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 114學年度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子計畫 3-3學校海洋體驗課程活動審查表 

申請學校：【 南投縣新豐國小】     計畫名稱: 蚵的秘密生活：王功生態探險 

項目名稱 

最高 

得分 

自評 

分數 

審查 

得分 備註 

1. 計畫理念與目標清晰具體，確實結合
學校部定或校訂課程。 

15 13   

2.教學活動設計完整且可行。 20 20  

3.學生回饋機制完整且多元(含學習單 
或學習任務等)。 

20 20 
 

4.課程規劃地點至少有一處位於本縣境 
內者，可帶動學生認識關懷家鄉。 

10 10 
 

5.經費編列之合宜性。 10 5  

6.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規劃詳實
(含任務編組)。 

15 12 
 

7.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一 
項細項目標。 

10 10 
 

合計 100 
90 

 

審核意見： 

 

 

 審查委員：由本府聘任專業人士擔任委員。 

 委員簽名： 

 

 

 

 

 
 

 



南投縣 114 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子計畫 3-3 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計畫書 

 

一、課程實施資訊 

(一)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二)主辦學校屬性 臨海非臨海 

(二)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__彰化_縣(市) 

地點：(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在地跨區域學習: 南投縣台灣工藝文化園區 

地點：南投-彰化王功 

⚫ 是否有住宿， ☐有住宿 未住宿 

⚫ 住宿型態，☐學校場地 ☐飯店/民宿 ☐露營 ☐其他___________ 

(三) 課程實施對象 ☐班級 ☐班群 ☐學年 其他   /對象 3-5 年級學生 

(四) 課程活動主題 

☐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如永續城鄉、氣候行動) 

水域休閒運動(如獨木舟、浮潛等) 

☐產業技術(如養殖場參觀、漁法體驗等) 

環境探索(如潮間帶踏查、水質調查等) 

☐食魚教育(如綠色海鮮課程等)  

海洋保育(如軟絲復育、珊瑚復育等) 

藝術文化(如鯖魚祭、海廢創作等)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文教場館參訪 ☐其他      

(五)課程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數__25____人，參與教師數__5___人 

二、計畫理念與目標 

執行學校 南投縣新豐國小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林堂麗  職稱：學務主任   電話：（公）049-2251804#130 

手機：0963787062      E-mail：lin2261289@gmail.com 

計畫名稱 蚵的秘密生活：王功生態探險 



【計畫理念】 

課程規劃地點 

• 本次海洋教育活動安排學生走訪彰化縣王功地區（潮間帶、蚵藝文化館）及南投縣台灣工

藝文化園區。 

• 透過跨縣市學習體驗，結合本縣（南投縣）在地文化場域，並延伸認識周邊濱海生態與產

業發展。 

帶動學生認識與關懷家鄉 

• 活動首站在本縣台灣工藝文化園區，引導學生認識南投地區在地工藝技術、美學文化，激

發對家鄉人文藝術的關懷與認同。 

• 隨後前往彰化縣王功地區，親身走入潮間帶，探索濱海生態與蚵田文化，了解地方產業與

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 

• 透過南投與彰化兩地串聯學習，使學生在認識家鄉之餘，也拓展對鄰近地區自然生態與文

化產業的理解與尊重，深化愛鄉、愛土的情感。 

• 海洋孕育生命，潮間帶藏著無數奇妙的故事。透過親身走訪、觀察與體驗，讓孩子們從

「認識蚵」開始，探索海洋的秘密世界。 

藉由串蚵殼、觀察濱海植物、親近潮間帶生物，開啟孩子們對自然環境的好奇心與愛護

心，培養尊重生命、珍惜資源的素養，並深化「親海、知海、愛海」的生活態度。 

【活動目標】 

1. 探索蚵田文化：了解蚵的生態特性、成長過程及養殖方式，體驗蚵農的辛勞與智慧。 

2. 親近潮間生態：觀察並認識潮間帶常見動植物，如彈塗魚、招潮蟹、濱海植物等，建立對

自然生態的尊重與欣賞。 

3. 培養海洋素養：理解海洋資源與人類生活的密切關聯，學習保護海洋、珍惜自然資源的行

動。 

4. 強化環境關懷：透過實地走讀與體驗，培養學生主動關心生態環境的態度，並能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環保行動。 

5. 促進跨域學習：結合自然科學、社會人文與藝術工藝，拓展學生多元學習視野，提升探究

與表達能力。 

 

