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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融入領域教學教案/延伸活動設計表 

領域別：自然與生活科技 

版本 102 版 冊別 第二冊 
單元/活動 

名稱 

生物與環境的交互

作用：認識生態系 

設計者 王麗雅 
教學/活動 

時間 
90 分鐘 實施對象 七年級學生 

領域 

能力指標 

【過程技能】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2-4-2-2 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生殖、遺傳與基因，瞭解生命體的共同性及生物

的多樣性。 

【科學與技術本質】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思考智能】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解決策略的習慣。 

【科學應用】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5 對於科學相關的社會議題，做科學性的理解與研判。 

海洋教育 

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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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活動 

目標 

1.能辨識海洋生態系的特徵，了解海洋生態系和人類的關係。 

2.認識海洋生態系的範疇（包含淺海生態系、大洋生態系等），而被課本分類在河口

區域的生態系，因位於海洋和河流的交接處，故亦屬於廣泛之海洋生態系的範疇

的一員，並和人類有著最密切的關係。 

3.了解紅樹林生態系是最親近人類生活的海洋生態系之一，並認識臺灣各處紅樹林

生態系的特徵，了解紅樹林生態系的重要性。 

課前準備 

在修習本課程前，學童應已由先前的學習中，具備以下知識： 

110-3b 知道海水是鹹的，淡水只存在於河流、湖泊、及土壤中。 

110-4a 識地球上海洋與陸地的分布情形。 

131-2a 認識常見的動、植物（例如：常見的蔬果），並知道植物由根、莖、葉、花、

果實、種子組成，知道動物外型可分為頭、軀幹、四肢。 

131-4a 知道現行的生物分類系統，含檢索表的查詢方法。 

510-3a 知道生物生存需要水、陽光、空氣、食物等資源，以及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

生物生存。 

521-3b 科學活動應尊重生命與環境。 

522-2a 由觀察欣賞生活中動物、植物、石頭、山川的變化。 

建議準備課本（教師手冊）、投影片、相關圖片、照片、影片等教學素材。 

參考資料 一下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課本（南一版） 



評量方式 分組討論、口語評量。 

教學/活動內容 時間 教學資源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教師播放海洋生態系相關的照片、影片，吸引學生欣賞

自然之美，並講解該拍攝照片或旅遊經歷，引發學生學習

的興趣。 

2.於教室中將學生進行適當分組，以便之後討論活動的進

行。 

3.協助學生準備成果發表。 

二、發展活動 

1.教師以幻燈片、投影片或圖片講解海洋生態系的特色，

並說明臺灣四周的海洋生態系包含哪些範疇，以及這些環

境的現況。 

2.教師講解生態系特色時，引導學生思考：要在動物在海

洋生態系中生存所必須克服的困難，以及人類的生活和海

洋生態系有何關係，人類又是如何依賴海洋生態系而生

存，並將河口生態中的紅樹林生態列為討論重點，引導學

生了解適應環境與生存之間的關係。 

3.引導學生回答 5-4「頭腦體操」的題目。 

三、綜合活動 

1.提醒學生社區附近何處有水域生態系，如何前往欣賞或

探究，以及前往時如何注意安全。 
2.教師以知識廣角內容作為課程討論的延伸，並請學生依

此內容製作討論報告、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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