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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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潮漂流，點點星火： 

飛魚、海祭、阿美族 

——他們生活中的海洋 
設計者名稱 

教師一：蘇鼎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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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領域 

社會領域 

教學資源 

阿美族的海祭傳說、廖鴻基〈飛魚〉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阿美族海洋文化相關影片（詳見教案內容） 

阿美族海洋文化相關文章（詳見教案內容） 

小組討論單與學習單 

教學時數 3堂課(每堂45分鐘) 

教學理念 

透過閱讀文學作品，引導學生理解海洋生態與人類文化息息相關，並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為核心，將文學作品與臺灣原民海洋文化議題連結。最後，讓學生透過行動方案設

計與文學創作嘗試，反思自身與海洋生態的關聯性，並提升海洋保育意識。 

教學對象 

分析 

國中二年級學生（以竹市為例），已具備基礎閱讀能力，對飛魚、海洋文化議題有興

趣但理解有限。 

十二年國教課綱 

領域∕學

習重點 

核心

素養 

國-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讀理解，進

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本的能力，並能傾聽他人的需

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與互

動。 

國-J-B2 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

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生活

的能力與素養。 

國-J-B3 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的能力，並培養

創作的興趣，透過對文本的反思與分享，印證生活

經驗，提升審美判斷力。 

議

題 

核心

素養 

海 B1 能善用語文、數理、

肢體與藝術等形式表達與

溝通，增進與海洋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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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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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表現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享自身

經驗。 

2-Ⅳ-4  靈活運用科技與資訊，豐富表達內容。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

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6-Ⅳ-5  主動創作、自訂題目、闡述見解，並發表

自己的作品。 

海洋

教育

實質

內涵 

海 J8 閱讀、分享及創作以

海洋為背景的文學作品。 

 

海 J11 了解海洋民俗信仰

與祭典之意義及其與社會

發展之關係。 
學習

內容 

Bb-Ⅳ-3  對物或自然以及生命的感悟。 

Bb-Ⅳ-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物間接抒情。 

Bc-Ⅳ-1 具邏輯、客觀、理性的說明，如科學知

識、產品、環境、制度等說明。 

Cc-Ⅳ-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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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 透過廖鴻基〈飛魚〉，認識飛魚生態與阿美族漁民生活。 

2. 理解海洋文化與祭典，如何影響社群發展與生態保護。 

3. 分析相關文本資訊，理解阿美族海祭及神話來源。 

4. 藉由文學創作與討論，反思個人與海洋的關係。 

5. 設計可行的文化傳承與保育行動方案，提升對海洋環境與文化永續的保護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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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廖

鴻基〈飛

魚〉，認

識飛魚生

態與阿美

族漁民生

活。 

 

活動一：黑潮流經的點點星火——〈飛魚〉文本導讀 

⚫ 教師準備廖鴻基〈飛魚〉文本，以備各組討論發揮

及文本閱讀。 

教學活動： 

1. 課前暖身 

★提問引起學生興趣： 

I. 你曾經看過飛魚嗎？ 

II. 你對飛魚的印象是什麼？ 

III.你覺得飛魚為什麼會飛？ 

★播放影片片段：介紹飛魚的生態習性與東海岸阿

美族漁業文化與生活。 

跟著阿美族出海捕飛魚 - 海祭 

★媒體識讀反思：找出關於阿美族飛魚文化的新聞

或社群媒體貼文，分析其真實性與可信度，反思個

人觀點與其中的落差。 

達悟族稱牠「阿里棒棒」、阿美族稱「KAKAHOG」，帶

你認識東海岸的重要角色：飛魚 

 

2. 文章閱讀與討論 

 

★教師提問引導： 

逐段閱讀與討論〈飛魚〉，教師透過提問引導學生進

行文本分析。 

 

★小組討論問題： 

I. 作者如何描寫飛魚？哪些意象讓你印象深刻？ 

II. 文章中提到「飛魚祭」與「打漁的自尊」，這兩

者有何不同？ 

III. 飛魚如何影響阿美族與達悟族的文化？ 

IV. 你認識新竹的漁業嗎？這與飛魚的捕撈方式有

何不同？ 

V. 透過網路搜尋，找出不同來源的海洋文化資

訊，評估其可信度。 

 

3. 統整反思 

老師在討論過程中引導學生從文本出發，思考人類

族群文化如何與海洋生態相互影響，並鼓勵學生利

用行動載具蒐集資料。最後，各組發表討論結果，

歸納飛魚捕撈與阿美族海洋文化發展相關資訊，提

出個人觀點及反思生活中的漁業文化。 

 

 

 

 

 

10

分

鐘 

 

 

 

 

 

 

 

 

 

 

 

20

分

鐘 

 

 

 

15

分

鐘 

 

 

 

 

 

提問式教學 

投影片 

影片 

 

 

 

 

 

 

 

 

 

 

 

講述式教學 

提問式教學 

課文文本 

 

 

 

分組合作學習 

提問式教學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小組評量 

口頭評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TDVB7p0LDs&list=PLMQOwejQub0_v3c48n4CsJrxx3jMl1o8q&index=4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3428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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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海

洋文化與

祭典，如

何影響社

群發展與

生態保

護。 

3.分析相

關文本資

訊，理解

阿美族海

祭及神話

來源。 

活動二：「親海、愛海、知海」，從 SDG 14看阿美族海祭

與神話 

⚫ 將課程結合 SDGs 永續發展，從阿美族海祭與神話，

認識先民的海洋保育，反思從課本到環境關懷。 

教學活動： 

1. 課前暖身 

★提問引起學生興趣： 

I. 你知道阿美族有哪些祭典嗎？ 

II. 你認為海洋對阿美族來說有什麼重要性？ 

III. 你曾經看過祭典相關的紀錄片或數位資料嗎？ 

 