三、回應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細項目標（請寫出一個細項目標） 

□SDG1 消除貧窮 □SDG2 消除飢餓 □SDG3 良好健康與福祉 □SDG4 優質教育  

□SDG5 性別平等 □SDG6 潔淨水資源與衛生 □SDG7 潔淨水與衛生  

□SDG8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SDG9 產業創新與基礎設施 □SDG10 減少不平等  

□SDG11 永續城市與社區 □SDG12 負責任生產與消費 □SDG13 氣候行動  

SDG14 水下生命 □SDG15 陸域生命 □SDG16 和平正義與制度 □SDG17 夥伴關係 

上述勾選的目標請將最貼近細項目標一項羅列如下： 

⚫ 細項目標 14.1： 



到 2025 年，防止並大幅減少各種海洋污染，特別是陸源活動所造成的污染，包括海洋垃圾和養分

污染。 

⚫ 說明 

這次活動引導學生認識潮間帶生態與養蚵文化，從「蚵的成長」、「潮間帶生物」、「濱海植物」出

發，啟發學生了解海洋資源與人類生活的密切關係，並且透過行動（如環境保護、減少污染）來

實踐保育海洋生態的理念，正好對應 SDG 14.1 的精神。 

四、課程規劃與運作 

(一) 課前討論 

(一) 課前討論 

1. 建立學生先備知識 

(1) 主題導入： 

教師於正式活動前兩週，運用自然科、社會領域課程時間，介紹潮間帶生

態、常見生物（如彈塗魚、招潮蟹）、濱海植物（如水筆仔），並簡介王功

地區養蚵文化背景。 

(2) 延伸學習： 

安排學生觀看影片（如《潮間帶的秘密》、《小小蚵農的一天》）及閱讀短

文，引導學生思考：「如果我是潮間帶的一員，會遇到哪些挑戰？」 

(3) 學習單預習： 

發放事前學習單，簡單提問潮間帶生態與海洋保護概念，幫助學生建立基

本認知並激發好奇心。 

2. 行前安全教育 

(1) 行前說明會： 

於出發前三天召開班級行前說明會，講解戶外活動注意事項（如潮間帶安

全、防溺宣導、環境保護守則）及行進間交通安全須知。 

(2) 安全守則簽署： 

家長及學生需簽署「戶外教育安全同意書」，確認已充分了解活動流程與

注意事項。 

(3) 小組緊急應變演練： 

模擬突發情境（如落單、受傷），指導學生如何使用哨子求救、聯絡隨隊

教師，強化緊急應變意識。 

3. 小組任務與人力編組 

(1) 小組編組： 

每 5 人為一小組，指定小組長負責聯繫與統整，並分配角色（觀察員、記

錄員、行動員、安全員）。 

(2) 教師配置： 

每組安排 1 名隨隊教師，負責小組引導與安全管理；護理人員隨隊，專責



醫療應變。 

(3) 志工支援： 

家長志工隨行，支援潮間帶活動區域安全巡守。 

4. 與場域合作方式 

(1) 專業導覽安排： 

活動期間由王功蚵藝文化館專業解說員進行潮間帶生態導覽及蚵文化體驗

指導，確保學習內容專業且深入。 

(2) 場域確認與溝通： 

校方已於活動前完成場地安全勘查，並與場域負責單位確認安全措施、教

學流程、必要設備（如蚵殼、觀察工具）準備情形，確保活動順利進行。 

預期領域學習目標對應 
領域 教學目標 學習內容 

自然科學 
認識生態系統、理解

生態保育 

潮間帶觀察，生物追蹤，

環境守護行為 

社會領域 
認識地方地理與產業

文化 

王功蟵藝文化館，王功老

街探索 

藝術與人文 
發展藝術感受與初步

表達能力 

觀察融入畫作，自由創作

潮間生態圖 

綜合活動 
能與同伴合作，獲得

問題解決經驗 

小組觀察分工，任務完成

分享  

(二) 課中學習 

1. 課程實施方式 

(1) 場域情境教學：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依行程安排進行潮間帶生態探索、蚵田文化體驗及工

