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教育推廣活動-活動簡案 

學校: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小 

單元名稱 
說起淨灘行動，唱出棲地復甦 

實施日期/時間 
113.4.18 

08:00-08:40 

學習目標 

目前台灣還未修訂《海洋保育法》，因此綠色和平自 2021年，展開專案推動政

府制定《海洋保育法》、擴大設立海洋保護區，為臺灣的海洋爭取強而有力的保護屏

障。其他相關海洋保育相關法規:漁業法、海洋污染防治法等保障魚類捕殺與海洋保

育等事項。此次根據 SDGS永續發展目標之第 14項「保育海洋與海洋資源」之原則

執行，透過說唱藝術幽默風趣的特性，宣導海洋保育之重要性。 

學習內容 

1.預防及大幅減少各類型的海洋污染，尤其來自陸上活動，包括海洋廢棄物和營養

物污染。 

2.永續管理及保護海洋和海岸生態系統，避免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包括加強海洋恢

復力，並採取復原行動，使海洋保持健康、物產豐饒。 

3.有效規範捕撈活動，終結過度漁撈和非法、未通報、未受管制(IUU)和破壞性捕

撈，並實施科學管理計畫，在最短時間內恢復魚群數量，至少到達依物種特性，可

產生最大永續產量的水準。 

4.呼籲生態環境保護活動不侷限性別、種族，為了更好的提供環境永續，需你我進

行監督及實踐，讓海洋生態鏈更永續的發展。 

5.以幽默風趣的說唱藝術，讓學生在歡樂的氛圍下，認識如何愛護海洋環境，來回

饋大自然，使地球的資源能夠永續循環。 

教學活動說明 評量重點 

【節目一】棲地復育給珊瑚礁一片快樂天地 

珊瑚礁是大家所熟知的美麗生態，但除了美麗之外，珊瑚礁的保育

及棲地復甦也很值得民眾關注。此段主題將闡述珊瑚礁的美麗、帶給

還相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以及如何保育珊瑚礁及其他特殊的海洋棲息

地。如:潛水時不觸摸珊瑚礁、減少在珊瑚礁繁殖期間潛水、節約用

水，減少污水排放、減少購買珊瑚礁製成的飾品等等。並呼籲觀眾在

欣賞珊瑚礁的同時也能做到保護珊瑚礁以及其棲地的實際行動。 

從第一段節目的內容，讓所有參與者更知道珊瑚礁的習性及復育其

棲息地的重要性。讓所有愛潛水的人士，可以更加小心及對待珊瑚

礁。 

 

【節目二】淨灘活動，創造你我難忘回憶 

淨灘是一項不分男女老少皆可參與的環保活動，夏天正好是玩水的

好時機，在遊玩結束後一起進行淨灘的活動，對於海洋生態是很大的

益處。因此此段主題將鼓勵民眾多參與淨灘活動，不僅能創造有別單

純「去海邊玩」的回憶，也能學習如何做好垃圾分類，讓學生們在校

園丟垃圾時，可以更清楚了解，垃圾的分類方法及效益。而淨灘也未

必是一年四季皆適合，應特別注意避開海鳥、海龜繁殖期，以免本末

倒置地影響了海洋生物的繁衍。 

透過第二段節目，向學生宣達淨灘的好處，並鼓勵所有民眾不分性

 



別年齡進行垃圾隨身攜帶與垃圾集中的行動，為海洋實際付出環保。 

 

【節目三】場域選擇，優質釣客；降低釣客於非合法場域垂釣 

垃圾不落入海洋，釣竿也不要隨便垂釣任何場域。台灣有很多溪

流、漁港、海邊地區，許多釣客總有自己的『秘密口袋名單』，但其中

有非法場域是禁止垂釣的。擅闖漁港禁止垂釣區釣魚，引發亂丟垃

圾、釣線纏繞漁船引擎等環境及漁民財產問題。為顧及釣客的安全

性、方便性與環境的永續性，海保署盤點 118處釣點，使釣客能合法

安全地釣魚。此段節目以傳統相聲「地理圖」改編，為難度相當高的

一段代表作品，講究語言的快而不亂、慢而不斷、高而不喧、低而不

啞⋯，為「貫口活兒」的極致表現!且看演員如何巧妙的把 118個釣點

組成如焊如真的神遊記。 

透過第三段節目的演繹，讓所有群眾認識台灣合法釣點，降低釣客

於非法場域垂釣。 

 

【節目四】從日常生活落實，減少環境垃圾危害海洋 

『減塑，就從生活開始實踐起』，反映民眾在生活上享受娛樂之

時，隨手搭配的飲食包裝就可以注意。先是以生活經驗連結，隨後導

入主題內容，垃圾落入海洋所造成的後果，影響海洋生態:宣導遊客到

海邊遊玩之時，所攜帶的垃圾也帶回家;加上有部分釣客在結束釣魚

後，會在現場留下廢棄魚餌，或是煙蒂等垃圾，這樣的行為都會影響

到海洋的環境與生物的安全。此段用對口相聲來表演，其中穿插雙黃

表演形式，上演人類與海洋的對話，雖用誇張滑稽的方式，但卻是現

實會發生的實際情況，希望民眾能多珍重地球上的資源，成為『海洋

友善』之國民 

透過第四段節目內容，從所有觀眾生活中都會遇到的的小事件啟

發，將經驗放大檢視，讓觀眾把知識帶回家與親戚朋友一起落實及搭

配自備環保杯的使用，倡導減少塑膠垃圾;反映出小細節的改變，會集

結成良好的效益。 

教學活動照片與說明 6張 

 

1.演者以「貫口活兒」呈現 118處合格釣點。 2.演者以「對口相聲」上演人類與海洋的對話。 

 

 

 



3.演者與學生進行海洋教育宣導問答。 

 

 

4.學生學習回饋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