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 

世界海洋日—永續海洋系列課程成果分享 

此系列課程由三個系列課程做彙整(114年 2月至 6月期間)— 

高一特色課程雙語實驗班海洋遊憩暨生態實地探索之學科部分(李智翰老師授課)、 

高三多元選修雙語國際永續環境科學(李智翰老師授課)、 

ESG及氣候拼圖外師講座(ESG永續規劃師外籍講師 Agnes主講、李智翰老師協助翻譯與引導) 

 

高一海洋課程的部分，一開始讓學生觀看海洋陰謀影片來進行破題，來引發學生對議題的關切並正視海洋危

機，接著老師進行引導與回饋，對影片的內容提出論點反思與評論。並運用影片提及的外語專有名詞來進行

相關教學及學生報告，然後讓學生寫學習單及心得。 

 



 

 

 

 

 

 

 

 

 

 

 



接著帶領學生遊玩麻省理工學院研發的 Fishbank模擬器，從中理解公地悲劇(TOC)對海洋資源的衝擊，以及

非零和賽局合作對漁業的重要性。 

 



 



 



 

 

 

 

 

 

 

 

 



接著讓學生將這些海洋議題做成心智圖，連結彼此的因果關係。然後上台發表為何這樣連結這些議題，並比

較與探討不同組別是基於什麼樣的想法來連結這些因果關係，老師則適時給予回饋。 

 

 



 

然後讓學生分組針對這些議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並上台報告，老師給予回饋。 

 



 

 

 



 

 

之後進入到魚類辨識及海洋生態的課程，教學生如何辨識魚種，並讓學生分組將台灣魚類資料庫新版網站的

魚類學知識養成的頁面，用 Jigsaw教學法讓負責不同魚知識網頁內容的同學們對各組進行初步的知識分享，

接著進行簡報製作，搭配圖片將網站內容翻譯成雙語版本製作成簡報，再分組向全班發表，讓同學們瞭解魚

類的習性與生態。 

 



 

了解魚類知識之後，進行魚類辨識的課程，用學習單搭配 QRcode讓學生觀看台灣魚類的影片及辨識方法，並

讓學生分組共編學習單的內容，然後老師進行回饋及解答。



 



 



 

接著分享一些海洋危險生物及有毒生物，接軌到海洋風險評估的單元，讓學生從 Padlet上分享出遊前、出遊

期間以及出遊後可能會遭遇的風險以及須注意的事項，這是用時序的方式來進行海洋遊憩的風險模擬；接著

用分類的方式來進行歸納，將海洋風險歸納在自身技能、自身健康狀態、裝備狀態、海洋周遭環境因子的四

大分類當中，並製作成檢核表供學生自我檢核狀態，以進行風險評估。 



 



 

接著上潛水運動生理學、物理學及海洋風險的因應技巧課程，讓學生分組討論學習單的內容進行線上共編，

再透過發表與分享，最後繳交學習單。在過程中也搭配真實的潛水影片及案例分享來說明海洋風險、生理變

化、物理原理來進行探討。 











 



 

 

六月第一周為世界海洋周，先用影片來觀看 2023、2024年的臺灣海洋國際青年論壇的一些活動花絮，讓學生

觀看台灣的高中、大學、碩博生及世界專家如何提出各種海洋議題的因應方案；再分享給學生永續能源展覽

及永續都市展覽的相關影音資料，藉此提供給學生素材來進行期末報告。 

最後是針對海洋議題做總複習，除了簡介各種海洋議題以外，主要聚焦在能源議題的探討上，探究不同能源

的兩難性及代價，以及分享最創新的能源技術及未來趨勢。綜合以上的教學內容，學生的視野會有所拓展，

因此具備足夠知識針對期末報告提出加深版的海洋解決方案，需提及待改善的議題、施作的地點、扮演的角

色(可扮演多種角色)、解決方法、預期成效；並針對素材資源當中，用簡述的方式彙整出 30個例子，來做為

加廣的總結評量。 



 
有關 ESG及氣候拼圖系列課程(114年 4-5月期間，總共 8小時)，受眾為高三學生及高一的 IBDP學生，高三

生是選修雙語國際永續環境科學的學生，高一的 IBDP學生則是將於高二進行 CAS創意行動服務課程，此課程

將有助於 IB學生未來的 CAS成果報告。課程一開始先進行 ESG相關教學，由外籍 ESG規劃師 Agnes來進行四

小時的授課，李智翰老師來進行翻譯及引導，學生除了了解 ESG的基礎以外，也從分析不同企業的永續報告

書的 KPI中，來了解企業如何評估永續轉型的成效。 

 
接著進行四小時的氣候拼圖工作坊，讓學生建構出人類活動與溫室氣體對氣候、海洋、陸地、生態等的影響



與因果關係，讓學生了解議題的急迫性，並且探究可行的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