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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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公民科學家- 

馬岡潮間帶生態調查環境行動 
設計者名稱 

教師一：宜蘭縣大進國小 汪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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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學領域 

社會領域 

教學資源 
影片、簡報、圖卡、學習單、潮間帶生物模擬物品及觀

察常用工具、海報紙、彩色筆、小白板、行動載具 
教學時數 440分鐘(十一節課) 

教學理念 

    本課程以「馬崗潮間帶生態調查」為核心，透過跨領域學習（自然科學與社會領域的整

合），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環境素養與永續發展意識。藉由戶外實地調查與室內延伸學習

的結合，學生不僅能獲得生態知識，更能理解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發展負責任的環境行動

力。 

一、生態調查作為跨領域素養導向學習的實踐途徑 

    生態調查是一種跨領域的學習歷程，結合科學探究、社會議題與環境行動，具有以下優

勢： 

1. 整合自然科學與社會領域，發展系統性思維 

● 學生在潮間帶觀察生物時，運用自然科學知識進行分類與分析（生態學、環境科

學）。 

● 透過討論人類活動對潮間帶生態的影響，理解環境政策與保育措施（社會、地

理、環境倫理）。 

● 進行生態紀錄與數據分析，培養數據素養與科學推理能力（數學與統計）。 

2. 提升問題解決能力，培養科學探究精神 

● 透過實地調查，學生學習如何觀察、假設、實驗與分析，強化科學探究能力。 

● 在面對潮間帶的環境變遷時，學生需思考如何保育生態，並設計解決方案，培養

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3. 促進合作學習，發展溝通與團隊協作能力 

● 調查過程需小組合作，如角色分工（紀錄員、觀察員、標本管理員）、數據分析與

報告呈現，培養協作能力。 

● 學生需與當地社區或保育單位交流，進行訪談與資料蒐集，提升社會參與與溝通

表達能力。 

二、導入永續發展教育（ESD），培養環境公民素養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強調教育應培養學生的 環境責任感與行動力，本課程透

過潮間帶生態調查，落實 ESD（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核心概念： 

1. 關注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平衡（SDG 14：保育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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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透過觀察與紀錄，認識潮間帶的生物多樣性，理解不同物種的生存策略與生

態角色。 

● 討論人類活動（如過度捕撈、潮間帶開發、海洋污染）對生態的影響，思考如何

平衡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 

2. 連結在地環境與全球議題，強化公民意識（SDG 13：氣候行動） 

● 透過數據分析（如潮間帶水溫變化、生物分布異動），理解 氣候變遷如何影響潮

間帶生態。 

● 學生反思個人與社會在氣候變遷中的角色，學習 如何從日常行動（減塑、節能）

支持環境保護。 

3. 從感受體驗到行動實踐，促進環境責任（SDG 4.7：確保所有的學習者都能習得促進

永續發展的必要知識與技能） 

● 透過感受性活動（如靜心觀察、自然筆記），讓學生建立與環境的情感連結，激發

關懷與保育動機。 

● 學生最終需提出 「守護潮間帶行動計畫」，如淨灘活動、設計環境教育手冊，從

學習轉化為具體行動。 

三、從知識到行動，建構「基礎學習—體驗反思—行動實踐」的完整學習歷程 

    本課程設計強調「基礎學習—體驗反思—行動實踐」的三階段學習模式，確保學生能夠 

從知識獲取進展到實踐應用： 

1. 基礎學習階段（前置課程）：透過潮間帶生態知識、相關調查技術學習與水域安全教

育，建立基礎認知。 

2. 體驗反思階段（戶外調查與感受性活動）：透過多感官體驗、潮間帶生物調查活動及

環境觀察，深化學習內涵。 

3. 行動實踐階段（延伸課程）：透過資料分析、環境議題討論，轉化為具體的永續行

動，如提案、倡議或實踐活動。 

教學對象 

分析 

教學對象分析——學生特質與學習挑戰及對應學習策略 

    本課程的對象為 國小高年級學生，此年齡層的學生已具備一定的認知能力與探索動

機，但仍存在學習上的挑戰。因此，課程設計須結合 認知發展、社會情緒學習及環境意

識，提供適切的學習支持，幫助學生有效學習與應用知識。根據學生特質與學習挑戰，本課

程規劃以下學習策略，確保學生能在 興趣驅動、探究學習與行動實踐 的框架下獲得最佳學

習成效： 

學習

層面 

學生特質 可能挑戰 對應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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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

