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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2. 水域環境 

2-4  珍惜水域環境 
總節數 2 節，共 80 分鐘 

核

心

素

養 

總綱核

心素養 

C 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自然科

學核心

素養 

自-E-C1 • 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

心與行動力。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

現 

tr-Ⅱ-1 •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

有其原因的，並依據習得的知識，說明自己

的想法。 

學習內

容 

INf-Ⅱ-2 

INf-Ⅱ-5 

INf-Ⅱ-7 

• 不同的環境影響人類食物的種類、來源與飲

食習慣。 

• 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影響。 

• 水與空氣汙染會對生物產生影響。 

議

題 

融

入 

議題/ 

學習主

題 

•  環境教育／永續發展 

•  海洋教育／海洋資源與永續 

•  原住民族教育／原住民族土地與生態智慧 

•  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的能力 

實質內

涵 

•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生態系的衝擊。 

•  海 E16    

認識家鄉的水域或海洋的汙染、過漁等環境問題。 

•  原 E12    

了解原住民族部落山川傳統名稱與土地利用的生態智慧。 

•  多 E6   

瞭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社會學習領域 

Ab-Ⅱ-2 自然環境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也會改變自

然環境。 

教材來源 課本、習作 

教學設備／資

源 

電子教科書、教學影片 

學習目標 

1.認識常見的水域環境影響人類生活方式，包含水域娛樂活動、漁獲、船港貿易

與鹽業等。 

2.理解人類的經濟活動亦會破壞水域環境，我們可以透過積極恢復、使用永續經



營的方式來永續利用水域環境與其資源。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第一、二節課】活動一：珍惜水域環境 

一、準備活動 

1.教師請學生發表，水域環境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

係。 

二、探究活動 

1.教師說明：人類的一些水域活動依賴當地的水域環

境，包含溯溪、船艇、浮潛、划船。 

2.師也說明人類的一些經濟活動，也依賴當地的水域

環境。例如：作為食用的魚蝦蟹貝，在河川、海岸也

會有不同的種類。晒鹽、捕魚等行業與水域環境有關。 

3.師可以請學生發表經驗，或者以影片、相關的文學

作品進行閱讀。 

4.師也說明人類一些活動也會進一步影響水資源，包

含了濫墾濫伐造成的土石流、工廠排放廢水、過度使

用肥料而造成的藻華、海洋垃圾議題。 

5.學生閱讀課本、並到圖書館或電腦教室，查詢新聞

報紙，或者新聞報導，來了解近期較新、熱門的水域

環境議題。 

6.學生分享他們關注的水域環境議題，並且分享自己

的看法與想法。 

7.師也補充自己的看法，與介紹水域環境中如果人類

要永續利用所必須注意的事項與可行措施。 

8.學生分享針對這些水域環境議題，自己或者要求政

府有什麼作為可以補救或者減緩？自己應該如何進行

倡議與自我實踐？ 

三、統整活動 

1.師總結：水域環境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提供我

們食物來源、娛樂等功能，如果我們破壞水域環境將

使得自己或後代無法再利用。所以我們可以阻止一些

破壞環境的行為，並且積極的復原水域環境，才有辦

法永續利用。 

課本 

習作 

口頭發表 

小組互動 

表現 

觀察紀錄 

習作評量 

教學注意事項 

•若授課時數足夠，可在安排維護水域環境的戶外活動，例如：淨灘、清潔生態

池 ( 抓福壽螺 ) 的行動，讓課堂上介紹的種種保護水域環境的提倡議題，提

升為品德實踐。 



評量向度 

科學認知 

 自然界的物體、生物、環境間常會相互影響。 

 不同的環境影響人類食物的種類、來源與飲食習慣。 

 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影響。 

 水與空氣汙染會對生物產生影響。 

探究能力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其原因

的，並依據習得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法。 

 能了解一個因素改變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而預測活動

的大致結果。在教師或教科書的指導或說明下，能了

解探究的計畫。 

科學的態度與本質 
 保持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 透過不斷的探尋和提問，

常會有新發現。 

附錄/ 附件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