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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潮間帶海洋生物總動員-環保篇 

5.3.1 示例設計的構想 

本示例為海洋教育議題融入生活課程之教學單元。生活課程以生活為主軸，而生活正是

開展學生知情意的自然場域。呼應國小學生富好奇心與喜歡探索的特性，以及生活課程七大

主軸：「悅納自己」、「探究事理」、「樂於學習」、「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美的感知與欣賞」、

「表現合宜的行為與態度」、及「與人合作」，本示例在教學設計上，運用生活素材，鼓勵學

生運用多元感官覺知差異與變化，逐步引導學生發展敏銳的觀察力與清晰的思考力。以觀察

描述、比較連結、發掘複雜性、質疑求證，及實作探究與反思等步驟循環，以深化學習 

本示例選擇「海洋文化」、「海洋資源與永續」兩大學習主題，將海洋教育議題融入生活

課程，讓學生透過潮間帶影片欣賞、參觀潮間帶、淨灘活動、資源回收物作(海廢)為媒材發揮

巧思與創意進行藝術創作等體驗探索活動，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潮間帶。整體而言，主要目標

係透過觀察、實作與探究，瞭解環境保護與海洋的關係，讓學生對於潮間帶的海洋生物的棲

地、種類以及樣貌有所認識，也讓學生了解海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了解愛護及珍惜海洋資

源只要用心觀察與體會，海邊的廢棄物也可以垃圾變黃金成為藝術創作的媒材，取之於海洋

用之於海洋，讓海洋藝術的呈現更有「海」味。本示例強調海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潮間帶

海洋生物總動員-環保篇」偏重海洋資源與永續，因為低年級學生要帶去實際參觀潮間帶，需

要事前作好完善的安全準備，教師可以根據需續加以拆解或修改運用。 

5.3.2 示例設計的主要內容 

本示例設計包含兩部分：「潮間帶海洋生物總動員」及「海廢藝術創作」。「潮間帶海洋生

物總動員」可融入的海洋教育內容有：潮間帶影片欣賞、認識潮間帶海洋生物種類名稱、特

性及樣貌。「海廢藝術創作」可融入的主要內容有：淨灘活動、撿拾廢棄物選取適當的媒材，

結合潮間帶海洋生物為主題，融入藝術創作裡面呈現出來。 

5.3.3 示例設計的實施與評量 

配合學生的發展與個別差異，進行評量工作：少紙筆多實作（運用多元評量）、配合學習

活動的表現要求，設計問題引導學生表現生活課程與海洋教育議題的核心素養。重視形成性

評量，適時肯定學生的能力與態度，鼓勵學生持續的進步。 

5.3.4 示例試教的省思 

吳志清、黃芳麗、胡詔閔、鄭彩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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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潮間帶海洋生物總動員-環保篇」單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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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議題融入生活課程教學示例 

主題/單元名稱 潮間帶海洋生物總動員-環保篇 設計者 
吳志清、黃芳麗 

胡詔閔、鄭彩雲 

實施年級 一年級~二年級 節數 共 4 節，160 分鐘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 

□跨領域融入 

（領域/科目：＿＿＿） 

課程實施時間 

■領域/科目：生活課程 

□校訂必修/選修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素養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領域/

學習

重點 

核心素養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可得的媒材與

工具，透過各種探究事物的方

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

理。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係,

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生活環

境及關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

踐，同時能省思自己在團體中

所應扮演的角色，在能力所及

或與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

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行

動。 

議題 

核心素養 

海 A3 能規畫及執行海

洋活動、探究海洋與開

發海洋資源的能力，發

揮創新精神，增進人與

海的適切活動。 

學習表現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 

中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

境的特性。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

係，進而珍惜資源，愛護環境、

尊重生命。 

學習主題 海洋社會 

學習內容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實質內涵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



4 

 

A-1-3 自我省思。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水域環境與產業。 

 

