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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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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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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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軸 細類 國中能力指標 

 
海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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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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分享 
1.「海洋」給書中主角小魷魚的爸爸與媽媽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2.書中介紹許多海洋生物，請寫下兩種你因為本書而認識的海洋生物，並介紹牠的特性 

 

 

3.請從書中的描述，寫下兩個討海人出海捕魚時會遭遇到的危險。 

 

 

 

4.《代號：小魷魚》一書真實呈現台灣前鎮漁港的漁村風貌，請簡單描述你在書中看到的漁村景緻、

聞到的海港味道，聽到漁港的聲音。 

 

 

 

 

5.從這本書瞭解到目前漁業面臨的困境是什麼？又可以如何轉型。 

 

 

 

   年    班    號 

姓名                 

閱讀日期              
書籍身份證 
作者：林滿秋 出版社：小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年 11 月 頁數：206 頁 

 

○字跡工整  ○頁面整潔  ○習作認真 

○能瞭解書中所傳達的旨意   ○需更用心體會作者想表達的意思 

○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   ○宜適時加入自己的想法 

除了野蠻國家，整個世界都被書統治著—福爾特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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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人物 

1.張順英—代號小魷魚，因爸爸長年不在家，由奶奶照顧，陪伴她長大的是魚偶及從媽媽身上習得將

人看成魚的本事，奶奶生病後，才離開漁港與母親同住，長大後研究海洋生物。 
2.小魷魚的爸爸：藍鯨的化身，從小就愛海，愛看船，是遠洋魷釣船的船長。 
3.小魷魚的媽媽：鯖魚的化身，城市長大卻嫁到漁村，海對她像一道高牆，最後與小魷魚的爸爸離異。 
4.林炳宏：代號小海豚，小魷魚的同學，爸爸的漁船被扣押後，愁眉不展。愛閱讀寫作的他將家中遭

遇寫出，得到關注。長大後將爸爸的漁船改為觀光船。 
5.邱芳：代號翻車魚，總是懶洋洋曬著太陽，在小海豚的爸爸漁船被扣時，熱心將小海豚的作文影印

發送引起關注。長大後唸輪機系，擔任二管輪工作。 
二、摘要 

本書藉由描述主角張順英與同學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呈現台灣漁村的風貌、漁業家庭的風險與

困境。也因為主角被刻畫為具有將人看為魚的本事，而在不知不覺中介紹了許多海洋生物的特性。 
三、結構 

 
 
  

