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海洋公民科學家行動計畫 

「無鱟為大」活動簡章 

主辦單位：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協辦單位：海洋浪人工作室 

一、計畫背景與目標 

鱟是一種幼時生活在潮間帶泥灘地，長大會在沿岸淺海生活的大型節肢動物，

從 4 億 8 千萬年前就存在地球上。鱟由於其生活史都棲息於海岸區域，且易受海

岸環境影響，因此也被視為海岸泥灘溼地的健康指標物種及旗艦物種。目前國內

能經常性觀察到三棘鱟（Tachypleus tridentatus）稚鱟的地區只有金門與澎湖。

臺灣本島西海岸及北海岸部分港口，則大多只發現成鱟被捕上岸或是販賣。近年

直至 2019 年嘉義布袋稚鱟調查才好不容易發現暌違 14 年的稚鱟。但是世界四種

鱟的其中一種鱟-三棘鱟於 2019 年 3 月 22 日被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列入

瀕危物種。由於三棘鱟被捕捉抽血供作鱟試劑以作為醫療用品、藥物及疫苗上細

菌的檢測必需品，同時有被食用、混獲、海洋污染、海岸人工化與開發等不同或

複合壓力因素，造成族群長期的衰退。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透過與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退休研究員陳章波、謝蕙

蓮合作轉移稚鱟技術，以及與十多年飼育鱟經驗的農委會水試所澎湖海洋生物研

究中心合作，進行成鱟繁殖與鱟苗照護經驗傳承；將經驗以環境教育方式轉移到

校園，讓學生親自參與以科學方法飼育稚鱟、探索鱟的生物學，並以班為基礎向

其他同學進行分享及解說，從認識鱟開始，進而推動保育概念。本計畫將於 12 月

邀請參與學校老師及學生共同於潮境海洋中心舉辦「無鱟為大」成果發表暨微特

展展示，與大眾共享新知獲得歷程。 

 



•附件一、活動

設計表格 

下載 表格 

•填寫報名表 

•上傳附件一 

上網報名 
• 4/15mail 通
知 

完成報名 

二、活動內容 

1.參與對象：國小中年級以上至高中生，每校一班人數為限，並以曾參加說明會之

學校為優先入選。 

2.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4/10 止 

3.報名

程序：

如下 

 

 

 

 

 

 

 

4.活動期程：自 109 年 3 月 4 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15 日止 

階段 時程 說明 

說明會  2/19  附件 1 計畫說明與鱟與活動教案設計介紹 

報名 3/15~4/10 請參 3.照報名程序(含附件 2)  

研習工作坊 4/22~5/10

（擇日公告） 

學習鱟的飼育缸設置與養殖注意事項等先備

知識及技巧。請各校提出教學目標設計構

想，與專家的建言共備課程。環境教育問卷

測試。 

確認活動內容 5/15 前（待

定） 

設備設置等活動前置工作，並確認教學設計

或實驗方案寄存至海科好安排人員協助。 

發放稚鱟飼育 5/30～7/15 發放稚鱟飼育：開始為時 1 個月半的飼育



或

9/5~10/20

（待定） 

期。由於成鱟繁殖高峰為 6-9 月，鱟苗在 5

月取得仍可能有變數，若取得數量不足則改

至下學期 9/5~10/20 發放飼育。飼育結束

後，填寫稚鱟飼育後環境教育問卷。 

巡訪 飼養期間 館方派員巡訪入選學校團隊稚鱟飼育環境、

心得與紀錄情況。 

活動歷程紀錄繳

交 

11/1 填寫 附件 3 mail 寄回海科館  

成果發表暨特展

開幕 

預計 11/6 進行成果發表暨特展開幕，製作 5 頁簡報分

享成果。 

回收鱟苗 活動結束 稚鱟與成鱟野外放流 

 

三、活動目標 

    本計畫將達成臺灣西岸原有生物-鱟的介紹及認知，了解鱟消失的原因，從教

育建立保育及復育的觀念，並且以體驗操作及行動融入課程中。 

1.本計畫名額：10 所學校，以一校一班為限。 

2.活動設計 (如附件 2) 

A. 國小組：以老師教學教案為導向設計，或是與學生共創探究實作設計方案。 

B. 國中、高中組：以學生為主之設計探究實作方向為目標。 

3.活動費用  

基本設備： 1 尺玻璃缸、底沙、光源、外掛過濾器、溫度計、水質監試劑、

鹽度計將由本計畫免費提供或計劃期間由本館出借使用；另其他探究實作所需

之材料費將以每校 2,000 元自理，並於支出後一個月內繳回原始憑證以利核

銷。 

4.成果報告(如附件 3) 



