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內容以教師研習當日演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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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生物 

殊圖同龜* 

世界上有七種海龜，其中有五種海龜可以在臺灣附近海域被發現，這些海龜的生活習

性、背甲的排列方式都有其特有的型態。其中有許多海龜面臨著環境棲地、生活環境

的氣候溫度的各種危機，造成有可能會滅絕的現象。藉由此活動，希望讓學生更瞭解

海龜的習性與種類。 

海洋

科學 

曹沖秤象 

三國時代曹沖秤象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已經聽過了，聰明的曹沖運用「阿基米德」浮

力原理來測量大象的重量。然而，到底要用多大艘的船才能像故事中的曹沖一樣用來

測量大象的重量又不至於被大象弄沉呢？除了「浮力」之外測量大象時還需要注意什

麼呢？本活動讓參與者運用簡單的黏土來造出一艘可以載重大又穩的船！ 

海洋

安全 

拋諸腦後 

臺灣四面環海，現今國民生活水準的提昇，水域遊憩活動已成為民眾主要的休閒活動

之一。在親近海洋的同時，對海洋安全的瞭解也是很重要。岸上救生是最簡易的救生

方法之一，當遇到溺水事件時，即使不會游泳的人亦可利用生活物品及此方法援助溺

者。利用物理學中的曲線運動，體驗如何在有限的力量，將繩索或救生圈拋至準確的

位置及最遠的距離，同時符合救生守則中，利用有限資源達到即刻救援之目的。 

海洋

科學 

水中賽跑 

一般而言，物體在水中垂直落下時，其所受的阻力大小與其形狀相關，越接近流線型

的物體，所受到的阻力會越小；反之，若為方塊型或不規則型態的物體，其所受到的

阻力將會大的許多，甚至會因此改變運動方向或軌跡，使其在下落過程飄移或旋轉。

而本次活動當中，同學將黏土塊捏成不同的形狀丟入水中，讓同學們觀察物體在下沉

過程中的運動軌跡有何不同以及觀察不同形狀的物體由水面落入水底的快慢？並藉此

思考其原因。 

海洋

文化 

天才小釣手 

當今，全球海洋資源因過度捕撈、棲地破壞、及環境汙染等事件發生。期盼透過課程

引導消費者了解餐桌上的海鮮怎麼來的，可依著海鮮指南建議選購原則，選擇當季的

魚貨海鮮，並適當取用，達到如何聰明吃海鮮，一起攜手傳遞維護海洋資源永續。 

海洋

生物 

大堡礁尋寶 

澳洲的大堡礁，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珊瑚礁群，綿延 1000公里長，本活動依據珊瑚礁

生物的外型、顏色特徵以及構造的相似性(親緣關係)，搜尋躲在大堡礁海洋生物海報

珊瑚枝枒間的生物，來瞭解珊瑚礁生態系的生物多樣性並認識這些生物不同的分類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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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科學 

見鹹思齊* 

大家都知道海水是鹹的，但是到底有多鹹呢？面對這樣的問題，只能用各式的鹽度計

來加以測量。而海洋中各個區域的海水因其環境與蒸散程度的不同，造成其鹽度的差

異，最常拿來被比較的就是死海的海水與一般海水的鹽度，而其中最常談到的大都是

會提及這些海水的密度不相同，較少實際測量其鹽度。在這個活動中，藉由讓學生操

作鹽度計與調配食鹽水的過程來瞭解水與食鹽比例之間的關係，後續的各項延伸教學

則可以將鹽度計拿來測量學生生活中容易接觸到的各種含鹽食物或添加物，例如運動

飲料的鹽度、醬油與薄鹽醬油之間鹽度的差異等活動。 

海洋

生物 

送魚兒回家 

台灣有 3300 種魚類，其中海水魚(包括河口區)約有 3200 種。這麼多的海水魚為適應

不同的生活環境，外表的形狀和顏色就有不一樣的特色，參加者必須依魚的體型和體

色的特徵把它送回原來的棲息環境中，透過「送魚兒回家」活動，增加大家了解魚的

外表與原來生活環境的關聯。 

海洋

科學

＆ 

安全 

浮生六計 

阿基米德洗澡時發現溢出來的水的體積正好應該等於他身體的體積，而物體所受的浮

力等於其排開水的重量。但是浮力到底怎麼感受呢？普遍來說，人類頭部的重量約佔

體重的 5%（假設一位 60 公斤的人落水，只需提供約 3 公斤重的浮力即可使溺水者頭

部露出水面呼吸），我們就可組裝簡易浮具提供浮力給予救援。參與者可以透過本活動

之教具直觀感受到浮具所提供的浮力大小，並透過拉力秤量化。 

海洋

科學 

水中送碳 

二氧化碳雖然不是溫室氣體中影響氣溫最大的因素，但是因工業發展而造成的各種大

量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氣中，不只影響了地球的溫度，也對海水的酸化造成了某種程度

的影響，為了操作方便及減少體驗課程的危險度，以人呼吸時所產生的二氧化碳作為

碳排放的來源，讓學生瞭解二氧化碳的排放對海水酸化的影響。 

海洋

科技 

浪發電大進擊 

隨著能源危機影響，使用再生能源的必要性越來越高，除了風力、水力及太陽能等再

生能源，佔地表約 70%面積的海洋亦蘊藏許多的能源，其中波浪發電就是利用海浪的起

伏進而帶動扇葉發電的一種再生能源，本活動讓學生透過動手操作來體驗不同扇葉對

波浪發電的不同影響。 

海洋

生物 

看軟絲 27變 

頭足類是無脊椎動物中擁有最複雜神經系統的動物，科學家發現軟絲可以用神經系統

來控制體表色素細胞，發現軟絲在共游、戒護、競爭、平行交配與翻轉交配時，會出

現特定、快速的體色組合，像是軟絲的頭、觸腕、鰭、身體的顏色變深或淺、出現斑點

或條紋等圖案，國內研究團隊將之分析歸類為 27個單元，當牠們快速地變換組合這些

單元，就像人類的語言一樣，可以組出不同的句子，本活動透過不同單元的拼湊，讓

參與者解析軟絲的視覺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