發展 

● 邏輯思維能力增

強，開始能夠理

解因果關係與系

統性概念。 

● 對自然現象與環

境問題感興趣，

樂於探索與發

問。 

● 具備初步的資料

整理與分析能

力，如比較不同

現象、統整資

訊。 

● 抽象概念（如生

態系統動態、氣

候變遷對潮間帶

的影響）仍難以

完全掌握。 

● 容易專注於感興

趣的部分，但對

較枯燥或需要長

時間思考的內容

（如數據分析）

較缺乏耐心。 

● 以視覺化與操作式學習

降低抽象性：利用數位

載具(平板)、圖表、影

片、模擬活動 幫助學

生理解潮間帶生態的交

互作用，如食物鏈示意

圖、生態模型操作。 

● 設計具體的問題探究任

務：讓學生帶著問題進

行戶外調查，如「為什

麼某些區域的生物種類

較多？」幫助學習聚

焦，提升分析能力。 

● 利用遊戲化學習：透過

生物辨識挑戰、小組競

賽，增加學習動機與持

續參與度。 

社會

互動 

● 開始重視同儕關

係，願意與他人

合作，但仍需要

適當引導。 

● 對環境與社會議

題有初步的關

懷，願意參與討

論並表達意見。 

● 具備責任感，能

夠承擔分工角

色，進行簡單的

組內協作。 

● 在合作學習中，

可能因意見分歧

產生衝突，影響

學習效果。 

● 需要指導如何有

效討論、傾聽與

尊重不同觀點。 

● 對於較長時間的

調查或資料整

理，可能出現動

機下降的情況。 

● 小組合作分工明確化：

讓學生在戶外調查時分

配明確角色（如紀錄

員、觀察員、生物辨識

員），提升責任感與參

與度。 

● 設計結構化討論活動：

透過角色扮演、觀點思

考（如模擬潮間帶保育

專家、當地居民），讓

學生練習換位思考與有

效溝通。 

● 設立短期學習目標與成

果分享機制：透過階段

性回饋（如調查結束後

的小組分享、成果展

示），讓學生感受到學

習成就，維持學習動

力。 

環境

意識 

● 對於環境責任感

有較高的理解與

認同，能理解人

● 可能只關心表面

現象，如「保護

可愛的動物」，

● 透過感受性活動深化環

境連結：如「五感體

驗」，讓學生以多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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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行為對生態的

影響，並產生關

懷行動。 

● 對「公平性」與

「對錯」的觀念

較為強烈，適合

引導思考環境倫

理議題。 

● 願意參與社會行

動，如校內環境

保護活動、倡議

行動等。 

但對生態系統的

整體性 缺乏深

入理解。 

● 可能認為「環境

問題是大人該負

責的」，缺乏具

體的行動方案。 

式認識潮間帶的特色。 

● 情境式討論與倫理思

辨：例如「如果潮間帶

開發成觀光區，會有哪

些影響？」引導學生從

不同立場思考，建立系

統性環境觀點。 

● 行動導向學習：鼓勵學

生設計「潮間帶守護行

動」，如設計環境守護

宣導單、規劃環境行動

方案，讓學習轉化為實

際行動。 

 

十二年國教 

課綱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本教案 

學習目

標 

知識（K）： 

1. 了解潮間帶的要素

與特色、認識馬崗

潮間帶的主要生物

種類及其適應環境

的特徵。 

1. 海 E1 喜歡親水活動,重視水域安全。 

2.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與產業。 

3. 海 E11 認識海洋生物與生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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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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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表現： 

1. 自然科學領域 

a. tr-III-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

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察覺彼

此間的關係，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與

他人的差異。 

b. pe-III-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c. pc-III-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

影像（例如：攝影、錄影）、繪圖或實物、

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

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d. an-III-1 透過科學探究活動，了解科學知

識的基礎是來自於真實的經驗和證據。 

2. 社會領域 

a. 1b-III-2 理解各種事實或社會現象的關

係，並歸納出其間的關係或規律性。 

b. 2a-III-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

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c. 3c-III-2 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

進行團隊合作。 

d. 3d-III-1 選定學習主題或社會議題，進行

探究與實作。 

 

二、學習內容： 

1. 自然科學領域 

a. INb-III-6 動物的形態特徵與行為相關，

動物身體的構造不同，有不同的運動方

式。 

b. INc-III-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

和方法。 

c. INc-III-9 不同的環境條件影響生物的種

類和分布，以及生物間的食物關係，因而

形成不同的生態系。 

d. INe-III-12 生物的分布和習性，會受環境

因素的影響；環境改變也會影響生存於其

中的生物種類。 

e. INg-III-1 自然景觀和環境一旦被改變或

破壞，極難恢復。 

2. 社會領域 

a. Ab-III-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

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聯性。 

b. Ca-III-2 土地利用反映過去和現在的環境

變遷，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c. Ce-III-1 經濟型態的變遷會影響人們的生

活。 

2. 瞭解潮間帶生態系

統的運作及人類活

動對其影響。 

技能（S）： 

1. 學習使用簡單的生

態調查方法（如樣

區調查、工具使

用、紀錄與分析）。 

2. 發展科學探究能

力，包括觀察、分

類、假設與驗證。 

3. 學習潮間帶的風險

評估與基本安全守

則，降低親海活動

的潛在危險。 

態度（A）： 

1. 透過多元方式建立

與海洋環境的連

結，並發展對海洋

生態的尊重與保護

意識。 

2. 透過在地資源與地

方發展的探討，理

解潮間帶永續管理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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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整體架構 

 

課程階段 課程內容 時間 

前置課程 1. 認識潮間帶生態（透過數位載具(平板)、影片、圖

卡介紹潮間帶生物及其適應） 

2. 潮間帶調查方法（學習樣區調查法、紀錄方式） 

3. 水域活動安全及風險辨識（潮間帶活動風險辨識、

活動安全守則及裝備準備） 

80分鐘 

戶外實作、 

體驗課程 

1. 實地調查（學生分組至馬岡潮間帶進行樣方調查，

紀錄生物種類與數量） 

2. 觀察與紀錄（拍攝與素描記錄潮間帶生物，並分析

其適應特徵） 

3. 訪談與探討（與當地漁民或導覽員對話，瞭解潮間

帶的永續經營問題） 

240分鐘 

(單日戶外

課程) 

延伸課程 1. 數據整理與報告（分析潮間帶生態調查數據，製作

簡報或海報） 

2. 行動方案設計（發想如何保護潮間帶，如擬定環境

倡議行動） 

3. 成果發表與反思（分組發表調查結果與行動計畫） 

1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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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K-1 

 

 

 

 

 