學習目標 

1. 透過影片欣賞、觀察與探究，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潮間帶。 

2. 讓學生對於潮間帶的海洋生物的棲地、種類以及樣貌有所認識。 

 

教學資源 

潮間帶影片、電腦、電子白板、實物投影機、手套、夾子、垃圾袋、圖畫

紙、保麗龍膠等。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第三、四節 參觀潮間帶海洋生物 

 

一、教師引言 

許多學生都不曉得潮間帶有什麼生物，透過潮境公園潮間帶工作人員

的介紹解說和實際體驗，可以認識潮間帶生物的種類、名稱與樣貌。 

◆ 認識潮間帶的環境 

(一) 先讓學生對於潮間帶周遭的環境先有初步的認識與了解。 

(二) 請解說人員協助幫忙進行潮間帶的介紹與解說，並帶領學生親自

觀察體驗潮間帶並且對於潮間帶海洋生物進行導引解說。 

二、引導思考 

◆潮間帶生物的分類 

(一)教師問學生：潮間帶有那些生物呢？ 

(二)學生的答案可能是「海藻」、「蝦子」、「寄居蟹」、「海蟑螂」等

等，引導並完成潮間帶生物的學習單。 

三、教師解說 

◆認識潮間帶的生物 

讓學生下水進行觀察讓學生對於潮間帶的海洋生物透過觀察與體驗對

於它們的名稱、種類形狀、顏色……等等，有了更進一步認識與了

解。請學生發表看到的生物並且分類，教師再根據學生分類的結果，

引導學生認識潮間帶生物的分類有藻類、甲殼類、棘皮動物類和魚類 

。 

 

 

 

 

 

 

20 分鐘 

 

 

  

 

10 分鐘 

 

20 分鐘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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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議題融入生活課程教學示例 

主題/單元名稱 海廢藝術創作 設計者 
吳志清、黃芳麗 

胡詔閔、鄭彩雲 

實施年級 
一或二年級 

節數 共  4  節，160 分鐘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 

□跨領域融入 

（領域/科目：＿＿＿） 

課程實施時間 

■領域/科目：生活課程 

□校訂必修/選修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素養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領域/

學習

重點 

核心素養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可得的媒材與工

具，透過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

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係，體

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義，學

習尊重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

生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的角色，

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合作的情況

下，為改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議

題 

核心素養 

海 B1 能善用語文、數理、

肢體與藝術等形式的表

達與溝通，增進與海洋的

互動。 

 

學習表現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

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

特性。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

進而珍惜資源，愛護環境、尊重生

命。 

學習主題 海洋資源與永續 

學習內容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A-I-3 自我省思。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實質內涵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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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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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 透過淨灘活動，了解對於海洋環境的愛護應該要如何表現與行動。 

2. 撿拾廢棄物選取適當的媒材，結合潮間帶海洋生物為主題，融入藝術創

作裡面呈現出來。 

3. 讓學生了解愛護及珍惜海洋資源只要用心觀察與體會，海邊的廢棄

物也可以垃圾變黃金成為藝術創作最好的媒材。 

教學資源 單槍與電腦、垃圾袋、夾子、紀錄本、圖畫紙、蠟筆、保麗龍膠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七、八節   海廢藝術創作 

