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教育議題融入領域/科目教學示例
主題/單元名稱 SDG14-海洋議題探索 設計者 黃馨誼

實施年級 七年級 節數 共2節，90分鐘

課程類型

■議題融入式課程

□議題主題式課程

□議題特色課程

課程實施時間

□領域/科目：__________

□校訂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素養

J-A2具備理解情境全貌，並做獨立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略處

理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J-B2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

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J-C1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力，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念與環境意識，並

主動參與公益團體活動，關懷生命倫理議題與生態環境。

領域

學習

重點

核心素養

國-J-A2

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

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

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有

效處理問題。

國-J-B2

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

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

統整、解釋及省思，並轉化

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國-J-C1

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道

德觀、責任感、同理心，並能

議題 核心素養

海A2能思考與分析海洋的

特性與影響，並採取行動

有效合宜處理海洋生態與

環境之問題。

海B2 能善用資訊、科技等

各類媒體，進行海洋與地

球資訊探索，進行分析、思

辨與批判海洋議題。

海C1 能從海洋精神之宏

觀、冒險、不畏艱難中，實

踐道德的素養，主動關注

海洋公共議題，參與海洋

的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



觀察生活環境，主動關懷社

會，增進對公共議題的興

趣。

態與永續發展。

學習表現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

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

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6-Ⅳ-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

等技巧，增進寫作能力

學習主題 海洋資源與永續

學習內容

Ac-Ⅲ-4 各類文句表達的情

感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

寓意與分析。

實質內涵

海J18探討人類活動對

海洋生態的影響。

海J19了解海洋資源之

有限性，保護海洋環境。

海J20了解我國的海洋

環境問題，並積極參與海

洋保護行動。

學習目標

1.了解SDGS的宗旨及內涵。

2.了解專書中探討的海洋議題。

3.了解食魚報導中探討的議題。

4.建立生活中實踐海洋環保的理念。

5.培養學生短文寫作的能力。

教學資源

1.好讀周報693期

2.世界原來離我們這麼近：SDGs愛地球行動指南-專書

3.網路資源

SDG

s

融入

SDGs

主要目標
永續海洋與保育



SDGs

細項目標

減少海洋污染

保護沿海和海洋地區

保護和恢復生態系統

永續漁業

保護和恢復生態系統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請說明
評量方式)

第一節
一、準備活動
1.課前有先交代學生查詢SDGs的相關內容，教師點2位學生，分
享何謂SDGs。
2.介紹SDGs的概念與意涵，說明2015年聯合國宣布「2030永續發
展目標」，包含消除貧窮、減緩氣候變遷、促進性別平權等，希望
全球各個國家攜手努力，達成這些目標。
二、發展活動
1.今天的重點是海洋議題，請學生找出SDGS目標中與海洋相關
的項目。
2.與海洋相關的目標是SDGS 14永續海洋與保育。
3.請學生寫出SDGS 14中的兩個細項目標，分別有減少海洋污
染、保護和恢復生態系統、減少海洋酸化、永續漁業、保護沿海和
海洋地區、終止導致過度捕撈的補貼、提高海洋資源永續利用的
經濟效益等。
4.希望透過設立此目標，達成全球共同保護海洋的目的。
5.學生理解SDGS 14的概念之後，分組閱讀「世界原來離我們這麼
近：SDGs愛地球行動指南」專書。
6.根據學習單的題目，從專書中找答案。
7.老師先說明，這本專書是日本人寫的，書中許多數據以日本為
主，不過可以作為參考。
8.請學生根據學習單的問題找答案。
9.請學生上台分享答案並分享自己的看法。
三、綜合活動
1.總結今日課程內容，帶學生從SDGs的角度看海洋環境面臨的議
題。
2.從閱讀中找尋答案，結合海洋相關議題，培養學生閱讀理解能
力。
3.預告下節課會帶學生閱讀好讀周報的內容。