藝文化參訪。每個學習活動都搭配任務單與觀察紀錄表，確保學生參與並

深化學習。 

(2) 實作與互動探索： 

在導覽老師引導下，學生進行串蚵殼體驗、潮間帶生物觀察（招潮蟹、彈

塗魚、濱海植物辨識）及環境保護行動小任務（如撿拾垃圾、不踩破潮間

帶植物等），體現「做中學」的精神。 

(3) 學習動線規劃： 

各活動依時間分流，安排適當休息與集合時間，避免學生疲勞或發生意

外，同時加強環境教育與安全提醒。 

2. 跨域學習精神 

(1) 自然科學領域： 

認識潮間帶生態系統，了解生物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並進行實地觀察與紀

錄。 

(2) 社會領域： 

探索王功地區人地互動，理解在地產業（蚵養殖）與文化發展之間的關聯



性。 

(3) 藝術與人文領域： 

欣賞蚵藝文化，並透過簡單寫生或創作活動（如潮間帶生物觀察畫），培

養環境美感與表達力。 

(4) 綜合活動領域： 

強化小組合作、問題解決及任務執行的能力，培養負責任與自律的態度。 

3. 深度體驗與反思引導 

(1) 即時引導提問： 

教師與解說員適時提問，引導學生從現象觀察到概念推論，例如：「彈塗

魚為什麼可以在陸地上行走？」、「蚵農選擇什麼地形來養蚵？為什麼？」 

(2) 體驗中小任務： 

設計小組挑戰卡，如「找到三種濱海植物並拍照記錄」、「畫下你最喜歡的

潮間帶生物」，增加學習趣味與深度。 

《蚵的秘密生活：王功生態探險》教學目標與 SDGs 對應表 

教學目標 說明 對應 SDGs 目標 

1. 認識家鄉工藝文

化，培養地方認同感 

參訪南投縣台灣工藝文

化園區，了解本縣工藝

特色與文化精神。 

SDG 4  

優質教育 

SDG 11  

永續城市與社區 

2. 探索潮間帶生

態，認識生物多樣性 

透過潮間帶生態觀察活

動，了解生態系統中的

生物特徵與互動。 

SDG 14  

保育海洋生態 

3. 理解蚵田產業文

化與人地互動 

參訪蚵藝文化館，體驗

串蚵殼，認識地方產業

與人類生活關係。 

SDG 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4. 培養環境守護意

識，實踐生態保育行

動 

進行潮間帶活動時落實

環境保護行為，強化環

境關懷與行動力。 

SDG 13  

氣候行動 

SDG 14  

保育海洋生態 

5. 強化自主學習與

小組合作能力 

透過小組觀察、任務完

成與分享討論，培養溝

通與團隊精神。 

SDG 4  

優質教育 
 

(三) 課後反思及評量 

1. 評量與回饋機制 

本次戶外教育活動以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並行，透過多元方式了解學

生學習歷程與成果。 

• 形成性評量：活動進行中，教師透過觀察學生參與態度、任務完成

情形、小組合作表現，給予即時引導與回饋。 



• 總結性評量：活動後，學生需完成指定的學習單與「海洋與我」主

題小短文，從中評量其對海洋生態認識、環境關懷態度及跨域整合

能力。 

• 滿意度調查：透過學生戶外教育滿意度問卷，收集學生對活動內

容、場域體驗、教學引導等方面的意見回饋，作為後續課程優化參

考。 

2. 引導學生反思與討論 

活動結束後，安排班級小組分享會，由各組進行以下分享： 

• 我的「潮間帶觀察」發現了什麼？最驚奇的生物是什麼？ 

• 養蚵人的生活辛苦在哪裡？我們能做什麼來支持海洋環境？ 

• 今天的體驗，讓我對大海有什麼新的感受？ 

教師引導學生從自然觀察、文化體驗延伸至環境保護的省思，並透過討論

深化學習內涵，連結生活實踐。 

3. 學習成果展現 

• 學習單成果：完成潮間帶生態觀察記錄、蚵文化體驗反思問答。 

• 主題小短文：「海洋與我──我想為海洋做的一件事」，由學生自

行撰寫並張貼於班級學習牆，或彙整成班級學習紀錄冊。 

• 生態探險小報：鼓勵學生以簡報或手抄報方式，整理本次探險收

穫，進行小組式展示分享。 

藉由多元成果呈現，不僅鞏固知識學習，也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與創意思

考。 

 

五、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含任務編組) 