活動一：潮間帶生態環境認識與調查方式面面觀 

1. 認識潮間帶生態 

● 透過影片與圖卡介紹潮間帶的生態環境，包括潮

汐變化、岩岸與沙岸潮間帶的差異。 

● 介紹潮間帶常見生物（如螺類、蟹類、海藻、魚

類.....）的基本樣貌，請學生分享不同類型的潮

間帶生物可能適合的環境及原因，並探討不同生

物扮演的生態角色。 

● 教師小結潮間帶的基本概念(介於高潮線與低潮線

之間的區域，每天因潮汐變化而暴露或淹沒)，並

說明潮間帶的可能具備的環境特徵(如：潮汐變

化、鹽度變化、溫度變化、潮間帶基質種

類...)。 

2. 潮間帶生物適應與分類 

● 學生運用數位載具(平板)進行資料搜尋及小組討

論：潮間帶環境有哪些挑戰？（如乾濕交替、鹽

分變化、掠食者威脅），請學生分享討論結果。 

 

 

20分鐘 

 

 

 

 

 

 

 

 

 

 

 

 

 

 

20分鐘 

 

 

 

 

 

 

影片、簡

報、圖卡 

 

 

 

 

 

 

 

 

 

 

 

 

 

 

學習單、 

數位載具

(平板) 

 

 

 

 

 

 

 

 

 

 

 

 

 

 

 

 

 

表現任務一： 

完成學習單，

分析潮間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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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S-2 

 

 

 

 

 

 

 

 

 

 

 

 

 

 

 

 

 

 

 

 

● 發下圖卡及學習單，請各組學生針對不同潮間帶

生物（如寄居蟹、藤壺、陽隧足、海兔、海

星...）推測其可能的適應特徵，並於學習單上的

適應策略進行對應排列後進行小組發表。 

● 教師總結潮間帶常見生物對應學生孰悉陸域生態

系的生態角色(如：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與

其適應環境的方式。 

適應因子 生物適應策略 代表生物 

潮汐變化 固著（附著）在岩

石表面 

石蠣、藤壺 

乾燥脫水 閉殼防止水分散失 貝類（如牡蠣、

海螺） 

溫度劇變 有保護性外殼或分

泌黏液 

海膽、海參 

波浪衝擊 流線型身體、附著

力強 

海藻、藤壺、鮑

魚 

鹽度變化 調節體內滲透壓 彈塗魚、招潮蟹 

3. 生態調查方法與紀錄方式 

● 詢問學生若要實地了解潮間帶的生物概況應如何

進行？說明生態調查宜採用較有幸統且客觀的方

式，進一步帶領學生認識「樣區調查法」：如何選

定樣區範圍、採直接觀察、生物紀錄與拍攝方式

紀錄生物種類與數量。 

● 調查演練實作： 

○ 介紹潮間帶生物觀察常用、簡易工具及個

別用途與操作注意事項(如：圖鑑或檢索圖

卡、放大鏡、紀錄表、觀察箱、橡膠手

套、防滑膠鞋或溯溪鞋、水質檢測組、防

水相機)。 

○ 在穿堂或活動教室模擬樣區調查，說明使

用不同材質物品各自代表的生物（如石頭=

藤壺、紙條=海藻）及可能棲息的環境位

置。 

○ 說明紀錄方式(如：繪圖、生物拍攝、外部

特徵、活動行為、環境描述等)後，讓學生

分組於各自樣區模擬調查與紀錄活動。 

 

 

 

 

 

 

 

 

 

 

 

 

 

 

 

 

 

 

 

 

 

 

 

 

 

 

20分鐘 

 

 

 

 

 

 

 

 

 

 

 

 

 

 

 

 

 

 

 

 

 

 

 

 

 

 

 

 

 

 

 

 

 

 

 

 

 

 

 

 

 

 

 

 

 

 

 

 

 

簡報、潮

間帶生物

模擬物品

及觀察常

用工具 

 

 

 

 

 

 

 

 

 

 

 

 

 

 

 

 

物的適應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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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活動：各組學生進行樣區調查模擬操作，教

師至各組回饋模擬調查、紀錄內容並指導如何調

整優化。 

4.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 

● 調查結果整理與分析：請各組學生根據調查結

果，練習整理出現的生物種類、數量。 

● 比較不同潮間帶樣區的生物組成：練習分析各模

擬樣區生物多樣性的差異，並嘗試推測其間的差

異。 

5.水域安全與風險辨識 

● 潮間帶風險辨識討論 

○ 透過圖片或影片，讓學生觀察潮間帶的不

同環境，如岩岸、沙岸、礁石區。 

○ 引導討論：哪些地方可能存在危險？（如

滑溜的岩石、隱藏的坑洞、快速漲潮區） 

○ 簡介潮間帶風險： 

■ 潮汐變化：漲潮速度快，可能導致

受困。 

■ 地形危險：岩石濕滑、海溝深度變

化大，容易摔倒或跌落。 

■ 海流與浪況：離岸流、突來大浪可

能造成危險。 

■ 生物風險：部分潮間帶生物如海

膽、毒刺魚、螃蟹可能會刺傷或咬

人。 

■ 人為風險：不當行為（如奔跑、跳

躍）可能增加意外發生的機率。 

● 潮汐與安全區域判讀 

○ 使用潮汐表教導學生如何判斷安全時間與

區域： 

■ 退潮時適合探索，漲潮前需撤離。 

■ 觀察潮位變化，了解水面上升的速

度。 

■ 潮間帶探索黃金時間：低潮位前後

後 1-2 小時內。 

● 掌握潮間帶安全行動守則 

○ 基本裝備：穿防滑鞋、戴帽子、攜帶防曬

與補水用品。 

○ 行動原則： 

■ 不單獨行動，保持至少 3 人一組。 

 

 

 

 

5 分鐘 

 

 

 

 

 

 

15分鐘 

 

 

 

 

 

 

 

 

 

 

 

 

 

 

 

影片、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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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背對海浪，隨時注意水位變化。 

