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校服務時間：101 年 9 月 27 日 

到校服務地點：安定國中 

參與學校：安定國中、新市國中、山上國中 

左鎮國中、玉井國中、南化國中 

楠西國中、新化國中、善化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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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海洋教育） 

 

一、國中具體目標 
1.熟練水域求生技能，並從事水域休閒運動。 

2.瞭解海洋產業的結構與發展，以及主要海洋法規與海域主權。 

3.比較臺灣與其他國家海洋文化的差異。 

4.具備海洋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及瞭解海洋科技發展。 

5.認識常見的海洋資源與可再開發的再生資源。 

6. 涵養人與海洋和諧共處的價值觀，培養熱愛家鄉，熱愛海洋的思想情感。 

 

二、中小學海洋教育的架構與國中能力指標 

海洋教育的架構分為海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科學、海洋資源等五大

主題軸，主題軸下分細類—— 
主題軸 細類 國中能力指標 

海洋休閒 

水域休閒 

1-4-1 參與一種以上水域休閒活動，體驗親水的樂趣。 

1-4-2 學習從事水域休閒運動的知識與技能，具備安全自救的能力。 

1-4-3 能以正確姿勢換氣游泳。 

1-4-4 瞭解海岸型觀光資源，拓展自己可參與親海休閒活動。 

1-4-5 規劃自己可行之親海休閒活動，並樂於分享其經驗 

海洋生態旅遊 

1-4-6 參與水域生態旅遊活動，體會地方人文風情。 

1-4-7 參與水域生態旅遊，學習環境保護與休閒活動平衡共存的解決方

式。 

海洋社會 

海洋經濟活動 

2-4-1 認識臺灣漁業轉型與發展的現況和未來，如海洋科技產業對漁業

影響。 

2-4-2 瞭解航運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2-4-3 瞭解海洋各級產業結構的現況，探索海洋經濟活動帶來的影響。 

2-4-4 認識國內水產或海洋產業經濟活動的運作概況。 

海洋法政 

2-4-5 認識水汙染防治法、海洋汙染防治法、聯合國海洋公約等相關法

規的基本精神。 

2-4-6 瞭解我國領海主權與經濟海域權利的內涵。 

2-4-7 瞭解臺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海洋文化 

 

海洋歷史 

3-4-1 瞭解臺灣地理位置在航運史上的重要性。 

3-4-2 分析臺灣海洋拓展史之演進與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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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軸 細類 國中能力指標 

 

 

 

 
海洋文化 

海洋文學 

3-4-3 聆聽、閱讀、欣賞各式以海洋為主題之文學作品，瞭解臺灣海洋

文學的內涵與特色。 

3-4-4 嘗試以海洋為素材，並利用寫作技巧，從事文學創作以表達自己

對海洋的感受。 

海洋藝術 

3-4-5 分析臺灣海洋藝術的內涵與精神。 

3-4-6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

題的藝術。 

3-4-7 瞭解海洋民俗信仰及傳統祭典與當地社會發展之關連。 

海洋民俗信仰

與祭典 
3-4-8 能藉由認識海洋民俗信仰，體認人與大自然互生共存的關係。 

海洋科學 

海洋物理 

與化學 

4-4-1 瞭解水循環的過程。 

4-4-2 認識海水的化學成分。 

4-4-3 認識海水的物理性質(如密度、比熱、浮力、壓力等)與作用(如波

浪、潮汐、洋流等)，及其對海洋生物分布的影響。 

海洋地理地質 

4-4-4 認識海洋在地球上的分布、比例及種類。 

4-4-5 瞭解板塊運動與海底地形(如大陸棚、中洋脊、海溝等)的關係。 

4-4-6 瞭解臺灣海岸地形的種類與海岸災害(如海嘯、地層下陷、海水

倒灌)的成因，並提出永續利用的方法。 

海洋氣象 
4-4-7 認識氣溫與氣壓的交互關係(如風和雲的形成原因)。 

4-4-8 認識臺灣的氣候型態(如春雨、梅雨、颱風等)與海洋的關係。 

海洋應用科學 
4-4-9 認識海水淡化及其應用。 

4-4-10 認識潮汐、風力等發電方法對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重要。 

海洋資源 

海洋食品 
5-4-1 瞭解日常生活中水產的來源與製作過程。 

5-4-2 瞭解水產可用食品特性與營養價值。 

生物資源 

5-4-3 瞭解水域或海洋生態系的特性，物種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以及

能量流動與物質循環的特性。 

5-4-4 瞭解人工養殖的現況，並積極維護環境。 

非生物資源 5-4-5 認識海洋再生資源及其在生活中的運用。 

環境保護 

與生態保育 

5-4-6 認識常見的環境汙染指標生物與生物累積作用，察覺人類活動對

生物與自己的影響。 

5-4-7 察覺海面活動、海岸工程及陸地廢棄物排放對生物生存所造成的

阻力，並提出可行的防治方法。 

5-4-8 瞭解科技發展與海洋資源永續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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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杜銘章教授，揭開海蛇神秘面紗  
 

