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教案設計格式 

教案名稱 神奇大蛤! 設計者名稱 
教師一：葉鈞喬 

教學對象
█高中職 

█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教學領域 

(科目或名稱) 
地球科學 

教學資源  養殖池環境觀測資料 教學時數 5hr 

教學理念 
文蛤是生活中常見的海鮮食材，營養價值高、取得容易且售價不高。本課程希望透過認識

文蛤生產過程、探究生態養殖的方式。 

教學對象 

分析 

查詢資料的能力：學生能自行查詢海洋生物生活特性。 

學科專業知識的遷移能力： 

1.學生能利用生態系概念建構文蛤池中的生態系。

2.學生能利用探究能力概念建構文蛤池中的生態系。

十二年國教 

課綱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本教案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從體驗活動蒐集

資料，在教師引導下建立

養殖池中或是海洋環境的

生態系網路。 

2. 學生能從環境監測資料

探討環境變動的可能原

因。 

3.從養殖池智慧監測資

料，改善生產環境，思索

環境永續議題。 

海 U4 分析海洋相關產業與科技發展，並評析其與經

濟活動的關係。 

海 U13 探討海洋環境變化與氣候變遷的相關性。 

海 U16 探討海洋生物資源管理策略與永續發展。 

海 U18 了解海洋環境污染造成海洋生物與環境累積的

後果，並提出因應對策。 

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探究能力-思考智能（t） 

想像創造（i）ti-Ⅴc-1 

能主動察覺生活中各種自然科學問題的成因，並能根

據已知的科學知識提出解決問題的各種假設想法，進

而以個人或團體方式設計創新的科學探索方式並得到

成果。 

批判思辨（c）tc-Ⅴc-1 

能比較與判斷自己及他人對於科學資料的解釋在方法

及程序上的合理性，並能提出問題或意見。 

學習內容： 

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利用（Na） 

ENa-Vc-1永續發展對地球與人類的延續有其重要性。 

ENa-Vc-3認識地球環境有助於經濟、生態、文化及政

策四個面向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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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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能

從體驗活動

蒐集資料，

在教師引導

下建立養殖

池中或是海

洋環境的生

態系網路。 

一、文蛤池生產體驗 

探究式教學步驟：參與（engagement）1~4 

1. 更換青蛙裝(20分鐘)

2. 沿路講解文蛤生產歷史：(10分鐘)

彰化縣的漁塭養殖文蛤的興起原因，可以追溯在民國 

80 年，因為全省草蝦養殖病變，養殖戶血本無。又

沿岸水汙染嚴重，導致淺灘養殖文大死亡及雲林縣六

輕工業區的開發，將導致文蛤需求與供貨失調的商

機。在配合推動簡易循環水養殖政策，由彰化區漁會

推廣帶領養蝦產銷班員，推廣全縣文蛤養殖至今。 

3. 沿路講解文蛤生產資源：(30分鐘)

由講師進行解說

4.撈文蛤體驗與漁法體驗介紹(90分鐘)

由講師進行解說

探究式教學步驟：探索（exploration）5-6 

5. 介紹漁獲類別(40分鐘)

由講師進行解說

6. 心情分享(20分鐘)

由老師帶學生作小組分享體驗的感受：參與哪些

任務、有什麼愉快的經驗、組員如何相互合作 

3小時 

出發前先

讓學生觀

看：「有

食閣有掠 

一日漁夫

體驗行」 

學習單  

作業一 漁場管

理 

將講師沿路講

解文蛤生產資

源、撈文蛤體

驗與漁法體

驗、介紹漁獲

類別的說明速

記於學習單 

2. 學生能

從環境監測

資料探討環

境變動的可

能原因。 

二、生態養殖管理方法 

探究式教學步驟：解釋（explanation）1-2 

1. 解釋漁獲之間的關係(10分鐘)

將速記於學習單的內容依下方主題進行分類，寫在學

習單作業一的右方表格分項中 

2. 建構生態食物網：多元混養，生產有機魚貨(30分

鐘) 

1小時 

學習單 

作業一 漁場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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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養殖

池智慧監測

資料，改善

生產環境，

思索環境永

續議題。 

請同學依學習單 作業二的海報上試著找出在漁場看

到的漁獲，並閱讀該漁獲的重要性。 

 

探究式教學步驟：精緻化（elaboration）3-4 

3.教師為學生的說明進行統整(10分鐘) 