■ 不攀爬濕滑礁岩，避免滑倒或跌

落。 

■ 遇緊急情況，保持冷靜，向老師或

大聲求救。 

○ 示範 「萬一遇險怎麼辦？」 

■ 漲潮受困：往內陸較高處移動，避

免驚慌失措。 

■ 跌落受傷：保持原地，避免劇烈移

動影響傷勢，請求幫助。 

● 發下馬崗潮間帶生態調查課程行前通知(如附

件)，提醒下次戶外課程攜帶物品、服裝、飲用

水、清潔水、個人藥物準備等檢核事項。 

 

 

 

 

 

 

 

 

 

 

馬崗潮間

帶生態調

查課程行

前通知 

 

 

A-1 

S-3 

 

 

 

 

 

 

 

 

 

 

 

 

 

 

 

 

 

 

 

 

 

 

 

 

 

 

 

 

 

活動二：馬崗潮間帶生態調查行動 

1.車程前往馬崗潮間帶、課程重點提醒與前次學習重點

回顧、提醒潮間帶安全行動守則與注意事項明說明。 

2.打開我們的探索感官 

● 配合低潮位時段帶領學生至馬岡潮間帶，進行生

態調查並記錄當地生物，於調查活動開始前進行

五感與環境接觸活動，協助學生觀察潮間帶的整

體環境樣貌，並實際感受潮間帶的環境特性。 

○ 閉眼傾聽 

■ 學生閉上眼睛，專注聆聽潮間帶的

聲音，如海浪拍打、海風呼嘯、螃

蟹爬行的聲音。 

■ 問題引導：你聽到了什麼？這些聲

音帶給你什麼感覺？ 

○ 觸覺探索 

■ 學生用手觸摸(宜配戴橡膠手套)不

同潮間帶物質，如潮濕的岩石、粗

糙的藤壺、滑溜的海藻、柔軟的沙

泥。 

■ 討論問題：這些觸感告訴我們什

麼？哪種生物適合生存在這樣的環

境中？ 

○ 氣味與感覺 

■ 學生輕嗅潮間帶的空氣，描述他們

聞到的氣味（如鹹味、腥味）。 

■ 討論：這些氣味來自哪些生物或自

 

(車程

不計時

數) 

30分鐘 

 

 

 

 

 

 

 

 

 

 

 

 

 

 

 

 

 

 

 

 

 

 

 

 

 

 

 

 

 

 

 

潮間帶生

物觀察常

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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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S-1 

S-2 

 

 

 

 

 

 

 

 

 

 

 

 

 

 

 

 

 

 

 

 

 

 

 

 

 

 

 

 

 

 

 

K-1 

K-2 

S-2 

 

 

 

然過程？ 

○ 潮間帶漫步 

■ 讓學生穿著防滑鞋慢步在潮間帶，

感受泥沙與水流的變化。 

■ 反思：如果你是一隻螃蟹或貝類，

這樣的地形對你的行動有什麼影

響？ 

2.潮間帶生物實地調查與紀錄 

● 於正式開始開始調查前請各組學生檢查調查、紀

錄工具，安全裝備與調查樣區範圍行走動線確認

提醒生物觀察接觸應有的倫理守則，並提示本次

調查活動「核心探究問題」。 

● 核心探究問題：「潮間帶生物的生存之道？」 

○ 請學生在調查時關注核心問題，並思考以

下延伸問題： 

■ 「這是什麼生物？」 

■ 「牠的外觀構造有什麼特徵？」 

■ 「牠有什麼行為模式？」 

■ 「為何某些生物聚集在特定區域點

(生存環境)？」 

■ 「生物的特徵、構造、行為與棲息

的環境之間可能有什麼關係？」 

● 學生依據事先學習的樣區調查法，分組於各自區

域進行調查活動，使用調查表、檢索圖卡，紀錄

各生物的名稱、數量、特徵、行為與棲息環境。 

● 教師與協作家長於學生調查過程中至各組巡視操

作情形，並協助指導調查紀錄要領，同時確保學

生活動安全及生物接觸之注意事項/倫理守則，各

組可就各類別生物保留1-2隻個體，以利後續觀察

與討論。 

● 教師依據各組實際紀錄到生物的種類提出觀察重

點與相關提問，協助學生聚焦於「核心探究問

題」；例如：貝類可關注其外殼結構、附著方式、

生存環境，甲殼類的行為模式、覓食方式、適應

環境之策略，軟體動物可觀察身體構造、偽裝與

防禦機制。 

 

3.生態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 

● 於分組調查活動結束後將學生集合於安全的平台

空間，請學生彙整小組調查結果，各組分別報告

觀察到的樣區概況、生物種類與數量、生物構造

特徵與活動行為(可視各組調查結果則不同重點生

 

 

 

 

 

 

 

 

 

 

10分鐘 

 

 

 

 

 

 

 

 

 

 

 

 

 

50分鐘 

 

 

 

 

 

 

 

 

 

 

 

 

 

 

 

25分鐘 

 

 

 

 

 

 

 

 

 

 

 

 

 

潮間帶生

物觀察常

用工具、

學習單、

檢索圖卡 

 

 

 

 

 

 

 

 

 

 

 

 

 

 

 

 

 

 

 

 

 

 

 

 

 

 

 

 

 

海報紙、

彩色筆、

小白板 

 

 

 

 

 

 

 

 

 

 

表現任務二： 

在潮間帶進行

樣區調查，紀

錄生物種類與

環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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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A-2 

 

 

 

 

 

 

 

 

 

 

 

