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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旨在開發「鹽自海洋」教學模組，並瞭解該教學模組的實施成效，採行動研究的方式

進行，針對宜蘭縣海洋國中（化名）二年級 132位學生，進行為期十二週的模組教學實驗。在實

驗模組教學的過程中，研究者透過學習單、學生訪談、教師教學省思札記、對海洋科學的態度量

表、對自然科學的態度量表等研究工具，評量實驗模組的實施成效。研究結果顯示：（1）以「鹽

自海洋」教學模組實施教學，確實能提升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2）以「鹽自海洋」教學模組

實施教學，能提升學生對海洋科學的喜愛程度，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增進學生的學習意願，並

能建立學生對海洋科學的學習信心；（3）以「鹽自海洋」教學模組實施海洋教育，能夠讓學生「對

自然科學的態度」呈正向成長。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 
 

科學態度、海洋教育、教學模組 



 1 

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浩瀚星河中，地球是最美麗的一顆星，藍色的海洋為地球包覆著一層輕柔的水體，各形各色

的生物以及豐盛的物資蘊藏其中。然而，大量汙染經由河川傾洩進入大海，加上捕撈技術的發達，

造成海洋生物生存環境的巨大浩劫。值此關鍵時刻，唯有教育下一代關心與愛護海洋，維持海

洋生態的平衡，海洋資源才能永續經營與利用。 

 

一一一一、、、、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類濫用天然資源、過度的開發，造成全球暖化以及氣候變遷的問題逐漸嚴重，於是我們轉

向生命發源之處—海洋，尋求資源開發與生命永續的新版圖。然而，根據Richmond（1993）、 Grigg

（1994）和Hinrichsen（1997）的研究，全球水產資源已逐漸枯竭，提升保育的觀念讓海洋資源

永續發展，已成為當下重要的課題。因此，教育部（2007）發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海洋

教育成為國民中小學第七大重要議題，並於2011年實施海洋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的教學。 

 

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所委託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百分之九十的教師，於百分之九十的教學時

間是在引用教科書（許雅婷，2008），由此可知教材的重要性。目前國中各學科的課程內容上，

幾乎看不到海洋教育的內容，當然就難收其學習成效。馳名國際黑猩猩行為研究先驅珍．古德的

論述：「唯有接觸才得以認識，唯有認識才能有所關懷。」啟發我們海洋教育的實施，應該也是

由接觸海洋、認識魚蝦存活的環境開始，了解海洋中有哪些資源、海水有哪些特性，繼而建立愛

護海洋的概念、關懷海洋的濃郁情愫。因此，本研究即由編製探索學習的教材開始，對學生實施

海洋教育教學實驗，據以分析學習的成效。 

 

二二二二、、、、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與問題與問題與問題與問題 
 

    海洋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的教學必須有教材。教學前，教師以此教材作為準備與參考的依

據；教學後，檢測學生的學習成效，這是教師專業所必須擁有的能力與職責，更是提升教師學科

教學知能的指標。因此，本研究開發「鹽自海洋」教學模組，裨便國中教師實施海洋教育，並於

教學實施前後，瞭解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成長情形，以及瞭解學生「對自然科學的態度」

改變情形作為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本研究欲瞭解的研究問題是：如何開發教師實施海洋教育參考之「鹽自海洋」教

學模組？模組教學前後，學生對海洋科學的學習態度改變情形為何？學生對自然科學的學習態度

改變情形為何？ 

 

貳貳貳貳、、、、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一一一、、、、海洋教育海洋教育海洋教育海洋教育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海洋教育」一詞通常使用 marine education、ocean education等（吳靖國，2009），葉玿伶

（2001）將「海洋教育」詮釋為「海洋環境教育」及「海洋意識教育」的結合。雖然海洋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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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範疇非常廣泛，但其分類大致上區分為自然環境和人文利用兩部分，透過自然和人文的互

動，來發展自身的認知、情意和行動。海洋教育不但與培育海洋專業人才有關，而且一直都跟中

小學教育（Fortner、Wildman，1980）發生很密切的關聯。故研究者認為海洋教育是：「引領學

生親近海洋、探索海洋，進而關懷海洋的行動，由人文、科學、生態的認知發展，進而解決海洋

環境資源問題的教育歷程。」 

 

