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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臺北市 105 年度公私立國中小學

「海洋教育公開授課成果甄選」送件表

學校名稱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組另1J
回國中組
口國小組

﹒海洋休閒﹒海洋社會圖海洋經濟圖海洋科學圓海洋文化

主題 口海洋文學 口海洋藝術﹒海洋資源圖海洋保護與生態係育

口其他相關主題：

作品名稱 獨家報導：新的世界沒有魚

公開課授課者 彭曉君

觀課吉義課主持人 陳柏亨

觀言果者 鄧雅文、陳柏亨、林之允、閥慧慈

承辦人行動電話： 0925712388 e-mail : gbOl@mail.nksh砂.edu.tw

1.請詳閱實施計畫。
注意事項 2.參賽作品均不退件，請自留底稿。

備 言主

承辦人﹒
處室主任簽章�t�1Fff副蝕御自亨！

校長簽章：︱醉品主劉
即

或
一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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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送件表與授權書



戰略 2 ：（請自行填寫，並將所有提醒的斜體字刪除）

臺北市 105 年度公私立國中小學

「海洋教育公開授課成果甄選」作品授權書

參加組別 圈中組

作品名稱 獨家報導：新的世界沒有魚

授權人 彭曉君

授權人身分證字 A227446656 

授權人服務單位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被授權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授權說明：

1.僅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上述作品擁有非專屬使用權，得以任何形式於非商業用途重

製、推廣、公佈發行之權利。

2.若已（或日後）授權其他商業用途需主動告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3.本作品參賽作者擔保作品內容合法和有效存在，未侵害或抄襲他人之著作，特此聲明。本

作品參賽作者若有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情事，願被取﹔由資格，並交回所有獎頃，如有不實而涉

及違法，本作品參賽作者願負擔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授權人簽章：



二、 公開授課成果 

1. 公開課授之單元教案

教學主題 獨家報導：新的世界沒有魚 教學設計者 彭曉君 

教學時間 50 分鐘 適用年級 國中 

設計理念   為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以及活化海洋教學內涵，設計以透過海洋相關主題的報導

文章和新聞，再經由小組討論，使學生認識生活周遭的海洋，了解海洋相關議題的影

響和相關知識，喚起學生關切海洋的心，鼓勵學生身體力行保護海洋生態。 

 閱讀理解：閱讀相關的海洋報導，認識生活周遭的海洋，並得知近期海洋相關事

件。

 組織歸納：將文章與海洋教育的主題結合，整理出事件的背景、過程、成因。

 分析解釋：有條理地介紹主題與內容、分析事件的影響，以及說明自身省思。

結合報導文學與

海洋教育

海洋文化
以半穴居和咖希部
彎來認識達悟族文
化和蘭嶼危機

海洋休閒
透過老梅綠石槽，
了解北海岸的美景
和觀光帶來的破壞

海洋社會
從近期的太平島議
題，了解其爭議和
在政治、經濟影響

海洋資源
以發生在臺灣的海
洋汙染為例，明白
其嚴重性和影響

看 思 說 

1



建構教學

目標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由「設計理念」結合「能力指標」而形成） 海洋教育能力指標 

