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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民眾                    □其他_______________ 

適用領域/科目 
適用  

領域 /科目  
藝術領域課程 

教學 

節數/時數 
80 分鐘 

教學  

設計理念  

 

    以石滬之美啟發學生海洋文化的感受來珍惜我們的海洋環境與資源，運用各地石滬

在地石材來真正模擬不同石滬堆疊，建構石滬堆疊技巧與技術。透過石滬堆疊過程來相

互討論，並以互動、思考、資訊判讀整合來主動學習瞭解漁人智慧，同時讓學生能活用

所學陶養生活知能，培育深化愛護自然及文化傳承的內涵，並為日後戶外石滬實地踏查

參觀作準備。 

 

學習目標  

認知:藉由石滬議題讓學生認識台灣海洋環境、物種、文化等多樣性特色與重要性 

情意:探究石滬與現在漁法對海洋漁業資源現況問題與反思如何友善海洋環境。藉由

實際石滬的堆疊體驗，學習將已知的知識應用於實作中，並且感受石滬之美與

古人的智慧。 

技能:各種石滬建造原理與技巧 

學生能力 

分析 

    學生已認識石滬的基本知識。根據皮亞傑的兒童智力發展階段，國

小高年級學生屬於具體運思期，這階段的孩子在任何的思考邏輯，都還離

不開具體事務的支持，因此，透過實作的操作，讓學生更了解石滬推疊會

因為地質、潮差、風力，而有不同的堆疊方式，進而可以反思學生對海洋

文化的在地家鄉認同感。  



教學資源 

1.投影機、臺灣各區石滬地圖卡 

2.四種不同石滬石材(風稜石、鵝卵石、玄武岩、咕咾石)與大盤子/壓克力透明箱 

3.【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 ─吉貝‧石滬的故鄉】影片 2:47~3:4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jLXrDRz8158&feature=emb_logo 

4.小白板、麥克筆 

 

參考資料: 桃園縣新屋石滬基礎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領域/ 

學習

重點 

核心 

素養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理解藝術實

踐的意義。  

藝-E-A3 學習規劃藝術活動、豐富生

活經驗。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

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

感經驗。 

藝-E-C1 識別藝術活動中的社會議

題。 

藝 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

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藝 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

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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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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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能欣賞、創作有關海洋的藝術

與文化，體會海洋藝術文化之

美， 豐富美感體驗，分享美善

事物。 

海 C2 能以海納百川之包容精神，建

立良好之人際關係，參與社會

服務團隊 

學習

表現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

想和實作。 

2-Ⅲ-2 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構成要素

與形式原理，並表達自己的想

法。  

2-Ⅲ-3 能反思與回應表演和生活的關

係。 

2-Ⅲ-5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

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

文化。 

3-Ⅲ-4 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

展演，並扼要說明其中的美

感。  

3-Ⅲ-5 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

題，表現人文關懷。 

學習

主題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與技術 

海洋資源與永續 

 

學習

內容  

視 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實質

內涵 

E8 了解海洋民俗活動、宗教信仰與生

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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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jLXrDRz8158&feature=emb_logo


視 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流行

文 化的特質。 

視-P-Ⅲ-1 在地及全球藝文展演、藝術

檔案。 

表 A-Ⅲ-1 家庭與社區的文化背景和歷

史故事。 

E10 認識水與海洋的特性及其與生活

的應用。 

E15 認識家鄉常見的河流與海洋資

源，並珍惜自然資源。 

E16 認識家鄉的水域或海洋環境問

題。 

融入綠階 

／初階海洋

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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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石滬議

題讓學生認

識台灣海洋

環境、物

種、文化等

多樣性特色

與重要性 

 

 

 

 

 

 

 

 

 

 

 

 

 

 

 

第一節 石滬地圖 

 

一、課前準備/分組，教具發放 

 

二、教師引言/石滬堆疊活動操作說明教師引言/準備

活動 

(一)介紹的台灣四個地方的石滬，有沒有哪個是令

你印象最深刻的?為什麼?（學生回答） 

(二)桌上老師準備了一些石頭材料，大家可以從外

觀觀察它們可能出現在哪個地方呢?(安山岩、

鵝卵石、風稜石、咕咾石) 

(三)觀看影片【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 ─吉貝‧石滬的

故鄉】2:47~3:49  

    介紹滬牙，引導學生在堆疊的時候可以想想

可以增加一些機關，可能可以有甚麼功用?(複

習上一節石滬各構造的功能) 

 

  

(示意圖) 

 

  

 

5 分鐘 

 

 

10 分鐘 

 

 

 

 

 

 

 

 

 

 

 

 

 

 

  

 

 

 

 

 

 

 

 

 

 

投影機 

 

風稜石、鵝

卵石、玄武

岩、咕咾石 

 

【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 

─吉貝‧石滬

的故鄉】影

片 

 

 

 

 

 

 

 

 

 

 

 

 

 

 

 

實作評量 

(石滬堆疊活動

完成與答案正

確性) 

 

 

 

 

 

口頭評量 

(綜整反思/石

滬問題提問及

答案回覆知正

確性) 

 

 

 

 

 

 

 



 

 

 

 

 

各種石滬建

造原理與技

巧 

 

 

 

 

 

 

 

 

 

 

 

 

 

藉由實際石

滬的堆疊體

驗，學習將

已知的的知

識應用於實

作中，並且

感受石滬之

美與古人的

智慧。 

 

