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作者 施創華 

主題/單元名稱 戀戀海岸桃花源(淨灘、新屋牽罟文化體驗與走讀草漯沙丘) 

跨領域類別 
■語言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綜合活動 □生活 □科技 ■健體 

□全民國防 □其他 

年級別 □國小  ■國中 □高中 

教案節數 共 4 節，180 分鐘 

設計理念 

1.讓同學了解 19 項議題的海洋、環境與戶外教育議題與 SDGs 永續理念。 

2.讓同學實際親身淨灘，了解環境保護的議題，並反思。 

3.讓同學能藉由牽罟體驗，了解客家先民耕海生活的智慧。 

4.讓同學能了解沙丘的形成原因與桃園濱海的動植物生態。 

5.藉由實地走讀與觀察，讓學生學習珍愛桃園海岸。 

核心 

素養 

總  綱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領  綱 

國-J-B3 

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的能力，並培養創作的興趣，透過對文本的反思與分享，印證

生活經驗，提升審美判斷力。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A3 

主動學習與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善用資源並規劃相對應的行動方案及創新突破的可

能性。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

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關係。 

自-J-B3 

透過欣賞山川大地、風雲雨露、河海大洋、日月星辰，體驗自然與生命之美。 

自-J-C1 

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自-J-C3 

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具有差異性與互動性，並能發展出自我

文化認同與身為地球公民的價值觀。 

藝-J-A1 

參與藝術活動，增進美感知能。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綜-J-C1 

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規劃、執行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動，落實公民關懷並反思環境

永續的行動價值。 

健體-J-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及環境意識，並主動參與公益團體活

動，關懷社會。  

議題 

學習主題 

環境教育(環境倫理、永續發展) 

海洋教育 

(海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科學與技術、海洋資源與永續) 

戶外教育 

(有意義的學習、健康的身心、尊重與關懷他人、友善環境) 

實質內涵 

海洋休閒:海 J2認識並參與安全的海洋生態旅遊。 

         海 J3了解沿海或河岸的環境與居民生活及休閒方式。 

海洋社會: 海 J5了解我國國土地理位置的特色及重要性。 

海洋文化: 海 J10運用各種媒材與形式，從事以海洋為主題的藝術表現。 

海洋科學與技術: 海 J12探討臺灣海岸地形與近海的特色、成因與災害。 

海洋資源與永續:海 J18 探討人類活動對 海洋生態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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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 

學習內容 文化內涵: Ca 物質文化、 Cb 社群文化、 Cc 精神文化 

學習表現 1-Ⅳ-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聆聽能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學生先備知識 
(學生對於能源議題已有初步的理解，雖然生在臺灣但對臺灣所運用的能

源電力來源需要再一一引導與複習) 

核心目標 

學生能運用所學字詞、修辭來表達對於海洋的感受，使用語文領域與 

社會領域、自然科學等，讓環境議題與海洋議題與戶外教育議題密切銜

接。 

除了學習與體會親海、知海之外，更需要愛海、護海，珍惜永續且美麗的 

海洋資源以及環保行動的養成。 

教學設備/資源 遊覽車麥克風解說、地圖、淨灘器材、沙瓶 DIY。 



節次規劃說明 

1. 簡單介紹桃園沿海的地名( 竹圍、觀音、永安、新屋)。  

2. 使用google map讓學生利用線上搜尋的資訊能力，找出桃園的河川。 

3. 讓同學能分辨海洋垃圾種類，下載淨灘表格。 

4. 同學能理桃園海邊客家文化(包含牽罟、吹海螺等) 

5. 同學能知道台灣西部沿岸與東部沿岸的地形差異。 

6. 介紹草漯沙丘，請學生簡單分析其成因(包含風向、沙的粒徑、重量)。 

7. 同學能用簡單的語詞創作一首海洋詩。 

8. 再搭配SDG 14 保育海洋生態：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 

  生物多樣性並防止海洋環境劣化的概念，針對這次淨灘與牽罟活動有 

  哪些需要改進的部分，進行反思。 

 
 