2. 海祭故事介紹 

 

★教師簡介故事： 

透過影片及教師簡介，讓學生對於阿美族海祭與神

話有基本的了解。 

國中組-海洋教育補充教材 (線上試閱版)p.47-48 

《海起來吧》EP1族語字幕版：大海就是冰箱？阿美

族人和海是這樣相處的！ feat. 臺灣吧 

 

3. 小組討論與分享 

I. 分析比較數位資料，各組分配不同神話，運用

行動載具摘要重點，並製作5頁簡報，進行故事

報告。 

II. 分組討論阿美族海祭的文化意涵。 

III. 讓學生分享自己家鄉的傳統祭典與海洋文化。 

例如：媽祖繞境、迎王祭、放水燈 

 

4. 課堂總結與反思（10 分鐘） 

I. 學生回顧今日學習內容。 

II. 討論海洋祭典如何與現代科技結合，促進文化

保存。 

 

★數位資料閱讀：介紹阿美族的海祭與神話。 

🔥【神話傳說如何創造原住民文化(上)】讀力創作

x深入原世界｜S4_EP13｜來賓：童春發、蔡中涵｜

主持人：石忠山、朱國珍｜解析多則傳說神話 

【花蓮美崙山上的巨人傳說】阿美族與撒奇萊雅族

的「海祭」 魔族阿里卡該與海神卡飛德 

東海岸阿美族海祭的社會與生態意涵（蔡政良） 

 

 

 

 

 

 

5分

鐘 

 

 

 

 

15

分

鐘 

 

 

 

 

 

 

20

分

鐘 

 

 

 

 

 

 

5分

鐘 

 

 

 

 

 

提問式教學 

 

 

 

 

 

講述式教學 

投影片 

影片 

 

 

 

 

 

 

分組合作學習 

投影片 

 

 

 

 

 

 

 

分組合作學習 

投影片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小組評量 

口語評量 

 

 

 

 

 

 

 

小組評量 

口語評量 

https://online.visual-paradigm.com/share/book/-7----1z6tke6q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9OV2wn49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9OV2wn49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pIywAnD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pIywAnD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pIywAnDOo
https://siow3033.wixsite.com/austronesiaformosa/post/【花蓮美崙山上的巨人傳說】阿美族與撒奇萊雅族的「阿里卡該」與「海神祭」
https://siow3033.wixsite.com/austronesiaformosa/post/【花蓮美崙山上的巨人傳說】阿美族與撒奇萊雅族的「阿里卡該」與「海神祭」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marres.namr.gov.tw/download/The-Social-and-Ecological-Implications-of-the-Sea-Ritual-among-the-Amis-People-on-the-East-Coast-of-Taiw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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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藉由文

學創作與

討論，反

思個人與

海洋的關

係。 

5.設計可

行的文化

傳承與保

育行動方

案，提升

對海洋環

境與文化

永續的保

護意識。 

活動三：永續海洋、回歸在地、抒發己見 

⚫ 教師引導學生聚焦在地海洋文化，從新聞資訊中，

借鏡世界各地所面臨的海洋危機，嘗試擬定提升人

們海洋保育意識的行動策略，同時透過文學創作記

錄在地海洋文化，提出個人觀點、抒發個人情感。 

教學活動： 

1. 課前暖身 

★提問引起學生興趣： 

I. 你知道新竹有哪些與海洋相關的特色？ 

例如：新竹漁港、風力發電、養殖漁業 

II. 你曾經與海洋有過什麼特別的經驗嗎？ 

 

2. 小組探究與討論 

I. 以在地海洋文化相關新聞報導為基礎，分組探

究現象成因及其如何影響海洋生態。 

II. 利用數位工具（如 Google地圖、VR 實境）探

索新竹沿海文化。 

III.擬定行動策略，提升人們對於海洋保育的意

識。 

★新聞範例： 

貨輪擱淺野柳岬第26天…今天終於抽油 化解海洋汙

染危機（汙染） 

「嘉鱲魚」過漁恐枯竭 蘇澳漁會偕學生放流盼復育

（過漁） 

新豐埤頭也有石滬群 盼列文化景觀（漁業文化） 

【香山傳統漁業】牽罟靠索、尋龍抓蟳（漁業文

化） 

3. 文學創作與分享 

I. 學生運用行動載具，從教師擬定之主題，搜尋

寫作參考素材，包含新聞事件、歷史典故、族

群生活等。 

II. 學生撰寫一篇以海洋為主題的短文或詩歌。 

III.分享創作並進行回饋討論。 

 

4. 課堂總結 

I. 討論如何透過文學表達對海洋的情感與關懷。 

 

 

 

 

 

 

5分

鐘 

 

 

 

 

20

分

鐘 

 

 

 

 

 

 

 

 

 

 

15

分

鐘 

 

 

 

 

5分

鐘 

 

 

 

 

 

 

 

提問式教學 

 

 

 

 

 

分組合作學習 

行動載具 

學習單 

 

 

 

 

 

 

 

 

 

 

分組合作學習 

行動載具 

學習單 

 

 

 

 

分組合作學習 

 

 

 

 

 

 

 

口頭評量 

 

 

 

 

 

小組評量 

線上評量 

 

 

 

 

 

 

 

 

 

 

 

口頭評量 

小組評量 

線上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https://udn.com/news/story/7320/8383647
https://udn.com/news/story/7320/8383647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93366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9336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xZkCTfplo
https://wind-notebook.greenpinecollege.tw/2022/12/blog-post_3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