臺師大發布單位：網站管理員 日 期：2010-04-26 
 

杜銘章教授說，大多數的海蛇以珊瑚礁魚類為食，因此珊瑚礁生態的健全與否成為海蛇存

亡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我們最近研究發現，闊尾海蛇屬的三種海蛇－闊帶青斑海蛇、黃唇

青斑海蛇以及黑唇青斑海蛇，他們其實需要喝淡水以補充水分的損失，這樣發現和傳統上認為

海蛇都可以直接喝海水，再利用舌頭下的鹽線排除鹽類以保留淡水的認知有相當大的差距。有

些海蛇需要淡水才能存活的事實，至少說明有些珊瑚礁水域雖有豐富的珊瑚礁魚類出沒，例如

東沙島，但海蛇的數量卻相當貧乏。 

另外，闊尾海蛇屬的海蛇還有一項不同於其他海蛇的特性是他們是卵生的，其他的海蛇則

是胎生的。卵生的海蛇需上岸找尋隱蔽潮濕的洞穴產卵。當島嶼太小沒有足夠的淡水補充或適

當的產卵場，闊尾海蛇屬的海蛇便難以在此建立穩固的族群。蘭嶼除了有良好的珊瑚礁生態系，

也有充足的淡水補充，又能提供適當的產卵場，因此其海蛇的種類和數量特別豐富。 

聽說海蛇很毒是很多人共有的印象，的確，若以單位毒性來看，裂頦海蛇是目前排名最毒

的蛇類。有些海蛇的攻擊性也相當強，劍尾海蛇在求偶期間甚至會主動攻擊靠近的人類。蘭嶼

的 4種海蛇是闊帶青斑海蛇，黑唇青斑海蛇，黃唇青斑海蛇和飯島氏海蛇，牠們的攻擊性都很

弱，飯島氏海蛇更因特化到只以魚卵為食，其毒腺和毒牙已經退化。 

闊尾海蛇屬的海蛇一般被認為是溫馴的類群，我也曾對闊帶青斑海蛇的攻擊行為作了一些

簡單的紀錄和測試，發現 73%的個體並不理會人類的存在，牠們在遇到我時，既不逃離也不游

過來，只有 25%的個體主動游向我，但牠們頂多是在吐信探索我的身體後不久便離開，從沒有

一隻蛇有主動攻擊行為，甚至於有 2%個體在和我初遭遇便轉頭快速逃離。更進一步測試闊帶青

斑海蛇的反咬行為，一開始我先輕輕的握住牠們的身體，約 1分鐘後再用力擠壓另 1分鐘，結

果多數的海蛇（74%）在輕握時只會試圖游開我的手，牠們經常用力擺動身體或纏繞我的手但並

不反咬，一直到重力擠壓時，才有較多數的海蛇會採取反咬行為，有少數的個體（11%）甚至被

用力擠壓也一直不反擊。 

除了攻擊性之外，蛇毒的致命程度也是危險與否的另一項指標，而蛇毒的致命程度實際上

又分為兩個要素，一個是蛇毒的單位毒性，另一個是每次咬噬的出毒量，海蛇的單位毒性多半

很強，但出毒量則因種類而有很大的差異，已知闊尾海蛇屬的海蛇出毒量多半很低。蘭嶼有一

位周姓榮民，曾被咬過 2次，他描述被咬時就像蚊子叮一樣，隨後傷口既不腫脹也沒什麼感覺。

我的學生也曾被咬過一次，但安然無恙。此外，斐濟群島和菲律賓島上的人也常敢徒手捕捉闊

尾海蛇屬的海蛇或認為牠們無害。全世界極少有人被闊尾海蛇屬的海蛇攻擊或咬傷的案例，斐

濟群島曾有兩次被咬的記錄，一位是研究海蛇的人員另一位是 14 歲的男孩，前者只有類似觸電

的感覺，後者舌頭略腫並有麻痺和噁心的感覺，但 3天後便恢復。 

因此蘭嶼和綠島地區的四種海蛇應該都非常安全，這樣的特性若經更周全的研究確認，並

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則很有利於開發與海蛇共游的生態旅遊，並能推展到國際上，海蛇種類和數

