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班 

班級數 
 1 班 實施年級 

Ã一年級 Ã四年級 Ã七年級 Ã十年級 

■二年級 Ã五年級 Ã八年級 Ã十一年級 

Ã三年級 Ã六年級 Ã九年級 Ã十二年級 

全校 其它______________ 

本次海

洋教育

活動實

施時間 

實施日期： 107 年 7 月 30 至  8 月 2 日 

實施時間：Ǐ融入領域課程實施Ǐ晨光時間實施Ǐ彈性時間Ǐ綜合活動 

Ǐ校本課程實施■校外教學■其它 暑期輔導   

本次教

學活動

運用主

要之教

學策略 

Ǐ講述法Ǐ繪本教學■影片欣賞及討論■體驗活動■實作活動 

■校外參觀■分組討論與發表Ǐ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融

入領域 

(可複選) 

Ǐ國語文Ǐ英語Ǐ數學Ǐ自然■社會Ǐ健體■綜合Ǐ藝文Ǐ鄉土 

Ǐ資訊Ǐ閱讀Ǐ校本課程Ǐ家政Ǐ童軍Ǐ其它_______________  

校本 

課程 
學校是否以海洋教育為主要校本（特色）課程Ǐ是■否 

海洋教

育教學

活動所

屬範疇 

Ǐ海洋休閒（水域休閒、海洋生態旅遊） 

Ǐ海洋社會（海洋經濟活動、海洋法政） 

■海洋文化（海洋歷史、海洋文學、海洋藝術、海洋民俗信仰與祭典） 

■海洋科學（海洋物理與化學、海洋地理地質、海洋氣象、海洋應用科學） 

■海洋資源（海洋食品、生物資源、非生物資源、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 

 

 

 

 

 

 

活動內

容及成

果照片 

 

 

 

 

 

  
活動說明： 

進行小小地理學家的行前訓練課

程，從所需的工具、穿著，以及如

何操作google map，並學習上網蒐

集了解柴山的生態資源及海岸地

質特色。 

 

活動說明： 

讓學生透過觀看海洋生態保育相關影

片，了解海洋遭受汙染的原因、影響，

並進行討論與省思，期待將環境保護

的心化為生活日常行動。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中107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週實施成果 



 

 

 

 

 

 

 

 

 

 

 

 

活動內

容及成

果照片 

 

 

 

 

 

 

 

 

 

 

 

 

 

 

 

 

 

 

 

 

 

 

 

 

 

 

 

 

 

 

 

  
活動說明： 

由本校教務主任及跨領域老師們

帶領學生進行有ò柴山阿朗壹ò之

稱的步道進行健行跟生態、地質踏

查，學生戴手套、穿著運動服裝，

小心翼翼沿著繩索緩緩走在崎嶇

尖銳的珊瑚礁岩上。 

活動說明： 

由體育老師開路，先抵達海岸的同學

幫忙拉繩索，並不斷鼓勵後方同學ò

不用害怕、有我們撐著、加油ò!! 

展現了同學之間互助合作、不怕困難

的團結精神! 

  
活動說明： 

師生一同漫步在山海交界之處，聽

著海浪拍打礁石沙灘的聲音。大自

然是最棒的地理教室!! 

活動說明： 

在高雄最美的山海之間，留下民族國

中學生們親近自然的開心身影! 

  
活動說明： 

帶領學生走入高雄最早發展的海

港聚落-鹽埕區，學生從郭家肉粽

的老闆口述故事及牆壁經典電影

海報中穿越時光，了解鹽埕區與高

雄港之間交織發展的歷史。 

學生也親自製作台灣傳統小吃碗

稞並品嘗，非常難得的體驗。 

 

活動說明： 

由家政老師指導學生製作手工布書，

讓學生紀錄一週以來所見所聞，呈現

柴山海岸踏查的文字記錄、照片留

影、心得感想等學習歷程，完成了非

常精美的海洋小書。 



 

 

 

 

 

 

 

活動內

容及成

果照片 

  
活動說明： 

海洋小書學生作品 

活動說明： 

海洋小書學生作品 

  
活動說明： 

海洋小書學生作品 

活動說明： 

海洋小書學生作品 

教學省思 

 

這一週的課程設計架構: 

 

 

 

 

 

 

 

 

本課程有踏查知識的行前課程安排，先讓學生對踏查地點的柴山海岸，有基礎的生

物及地質相關知識；也對鹽埕區與高雄港發展的脈絡關係做基本的了解。 

再透過實地踏查，實踐「戶外就是最棒的教室」的精神! 最後透過製作布書，為自

己留下學習歷程。 

當然實施過程中尚有值得檢討修正的地方，羅列如下: 

1.本次課程柴山與鹽埕區踏查安排在同一天，暑假天氣炎熱加上爬山消耗過多體

力，使得學生有些疲累。今年暑假再次實施課程時已考量這點，分成兩個半天進行

較為適當。 

2.本次課程是針對校內揚才班學生設計的，此班級學生程度較優異，同質性高，理

解課程能力較佳。若思考如何推廣到普通班級也能進行，可以採用分組合作教學，

以異質性分組、任務導向的方式，利用社團課或校本課程進行更完整的課程設計，

涵蓋更多元面向。期許能在海洋課程設計中達到讓學生能「親海、知海、愛海」的

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