    本計畫請各校協助將過程拍照並記錄完成附件 3 成果報告，並於預計月初參

與本館辦理之成果特展開幕分享會，製作五張簡報進行分享，相關交通費因經費

有限將視經費運用給予限額補助，並依照「公務人員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支付各

校，請依成果發表會邀請公文為主。 

四、活動聯絡人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鄭淑菁 02-24696000#5018  cheng0131@mail.nmmst.gov.tw 

陳彥嘉 02-24696000#5025  chenyenjia@mail.nmmst.gov.tw 

  

mailto:cheng0131@mail.nmmst.gov.tw
mailto:chenyenjia@mail.nmmst.gov.tw


        「無鱟為大」教師活動說明會 

1. 活動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下午 1 點半 

2. 活動地點：潮境海洋中心 3 樓科教教室 

3. 報名方式：請點入連結 

4. 參加對象：學校教師(登錄教師研習時數) 

5. 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 內容 講者 

13:30-14:00 開場介紹 

館長致詞 

貴賓致詞 

1.長官致詞 

2.計畫緣起、活動流程與規畫

說明 

陳素芬館長 

陳章波老師 

陳麗淑主任 

14:00-16:00 「為什麼我們要保育

鱟？鱟的環境教育融

入的公民科學」 

鱟生態與保育基本介紹、稚鱟

飼育計畫公民科學實驗設

計、環境教育推廣設計教學 

鱟博士 

 楊明哲博士 

16:00-17:00 飼育區介紹與分享 成鱟飼育區、海水飼育注意事

項 

蔡宇鴻先生 

 

6.注意事項： 

 請攜帶健保卡、入館請戴口罩，館方備酒精消毒。 

 自備水壺。 

  

附件 1 



  2020海洋公民科學家行動計畫—『無鱟為大』 

      <學校全名>          教學活動設計 

一、 基本資料 

編 號 (主辦單位填寫) 

校 長  學校電話 ( ) 

活 動 連 絡 者  手 機  

E - m a i l  

欲參與學生人數與年級 
□國小中年級:_____位  □高中:_____位 

□國小高年級:_____位 □國中:_____位   

參與動機  

可巡訪的時間 星期:             時間: 

養殖設備需求調查 
□1尺玻璃缸____個  □底沙  □光源  □溫度計 

□外掛過濾器___個   □水質監測試劑  □鹽度計 

課程中是否加入探究實

驗 

□是，煩請加填第三項表格 

□否，無須填寫第三項表格 

二、 教學活動教案設計 

教 學 設 計 者  

指 導 老 師 
 

(請一併留下 e-mail以利後續活動) 

附件 2 



教 學 目 標 

 

 

對 象 / 人 數  

教 學 時 間  

教 學 活 動 教 學 資 源 時 間 

目 標 評

量 

一、 準備活動 

 

 

二、 發展活動 

 

 

三、統整活動 

   

三、 探究實驗設計表 

實施時機與時數 

□ 專題、選修或彈性課程:星期____時間____點至____點 

，共需________節 

□ 社團課程:星期____時間____點至____點，共需________節 

□ 課餘時間:星期____時間____點至____點，共需________節 

□ 正課時間:星期____時間____點至____點，共需________節 

□ 其他：  

探究問題 

或目的 

 

實驗材料  

實驗設計 
(請說明包括:樣本取得、實驗分組、操作步驟) 



預期結果  

參考資料  

四、 評選標準 

1. 投選團隊動機  

2. 設計環境教育教案和非侵入式實驗之可行性 40% 

3. 科學性（發想問題的意義、假說可驗證性與創意程度）20%  

4. 學習性（能帶給學生怎樣的學習？）20% 

    5. 影響力（是否可擴散給更多學生或民眾鱟的保育觀念？）20% 

 

 

 

 

 

 

 

 

 

 

 

 

 

 



  2020海洋公民科學家行動計畫—『無鱟為大』 

      <學校全名>          教學歷程紀錄 

教學歷程紀錄 

學生學習成效，如學生學習前及學習後之差異紀錄或學生參與相關活動之紀錄等，請以活

動照片 6~12張紀錄並加上文字說明，並請另附原始圖檔。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照片 

 

 

照片 

 

附件 3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2.學生對於本教學活動的回饋及省思，圖文皆可。 

 

 

 

 

 

 

3.教師教學過程之心得及省思。 

 

 

 

 

 

4.關於本活動的建議及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