昔日教育政策重陸輕海，導致海洋教育研究資源不足，國民教育漠視對海洋環境及海岸之保

護。所幸，1998國際海洋年開啟了海洋教育的曙光，國際上對海洋教育的重視，也引領國內學者

重視與關心海洋教育。雖然國內逐漸重視海洋教育的發展，然而在國民中小學教學上還是被動

的，且無規劃的推行海洋概念及海洋教育。范雪凌（2000）調查了教科書中之海洋環境概念所佔

比例極少，中小學教科書在海洋環境概念上，都缺乏完整的體系及架構，直到課綱的制定，對於

即將實施的海洋教育確定了方向。 

 

「國民小學海洋教育能力指標」彙整修改完成，海洋教育確定了親海、知海、愛海的情境目

標，並架構出海洋教育清晰的輪廓（許明欽、李坤崇、羅綸新，2008）。期望以實際體驗，提升

對海洋的認知與技能，讓環境教育、海洋教育與戶外教學，建立學生關愛海洋與生態保育的素養。 

 

二二二二、、、、教學模組教學模組教學模組教學模組 
     

    根據 Russell(1974)的論述，所謂的「教學模組」(teaching modules)原係指一個以單一概念為

主題單元的教學計畫，這種教學計畫內含多個與該主題相關且可獨立存在的子題。教師在實際教

學時，並不一定要照單全收，而可由其中擷取一部分、或改裝部份的教材內容、甚至變換執行的

方式等作法，彈性實施模組教學。這即是說，「教學模組」是一個建議性的，可自行組裝、增添、

刪減、修改的課程設計。 
 

教學模組的設計是在幫助教師，應順應自己的需要去設計教學模組（盧秀琴，2004）。設計

完畢應透過教學、課室觀察，以教學活動日誌、教學觀察意見、同儕評鑑來評鑑教師的教學過程；

以學習活動單、多元評量和歷程檔案來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和學習興趣（陳文典，2001）。教學

模組的發展宜以學生為主體，將教學內容與日常生活經驗結合，提供學生動手操作的教學設計（陳

均伊、張惠博與張文華，2003）。 

 

教學模組具有明確的目標、多樣性的教學方法，並運用教學資源以完成教學的活動（賴慶三、

楊繼正，2001）；課程設計上，每個活動皆獨立且與主題相關（姚如芬，2001）。教師為了達成

良好之教學成效，依實際需求設計相關的教學單元。本研究認為教師依據一個共同主題設計成多

元學習的課程進行教學與評量，這就是「教學模組」。 

 

三三三三、、、、對海洋對海洋對海洋對海洋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態度 

教育的成果，除了認知方面的科學成就之外，另一個應受到重視的教學成果屬於情意方面，

那就是學生對科學的態度。科學態度概分成兩大類，一類為「科學的態度」，包括客觀正確、百

折不撓等傾向；另一類則為「對科學的態度」，包含對科學的學習興趣、意願等傾向。前者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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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探究精神（陳英豪、葉懋 、李坤崇、李明淑、邱美華，1990），而後者則偏向於對科學

的情意探討（Simpson，1978）。本研究採用後者的界定方式，故此，所謂的對海洋科學態度，

就本研究言，是指學生在自編的「對海洋科學的態度量表」中，有關「學習興趣」、「學習意願」、

「學習信心」、「學習成效」等四個層面的反應情形。 

 

叁叁叁叁、、、、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一一一、、、、研究架構與流程研究架構與流程研究架構與流程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方式進行，全程概分成「教學模組開發」與「教學

模組實施」二個階段，如圖3-1所示。 

 

 

實施模組教學 

蒐集＆分析 
教學回饋資料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模組模組模組模組    

推廣推廣推廣推廣模組模組模組模組    

教學反思 

分析相關概念 

蒐集＆轉化 
模組素材 

開發開發開發開發模組模組模組模組    設計教學活動 

擬定模組主題 

專家

諮詢 

修
改 

教
學
模
組
實
施
階
段 

教
學
模
組
開
發
階
段 

No 

Yes 

專家

審查 

修
改 

No 

Yes 

 
          圖 3-1 

          研究架構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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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教學模組開發階段教學模組開發階段教學模組開發階段教學模組開發階段 

