教師口頭做複習總結 

延伸活動 

學生將學習單完成 

 

 

附錄:學習單 

 

3 分鐘 

 

 

 

 

40 分鐘 

 

 

 

 

 

 

2 分鐘 

 

海報 

 

 

 

 

簡報 

 

 

 

 

 

 

學習單 

 

 

 

認真回答問題 

 

 

 

 

仔細聆聽講者

介紹 

 

 

 

 

 

認真回答問題 

 

 

學習單完成的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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