海洋休閒：海洋生態旅遊 

1-4-6

參與水域生態旅遊活動，體會地方人

文風情。 

1-4-7

參與水域生態旅遊，學習環境保護與

休閒活動平衡共存的解決方 

海洋社會：海洋經濟活動 

2-4-7

瞭解臺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

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海洋文化：海洋民俗信仰與祭典 

3-4-8

能藉由認識海洋民俗信仰，體認人與

大自然互生共存的關係。 

海洋資源：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  

5-4-7

察覺海面活動、海岸工程及陸地廢棄

物排放對生物生存所造成的阻力，並

提出可行的防治方法。 

 海洋文化與海洋觀光

1. 認識蘭嶼文化與老梅綠石槽，和了解觀光

對其帶來的破壞。

2. 認識海洋之美，學會規劃水域生態旅遊，

在不破壞自然環境下，體會地方人文風情。 

 海洋社會

3. 能說明太平島議題，以及島、礁之別。

4. 了解太平島之中的政治與經濟影響。

 海洋資源

5. 描述台灣的海洋汙染，並指出其嚴重性和

影響。

6. 培養探索海洋領域、思考解決海洋問題能

力

7. 理解海洋環境議題，學習關心海洋、感受

海洋、親近海洋

學生能力

分析 

1. 閱讀長篇文章並理解文章內容

和重點。

2. 摘要文章並能流暢表達自己的

意見。

3. 積極與小組討論、分享意見。

4. 了解人類運用海洋資源的同

時，可能造成的破壞，並提出影

響和可行的解決方法。

5. 體認海洋環境議題，積極發表心

得和想法。

1. 摘要新聞和報導文章論點及重點

2. 分析與組織文章架構和內容

3. 摘要文章，並以自己的說法解釋事件

4. 評論文章與事件

5. 積極主動參與小組討論

6. 主動闡述和流暢分享小組討論結果

7. 培養關心時事的習慣，啟發反思能力和尊

重環境的精神

教學準備 圖片、PPT、講義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一、 準備活動 

1. 教師先將學生分為四組。

2. 教師詢問學生是否喜愛海洋？

3. 教師詢問學生是否有人知道海洋的相關時事。

4. 教師預告今日課程會有時事報導的閱讀。

2 分鐘 

10分鐘 

PPT 

照片 

問答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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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反思

能力和尊

重環境的

精神 

二、 發展活動 

1. 教師詢問學生為何我們要關心海洋時事？並說

明台灣四周環海，身為海島居民，比任何人都

更應該關切海洋。

2. 教師配合 PPT 請學生思考為什麼「新的世界」

會沒有魚？

3. 呈現海洋應該要有的模樣、被人類破壞的模

樣、海洋生物面臨的危機…等照片讓學生看見

海洋生態的狀況。

問答發表 

講述與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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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反思

能力和尊

重環境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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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反思

能力和尊

重環境的

精神 

4. 教師說明報導文學，以其來介紹海洋相關事件。 

5. 教師說明分組報告規則：每一組會拿到一個海

洋主題，學生要整理每個主題裡的兩個文章（內

容相關），小組討論組織、分析文章，然後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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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聞

和報導文

章論點及

重點 

分析與組

織文章架

構和內容 

推派兩位學生上台，一位像「主播」一樣將事

件的主題、標題、過程、背景、影響…等等相

關內容清楚解釋給大家聽，另一位學生代表全

組說明省思和心得，每組以三分鐘為限。 

6. 教師以一個「海洋中的塑膠」作為範例，示範

閱讀文章後，如何整理並組織出文章大意，向

學生解釋事件的成因和過程，以及最後心得。

講述與示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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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聞

和報導文

章論點及

重點 

分析與組

織文章架

構和內容 

積極主動

參與小組

討論 

主動闡述

和流暢分

享小組討

論結果 

培養思考

解決海洋

問題能力 

理解海洋

環境議題 

7. 教師示範完後，詢問學生有無問題。回應學生

完後，隨機發放題目給各組，給予十五分鐘的

討論時間。

8. 教師於這十五分鐘巡視各組的討論狀況，並適

時給予指引和方向。

9. 各組輪流上台分享小組討論結果，並按照規定

解釋事件。

10. 教師在每組結束後給予學生回饋和事件補充。

11. 教師說明第一組的海洋汙染是最直接傷害海洋

的一種方式，所以請學生特別提出造成的影響。 

15分鐘 

20分鐘 

講義 

白板 

ppt 

白板 

閱讀理解 

小組討論 

報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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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台灣

的海洋汙

染，並指

出其嚴重

性和影

響。 

認識蘭嶼

文化，和

了解觀光

對其帶來

的破壞。 

學會規劃

水域生態

旅遊，且

不破壞自

然環境。 

12. 教師說明第二組的海洋文化，達悟族原有文化

和觀光帶來的影響，並請學生將心比心設想若

自己家底下已被埋了核廢料，如今又有大批人

潮來自己家亂丟垃圾，會有何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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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老梅

綠石槽，

和了解觀

光對其帶

來的破

壞。 

規劃水域

生態旅

遊，且不

破壞自然

環境。 

13. 教師說明第三組的海洋觀光，大自然創造美

景，而人類帶來破壞，請學生反思現今熱愛打

卡、發文的行為，是不是無形中成為傷害環境

的兇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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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明太

平島議

題，以及

島、礁之

別。 

了解太平

島之中的

政治與經

濟影響。 

14. 教師說明第四組的海洋社會，雖然文章看似只

是討論太平島和沖之島的議題，與破壞海洋環

境關係不大，但太平島是近期討論最熱烈的海

洋議題，討論的地方卻非海洋環境或生態，而

是其能帶來的「經濟」，這種只在乎利益的心

態，其實才是傷害環境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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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海洋

