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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的調適 

 

科目/領域別：自然科學領域 
設計者：李文獻、吳宗勳、蔡仁哲 

賴信志、鄭秉漢 (按筆畫順序) 

學習/教育階段(如第三學習階段/國小)_第三學習階段教學年級：國小高年級 

單元名稱：____________海平面上升的調適_(路徑 1)____________  

教學資源/設備需求：「大臺南氣候變遷水資源調適學習地圖」、「力挽狂瀾」卡牌遊戲、行動

載具、自編簡報、網路科教影片/電腦、單槍、學習單 

總節數：___1__節 

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使用「大臺南氣候變遷水資源調適學習地圖」，讓學生有系統整體的概念，具有彼此環環

相扣的潛在問題與危機感。並能教導有效的調適策略或行為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本調

適地圖分為四大部分，降雨強度增加、降雨日數減少、氣溫上升、海平面上升。 

氣候變遷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已經影響臺灣沿海一帶，尤其是西南沿海，如何適應海平面

上升，已迫在眉睫。然而，海平面上升的衝擊與調適方法錯綜複雜，學科知識更是包含各個層

面，為能讓大眾易於理解、有感學習，本課程設計採用「學習地圖」課程方式進行設計，學習

地圖課程強調以「大概念下的進程學習」為主，連結在地地區之特色與氣候變遷衝擊調適，繪

製出概念地圖，然後分階段學習概念，由淺入深。再搭配多元學習材料，例如：影片、3D 圖、

實作、遊戲等，協助大眾將抽象概念具體化，並實際操作或面對並解決海岸問題模擬情境。透

過學習地圖與多元學習內容，培養大眾氣候變遷調適素養，並能以創新的海岸防護思維與行動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將環境保護的永續概念深植於心。 

 

先備知能： 

1.海平面上升主要是由南極大陸融冰產生的。 

2.海岸或臨海地區會有人類與生物生活。 

3.植物需從土壤吸收養分和水才能生存。 

學習目標、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對應情形 

學習 

目標 

1. 了解海平面上升對臨海用地的衝擊。 

2. 了解濕地、紅樹林與多種濱海植物對海岸防護的幫助。 

3. 了解濕地有助於防止土壤鹽化。 

核心 

素養 

總綱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C1 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是非判斷的能力，理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

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生態環境。 

領

(課)

綱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續探索

自然。 

綜-E-B2 蒐集與分析資源，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用以處理日常

生活問題。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ai-Ⅲ-1 透過科學探索了解現象發生的原因或機制，滿足好奇心。 

2c-III-1 分析與判讀各類資源，規劃策略以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學習

內容 

INb-Ⅲ-6 動物的形態特徵與行為相關，動物身體的構造不同有不同的運動方

式。 

Bc-III-3 運用各類資源解決問題的規劃。 

議題融 ＊四項重大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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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海 J12 探討臺灣海岸地形與近海的特色、成因與災害。 

海 U13 探討海洋環境變化與氣候變遷的相關性。 

環 E9 覺知氣候變遷會對生活、社會及環境造成衝擊。 

與其他

領域/科

目的連

結 

綜合活動領域: 

Ca-III-1 環境潛藏的危機。 

Ca-III-2 辨識環境潛藏危機的方法。 

2c-III-1 分析與判讀各類資源，規劃策略以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健康與體育領域: 

2c-III-2表現同理心、正向溝通的團隊精神。 

2c-III-3 表現積極參與、接受挑戰的學習態度。 

2a-III-2 覺知健康問題所造成的威脅感與嚴重性。 

本單元學習重點詮釋與轉化 

學習活

動： 

海平面

上升的

調適 

學習

表現 

ai-Ⅲ-1 

2c-Ⅲ-1 能夠過科學探索了解氣候變遷引發的衝擊之現象原因與機制。並

以各類資源解決日常生活碰到的氣候變遷的問題，並關注與人類

共同生活之瀕臨絕種的動物的形態與特徵。 
學習

內容 

INb-Ⅲ-6 

Bc-Ⅲ-3 

學習活動：「海平面上升的調適」略案  評量方式 

引起動機： 

（一） 教師提問：氣候變遷對我們的環境主要有哪四大影響因子?（海平面上升、

降雨日數減少、降雨強度增加、氣溫上升） 

（二） 教師提問：全球暖化，使得海平面上升，主要是南極還是北極的冰融化？

為什麼？（南極大陸融冰，因為北極是冰塊在水中，南極是冰塊在水上） 

（三） 教師提問：海平面上升，會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教師不提供答案，接

著進入學習活動-1） 

★可參考新聞媒體─科學報導（例如：正負 2 度 C、洪水來臨前）。 

 

學習活動-1：學習地圖討論與分析 

（一） 教師講解「氣候變遷水資源調適地圖」使用方式（如下說明）。 

★學習地圖使用方式： 

（1）閱讀地圖第一層文字，然後掀開文字頁面，閱讀第二層文字。 

（2）使用行動載具的掃描器，掃描第二層的圖像，以觀看影片或 3D 圖。 

（二） 認識衝擊：教師引導學生，從「氣候變遷水資源調適地圖」中，發現海平

 