 

          本研究第一階段為教學模組開發階段，研究者透過擬定模組主題、分析相關概念、蒐

集與轉化模組素材、以及設計教學活動等步驟，從中建構出教學模組的雛型──亦即

「原型模組」，其後再諮詢專家學者的意見，進而將原型模組修改成「實驗模組」。 

 

    （（（（二二二二））））教學模組實施階段教學模組實施階段教學模組實施階段教學模組實施階段 

 

          本研究第二階段是教學模組實施階段，總共進行二次模組的教學實驗。研究者首先檢

驗「實驗模組」（Ⅰ、Ⅱ代）的實施成效，並從中評估模組的適切性；其次，再利用

此次教學實驗蒐集到的資料“反思修正”實驗模組；最後，再透過專家學者的審查，而

成為可以正式應用的教學模組──亦即「推廣模組」。 

 

二二二二、、、、原型模原型模原型模原型模組的編製組的編製組的編製組的編製 
 

本研究在原型模組編製階段，總計歷經擬定模組主題、分析相關概念、蒐集模組素材、轉化

模組素材、以及設計教學活動等五個主要步驟。 

 

    （（（（一一一一））））擬定模組主題擬定模組主題擬定模組主題擬定模組主題 

 

參考中小學海洋教育課程綱要、國中自然學習領域能力指標，最後將教學模組主題定

為「鹽自海洋」。其中「鹽」字與「源」字諧音，藉此強調凡是出現在本研究中的「鹽」

字，一概是指從海洋（或更確切地說是從海水）中所提煉而出的「海鹽」而言。 

 

    （（（（二二二二））））分析相關概念分析相關概念分析相關概念分析相關概念 

 

教學模組主題確定後，隨即利用「心智地圖」（mind map）構思模組的各子題單元。

由主題「鹽自海洋」延伸出海洋鹽由、珍奇海鹽、海鹽現象三個分枝；接著再由這三

個分枝分別延伸出鹽來如此、食鹽溶解、美麗鹽花、生活食鹽、鹽析作用、海鹽來電、

鹽海浮沉、死海鹽由、海洋資源等九個子題單元，如圖3-2所示。 
 1鹽來如此 

A海洋鹽由 

2食鹽溶解 3美麗鹽花 

C海鹽現象 B珍奇海鹽 

7鹽海浮沉 

8死海鹽由 

6海鹽來電 

5鹽析作用 

4生活食鹽
鹽自海洋 

9海洋資源 
 

圖 3-2 

「鹽自海洋」教學模組單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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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蒐集模組素材蒐集模組素材蒐集模組素材蒐集模組素材 

 

本研究在各子題單元確定之後，隨即著手蒐集模組素材。而為了慎重起見，特別邀請

三位國中自然領域的輔導員，一起討論資料蒐集的形式及方向，從書籍、報紙、期刊、

檔案、影帶、網路等管道，廣泛地蒐集模組素材，包括文字、圖片與影音資料。 

 
    （（（（四四四四））））轉化模組素材轉化模組素材轉化模組素材轉化模組素材 

  

本研究首先將蒐集到的模組素材加以整理及歸類，然後再配合教學模組的設計原則 

（指多元、適性的原則），進而將整理及歸類過的模組素材轉化成適合國中生學習的

子題單元。每個子題單元除了有 PPT 教學檔案與相關的圖片及影片外，另外還包括

實地踏查與動手做實驗等活動。 

 
    （（（（五五五五））））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 

 

      本研究主要係以Karplus（1967）與Lawson（1989）等人倡導的三階段「學習環」（learning 

cycle）教學模式設計教學活動。彼等認為理想的教學活動，宜遵循「探索→術語引

介→概念應用」（exploration－term introduction－concept application）三個階段進行，

如圖3-3所示。 

 

 

 

 

 

探索探索探索探索 

術語術語術語術語 

引介引介引介引介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圖 3-3 

 三階段學習環教學活動設計理念 

 