物發表)。 

● 討論核心探究問題：「潮間帶生物的生存之

道？」，請各組學生於組內就「潮間帶生物的特

徵、構造、行為與棲息的環境之間可能有什麼關

係？」進行小組結論與發表，教師根據發表結果

總結並適時補充。 

● 於調查活動結束後指導學生將生物帶至原本的樣

區放回潮間帶中，並留意放回海域中的方式，避

免不慎造成生物傷害。 

● 清理相關用具，至「馬崗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

心」整理與換裝。 

● 進行綜合討論： 

○ 綜合討論題綱，例如： 

■ 如果潮間帶的溫度變化加劇（如全

球暖化造成氣溫升高），你認為螺貝

類生物的生存會受到什麼影響？ 

■ 如果這個潮間帶的環境遭到污染

（例如：油污或塑膠微粒增加），你

認為甲殼類生物的生存會受到什麼

影響？ 

■ 如果潮間帶的水質變差，會對魚類

的生存造成什麼影響？ 

■ 如果軟體生物的生活環境改變，例

如水溫上升或海洋酸化，牠們的數

量可能會怎麼變化？ 

■ 你在潮間帶有發現垃圾嗎？這些垃

圾可能會如何影響潮間帶生物？ 

■ 如果氣溫持續升高，潮間帶的生物

組成可能會發生什麼變化？ 

● 休息並於附近商家用餐(事先聯繫訂位及備餐)。 

 

4.社區議題在地訪談與探討 

● 與學生討論如果想進一步了解潮間帶的生態資源

現況、當地居民如何運用生態資源、人類活動對

潮間帶的影響，可針對在地社區議題進行訪談資

料收集(訪談活動需於本課程前其他領域課程或校

訂課程內安排實作練習)。 

● 活動規劃： 

○ 說明目標對象： 

■ 在地漁民 / 採集潮間帶資源的居民 

■ 當地社區發展協會成員(事先邀請安

排) 

 

 

 

 

 

 

 

5分鐘 

 

 

15分鐘 

 

 

15分鐘 

 

 

 

 

 

 

 

 

 

 

 

 

 

 

 

 

 

 

15分鐘 

 

 

 

 

 

 

 

 

 

 

 

 

 

 

 

 

 

 

 

 

清潔用自

來水 

 

 

 

 

 

 

 

 

 

 

 

 

 

 

 

 

 

 

 

 

 

 

 

學習單、

小組行動

載具 

 

 

 

 

 

 

 

 

 

 

 

 

 

 

 

 

 

 

 

 

 

 

 

 

 

 

 

 

 

表現任務三： 

在社區針對不

同對象根據訪

談問題進行資

料蒐集與初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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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A-2 

○ 說明訪談目的： 

■ 瞭解當地潮間帶的變遷與環境挑戰 

■ 探討人類活動對潮間帶的影響（如

漁業、觀光、開發） 

■ 收集不同立場與觀點，思考可能的

解決方案 

○ 說明進行方式及實作： 

■ 安排學生4-5人一組，各組可安排1

名協作教師或家長。 

■ 各組攜帶紀錄表、行動載具，依據

不同對象訪談題綱於社區內進行實

地訪談，並提醒學生務必於取得對

方同意後方可進行錄影或錄音，同

時就受訪者回饋內容作重點紀錄並

注意訪談禮節。 

● 訪談題綱重點： 

○ 訪談主題一：潮間帶生態變遷與環境影響 

■ 訪談對象： 漁民、在地居民 

■ 訪談問題： 

1. 您認為這片潮間帶和過去相

比，有哪些變化？（生物數

量、種類、環境狀況） 

2. 過去這裡的潮間帶有哪些主

要的漁撈或採集活動？現在

還有人這樣做嗎？ 

3. 您覺得現在潮間帶生態面臨

哪些挑戰？有什麼可能的解

決方法？ 

○ 訪談主題二：潮間帶旅遊與環境影響 

■ 訪談對象： 社區發展協會成員、餐

廳業者、商家 

■ 訪談問題： 

1. 這個地區曾有運用潮間帶進

行收費性活動嗎？遊客的反

應如何？ 

2. 近年來來這裡的遊客人數有

變多嗎？這對潮間帶生態有

影響嗎？ 

3. 你們會如何平衡觀光收益與

生態保育的需求？ 

5.小組訪談後資料初步處理與討論 

 

 

 

 

 

 

 

 

 

45分鐘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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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整理： 各組彙整訪談內容，找出關鍵發現與

不同觀點。 

● 團隊討論： 各組依序分享訪談結果，了解各組訪

談紀錄概況、教師給予回饋，並總結今日活動學

習重點。 

 

 

 

K-1 

S-2 

A-1 

 

 

 

 

 

 

 

 

 

 

 

 

K-2 

S-2 

 

 

活動三：調查結果分析與環境行動參與 

1.潮間帶生物實地調查與紀錄資料彙整與發表 

● 請學生依小組調查結果完成「潮間帶生物的生存

之道？」的報告內容，請學生可嘗試使用圖表方

式(長條圖、圓餅圖)表示不同生物的比例關係，

另外輔以文字及圖片介紹「外觀構造特徵」、「行

為模式」、「生物生存環境描述」、「生物的特徵、

構造、行為與棲息的環境之間可能有什麼關

係？」 

● 教師至各組指導以線上簡報軟體進行報告製作，

了解各組對於生態調查的學習結果，並適時給予

各組協助。 

● 請各組將完成之簡報內容雲端連結繳交給教師，

就準備內容完整度及正確性給予個別協助及指

導；並安排各小組個別對應組別瀏覽他組簡報內

容，書寫個人瀏覽內容後之學習回饋(回家作

業)。 

 