1. 風險評估機制 

(1) 場域安全評估 

• 由學校教師組成場勘小組，於活動前完成王功潮間帶、蚵藝文化館及台灣工藝文化園區之

實地勘查，確認活動動線規劃、安全設施（如警示標示、防護圍欄）及集合地點安排。 

• 針對潮間帶地形特性（如泥灘地、潮汐影響）評估活動時間與範圍，避免學生進入危險區

域。 

(2) 天候與緊急因應評估 

• 依中央氣象署預報於活動前三日、前一日及當天早晨進行天候查詢，若遇強降雨、強風或

其他警戒發布，立即啟動備案（改至室內活動或延期）。 



• 活動期間備有緊急集合地點，並由隨隊教師統一指揮應變。 

(3) 健康與傳染病防範 

• 活動前進行學生健康狀況調查，特別關懷慢性病、過敏體質或特殊醫療需求學生，做好個

別照護計畫。 

• 提醒師生活動期間注意個人衛生，準備充足的防曬用品、飲水及個人防護裝備（帽子、雨

衣等）。 

(4) 交通安全管理 

• 租用合格營業大客車，並於出發前完成「交通工具安全檢查表」填報作業。 

• 每車配置隨車領隊，並於出發前進行上車安全宣導及緊急逃生演練。 

 

2. 安全管理機制 

(1) 行前教育 

• 安排戶外教育行前安全宣導課程，內容涵蓋交通安全、潮間帶活動安全、防溺知識、緊急

應變流程及環境保護行為守則。 

• 發放「戶外教育安全須知」，並由學生及家長共同簽署確認。 

(2) 現場安全指引 

• 各小組活動範圍設置清楚標示，重要交界處安排安全巡守教師或志工看守。 

• 教師及導覽人員全程攜帶哨子、無線電或手機保持聯繫。 

(3) 急救與醫護應變 

• 隨隊配置護理人員與急救包。活動期間若有意外，立即由現場教師初步處置並通報醫護人

員協助，必要時啟動緊急救護（119 通報機制）。 

• 預先掌握最近的醫療機構位置（王功漁港地區及彰化市區醫療院所）。 

 

3. 任務編組 

(1) 指揮與聯繫單位 

• 總領隊：學務主任，負責全程活動總指揮與緊急應變統籌。 

• 副領隊：資深隨隊教師，協助總領隊，負責各小組聯繫與現場秩序控管。 

• 隨隊教師：每隊 1 名教師，指導小組任務進行，兼顧學生安全與學習引導。 

• 護理人員：1 名，負責緊急醫療應變與健康狀況即時掌握。 

• 機動人員：協助潮間帶活動期間巡守與交通導護。 



(2) 學生小組編組 

• 每 5 人編為一小組，設立小組長，負責統整組員、協助教師傳達指令。 

• 小組成員分工如下： 

o 觀察員：負責記錄潮間帶生物及蚵田文化觀察成果。 

o 安全員：負責提醒組員遵守安全守則，注意團隊集合。 

o 聯絡員：負責聯繫教師、協助收集緊急資訊。 

o 記錄員：負責拍照或文字紀錄小組活動情形。 

o 行動員：負責分送、回收學習單與任務卡。 

(3) 緊急應變聯絡機制 

• 每車、每小組皆指派 1 名主責教師，隨身攜帶緊急聯絡清冊與急救用品。 

• 一旦發生緊急狀況，立即依「緊急事件應變流程表」執行救護與通報程序。 

 

六、經費編列原則 每校以補助3萬5000元為原則，以審查積分排序錄取名額共5校。 

 

 

 

 

 

 

 

 

 

 

 

 

 

  



《蚵的秘密生活：王功生態探險》學習單 

班級：______年______班 座號：___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潮間帶小知識（選擇題）（請圈選正確答案） 

1. 潮間帶是指哪兩種現象之間的區域？ 

⭕ (A) 海浪與珊瑚礁之間 ⭕ (B) 高潮與低潮之間 ⭕ (C) 海水與河流之間 

2. 彈塗魚最常活動的地方是？ 

⭕ (A) 沙灘上 ⭕ (B) 潮間帶泥灘地 ⭕ (C) 深海海底 

3. 養蚵農通常使用什麼方法培育蚵苗？ 

⭕ (A) 用網子捕捉 ⭕ (B) 用蚵殼串養 ⭕ (C) 撒種在沙灘上 

4. 王功沿海常見的濱海植物是？ 

⭕ (A) 水筆仔 ⭕ (B) 楓樹 ⭕ (C) 櫻花樹 

 