          1.探索階段：這階段主要係以學生的探索活動為主，教師只負責安排一個適合探索的

情境，並在適當時機做必要的引導。 

          2.術語引介階段：站在前一階段探索的經驗意涵上，教師將學科的專門用語或概念引

介給學生。 

          3.概念應用階段：學生利用前二階段的學習，試著將新學到的概念予以應用。 

 

至於，三階段「學習環」教學模式與「鹽自海洋」教學模組各子題單元的融合情形，

則如附錄（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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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實驗模組的教學實驗設計實驗模組的教學實驗設計實驗模組的教學實驗設計實驗模組的教學實驗設計 
 

原型模組編製完成之後，隨即邀請三位國中自然領域輔導員與二位海洋教育的學者進行專

家審查，其後再參酌這五位專家學者的建議修改原型模組，而成為可以付諸教學實驗的實驗模組。 

 

在實驗模組的教學實驗階段，本研究總共進行二次實驗模組（Ⅰ、Ⅱ代）的教學實驗，藉

之“評鑑”與“精緻化”實驗模組。教學實施上，第一代實驗模組的教學實驗共有65位學生（國二A、

B二班）參加，研究者從中評估第一代實驗模組的適切性與教學實驗的實施成效，並以此教學實

驗的回饋資料修改第一代的實驗模組，使之進化為第二代的實驗模組；第二代實驗模組的教學實

驗共有67位學生（國二C、D二班）參加，研究者照樣從中評估第二代實驗模組的適切性與教學

實驗的實施成效，並以第二次教學實驗的回饋資料修改第二代的實驗模組。 

 

本研究前後共歷經二次教學實驗以及二次實驗模組的修改，最後再通過二位學者的審查，而

成為可以提供國中教師實施海洋教育的參考模組，即「推廣模組」。 

 

四四四四、、、、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屬教師之行動研究，兼採「質」與「量」的工具蒐集資料。玆將各研究工具的屬性

及內容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專家意見檢核表專家意見檢核表專家意見檢核表專家意見檢核表 

 

本研究為了“開發”與“精緻化”「鹽自海洋」教學模組，特別設計「專家意見檢核表」，

方便專家學者審查本研究所編製的原型模組與實驗模組。 

 

    （（（（二二二二））））學生訪談學生訪談學生訪談學生訪談 

 

在本研究中有兩種不同類型的訪談：一是非結構性訪談，通常是在自然的情況下進

行，訪談期間不做紀錄也不做錄音錄影，而只在訪談結束之後，憑藉研究者的記憶儘

速紀錄訪談內容，以求貼近訪談對象的想法；二是半結構性訪談，研究者事先準備訪

談大綱及錄音筆，對學生作深入課程主題的訪談以及教學問題的詢答。 

 

    （（（（三三三三））））教學省思札記教學省思札記教學省思札記教學省思札記 

 

教學實驗教師（由研究者其中之一擔任）依據上課之觀察，以筆記本或部落格方式，

詳細記錄學生反應、學生問題、教學心得與感想等等。透過教學省思札記，不僅可以

提供教學實驗教師下次實施教學之參考，另外還可以作為本次行動研究三角檢證的依

據。 

 

    （（（（四四四四））））對海洋科學的態度量表對海洋科學的態度量表對海洋科學的態度量表對海洋科學的態度量表 

 

本研究為了檢視學生在「鹽自海洋」教學模組實施前後，其對海洋科學的態度是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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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改變，曾參考黃怡嘉（2004）、林世娟與何小曼（2002）、李玉鳳（2001）等人的態

度量表，而自行編製「對海洋科學的態度」量表，分別從「喜愛程度」、「學習興趣」、

「學習意願」、「學習信心」等四個向度，綜合評量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 

 

本研究「對海洋科學的態度」正式量表的Cronbach’s α 值為.937，對海洋科學的喜愛

程度分量表α值為.897，學習興趣分量表α值為.886，學習意願分量表α值為.892，而學

習信心分量表的α值則為.901。 

 

    （（（（五五五五））））對自然科學的態度量表對自然科學的態度量表對自然科學的態度量表對自然科學的態度量表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對自然科學的態度量表」，係蘇懿生（1994）從「Attitude toward 