一、引導思考 

◆ 海洋環境保護與我們 

(一) 請學生撿拾岸邊的廢棄物與垃圾。並請學生在撿拾的過程，讓學生思考

知道，環境的維護對於海洋生物生存的重要性。 

(二) 請學生所撿拾的廢棄物與垃圾，請學生思考如何選擇適合的媒材、以潮

間帶的海洋生物為主題，運用在藝術創作課程當中。我們應該怎麼做才

是對潮間帶海洋環境有幫助呢？ 

二、小組討論 

◆ 實地觀察學習 

(一) 老師帶學生去觀察這些廢棄物及資源回收的東西，它們應該是在 

    什麼地方呢？但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呢？ 

(二) 我們應該怎麼做才是對潮間帶海洋環境有幫助呢？ 

(三)引導學生去思考想像我們所撿拾的廢棄物與資源回收的東西，將如   

   何展現以潮間帶海洋生物的樣貌運用在藝術創作當中。 

三、海廢藝術創作 

◆ 潮間帶的海廢 

   1.老師引導學生可依照自己對於潮間帶海洋生物的觀察認識或喜愛選擇一 

    種潮間帶海洋生物來作為自己創作的主題。 

2.有哪些廢棄物與資源回收的素材可再生利用，來進行藝術創作？(1)吸 

 管(2)塑膠瓶(3)木頭 (4)鈕扣 (5) 塑膠瓶蓋 (6)紙杯（7）保麗龍（8）樹  

 枝等。 

3.請學生將淨灘活動中所收集到的廢棄物與資源回收的素材，從中選擇適  

 合自己藝術創作的媒材，來進行創作活動。 

10 分鐘 

 

 

 

 

 

 

30 分鐘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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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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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間帶 

潮間帶是指地球上海陸交界的地帶，是高低潮線間的海域。受到潮汐影響，這個地方每天會

有部分時間被海水淹沒，也有部分時間暴露在空氣中。不同地方的潮間帶環境不同，生活在

其間生物也不一樣。一般可分為軟底質的潮間帶，例如沙灘、泥灘底質等，就像淡水河口的

紅樹林；另一種為硬底質的潮間帶，例如岩礁底質、礫石底質等，海科館附近的潮間帶就屬

於岩礁底質的潮間帶。 

 

潮間帶生物 

烈嶼潮間帶既寬且廣，水淺而平，大部分為砂質和礫石沉積物所堆積。潮下帶由岩石所構

成，底質呈多樣性，因此孕育 非常豐富的底棲生物，其中包括藻類、甲殼類、貝類、棘皮

動物類和魚類等等。潮間帶因為有週期性的乾、濕兩種環境的轉換，對棲息 於此地的生

物，是很大的考驗。因此能夠在潮間帶定居、 繁殖的生物一定有牠們適應的方法且必須有

特殊的裝備或 特別習性才能存活。潮間帶常見的動物有貝類、蟹類等。 在潮間帶裡，你會

看到許多大大小小的洞，這些洞可都是螃蟹們的家喔！ 

 

藻類 

藻類 一般大型海藻簡稱為海藻，包括藍綠藻、綠藻、褐藻和紅藻等四大藻類。目前台灣有

記錄的海藻約有 600 種，烈嶼約有 40 種。其中以紅藻居多。在綠藻中主要有石蓴 、腸滸

苔、牡丹菜、松藻等。褐藻則有褐舌藻、南方團扇藻、囊藻、馬尾藻等，而紅藻主要為珊瑚

藻科、海膜藻科、龍鬚菜科為主。地區的藻類主要分佈於主要的礁石海岸，以南山頭為最。

然而在典型的泥沙質海底，如中墩上林一帶，也存有一些特殊的海藻，如龍鬚菜，鉤凝菜

等。 

  

甲殼類 

甲殼類 包括蝦、蟹、寄居蟹、藤壺、蝦姑以及海蟑螂等。在潮間帶最常見種以和尚蟹、沙

蟹、扇蟹、梭子蟹和方蟹類別為主。  

 

貝類 

貝類 是軟體動物的通稱，目前在澎湖海域約有 686 種，其中生活在潮間帶常見的類別有笠

螺、青螺、鐘螺、岩螺、芋螺、章魚、牡蠣、簾蛤、魁蛤等；也不乏經濟性食用貝類，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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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數十年來大量採捕後，目前種類數量已急遽減少，不再如往日多見，所以急待多方保

育。 

  