二、潮間帶觀察記錄（觀察表） 

項目 發現的生物或植物 特徵描述（外型、顏色、動作等） 

招潮蟹   

濱海植物

（例如水筆

仔） 

  

蚵田、蚵殼   

其他（請自

行補充） 
  

 

小提醒：可以簡單畫圖輔助說明喔！ 



三、文化體驗小記錄（簡答題） 

1. 串蚵殼體驗中，我學到了什麼？最困難的地方是？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養蚵的過程中，我最佩服蚵農哪一部分？為什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環境守護小行動（簡答題） 

今天老師提醒了哪些潮間帶活動中的環境保護行為？（至少寫兩點） 

✅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我的小小探險心情（心得小短文） 

今天走訪潮間帶、認識蚵田生活，你有什麼新發現或感動？ 

（可以寫下最喜歡的地方、最大的收穫，或想對大海說的一句話） 

🖋️ 

 

 

 

 

🎨加分挑戰！ 

畫一幅你今天最深刻印象的潮間帶生物或蚵田景色吧！ 

（可以在背面附上彩繪作品） 

 

 



(答案)一、潮間帶小知識（選擇題） 

（請圈選正確答案） 

1. 潮間帶是指哪兩種現象之間的區域？ 

⭕ (B) 高潮與低潮之間 

2. 彈塗魚最常活動的地方是？ 

⭕ (B) 潮間帶泥灘地 

3. 養蚵農通常使用什麼方法培育蚵苗？ 

⭕ (B) 用蚵殼串養 

4. 王功沿海常見的濱海植物是？ 

⭕ (A) 水筆仔 

 

二、潮間帶觀察記錄（觀察表） 

（活動現場完成） 

項目 發現的生物或植物 特徵描述（外型、顏色、動作等） 

招潮蟹   

濱海植物（例如水筆

仔） 
  

蚵田、蚵殼   

其他（請自行補充）   

 

小提醒：可以簡單畫圖輔助說明喔！ 

三、文化體驗小記錄（簡答題） 

1. 串蚵殼體驗中，我學到了什麼？最困難的地方是？ 

✏️ 【參考答案】：學到了串蚵殼的方法，最困難的是蚵殼很滑，穿孔時需要小心。 

2. 養蚵的過程中，我最佩服蚵農哪一部分？為什麼？ 

✏️ 【參考答案】：佩服蚵農能在潮間帶辛苦工作，因為搬運蚵殼、整理蚵田都很費力氣，

而且要耐得住風吹日曬。 



《蚵的秘密生活：王功生態探險》課程行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07:30 學校集合、出發 學校校門口 行前叮嚀、點名、安全檢查 

08:30–

09:30 

參訪台灣工藝文化園

區 

南投縣草屯鎮

（本縣地點） 
認識南投在地工藝與文化 

09:30–

10:30 
中途休息、交通轉移 車上 輕食補給、安全提醒 

10:30–

12:00 

抵達王功、認識蚵藝

文化 

彰化縣芳苑鄉

王功地區 
導覽蚵藝館，認識蚵文化 

12:00–

13:00 
王功老街自由午餐 王功老街 小組行動，自主探索 

13:00–

15:00 

潮間帶生態體驗、串

蚵殼活動 
王功潮間帶 小組完成觀察任務與串蚵殼體驗 

15:00–

15:30 

簡單清潔整理、集合

準備返程 

王功潮間帶集

合點 
小組檢查垃圾、裝備回收 

15:30 返程 車上 賦歸 

17:00 回到學校、結束行程 學校 學生返家 

 

 

  



南投縣 114 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子計畫 3-3 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經費概算表 

申請單位：南投縣新豐國小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解說員鐘點費 
2,000 1 2,000 一天 

   半天 

膳費 120 30 3,600 
午、晚餐至多一餐編列 120 元，

早餐 50 元 

車資 13,000 1 13,000  

印刷費     

門票 200 30 6,000  

材料費 200 30 6,000  

住宿費    學生住宿一晚上 600-800 元/人 

保險費 50 30 1,500  

家境清寒學生參加

費用 
1,000 2 2,000  

雜支 900 1 900 6%以內 

合計   35,000 
（超出上級單位核定補助部

分，由學校自籌） 

**以上經費得以勻支使用 

承辦單位               主(會)計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