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江縣海洋教育輔導團教案示例-東引國中小海洋教育課程

課程主題：黃金島傳奇-黃瓜魚的故事 繪本文本共同撰寫

領域/科目 文學 設計\教學者 陳翠玲

實施年級 高年級(4 人) 教學節數 8 節

設計依據：配合海洋輔導團海洋科普繪本創作

以海洋科普教育融入教學並設計「保護海洋」（涵蓋「守護海岸」、「食魚教育」、「減

塑行動」3 個範疇）相關主題課程，由教師透過教學歷程指引學生進行海洋科普繪

本創作，並實際於教學中實施，經檢討後修正完成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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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核心素養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 養

成社會責任感及公民意識， 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社會

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 而展現知善、樂善與行

善的品德。

領域核心素養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 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

藝文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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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6-Ⅲ-3 掌握寫作步驟，寫出表達清楚、段落分明、符合主題的

作品。

6-Ⅲ-4 創作童詩及故事。

學習內容 Ad-Ⅲ-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少年小說、兒童劇等。

具體目標

認知：能知道黃魚的故事。

能知道閔東語跟海洋、魚類有關的俗諺。

技能：能大量收集資料及閱讀。

情意：能知道我們的家鄉，從過往到現在海洋生態的變化，知海後繼而愛海。



海洋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主軸:海洋文化 海 E7 閱讀、分享及創作與海洋有關的故事。

課程架構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材教具 時間 評量方式

停課不停學，線上課程Google Classroom

每週二、四下午 1:30~2:10

準備活動

1..教師準備數篇有關東引黃瓜魚的故事及報

導。

2.繪本內文書寫的格式(表格)。

電子檔

線上

課程

東引「黃瓜

的故事」

文本閱讀

東引黃瓜

的故事

文本分析

編寫故事蒐集資料

並補充資料

海洋繪本

作品內文

黃金島傳奇-
黃瓜魚的故事

繪本文本



教學活動內容(一)

老師告知要創作一本跟海洋有關的繪本。

1. 首先，必須先討論

(1) 繪本創作格式。

(2) 設定繪本適用對象。

(3) 選定繪本創作主題。

教學活動內容(二)

繪本創作的三大主題：「守護海岸」、「食魚教

育」、「減塑行動」。

討論結果，主題以「食魚教育」為主題的繪本

創作。

「守護海岸」、「食魚教育」、「減塑行動」

「食魚教育」之範疇包括了解安全的吃魚方式、

避免食用瀕臨絕種的海鮮、採用永續性漁法來

捕魚、認識海洋食物鏈、認識各式魚種的生長

環境、食物與天敵、認識養殖業、漁業的產業

現況與規範等

第1節

第2節

學生仔細

聆聽及發

表

每節下課

後均有回

家作業

閱讀教師

提供的資

料或網路

閱讀，

並將問題

及關鍵訊

息的文本

繳交作業

區



教學活動內容(三)

(1)海洋繪本將以先有文字，再創作圖畫。

(2)教師指導學生繪本文本創作，教師先畫面分

享示例，將寫好的一頁段落，並交待人、時、

地、物背景。

教學活動內容(四)

將 4個學生的文字創作收集在內文表格內

(1)師生一起分享討論及檢視，學生的一頁創作

文本。

1.「黃金島」名稱的由來。

2. 從馬祖各島進駐東引島捕黃魚的漁民。

3.魚貨量今日與過去的不同

4.養殖黃魚與野生黃魚之不同

5.先民在沒有通訊設備下的捕黃魚。

6.海洋環境的變遷

第 3節

第4節

第5節

第6節

每一位學

生負責一

頁繪本的

文字書寫

回家作業

每一次上

課結束後，

編寫一頁

故事內容。



7. 黃魚的料理

8. 情人石

教學活動內容(五)

(1)俗諺教學及書寫分析

1. 「黃瓜乞嘴害」

2. 「黃瓜放春子」

3.「黃瓜打倒豆官店」

4.「三月，當被單吃橫山」

教學活動內容(六)