漁場內的魚池採取有機多元混養法，包括魚、蝦、文

蛤、蚵等，種類不少，而且各有養殖技巧。例如虱目

魚即特別以吐司餵養，白蝦及黃錫鯛皆採低密度養

殖，而文蛤甚至需與大自然搏鬥 2 ~18個月才能有所

收成。也正因為講求「有機」，所以魚場不施藥物，

而 

是以混養「工作魚」來吃螺類、綠藻，也混養工作蝦

來吃殘餌並進行自然鬆土，讓有機質更容易轉換成藻

類養分一一如此費心費工，目的就在於生產最天

然 、 最不傷害人體的養殖海鮮 。 

 

補充說明：混養是一種開啟 “永續”與 “系統觀”

概念學習的開端。混養的概念並不是接近自然生態，

而是透過人為控制，獲取利益，而在這樣人為控制的

過程，往往也產生了新的問題。 

 

混養系統每加入一個新元素，都會產生我們期待的效

果，但也會導致系統平衡改變，未來會產生哪一種回

饋，都需要事先評估預想。 

 

 

4.認識智慧監測 (10分鐘) 

教師以下圖說明養殖池智慧監測的流程與優點 

 

 

 

 

 

 

 

 

 

 

 

 

 

 

 

 

 

 

 

 

 

 

 

 

 

 

 

 

 

 

 

 

 

 

 

 

 

 

 

 

 

 

 

 

 

 

 

 

 

 

 

 

 

 

 

 

 

水產知識

館 

 

 

學習單  

作業二 建立生

產養殖策略 

 

 

 

 

 

 

 

 

 

 

 

 

 

學習單  

作業三 智慧監

測的好處 

 

https://www.tfrin.gov.tw/cl.aspx?n=239
https://www.tfrin.gov.tw/cl.aspx?n=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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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教學步驟：評量（evaluation）5-6 

5.請同學到水產知識館網站查詢「水質與養殖池生產

之間的關係」，並說明水溫與溶氧、水深與硝酸的監

測對於養殖池有什麼優點?(30分鐘) 

 

 

6利用水土品質監測資料思考更合適的生產方式(20

分鐘) 

 

 

以彰化整合性產官學合作為案例，可說明智慧監測對

生產環境可以提供下列建議：  

 

https://www.tfrin.gov.tw/cl.aspx?n=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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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刪。 

★填完後請寄至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張國珍小姐信箱 bracktina1999@email.ntou.edu.tw 。 

★後續將寄送審查建議，請參考建議後修正後回傳。 

 

參考資源： 

有食閣有掠 一日漁夫體驗行 

水產知識館 

 

漁場體驗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作業一 漁場管理 議題分類 

請將今日講師沿路講解文蛤生產資源、撈文蛤

體驗與漁法體驗、介紹漁獲類別的說明速記於

下方，接著再依右方的議題進行分類： 

 

 水圳中有淡菜、魚苗 

 養殖池水在漲潮時抽或是定時抽取海水 

 水中除了文蛤之外還有鯛魚、螃蟹、藻類 

 自動化監測水質 

 採用生態網的食物養魚(工作魚：鯛魚等)、

螃蟹、藻類  

 

海 U4：產業與科技 

 

 

 

海 U13 海洋環境變化與氣候變遷 

 

 

 

海 U16 管理策略與永續發展 

 

 

 許多魚池水值相近，但溶氧卻有差異。檢視可見

pH值較低偏酸且氨氮較高的池子溶氧較低。推測

可能有生物死亡沉底腐壞酸化耗氧，而產氧較低

亦會造成 pH值較低。 

 

 高溫低鹽高氨氮會造成弧菌大量孳生，搭配高磷

酸鹽易造成藍綠藻和有毒矽藻大量爆發。 

 

 白日水溫常超過 30度 C使溶氧偏低，許多魚塭

低於 4ppm，注意生物缺氧，硝化菌無法氧化氨

氮。底土毒物積存，持續會造成文蛤和底棲生物

死亡。 

 

 若夜間水溫持續高於 29度 C，水車打氣降低損失

和缺氧壓力。 

  

mailto:bracktina1999@email.ntou.edu.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pKiOnuwdKI
https://www.tfrin.gov.tw/cl.aspx?n=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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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U18 環境污染與因應對策 

 

 

 

作業二  建立生產養殖策略 

  

作業三  智慧監測的好處 

說明水溫與溶氧、水深與硝酸的監測對於養殖池有什麼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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