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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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升所帶來的衝擊有哪些，請請學生回答。 

★學習地圖文字敘述使用說明： 

（1）在學習地圖第一層，找尋兩個可能與海平面上升有關的衝擊的情境文字。 

（我的家怎麼會泡在水裡呢？）（我家種的植物作物，怎麼都凋零死亡了？） 

 

（2）找到後，翻開區域頁面，閱讀第二層文字。 

（全球暖化加劇。。。陸地上的冰融化加速。。。人類及生物生存用地消失） 

（海平面上升讓海水入侵。。。鹽份滲透到土壤中，使得土壤鹽化。） 

（三）原因與調適：教師提問：海平面上升造成的衝擊，可以有哪些調適方法？

（教師不提供答案，並進入到（四）影片討論與思考） 

（四）影片討論與思考：教師請學生使用學習地圖，觀看調適方法的影片，了解

調適的方法。 

★學習地圖影片使用說明：翻開學習地圖第二層文字後，使用行動載具掃描各

區域的繪圖，觀看影片。（影片：M1 海平面上升與海岸防護、M2「大

地之腎」的二大國際巨星） 

★可參考新聞媒體─科學報導。（例：台江國家公園簡介、《逐鹿台江》） 

 

學習活動-2：動物觀察 1（３Ｄ觀察-黑面琵鷺） 

（一）教師提問：台南濕地有許多種瀕臨絕種的過客，請問是哪些生物？（黑面琵

鷺、東方白鸛、諾氏鷸、遊隼及草鴞等） 

（二）教師提問：其中有個過客臉黑黑的，牠的長相與特色是什麼？（不提供答案，

請使用學習地圖，觀看３Ｄ圖） 

★學習地圖擴增實境系統使用說明：找尋地圖第一層黑面琵鷺圖像，使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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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載具掃描黑面琵鷺，觀看３Ｄ影像。 

 

★可參考科學繪本或報章雜誌之報導。 

★可有延伸活動：若在現地，可直接做現地觀察。 

學習活動-2：動物觀察 2（３Ｄ觀察-彈塗魚） 

（三）教師提問：台南濕地有許多種動物，請問有哪些生物？（招潮蟹、彈塗魚、

小白鷺等） 

（四）教師提問：其中有個會彈跳、水陸兩棲、用胸鰭走路的動物，牠的長相與特

色是什麼？（不提供答案，請使用學習地圖，觀看３Ｄ圖） 

★學習地圖擴增實境系統使用說明：找尋地圖第一層彈塗魚圖像，使用行動

載具掃描彈塗魚，觀看３Ｄ影像。 

 

★可參考科學繪本或報章雜誌之報導。 

★可有延伸活動：若在現地，可直接做現地觀察。 

 

學習活動-3：實作與操作（桌上遊戲-力挽狂瀾） 

（一）教師引言：海平面上升造成海岸的衝擊，包括海水更易入侵造成災害，土壤

鹽化影響作物等，請問我們可以建設哪些設施，來防護海岸？ 

（二）教師遊戲規則說明：如下。 

★「力挽狂瀾」使用說明：（使用其中初學劇本「調適學堂」） 

（1）遊戲設置：將參與者分成 4 組。將 64 張卡牌依正面卡牌的顏色種類分

 

 

 

實作表現 

 

 

 

 

 

 

 

 

 

實作表現 



 5 

成 4 區，每區以 4*4 的排列方式，面向下的放在平面上。 

（2）遊戲玩法：第一組翻開兩張卡牌，若兩兩有關聯的卡牌，就可獲得成功

成對的兩張卡牌，此時，可選擇是否再挑戰翻開第三張卡牌，挑戰三張成

組。若兩張成對失敗，將這兩張卡原位正面翻向下，然後換下一組；若是

挑戰第三張卡失敗，亦可取回已成對的兩張牌，將第三張卡原位正面翻向

下。若挑戰三張成組，亦可再挑戰四張全套，若成功則可取回四張，若失

敗，亦可取回已成對的三張牌，將第四張卡原位正面翻向。接著，換下一

組進行同樣的步驟。直到場上已無法再湊對時，就結算看哪組參與者獲得

的卡牌數最多。（關聯：海岸衝擊－建設名稱－環境類別－環境效果－海

岸衝擊，只要兩張成對即可，亦可挑戰三張成組、四張全套） 

四張全套：  

（3）教學成效：了解台南地區調適海岸災害、防護海案的設施與環境。 

※若為共同闖關，則改為給予１０次翻牌機會，所獲得的成功的卡牌數。 

★可參考新聞媒體─科學報導。 

綜合活動 

教師引導與統整歸納：說明全球暖化已造成海平面上升，也引發了許多衝擊。並歸

納調適的方法，以及與臺南相關的調適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