第一節 

學習目標 

1-1 能利用資訊能力找出桃園沿海的地名。 

1-2 能理桃園由北而南的河川。 

1-3 能知道新屋地名的歷史淵源。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對應目標之評量 

1.【準備活動】 

 情境引導:桃園地圖(中壢與海邊的相對位置) 

2.【發展活動】 

(1) 介紹客家先民渡海開墾的歷史。 

(2) 由北而南介紹桃園的河川。 

(3) 介紹新屋地名的起源 

3.【綜合活動】 

邀請班上客家同學分享心得。 

5 

 

5 

 

15 

 

15 

 

5 

1-2 地圖 

1-3 口語表達 

第二節 

學習目標 

2-1 認識國際淨灘的表格 

2-2 能將海洋廢棄物進行分類與了解生態食物鏈的重要性  

2-3 能說出淨灘地感受與心得(給予鼓勵)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對應目標之評量 

1.【準備活動】 

(1)認識SDGs 

 

5 

 

15 

 

15 

 

5 

2-2 垃圾分類 

2-3 生態食物鏈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14


 那些目標與這次活動有關連?  

(2)將同學分組，互相討論在淨灘過程中有撿拾到哪一類的垃圾? 

  

2.【發展活動】 

將各種海洋垃圾進行探究 

(1)人為與天然成因 

(2)漁業型垃圾(魚線、漁網) 

(3)多久可以分解? 

3.【綜合活動】 

討論何謂減塑行動，進而發展環境永續方向，生態食物鏈的觀念建

立。 

第三節 

學習目標 

3-1 了在地先民使用的牽罟捕魚活動。 

3-2 實地操作學習團隊合作。  

3-3 藉由淨灘與環境意識，反思牽罟的漁網網目，進行食魚教育。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對應目標之評量 

1.【準備活動】 

 在館前進行牽罟的教學，並進行安全的宣導與分組。 

2.【發展活動】 

 體會漁村古老的捕魚方式-牽罟，體驗客家先民早期每當魚汛來臨

時，隨著海螺聲響起，居民赤腳踩踏在沙灘上共同齊心合力的緊握罟

繩、奮力將罟網往岸上拉。 

 

3.【綜合活動】 

讓同學反思牽罟地曳網的網目，進行食魚教育與生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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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2 畫出一幅牽罟

圖 

3-3 

寫出反思 

第四節 

學習目標 
4-1 能讓同學理解草漯沙丘上風吹砂紋的成因。 

4-2 透過製作七彩玻璃沙瓶，提升美感的藝文素養。 



4-3 完成介紹走讀的課程，並能回饋這趟旅途需要改進的地方。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對應目標之評量 

1.【準備活動】 

  草漯沙丘介紹影片、里海學堂的導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amCaBNT3ak   

  
2.【發展活動】 

製作七彩玻璃沙瓶，原理與分層的技巧。 

(思考如何將鹽沙分層放入，並防止玻璃瓶攜帶時打破?) 

環保紙袋?或是其他的簡易防護? 

  

3.【綜合活動】 

 

  閱讀國中小有關於草漯沙丘成因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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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1 影片引導 

4-2 科展資料閱

讀 

4-3 海洋詩創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amCaBNT3ak%20%20


 

 

中華民國第57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細看草漯沙丘〉 

https://twsf.ntsec.gov.tw/activity/race-1/57/pdf/080504.pdf 

  

 

海洋詩的創作(九宮格) 

運用實體與虛構的語詞來進行海洋詩的創作 

分組讓同學找出關於海洋實像化與虛像化的語詞相互轉化 

實轉實 

水 沙灘 船 

浪花 淨灘 潮音 

垃圾 魚 貝殼、足跡 

虛轉實 

沙畫 風化 心靈 

開花 瓶中沙 激起 

牽引 潮來潮往 聽海 

虛轉虛 

守護 傳承 滋潤 

孕育 永安 愛 

創意 波濤洶湧 平靜 

 

運用各種虛與實的詞彙進行海洋詩或是草漯沙丘小詩的創作。 

 

完成學習單並進行成果發表的準備。 

 

 

https://twsf.ntsec.gov.tw/activity/race-1/57/pdf/08050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