棘皮動物類 

棘皮動物類 包括海膽、海參、海星、海百合和陽燧足等種類。在潮間帶常見種有黃疣海

參、蕩皮參、黑海參、飛白楓海星、黑櫛蛇尾（陽燧足）、梅氏長海膽等，至於最具經濟價

值的馬糞海膽已非常少見了。  

 

魚類 

魚類 在潮間帶生活的種類極少。大都留在潮池裡，由於潮池有大有小，實在很難區別真正

歸屬潮間帶種類；一般以體型較小的蝦虎魚較為常見，至於大型魚類都是留在潮池裡或石滬

或人造的石墩裡。 

  

參考網站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https://www.nmmst.gov.tw/chhtml/newslistdet/43/37/172 

潮間帶自然資源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4/C0415890128/content3/ame3.ht

m 

潮間帶學習單 PPT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NEAXXI2oLJDM-

QahrJr4Cg&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

%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oq=%E6%BD%

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

%E5%AD%B8%E7%BF%92%E5%96%AE&gs_l=psy-

ab.3...40088.55581..56558...0.0..0.666.2902.13j3j1j2j0j1......0....1..gws-

wiz.8q3qQIRiyI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NEAXXI2oLJDM-QahrJr4Cg&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o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gs_l=psy-ab.3...40088.55581..56558...0.0..0.666.2902.13j3j1j2j0j1......0....1..gws-wiz.8q3qQIRiyI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NEAXXI2oLJDM-QahrJr4Cg&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o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gs_l=psy-ab.3...40088.55581..56558...0.0..0.666.2902.13j3j1j2j0j1......0....1..gws-wiz.8q3qQIRiyI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NEAXXI2oLJDM-QahrJr4Cg&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o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gs_l=psy-ab.3...40088.55581..56558...0.0..0.666.2902.13j3j1j2j0j1......0....1..gws-wiz.8q3qQIRiyI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NEAXXI2oLJDM-QahrJr4Cg&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o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gs_l=psy-ab.3...40088.55581..56558...0.0..0.666.2902.13j3j1j2j0j1......0....1..gws-wiz.8q3qQIRiyI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NEAXXI2oLJDM-QahrJr4Cg&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o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gs_l=psy-ab.3...40088.55581..56558...0.0..0.666.2902.13j3j1j2j0j1......0....1..gws-wiz.8q3qQIRiyI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NEAXXI2oLJDM-QahrJr4Cg&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o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gs_l=psy-ab.3...40088.55581..56558...0.0..0.666.2902.13j3j1j2j0j1......0....1..gws-wiz.8q3qQIRiyI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NEAXXI2oLJDM-QahrJr4Cg&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oq=%E6%BD%AE%E5%A2%83%E5%85%AC%E5%9C%92%E6%BD%AE%E9%96%93%E5%B8%B6%E5%AD%B8%E7%BF%92%E5%96%AE&gs_l=psy-ab.3...40088.55581..56558...0.0..0.666.2902.13j3j1j2j0j1......0....1..gws-wiz.8q3qQIRiy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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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間帶生物觀察學習單 

學校名稱：               姓名：     

觀察日期：  年  月  日   

觀察時間：  時  分   

觀察地點： 

一、環境認識： 

1. 我們現在是在台灣的哪一邊？（請在□內打） 

□ 東邊  □ 西邊  □ 南邊  □ 北邊  □ 中間 

2. 我們現在站的地方是屬於什麼海岸地形？ 

□ 珊瑚礁海岸  □ 砂岸  □ 岩岸  □ 沼澤海岸 

二、認識生物（動物篇） 

我們在『潮池』裡看到了哪些動物呢？ 

□  珊瑚 

 

    □  魚       □  海參  

□  蝦子     □  螃蟹   □寄居蟹   

□陽燧足    □螺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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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最喜歡的生物：請把你看到最喜歡的生物畫在下面的框框內。 

 

 

 

海廢環保藝術創作(八斗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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