2.社區議題在地訪談結果彙整及行動方案設計 

● 請各組學生根據訪談主題「潮間帶生態變遷與環

境影響」、「潮間帶旅遊與環境影響」中對應的相

關問題彙整組內收集到的意見，並提出小組的結

論。 

● 小組討論可以實踐的潮間帶環境保護行動計畫

（如淨灘、現地倡議、設計環境標語...等），結

合前一節課的生態調查紀錄簡報，規劃小組的潮

間帶永續發展行動。 

● 小組輪流發表成果內容，並請聆聽學生透過「三

二一回饋法」進行個人反思： 

○ 三個學到的新知識、兩個有趣的發現、一

個想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 共同討論設定未來一週或一個月內的班級行動目

標，並進行持續性的環境行動。 

 

40分鐘 

 

 

 

 

 

 

 

 

 

 

 

 

 

 

 

 

 

10分鐘 

 

 

 

30分鐘 

 

 

 

25分鐘 

 

 

 

15分鐘 

 

學習單、

小組行動

載具(平

板) 

 

 

 

 

 

 

 

 

 

 

 

 

 

 

 

 

 

學習單 

表現任務四： 

將調查結果整

理成簡報(含：

圖表、文字、

照片)，並分析

潮間帶生物分

布情形。 

 

 

 

 

 

 

 

 

 

 

 

表現任務五： 

設計行動方

案，提出友善

潮間帶的永續

發展行動策

略。 

 

  



14 

表現任務一： 學生運用數位載具(平板)進行資料搜尋及討論，分析潮間帶生物的適應特徵。 

「潮間帶生物適應分析」學習單 

          1. 潮間帶環境挑戰討論 

        請與小組討論並填寫下列表格，列出潮間帶環境的主要挑戰，以及可能影響生物生存的原因。 

環境挑戰 可能影響生物的方式 

乾濕交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鹽分變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掠食者威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強烈陽光與高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波浪衝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潮間帶生物適應策略對應表 

        請根據圖卡上的潮間帶生物（如寄居蟹、藤壺、陽隧足、海兔、海星等），推測它們的適應策

略，並將代表生物與適應策略對應排列。 

      請填寫下列表格 

適應因子 生物適應策略（請選擇或填寫） 代表生物（請填寫生物名稱） 

乾濕交替 ☐ 外殼保護 ☐ 黏液保濕 ☐ 潛入泥沙 __________________ 

鹽分變化 ☐ 可調節體內鹽分 ☐ 可耐受高鹽環境 __________________ 

掠食者威脅 ☐ 具有偽裝能力 ☐ 釋放毒素 ☐ 具有

堅硬外殼 

__________________ 



15 

強烈陽光與高

溫 
☐ 隱藏於岩縫 ☐ 具有防曬色素 ☐ 夜

間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 

波浪衝擊 ☐ 緊附於岩石 ☐ 具有吸盤或附著構造 __________________ 

       3. 小組發表 

        請根據討論內容，準備一分鐘的小組發表，回答以下問題： 

1. 你們組認為哪種適應策略最有趣？為什麼？
 

2. 這些生物的適應策略如何幫助它們在潮間帶生存？
 

3. 如果潮間帶環境發生變化（如氣候變遷導致溫度升高或海浪加劇），哪些生物可能最受影響？

為什麼？
 

 

 

潮間帶生物適應分析 

表現任務規準表 

       等級 

基準 

3 - 優秀 2 - 良好 1 - 基礎 

知識理解 能完整描述潮間帶生態環

境與潮汐變化對生物的

影響 

能描述潮間帶環境，但部

分概念表達不清 

只能部分描述潮間帶環境

與生物特徵 

探究與分析 能正確分析生物適應特

徵，並提供合理推論 

能分析生物適應特徵，但

推論不夠深入 

分析有限，無法完整推測

生物適應方式 

表達與組織 學習單內容完整，條理清

晰，書寫與圖示表達良

好 

學習單內容完整，但敘述

有部分不清楚 

學習單內容不完整，圖文

表達較為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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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任務二： 學生在潮間帶進行樣區調查，紀錄生物種類與環境資訊。 

「潮間帶生物實地調查與紀錄」學習單 

          1. 核心探究問題 

      潮間帶生物的生存之道？ 

        請在調查時關注核心問題，並思考以下延伸問題： 

● 這是什麼生物？ 

● 牠的外觀構造有什麼特徵？ 

● 牠有什麼行為模式？ 

● 為何某些生物聚集在特定區域點（生存環境）？ 

● 生物的特徵、構造、行為與棲息的環境之間可能有什麼關係？ 

 

      2. 調查前準備 

        請檢查並確認以下裝備是否齊全（✔ 勾選）： 

 ☐ 調查紀錄表 

 ☐ 生物檢索圖卡 

 ☐ 放大鏡 

 ☐ 測量尺 

 ☐ 安全裝備（防滑鞋、手套等） 

 ☐ 環境倫理自我提醒（請遵守不破壞生態、不過度干擾生物等原則） 

      調查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查時間： ______ 月 ______ 日 ______ 時 

       天氣狀況（請圈選）： 

      晴天     陰天      小雨         風浪大 

      潮水狀況（請描述）：  

 

 

       3. 生物調查紀錄表 

        請於樣區內記錄調查結果，並填寫下列表格 

生物 

名稱 

數

量 

發現地點 

（岩石、沙

地、潮池等） 

外觀特徵 

（顏色、大

小、形狀等） 

行為模式 

（爬行、游

泳、躲藏等） 

可能的 

適應策略 

（防禦機制、

覓食方式等） 

生物觀察 

繪圖 

(畫下所觀察到的生

物，需標註其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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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寄居

蟹 

5 岩石區 小型，帶有貝

殼保護 

爬行，躲藏於

岩縫 

以貝殼保護身

體，避免乾燥

與掠食者攻擊 

 

       

       

       

 