(1)檢討與修正繪本內容

1.學生發表所寫的文本

2.師生給予建議，並修正。

3.並分享依照文本，圖畫創作的方向。

四、評量及檢討

1.教師檢查繪本內頁故事的連貫性。

第7節

第8節

回家作業

蒐集資料，

並具體描

述。

每人寫一

頁文本



2.學生的故事是否有符合時空背景。

3.用字遣詞是否妥當。

4.對予繪本圖畫的發想

成果照片

海洋生態繪本開課 課程中的師生

專注的聆聽 發表改寫的修辭



發表黃魚食譜 一起修改文本

作業：第三頁 我們所居住的小島，春天常常起霧，黃魚最多的季節也在春天。『很多漁夫為

了捕黃魚，在沒有導航系統丶也沒有通訊設備的狀況下，開著船在濃霧中捕黃魚，大咬時，

在海上待上一整夜是很正常的事。』依公這麼對我說，臉上的表情既認真又陶醉。



作業：第五頁以前的黃魚比豆腐還便宜，因為黃魚盛產，大家都補黃瓜魚，所以漁船上岸時，

大量的黃魚在岸上，鄉公所就會廣播，黃瓜魚多就會賣得比較便宜呢

作業：現在市面上看到的黃魚,多半都是養殖的; 就算是野生的,價格也要上萬元。『養殖黃魚

的肉質,哪比得上野生黃魚鮮美? 以前野生的黃瓜很多,餐桌上常出現煎黃魚丶炸黃魚塊丶甚

至老洒蒸黃魚等黃魚料理,讓我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的吃...』依嬤這麼說著,彷彿在回憶野生黃魚

的美味。

作業：黃魚和春子的不一樣在尾巴和鱗片，小黃魚尾短鱗大，大黃魚尾巴細長鱗片略小。正

宗的大黃魚，魚體呈長橢圓形，頭比較大，尾柄較細長，是魚柄高度的 4倍以上，體黃褐色，

腹面金黃色，魚鰭黃色或灰黃色，唇橘紅色，背鰭和臀鰭的鰭條基部三分之二以上披小圓鱗，

而春子體側上半部紫褐色，下半部銀白帶澄黃色，體側每一鱗片皆具褐斑，呈向前下方傾斜

的條紋。背鰭基部黑褐色，軟條部淺褐色，末緣深褐色，每一軟條基部前緣皆有一深褐色點；

尾鰭淺黃褐色；臀鰭及腹鰭黃色有褐色細斑；胸鰭淺褐色，鰭基內緣有黑斑，鰓蓋青紫色，



鰓腔黑色，口腔白色。

作業：情人石

有天晚上，依嬤用黃瓜做了一道料理給我們吃，當我們快吃完時，依公就從牠的魚腮取出兩

塊小石頭，說：『這是情人石，一邊一個，拼起來就像愛心，我年輕時還送給你依嬤喔！』『黃

魚所屬的石首科，在牠們的魚腮上都會有專門用來平衡身體用的「耳石」，一開始會是白色的，

後來會變成粉紅色或米白色，是自然現象喔！』身為海洋生態學家的爸爸補充。

作業:這天下午，我們全家一起在海邊散步，我和弟弟高興的跑跑跳跳，依公看到我們這麼開

心，就笑著說：『看到你們這麼活潑，讓我不禁想起年輕時討黃瓜的故事啊！』我 問依公：『你

以前每天都會去捕魚嗎？』 依公說：『�一定，不過農曆初一和十五是大水，是每月兩次的

漁汛，我們都會滿心期待黃瓜發，開著漁船到亮島(福州語橫山)捕黃瓜，因此以前黃瓜也稱為

橫山唷！』



參考資料:

馬祖資訊網 https://www.matsu.idv.tw/index.php

馬祖好食 https://www.matsufood.tw/

https://www.matsu.idv.tw/index.php
https://www.matsufood.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