環境議題 

學習關心

海洋、感

受海洋、

親近海洋 

15. 教師統整四篇報導主題，說明這些真實發生在

世界上的事情，正是海洋目前面臨的險境，希

望透過這些事件，喚起學生欲關懷海洋的念

頭，台灣四周環海，海洋與我們是密不可分、

息息相關的。

三、綜合活動 

1. 各組報告結束後，教師將今天的主題帶學生複

習一次，並詢問學生是否對別組的主題有心得

省思或想法。

2. 教師做總結，說明人類若不遏止對環境的破

壞，那麼我們的海將漸漸失去她的湛藍，而新

世界的海除了汙染、垃圾、塑膠之外便甚麼都

沒有了，讓學生要常常去關心、思考我們的海

洋。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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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學生回饋單

13



14



15



16



2. 公開授課者之省思札記

(1)海洋教育的設計

海洋教育已逐漸在各個學校推行，由於長久以來大家的海洋意識較低，要廣泛發展海洋

教育並非易事，但台灣四面環海，身為海島居民不可不關切海洋，所以在設計海洋教育課程

時，我認為最重要的便是讓學生「意識到」海洋，當學生認識我們的海洋、得知海洋正面臨

的困境、了解到海洋的現狀，喚起學生欲關懷環境的心，啟發學生對海洋的感觸，學生才會

真正有所行動，進而關心海洋、親近海洋。 

  關心時事是現代公民的素養之一，便設計結合報導文學與海洋教育，培養學生閱讀理解

能力，分析文章內容、也分析海洋現況，以近期真正發生在生活中的海洋新聞，使學生多加

認識相關海洋主題，透過小組討論、意見交換、換位思考，最後統整組內意見，上台與全班

介紹海洋事件、有條理地分析、發表結論，最重要的是學生說出對於這些事件「我們可以怎

麼做、做什麼」，激發學生解決問題之能力。 

(2)公開授課後的檢討

雖然選用四個海洋主題的報導，但最終都指向一件事——人類對海洋的破壞，也就是繼

續這樣下去的話，新的世界便沒有魚，海洋只剩下塑膠、垃圾。也希望能讓學生認識多樣的

海洋主題，在指導閱讀分析文章時，除了示範說明之外，學生討論時，也會在旁傾聽、引導，

大部分學生的討論狀況十分良好，只有分到太平島議題的那組就有些不順利，雖然經由引導，

學生逐漸能分析出輪廓，說出重點，但我個人事後檢討這篇文章可能偏難，較不適合在短時

間內瞭解其全貌，在海洋政經議題的選文上，還要再多考慮、篩選。 

  因為希望重點是小組討論和發表，所以花了較多的時間在這上面，導致我個人說明的時

間有些倉促，也無法給予學生更多的回饋和補充說明。 

  學生討論狀況比預想中順利，需要做的引導也較少，也看到許多學生對事件有特別的想

法，深刻的省思，像是海洋觀光的小組，在報告時從綠石槽延伸到去各觀光景點，省思人類

的所作所為，欣賞風景不該伴隨著破壞，學生在白板上的列點也非常有條理和邏輯。海洋文

化的小組則是在報告上有精彩的表現，敘述事件生動活潑，能推己及人的設想。討論海洋社

會的小組，雖然太平島議題稍難，但學生透過教師一些方向的指引，即能清楚說出此事對我

國造成的影響，還分成經濟和政治兩方面，一是影響漁業、另一是主權被侵犯。 

(3)議課後的省思

為使學生能多了解議題，所以選用了四個主題，觀課老師們建議可以擇其一主題，作深

入探討，我認為若要深入討論其中一個主題，我還需要再提升自我的海洋教學知能，深化海

洋教育的內涵，才有專業帶領學生。讓學生專注探討一項議題也許可以激發學生更深入的省

思，時間上也不會為了顧全各個主題而有些倉促，亦可以有更多鋪陳。 

  上課速度和時間是這次觀課老師們給予最多建議的方面，在本次課堂最重要的「小組討

論」，過程因看見學生還在熱烈討論，還沒辦法在短時間內寫下結論，所以討論時間比預期長，

所以我還需要再改進時間的掌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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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成果歷程記錄表

▼請學生猜想為何「新的世界沒有魚」 ▼學生舉手發言對海的想像

▼示範文章的閱讀與分析 ▼巡視學生討論狀況

▼指引學生討論方向 ▼學生正在認真閱讀和討論

▼學生將討論結果條列式的寫在白板上 ▼學生對事件有獨特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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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海洋資源：說明海洋汙染之影響 ▼補充台灣的海洋汙染情形

▼第二組–海洋文化：簡介達悟族的半穴居 ▼說明咖希部灣的寶特瓶飛魚

▼第三組–海洋觀光：介紹老梅綠石槽 ▼學生專心聆聽各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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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海洋社會：說明太平島成礁的影響 ▼強調太平島和沖之島差異

▼各組報導文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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