       4. 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 

        請與小組成員討論，並回答下列問題： 

1. 你們發現的潮間帶生物，最常出現在什麼樣的環境？為什麼？ 
 

2. 這些生物的外觀或行為如何幫助它們適應潮間帶環境？請舉例說明。 
 

3. 你們觀察到的潮間帶生物中，是否有明顯的食物鏈關係？請描述可能的捕食者與獵物。 
 

4. 如果潮間帶的環境發生變化（如全球暖化或污染），哪些生物可能最受影響？為什麼？ 
 

5. 發現垃圾嗎？這些垃圾可能會如何影響潮間帶生物？ 
 

 

        5. 小組發表 

        請根據小組調查結果，準備發表內容，並在以下欄位記錄要點。 

      我們的樣區概況： 

 

      我們觀察到的主要生物種類與數量： 

 

      這些生物的特徵、構造、行為與棲息環境之間的關係： 

 

      我們的結論：潮間帶生物的生存之道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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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生態倫理與放歸行動 

        請於活動結束後，檢查生物狀況並將其放回原樣區。 

      生物放歸注意事項（✔ 勾選）： 

 ☐ 溫和放回，避免拋擲或傷害生物 

 ☐ 確保生物回到原生環境 

 ☐ 移除活動區域的垃圾，維護生態環境 

 

        7. 綜合討論與反思 

        請思考並回答以下問題，總結你的學習收穫！ 

1. 這次調查中，你最驚訝或印象最深刻的發現是什麼？ 
 

2. 如果潮間帶的溫度變化加劇（如全球暖化造成氣溫升高），你認為螺貝類生物的生存會受到什

麼影響？ 
 

3. 如果這個潮間帶的環境遭到污染（例如：油污或塑膠微粒增加），你認為甲殼類生物的生存會

受到什麼影響？ 
 

4. 你覺得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保護潮間帶的生態環境？ 
 

 

潮間帶生物實地調查與紀錄 

表現任務規準表 

     等級 

基準 

3 - 優秀 2 - 良好 1 - 基礎 

科學探究

能力 

能正確、安全地運用調查

工具、器材進行調查活

動，並清楚推論生物特

徵、構造、行為、棲息環

境與人類影響之間的關

係。 

能使用工具、器材進行調

查活動，並從記錄結果推

論1種生物特徵、構造、

行為、棲息環境與人類影

響之間的關係。 

能於潮間帶進行觀察活

動，並從記錄結果嘗試推

論生物特徵、構造、行

為、棲息環境與人類影響

之間的關係。 

觀察與紀

錄 

詳細記錄生物特徵（名

稱、數量、環境因素

等），有清晰的照片或素

描 

能記錄生物特徵，但照片

或素描表達有部分不足 

觀察紀錄有限，僅列出生

物名稱，缺乏細節 

團隊合作 積極參與分工，能與組員

有效溝通並完成任務 

大部分時間能與組員合

作，溝通良好 

參與度有限，依賴他人完

成部分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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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任務三： 在社區針對不同對象根據訪談問題進行資料蒐集與初步分析。 

「在地社區訪談與社會議題探討」學習單 

      訪談主題與重點(勾選小組分工主題)： 

1. ☐訪談主題 1：潮間帶生態變遷與環境影響 

a. 訪談對象： 漁民、在地居民 

b. 訪談問題： 

i. 您認為這片潮間帶和過去相比，有哪些變化？（生物數量、種類、環境狀況） 

ii.過去這裡的潮間帶有哪些主要的漁撈或採集活動？現在還有人這樣做嗎？ 

iii. 您覺得現在潮間帶生態面臨哪些挑戰？有什麼可能的解決方法？ 

 

2. ☐訪談主題 2：潮間帶旅遊與環境影響 

a. 訪談對象： 社區發展協會成員、餐廳業者、商家 

b. 訪談問題： 

i. 這個地區曾有運用潮間帶進行收費性活動嗎？遊客的反應如何？ 

ii.近年來來這裡的遊客人數有變多嗎？這對潮間帶生態有影響嗎？ 

iii. 你們會如何平衡觀光收益與生態保育的需求？ 

    訪談分工： 

       記錄員：__________       主持人：__________       攝影/錄音：__________ 

 

       訪談紀錄 

         訪談時間： ________ 

       訪談地點： ________ 

          受訪者基本資訊（可填寫關鍵背景）： ________ 

           受訪者回答重點（請簡要整理）： 

1.  
2.  
3.  
4.  

 

       訪談內容分析與社會議題探討(對應訪談主題擇一填寫) 

          1. 受訪者對潮間帶生態變遷與環境影響的主要觀點（請歸納 2-3 點）： 

●  
●  
●  

          2. 受訪者對潮間帶旅遊與環境影響的想法（請歸納 2-3 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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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你的觀察與反思（請回答下列問題）： 

● 訪談內容中，哪個觀點最讓你驚訝或印象深刻？為什麼？
 

● 你認為潮間帶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為什麼？
 

● 如果你是政府決策者，你會如何改善潮間帶的生態與人類活動的平衡？
 

 

在地社區訪談與社會議題探討 

表現任務規準表 

         等級 

基準 

3 - 優秀 2 - 良好 1 - 基礎 

態度與溝

通表達 

積極傾聽、尊重受訪

者，能自信且清楚說明

訪談目的與表達問題。 

尊重受訪者，訪談目的

與問題表達大致清楚，

但偶有不順。 

訪談過程較為緊張，表

達略顯混亂，在引導受

訪者對話過程中需要師

長協助。 

訪談記錄

與資訊整

理 

詳細記錄受訪內容，重

點整理清晰、條理分

明。 

能掌握大部分內容，整

理出主要重點但不夠深

入。 

記錄較為片段，部分重

要資訊遺漏。 

社會議題

理解與分

析 

能綜合不同受訪者觀

點，並清楚分析潮間帶

生態與社會議題。 

能大致理解議題，分析

具有一定深度但觀點略

顯單一。 

對議題理解有限，分析

內容較為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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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任務四： 學生將調查結果以圖表、圖像及文字方式呈現，並分析潮間帶生物分布情形。 