Science in School Assessment」一文中的量表翻譯而來，全量表共十四題。蘇懿生曾

用該份中文翻譯量表檢測1271位高中學生，結果Cronbach α為.96，而其內部相關性係

數則為0.61-0.83。 

 

五五五五、、、、資料整理與分析資料整理與分析資料整理與分析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針對研究者在二次教學實驗之前、之中、之後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以下面的整理與

分析： 

 

    （（（（一一一一））））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 

 

本研究資料蒐集是研究者在教學前、過程中、教學後所蒐集、整理並加以分析，以提

供教學反思與修正之用，期望能透過二次教學實驗，完備此一教學模組。本研究蒐集

資料之方法以訪談、錄音、錄影、觀察與文件蒐集等為主，而所蒐集的資料共可分為：

專家意見檢核表、訪談記錄、教學觀察紀錄、學習單、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問卷、

學生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問卷及省思手札等七個種類。 

 
    （（（（二二二二））））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本研究在學生學習單、訪談記錄等所獲得的資料，在資料處理與分析上，為更接近事

實，研究者會先閱讀訪談資料、教學觀察記錄與其他相關重要的文件資料，將主要事

件中的資料進行日期分類與編碼，整理成重要的敘述句，以進行研究資料的分析與詮

釋。 

 

      此外，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問卷資料，以統計軟體spss 程式進行資料處理。教學

前後實施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問卷，然後比較學生前後

測的差異情形，藉以作為模組修改的依據。第二次實驗教學，並輔以教學省思、學生

學習單以及協同教師的意見，且以學生訪談作為學生學習感受依據作三角檢視，藉以

探究學生學習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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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一一一、、、、教學模組的開發歷程教學模組的開發歷程教學模組的開發歷程教學模組的開發歷程 

 
本節說明「鹽自海洋」教學模組的開發，經「原型模組」、「實驗模組」以及「正式模組」並

持續修正與精緻化的三個歷程與實施成效，提供日後研究者開發相關模組之參考。 

 

（一）原型模組開發原型模組開發原型模組開發原型模組開發 

 

1.概念發展概念發展概念發展概念發展 

海洋教育的內涵與自然學習領域概念的整合，其中以「海洋休閒」、「海洋科學」、「海

洋資源」較為相關。爲配合國中自然學習領域八年級下學期課程的章節內容，希望

從中擬訂出適切的課程主題，因此研究者蒐集相關資料與文獻後，召開第一次專家

學者諮詢會議，藉由團隊討論，擬定教學計畫。其中輔導員 Cb在第一次專家學者

諮詢會議中，首先提出以「海洋」、「海水」「食鹽」為教學主軸。輔導員 Ca 也認

為食鹽為模組核心，適合將海洋元素融入自然領域之中，但建議以外加課程實施教

學以免壓縮學習自然的時間，最後諮詢會議決定以「海鹽」為課程單元主軸。 

          2.課程結課程結課程結課程結構構構構 

研究者在主題軸心確定後，請專家學者做腦力激盪，將「海鹽」涉及的內容以心智

圖展現出來。學者Bf建議以海洋中含豐富的食鹽為前提，配合食鹽物理化學的性質

探討，延伸至食鹽的用途作為架構。而學者Bd則進一步建議以食鹽的來源、食鹽

的性質、食鹽的用途作為親海、知海、愛海的對應章節。經由研究者彙整專家學者

討論的意見與修正，「湛藍海洋」教學模組課程架構，最後研究者歸納出「鹽來如

此」、「珍奇海鹽」、「海鹽現象」等三大項目，以探索、實驗等活潑的課程設計，編

製出以學生為學習重心的內容。 

          3.教案教案教案教案 

因為課程教學的需要，必須於課程實施之前編製教案，其中包含有單元名稱、教學

目標、教學活動內容、教學時間等等，然而教師因教學情境的不同，應該依教學現

場做適當的調整。專家學者 Bd 、Bc與輔導員 Cb等一致認為教案應以探索、實驗

等活潑的課程設計，提供關鍵問題與教師引導作為教材開發的方針。 

          4.課程地圖課程地圖課程地圖課程地圖 

研究者經過資料的收集以及斟酌專家學者的意見，建構出「鹽自海洋」教學模組的

課程地圖。課程地圖內容有：主題名稱、情境目標、課程理念、設計流程、單元架

構、實施時間、章節名稱、單元名稱、關鍵問題、問題引導、實施成效等，並於第

二次專家學者諮詢會議時逐項討論並修改缺失。 

          5.「「「「鹽自海洋鹽自海洋鹽自海洋鹽自海洋」」」」原型模組原型模組原型模組原型模組 

綜合以上論述與討論、再經兩次專家學者諮詢建議的修訂，完成了「鹽自海洋」原

型模組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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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實驗模組開發實驗模組開發實驗模組開發實驗模組開發 