壯麗的貨輪、各式各樣的大噸位船隻、修船塢、貨櫃卸貨區，井然有序地排列著 漁村風味 

海港景緻 空氣中飄浮著一絲重油味，還夾雜著海洋的鹹溼味 

魚腥味隨著溫熱的海風飄進巷子裡，還夾著一股烤魷魚的香味 

拍賣員高舉著手，嘴巴一開一合的，只聽見嗡嗡聲響，卻聽不出在叨念什麼 

比目魚 身體顏色隨環境變化 

翻車魚 總是懶洋洋的曬著太陽 

藍鯨 身軀龐大，動作敏捷 

鮪魚 游得快、範圍廣，沒有國界 

海洋生物 魷魚 生活於深海，月圓時浮出海面 

鯖魚 在廣袤的大海中痛快遨游 

睡覺時，兩隻偵察腳仍警戒 章魚 

亮麗耀眼，背鰭上有毒刺 獅子魚 

鋸齒將獵物切小塊，出身時有膜包住小鋸齒 鋸齒鯊 

瓶鼻海豚、偽虎鯨會咬破漁網、偷吃漁獲 海豚 

小魷魚的爸爸在麻六甲海峽遭遇海盜 漁業風險 

小海豚的爸爸因越界捕魚，遭菲律賓扣押 

大白鯊的爸爸因手被魚鈎刺傷未及時就醫，留下永久傷害，失去工作 

漁人家人 小魷魚的媽媽無法適應漁村生活而離開 

小魷魚與爸爸分離後，需一年才能再見面，只有國外帶回來的魚偶陪伴 

小海豚的媽媽在爸爸不在時，只能清洗漁獲維持家計，且脾氣變差 

小海豚長期沒有看到爸爸，相當焦慮，擔心爸爸永遠不會回來 

漁業活動 

海洋資源 

漁資源急速萎縮，很多魚類限額捕捉，漁民重新思考人與魚的關係，捕魚也要護魚 

漁船改為觀光船，開發潛水區，發展遊艇和海上活動 

近海漁業 小海豚的爸爸每次出海，大約一星期就會回家 

遠洋漁業 小魷魚爸爸遠赴阿根廷捕魷魚，一年才回家一次 

海中冒出幾個頭，踏著水，沿著海岸線奔跑、嬉笑著 海港孩子 

赤裸著身子，黝黑的皮膚，膀子上布滿著斑駁的鹽花 

上衣一脫便海裡跳，不想游，走出海面，甩甩頭，擰去褲子上的海水 

漁人 不知爸爸是為了離別而難過，還是為了即將回到海上而歡喜 

小海豚的爸爸歷險歸來，笑呵呵的說：「討海人的世界在海上，不在陸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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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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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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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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裡的塑膠垃圾   玩具、瓶罐和包裝袋的塑膠小碎片，已經逐漸影響海洋的健康。 
撰文／阿克曼（Jennifer Ackerman）   翻譯／張亦歲     攝影／伍林斯基（Cary Wolinsky） 
 

現在連小學生都知道，我們每年丟棄數百萬公噸的塑膠垃圾，會在環境中留存數百年而不

消失。我們也聽說過以下這些垃圾影響海洋生態的可怕新聞：海狗被尼龍繩纏住、海獺遭六罐

裝飲料的聚乙烯環勒死、海龜的腸道因塑膠袋或小玩具阻塞。下側照片中的這些塑膠小碎塊，

是美國麻州格洛斯特港（Gloucester）附近海灣一小時內由海浪帶上岸的，它代表了一件較不

為人知卻同樣糟糕的事實：全世界累積在海洋中的更小型塑膠碎塊，可能會危害海洋生物，甚

至是人類健康。 
雖然塑膠不像食物或紙張，能被微生物消化分解，卻也會緩慢發生光降解（photodegrade）：

紫外光和太陽提供的熱能，會使塑膠變得脆弱、易斷裂，並裂解成越來越小的碎片。的確，在

全世界幾乎任何一處海灘，用手捧起沙子或舀起一杯海水，裡面都可能摻雜著塑膠微粒，它們

比小碗豆還小，而且經常小到肉眼看不見。科學家擔心，這些各式各樣的塑膠微粒會影響浮游

動物和海洋食物網的基層生物，進而影響以其為食的龜類、魚類、鳥類等較大型生物，最終影

響到我們。 
這些碎塊之所以引起憂慮，有幾個原因：它們可能會阻塞小型無脊椎動物的口器或消化道；

在動物的消化道裡，塑膠產品製程中添加的化學物質也有害健康，例如會阻斷內分泌的雙酚 A；
另外，漂浮於海洋中的塑膠碎塊會像磁鐵或海綿般，吸附 DDT、戴奧辛、多氯聯萃等有毒物質，

累積的濃度可能高達附近海水的 100 倍至 100 萬倍，生物若吃進這些受污染的塑膠微粒，就等

於使牠們自己或以牠們為食的生物攝入高濃度的毒物。多數科學家同意的解決辦法是，設計可

以完全再生利用的塑膠製品。 

 
 
 
  

自行裂解 

科學家在海洋中至少可以找到九種塑膠，從丙烯

酸、尼龍，到聚酯、聚丙烯（常製成塑膠繩和容器）、

聚碳酸酯（最硬的塑膠，可製作成眼鏡鏡片)、聚苯

乙烯（可製成保麗龍）等。聚苯乙烯會在一年內裂

解成較小的分子，甚至連聚碳酸酯這種堅硬的塑膠

也會裂解，這些塑膠一旦裂解，即可能釋放出化學

物質。 

誘使鳥類啄食 

海鳥會把海面上的塑膠碎塊（尤其是紅色的塑

膠）誤認成食物啄食。即使是在很偏遠的地區，

科學家仍可在鴿鋸鸌（Antarctic prion）、亞南極

賊鷗（sub-Antarctic skua）等鳥類的肚子裡發現

塑膠碎塊。 
 

像石頭般磨成沙粒 

海浪沖擊海岸能把石頭磨成沙

粒，相同的作用機制也可以把塑

膠邊緣磨得圓滑，成為細小的碎

塊，甚至變成塑膠粉末，但它們

仍然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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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作筆記 

 
 
 
 
 
 
 
 
 
 
 
 
 
 
 

 
1.塑膠物品在大自然中，隨著時間會產生哪些變化？ 

                                                                                 

                                                                                 

2.塑膠物品對環境中的生物會造成哪些傷害？ 

                                                                                  

                                                                                 

                                                                                 

3.塑膠玩具、容器、包裝充斥人類生活，就文本所提供的資料，請問塑膠製品為何會傷害人類？ 

                                                                                  

                                                                                 

4.如何能在使用塑膠的情況下，又不對環境造成危害？ 

                                                                                  
 

     年      班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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