潮間帶生物實地調查與紀錄資料彙整 

表現任務規準表 

     等級 

基準 

3 - 優秀 2 - 良好 1 - 基礎 

資料整理 能完整整理資料，並以正

確的圖像及文字方式呈現 

資料整理大致完整，但有

些許錯誤 

呈現資料有限，分類不夠

清楚 

圖表呈現 製作條理清晰的圖表（長

條圖、圓餅圖等），標示

完整 

圖表製作良好，但標示或

單位有部分缺漏 

圖表呈現較混亂，缺乏標

示 

數據分析

與解釋 

能清楚說明生物的特徵、

構造、行為與棲息環境之

間的關係，並透過數據呈

現生物分布情形，並提出

合理說明。 

能大致說明生物的特徵、

構造、行為與棲息環境之

間的關係，並嘗試提出生

物分布的現象，但解釋不

夠深入。 

能嘗試說明生物的特徵、

構造、行為與棲息環境之

間的關係，並簡單描述生

物分布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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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任務五： 學生設計行動方案，提出潮間帶保育策略。 

「潮間帶永續發展行動」學習單 
 

        行動方案設計 

    根據訪談與討論，設計一個可行的潮間帶保育行動方案！ 

      行動目標（我們想解決什麼問題？）： 

 

      行動方式（我們要做什麼？）： 

 

      支持以上行動方式的科學依據（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需要哪些資源（團隊分工、人力、工具、場地等）？ 

 

      預期成果（我們希望達到什麼改變？）： 

 

      可行性評估（這個方案在現實中可以執行嗎？團隊可能遇到的困難是什麼？可以如何克服？）： 

 

 

潮間帶永續發展行動 

表現任務規準表 

      等級 

基準 

3 - 優秀 2 - 良好 1 - 基礎 

環境問題理

解 

能清楚描述潮間帶面臨的

環境問題，並提供科學依

據 

能描述潮間帶環境問題，

但科學依據較為簡單 

只提出問題，但缺乏深入

理解 

解決方案創

意與可行性 

提出的保育行動具創意，

且具備可行性與實踐計畫 

保育行動合理，但可行性

有待加強 

方案較為概略，缺乏細節 

團隊合作與

分工 

組內分工明確，成員能有

效協作與互相支持 

大部分能有效合作，分工

合理 

合作有限，部分成員參與

度較低 

成果呈現 以簡報或海報完整呈現行

動方案，內容清晰有條理

且具吸引力 

簡報或海報內容大致完

整，但呈現方式上略為平

淡 

簡報或海報內容讓他人可

以理解行動方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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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海洋公民科學家──馬崗潮間帶生態調查行動 

課程行前通知單及家長同意書 

主題：  

對象：國小高年級學生 

地點：新北市貢寮區馬崗潮間帶及社區活動中心 

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星期） 

時間：08:00 – 16:00（實際時間依校方安排為準） 

 

        活動流程簡介： 

時間 活動內容 

07:30–07:50 集合與出發 

07:50–09:00 車程前往馬崗潮間帶、課程重點提醒與前次學習重點回顧、安全說明 

09:00–09:30 打開我們的探索感官 

09:30–10:30 潮間帶分組生態調查與紀錄行動 

10:30–11:30 生態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器材整理與換裝 

11:30–13:00 午餐休息（於社區活動中心） 

13:00–14:00 社區議題訪談與紀錄（海洋議題與地方對話） 

14:00–14:30 訪談成果資料統整與初步討論、總結今日活動學習重點 

14:30–15:45 車程返校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為戶外自然場域學習，學生須遵守安全指引及倫理守則（不任意抓取、生物須原地放

回）。 

2. 請穿著透氣排水快乾衣物，並穿防滑膠底包覆性鞋款（如溯溪鞋、漁夫鞋，嚴禁拖鞋、涼

鞋）。 

3. 請勿攜帶零食與碳酸飲料(如有需要可自備麵包)，午餐將統一安排於社區活動中心。 

4. 若遇天候不佳，將另行通知是否延期或改至教室內課程。 

5. 學生需全程隨隊，不得擅自離隊。 

 

       攜帶物品檢核表： 

類別 品項 已準備（✓） 

必備 

項目 

個人水壺  

鉛筆、橡皮擦  

小毛巾  

個人環保餐具與碗筷  

防曬用品（帽子、太陽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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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品項 已準備（✓） 

防滑鞋（不可穿拖鞋或涼鞋）  

個人藥物  

換洗衣物與塑膠袋  

輕便雨衣  

選備 

項目 

筆記本  

防水袋/夾鏈袋  

雨傘  

其他   

 

           家長同意書 

敬愛的家長您好： 

為配合本學期跨領域戶外及海洋教育課程，本班將於______年___月___日，前往新北市貢寮區馬崗

潮間帶進行【生態調查行動】實地學習。活動期間將由教師與協作志工全程陪同指導，並以學生安

全與學習為優先原則，敬請家長協助提醒孩子注意自身安全，並確認攜帶裝備無誤。 

請家長詳閱行前通知單後，簽署以下同意書回條，俾利學校掌握家長同意貴子弟參與意願及學童健

康狀況。 

 

□ 本人已詳細閱讀「課程行前通知單」，同意孩子參加此次戶外教學活動。 

□ 孩子目前身體狀況： 

（請勾選） 

□ 健康良好 □ 有過敏或慢性病史（請詳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如需特別照護事項，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級：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月___日 

□ 家長是否方便協助此次戶外教學課程，進行課程實施過程中安全維護及器材整理等支援事項(後

續將由導師與可支援之家長聯繫並安排協助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