 

      經過資料的整理以及斟酌專家學者意見，建構出「鹽自海洋」原型模組。於教案編輯

完成後，再召開專家學者第三次諮詢會議，經討論與建議後修改成「鹽自海洋」實驗

模組，俾利第一次實驗教學的進行。另外為了解模組教學的實施成效，進而對實驗模

組的精緻化提供數據參考，因此學生於實驗教學前後，皆實施「對海洋科學的態度」

及「對自然科學的態度」量表之測試，依據其差異情形，檢視其實施成效。 

1.專家學者審查意見專家學者審查意見專家學者審查意見專家學者審查意見 

原型模組開發完成後，敦請國中自然領域輔導員、海洋教育學者計 10人，針對課

程地圖做專家學者意見調查與修改將原型模組修改成為實驗模組。 

2.教案編製教案編製教案編製教案編製 

「鹽自海洋」教學模組課程地圖編製完成後，研究者立即著手編製教案以及器材的

準備，俾便教學實驗的實施。 

3.教學實驗教學實驗教學實驗教學實驗專家意見專家意見專家意見專家意見 

(1)教學成效教學成效教學成效教學成效 

經過九個單元的教學實驗，在量化的成效探討：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對

自然科學」的態度都有顯著性的改變。在質性的成效探討：研究者與協同教師於

課程開發的專業素養大幅提升，團隊學習增長了研究者的專業成長；學生在教學

實驗前後，對海洋科學的喜愛程度明顯提高，且對自然的正向態度也同樣顯著提

升。（詳見本章第二節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之成效分析、第三節學生「對自

然科學的態度」之成效分析） 

(2)課程討論課程討論課程討論課程討論 

採用輔導員 Cb、Cb與學者 Ba等人對於安全的考量，將騎單車的探索課程改成海

洋體驗活動。在第二次教學實驗時，實施外加課程，例如帶領學生前往龜山島賞

鯨、蘭陽博物館的參訪，回程將取回的海水，作為正式模組實驗教學第一課的素

材。依據指導教授提議，為了研究的一致性，課程依然為九個單元，內容修正調

整後，進行第二次教學實驗。 

(3)教學內容教學內容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輔導員 Cc認為海洋生態保育是課程的最大目標，專業知識與課程引導相當重要。

學者 Bc 建議一般教師若無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可以利用生態影片或是模擬生態

情境的網站，獲取所需的資料。 

 (4)教學評鑑教學評鑑教學評鑑教學評鑑 

「鹽自海洋」教學模組建構完成，經過第一次實驗教學，得到「對海洋科學的態度」、

「對自然科學的態度」量化的肯定，輔導員 Ca認為教師專業的精進，除了課程的

設計、課程的修正還需做課程的評鑑。修改部分單元的內容與實施方式，在第二次

教學實驗前，經專家學者 Ba的建議，除了「量化」的檢測，不妨增加「質性」的

回饋，更能為「推廣模組」實施時做更深入的探討。專家教授 Ab提醒教師成長除

了省思手札的自評部分，可以將這一年來海洋教育推廣的績效作為他評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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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推廣推廣推廣推廣模組模組模組模組 

 

     專家建議在教材學習單元融入探索課程的教學策略，加入學習環的教學策略，將能增  

加學生學習的興趣。「鹽自海洋」推廣模組教案如表 4-1。 

 