第二節
一、準備活動
1.複習SDGs的概念，並說明這是課堂的主軸。
2.發下今日的報紙及學習單。
二、發展活動
1.說明今日課程結合讀報教育、閱讀理解、海洋教育及生物課程。

　

5分鐘

35分鐘

專書：世界原

來離我們這麼

近：SDGs愛地

球行動指南



2.請學生先閱讀報紙內容，先自行回答學習單的問題，問題如下：
(1)本文標題是什麼?它所屬的類別是什麼?
(2)文章中有「說緣由」、「看趨勢」、「要注意」、「好食育」這幾個小
標題，你認為這些小標題在文章中有什麼作用?
(3)承上題，「看趨勢」用什麼方式呈現?
(4)「要注意」用什麼方式呈現?
(5)臺灣四面環海，一年四季、從北到南不乏豐富多元、各式各樣
的海鮮季活動，請完成下表。
(6)根據調查研究顯示，鯖魚有什麼變化的趨勢?
(7)根據調查研究顯示，黑鮪魚面臨什麼問題?
(8)上述兩個議題，對海島子民來說，警示我們必須重視什麼事
情?
(9)依據臺灣海鮮選擇研究指南，請完成下表。
(10)臺灣海鮮選擇研究指南有提到吃好魚宣言，哪三種魚優先吃
呢?
(11)臺灣有哪些養殖魚種(請寫出3種)?
(12)選擇養殖魚的好處是什麼?
(13)為什麼草食性的魚優先於肉食性的魚?
(14)為什麼銀白色的魚優先於彩色的魚?
(15)請依據原則三，畫出能量金字塔。

(16)請畫出生物放大
效應的示意圖。(以紅

點呈現)

(17)選吃當地當季
的海鮮有什麼好處?
(18)推動食魚教育有什麼好處?
使用簡報簡單介紹臺灣的海鮮季。
3.帶學生閱讀報紙內容，先從閱讀理解的角度切入，理解文章架
構，再分析文章內容。
4.結合臺灣海鮮選擇指南的網站，介紹建議食用、斟酌食用、避免
食用的魚種，請學生分享食用經驗，並寫出原因。
5.教師說明臺灣海鮮選擇指南是以全臺的平均值做為參考製作而
成，但各地會因為地域問題而有不同，馬祖自古以來漁業是很重
要的產業，又因身處離島，海洋環境的條件與臺灣本島不同，因
此魚類分類的標準也會不同，還是鼓勵同學吃當地、當季的魚類
，以減少碳足跡。
6.未來若有機會，想讓孩子繪製屬於馬祖的海鮮選擇指南，以馬
祖在地的魚類為主，告訴人們哪些魚類適合食用，哪些不適合。
7.請學生結合報紙內容及生物知識，完成能量金字塔的模型，寫

5分鐘

5分鐘

35分鐘

發下好讀周報

693期



上物種名稱、扮演的角色、能量的百分比等。
8.畫出生物放大效應的示意圖。
三、綜合活動

1.請學生分享今日所學，希望學生將上課所學應用在生活中，共
同保護海洋環境的永續發展。
2.收回學習單，並檢查學生作答情況。

5分鐘



教學成果(學習單或上課照片)



學生回饋

1.從閱讀中更了解SDGs的理念，更認識海洋保育的概念，也會付出努力愛護我們生存的環

境。

2.了解哪些魚類在臺灣瀕臨絕種，較不適合食用。

教學省思(教學實踐、成長與建議)

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提出在馬祖的生活中，常吃到的魚類竟是海鮮指南中瀕臨絕種的魚類，

也讓教師開始思考這份海鮮指南未必符合馬祖在地的特性，因此也鼓勵學生，未來若有機

會可自行繪製屬於馬祖的海鮮指南。

參考資料

1.好讀周報693期



2.世界原來離我們這麼近：SDGs愛地球行動指南-專書

3.網路資源(臺灣海鮮選擇指南)https://fishdb.sinica.edu.tw/seafoodgu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