 

 

 

 

 

 

 

 

 

 

 

 

三、主要活動 

1.請各組閱讀各區石滬環境資訊，分析討論石滬石材

種類。(石滬的分布從臺灣本島西北部沿海，從苗

栗通宵、後龍至台北淡水、三芝、石門等區域；另

一為西部離島之澎湖列島區域。 

 

2.觀察四種石滬石材型態，研究討論堆疊固定技術 

(不同石滬石材有風稜石、鵝卵石、玄武岩、咕咾石) 

＊風稜石因東北季風、海濱植物稀少，沙粒供應豐富，

又有堅硬的安山岩塊出露於沙灘和沙丘上方，

為因風蝕而生稜線之岩礫。  

＊玄武岩是一種細粒緻密、外觀呈黑色的火成岩，由

基性岩漿噴發凝結而成。 

＊咕咾石由海底珊瑚死亡後的骨骼堆積在一起，經過

幾億年的地殼變動，海底隆起所形成的岩石。 

  

 

第二節 石滬堆疊樂 

3.石滬疊疊樂(學習各種石滬建造原理與技巧) 

＊石滬地樣是有弧形石堤、單滬房石滬、雙滬石滬

及魚麟狀石滬群(以照片呈現) 

活動流程 

(一) 兩個人一組，領取大盤子，抽籤領取不同的材

質。 

(大盤子也可改用壓克力透明箱子，除了方便活

動設計中的模擬潮水灌入活動，亦可進行成果

展示用) 

(二)規則說明： 

1.石滬最高可堆疊 3 層、所排列的形狀不限 

2.必須在紙上標示大海和陸地的方向。 

3.所排列的石滬必須有以下構造： 

 (1)滬房(魚類最後糜集的地方，故選水位較深

處建造)、 

 (2)伸腳(依據魚游慣性所設計，有導魚功

能)、 

 (3)滬門(滬房的入水溝口)、 

 (4)滬牙(滬岸向滬中央突建的捕魚小平台) 

(三)堆疊提示： 

1.石滬會不會讓魚不敢靠近？ 

2.思考層與層之間互相咬住，增加摩擦力，要

怎麼增加石頭之間的摩擦力呢？ 

 

 

20 分鐘 

 

 

 

 

5 分鐘 

 

 

 

 

 

 

 

 

 

 

 

 

25 分鐘 

 

 

 

 

 

 

 

 

 

 

 

 

 

 

 

 

 

 

 

 

 

 

 

台灣石滬地

圖資訊 

 

 

 

 

 

 

 

 

 

 

 

 

 

 

 

 

大盤子 

石材 

投影片 

 

 

 

 

 

 

 

 

 

 

 

 

 

 

 

 

 

 

 

 

 

 

 

 

 

 

小組討論 

 

 

 

 

 

 

 

 

 

 

 

 

操作性評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6%88%90%E5%B2%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81%E9%95%81%E8%B4%A8


 

 

 

 

 

 

 

 

 

 

 

 

 

 

 

 

 

 

 

 

 

 

 

 

 

 

 

探究石滬與

現在漁法對

海洋漁業資

源現況問題

與反思如何

友善海洋環

境。 

3.大石頭和小石頭要怎麼排列比較穩固呢？ 

 

 (四)學生運用材料進行石滬模擬堆疊。（教師行間巡

視） 

 

四、石滬堆疊成果驗收 

(一)請學生上台分享石滬創作與創意 

(二)將學生作品灌水(模擬潮水灌入)，測試石滬

是否堅固。 

(三)學生互評(美觀度、實用度) 

 

五、歸納總結 

 (一)石滬是一種利用大自然的潮差和風力來進行捕

撈的天然方式。其開口一定要朝向陸地。同

時，因地質不同，堆疊的方式也不同。 

 

雙滬設計(澎湖雙心石滬) 

 

吉貝嶼單滬設計 

   

六、漁人智慧(探究各種石滬石材堆疊技巧差異與現

在漁法對海洋漁業資源現況問題與反思如何友

善海洋環境) ，請學生對這兩堂課進行反思與回

饋。教師請小組根據這兩節課的課程回顧，以 4F

「事實(Facts)、感覺(Feeling)、發現(Finding)、未

來(Future)」，討論石滬、生態、人文三者的問題與

解決方法，在白板上寫下來並上台發表。 

 

 

 

 

 

 

 

 

 

 

 

5 分鐘 

 

 

 

 

 

 

 

 

 

 

 

 

 

 

 

 

 

 

 

 

 

10 分鐘 

 

 

 

拍照、錄影

留存 

 

 

 

 

 

 

 

 

 

 

 

 

 

 

 

 

 

 

 

 

 

 

 

 

 

 

小白板 

麥克筆 

 

 

 

 

實作性評量 

口頭性評量 

 

 

 

 

 

 

 

 

 

 

 

 

 

 

 

 

 

 

 

 

 

 

 

 

 

 

口頭性評量 



★參考資料： 

1. 十二年國教議題融入說明手冊(108 年 6 月暫定稿)，海洋教育議題請參考第 61-65 頁：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139436676.pdf 

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領域課程手冊 

https://www.naer.edu.tw/files/11-1000-1625.php?Lang=zh-tw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139436676.pdf
https://www.naer.edu.tw/files/11-1000-1625.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