量相當豐富的澳洲和東南亞地區，反而因擁有許多危險的種類而難以和我們競爭。 

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精神是永續經營利用生態資源，當原住民能因此而獲利並體認到永續的

重要時，珊瑚礁生態和海蛇的保育，甚至於大環境的保育將變得易如反掌。  

http://reader.lib.ntnu.edu.tw/?p=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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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舉出兩個闊尾海蛇屬與其他海蛇不同的特徵。 

                                                                                  

                                                                                  
 
2.請說明適合闊尾海蛇生存的環境條件，請至少舉出兩個。 

                                                                                  

                                                                                  

 
3.杜銘章

                                                                                  

教授親身測試闊帶青斑海蛇攻擊行為，此一測試對於推展蘭嶼海蛇觀光有何幫助？ 

                                                                                  

 
4.第五段中，作者為何要提及一些被闊尾海尾咬的經驗？ 

                                                                                  

 
5.請說明學者為何認為蘭嶼較澳洲

                                                                                  

及東南亞更有發展海蛇觀光的原因。 

                                                                                  

 
6.最後一段，為何會提到珊瑚礁的保育。 

                                                                                  

                                                                                  

 

 

動手作筆記 

  

      班      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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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生存威脅的中華白海豚 
 
文／楊嘉慧    審稿／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 洪家耀、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周蓮香 

 

中華白海豚生活在人類活動相當頻繁的岸邊，棲地十分容易受到人類干擾。像中國廈門海

域及珠江口在 1980 年代以前，常可目睹中華白海豚躍出海面的景觀，之後因為海岸工程建設、

水產養殖過度開發、水質污染等原因，使得棲地縮小，中華白海豚數量也大幅銳減。 

台灣西部海域的中華白海豚，其棲地與台灣西海岸開發區域重疊範圍極大，同樣也面臨到

生存威脅。例如牠們的主要食物來源為近海魚類，而漁業捕撈行為會造成中華白海豚食物減少，

或使牠們被誤捕，甚至被網具纏繞。再如中華白海豚辨識物體的位置及方向主要靠回聲定位（其

鼻孔下有一氣囊，可藉由鼻塞肉的開閉發出聲波，聲波遇物體後產生回音，海豚便能知道物體

的位置），而海岸工程往往會製造水下噪音，干擾牠們的定位系統。 

 

 

 

 

 

 

 

 

 

 

 

 

 

 

 

 

 

 

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系博士後研究員黃祥麟根據已知的中華白海豚生活史特徵進

行評估，得到的結果是若白海豚的棲息地環境劣化（如水源污染、食餌減少、棲地破壞、噪音

干擾等影響），即使中華白海豚的死亡率只略微上升，也會造成族群在未來 200 年內滅絕。 

黃祥麟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也模擬族群若因為海岸開發活動造成永久分隔為南、北兩個亞群，在沒有更強化的

保育措施下，各亞群的個體數量都將持續性衰退。此外，他還發現分隔後的亞群即使因為保育

措施而得到生存，也會因為族群數量極少，容易近親交配，導致遺傳多樣性下降。從長期演化

及適應角度來看，將使一些隱性、不利於生存的基因頻率提高，危及亞群的生存。 

人為因素造成的威脅 減緩措施 

網具纏繞 清除海中漂流網具 
過漁使海豚食餌不足 網具限制、劃設保護區 
誤捕（底拖網、流刺網、三層網、快速網） 網具限制、劃設保護區 
航道船隻往來造成的直接撞擊、噪音 海豚重要棲地禁航、航速限制 
海漂垃圾 加強取締不明及不當海拋行為、清除垃圾 
軍事活動 避開海豚重要棲地 
油污染 加強管制可能之油污染、提高清除油污效率 
工業污染（廢水及廢氣化學物質排放、溫排水、重

金屬排放、爐石傾倒） 
減少污染排放量、條訂排放標準、提高廢水及廢氣

處理成效 
生活廢水排放 減少污染排放量、修訂排放標準、提高廢水及廢氣

處理成效 
農業污染（有機物質排放） 增加有機農業耕作 
養殖漁業 避開海豚重要棲息環境區域 
突堤效應改變海岸與海底地形，阻擋海豚移動 改變突堤設計 
海底或海岸工程水下噪音 改善工程技術、即時停工機制 
填海造陸、抽砂使河口棲地物理環境改變，影響海

豚及食餌分佈 
降至最小填海面積、避開海豚重要棲息環境區域 

海上發電 降至最小面積、避開海豚重要棲息環境區域 
不當賞豚活動 訂定賞豚規則、落實管制 

 

      班      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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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光石化開發案造成諸多學者極大反彈，有一爭議點就是該開發案需填海造陸 4000 公頃，

不但縮小中華白海豚的棲地，也可能使南、北熱區的通道受阻。 

白海豚廊道可行嗎？  

周蓮香表示，台灣的中華白海豚族群是極度瀕危的動物，應該設法保育，任何開發對牠們

而言，都是一種傷害。不過如果國光石化真的要開發，她建議在工業區外圍佈置與原來棲地環

境類似的生態廊道，並在必要時引導白海豚往廊道游（見下圖）。訓練方法可以是每次見到白海

豚，便以機器放出特殊音頻的聲音，同時投置白海豚的食物，反覆幾次，白海豚就能將聲音與

食物聯想在一起，之後再利用聲音與食物引誘牠們至廊道附近。一段時間後，白海豚即可學會

利用生態廊道往返南、北熱區。 

 

 

 

 

 

 

 

 

 

 

 

 

 

 

 

 

 

 

中華白海豚移動路線及生態廊道區域示意圖。周蓮香教授建議在工業區外圍佈置與原來棲

地環境類似的生態廊道，以藉此引導白海豚順利往返南、北熱區。（電腦繪圖：姚裕評） 

 

讓白海豚穿越生態廊道，最困難的是途中會經過一段寬約 700 公尺、水深 15~27 公尺的

水域，因為台灣的中華白海豚族群一般主要在 15 公尺水深以內的水域活動，但也可以跨過 

15~30 公尺深的水域。也就是說，若牠們需要往南或向北，這個海水深度不會造成完全阻隔。

不過，周蓮香也不諱言地說，目前並沒有相關研究支持以集魚器及訓獸師誘導白海豚游至廊道

的方法，若時間與經費允許，最好能進行預先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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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綠色區域為香港近年來的填

海造陸工程。1993 年興建於大嶼山

北方海域的機場因與中華白海豚生

存環境重疊，於是縮減填海面積，

在機場與島嶼之間保留 1公里寬的

通道，讓白海豚使用。（電腦繪圖：

姚裕評）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則認為，全世界並沒有任何海生動物廊道成功的案例，野生

海豚的行為也不像飼養的海豚那麼容易被控制，有可能從生態廊道通過，也可能直接到別處尋

找食物，或待在原來的區域內覓食、育子。若結果不如國光石化所期待，將造成族群分隔而衰

退。雌中華白海豚 9~10 年才到達性成熟，3~4 年只生一子，且台灣的中華白海豚族群數量不

到百隻，加上目前還面臨水污染、漁民誤捕、船隻噪音干擾等問題，要讓牠們的數量持續穩定

成長已經十分不易，若等族群衰退再設法補救恢復，難度極高。 

洪家耀以興建在香港大嶼山北部的機場為例：建機場之前，大嶼山北面海域是中華白海豚

往返游經之處，1993 年興建機場時，因填海的 800 公頃經過其棲地，於是在機場與大嶼山之

間，保留了一條 1 公里寬的通道，讓海洋生物可以穿梭其間，結果中華白海豚並不使用這條通

道覓食。由於興建機場之前，中華白海豚尚未引起關注，當地海域的生態沒有做過詳細調查，

所以到目前為止，研究人員仍不清楚中華白海豚的需求。洪家耀表示，雖然台、港兩地遭遇的

情況不同，但在還沒有具體對白海豚生態廊道及野生白海豚訓練做相關研究之前，應認真考慮

後果，切勿貿然嘗試。 

《科學人：http://sa.ylib.com/saeasylearn/saeasylearnshow.asp?FDocNo=1655&CL=88》 

  

http://sa.ylib.com/saeasylearn/saeasylearnshow.asp?FDocNo=1655&CL=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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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了原本海岸開發及汙染外，國光石化的開發案，對於中華白海豚的生存造成的威脅，請

寫出兩項。 

                                                                                  

                                                                                  
 
2.國光合化預定將中華白海豚棲地切割成南、北兩區，只是一個大棲地變成兩個小棲地，為

何學者推測會造成中華白海豚滅絕？ 

                                                                                  

                                                                                  

                                                                                  

 
3.香港在大嶼山北部建造的赤鱲角機場的經驗，對於台灣

                                                                                  

在的國光石化開發案提出的白海豚

廊道，提供什麼重要的訊息？ 

                                                                                  

                                                                                  

 

 

動手作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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