表 4-1 

「鹽自海洋」推廣模組教案 

教案範例                   單元一：鹽來如此 

一、涉及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海洋科學、綜合活動 

二、活動目標 1.藉由親海的探索活動，引發學習動機 

2.瞭解海水中蘊含豐富的資源~鹽 

三、活動準備 腳踏車、手電筒、保特瓶、蒸發皿、酒精燈、三腳架、顯微鏡 

四、關鍵問題 
1海洋有哪些資源？  

2鹽的種類有哪些？ 

五、問題引導 
1海水為何鹹鹹的？海水中有哪些物質？ 

2食鹽由何而來？ 

六、活動步驟 1.全班校門口集合，騎腳踏車前往海邊觀賞日出。 

（例如帶領學生前往龜山島賞鯨、蘭陽博物館的參訪） 

★教師引導：請注意行車安全！ 

2.以寶特瓶裝滿海水一瓶，帶回實驗室。 

★教師引導：海水為何都鹹鹹的？ 

3.觀察寶特瓶中含有哪些物質？ 

★教師引導：不使用放大鏡或顯微鏡 

4.以放大鏡或顯微鏡觀察寶特瓶中含有哪些物質？ 

★教師引導：海水中含有哪些資源？ 

5.將海水置入蒸發皿中，加熱蒸發，可以得到什麼物質？ 

★教師引導：鹽的種類有哪些？ 

七、延伸學習 1請上網調查鹽的種類有哪些？ 

2食鹽的化學成分為何？ 

3請看家裡的健康美味鹽，氯化鈉鹽的比率是多少？ 

八、資料來源 自編 

九、成效評量 學習單、省思札記、協同教師觀察紀錄、對自然科學的態度量表、

對海洋科學的態度量表、學習感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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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在模組的設計流程中，本研究與劉志榮（2002）的編製步驟較為相似。然而歷經原型 

、實驗型、推廣型模組的編製歷程則與張東瑋（2007）較為相似。不論哪一種模組的

編製方式，以一個主題延伸出許多小主題的教學模組，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配合探索

課程的實施，將能讓學生的心智得到啟發，也較能完整架構學生的科學概念。 

 

再由「鹽自海洋」教學模組的開發歷程得知，將海洋科學融入國中自然領域編製教材

，對學生進行教學的可行性很高，此結果與小蘇打模組（范俊彬，2006）論述相同。

然而由於升學壓力造成實施時間的壓縮，建議選擇其中幾個小單元實施。 

 

二二二二、、、、「「「「對海洋科學的態度對海洋科學的態度對海洋科學的態度對海洋科學的態度」」」」成效分析成效分析成效分析成效分析 
 

（（（（一一一一））））實驗模組實驗模組實驗模組實驗模組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教學實驗教學實驗教學實驗教學實驗 

 

以「鹽自海洋」實驗模組對學生進行第一次教學實驗，在教學前、後分別對學生以「對  

海洋科學的態度」量表施測，以相依樣本 t考驗來瞭解教學前、後學生「對海洋科學

的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分析結果如表 4-2示。 

 

          表 4-2驗模組「對海洋科學的態度」之差異分析 

前  測（N＝60） 後  測（N＝60）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興趣 27.63 3.61 31.27 4.20 -5.133*** .000 

意願 24.47 4.46 25.77 3.84 -1.717 .091 

信心 26.90 3.63 28.42 4.41 -2.142* .036 

成就 24.82 2.90 24.77 3.16 .102 .919 

態度總分 103.82 11.98 110.22 13.89 -2.874** .006 

    * p<.05   ** p<.01   *** p<.001 

 

從表 4-2資料得知，學生在「對海洋科學的態度」量表前測平均得分為 103.82，標準

差為 11.98；後測平均得分為 110.22，標準差為 13.89，經以相依樣本 t考驗進行分析

兩者達到顯著差異（p<.01）。學生在接受「鹽自海洋」實驗模組課程教學後，「對海

洋科學的態度」有正向改變。 

 

（（（（二二二二））））「「「「實驗模組實驗模組實驗模組實驗模組」」」」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教學實驗教學實驗教學實驗教學實驗 

 

      敦請專家依據第一次教學成效修正「鹽自海洋」實驗模組，再對學生進行第二次教學

實驗，在教學前、後分別對學生以「對海洋科學的態度」量表施測，以相依樣本 t考

驗來瞭解教學前、後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4-3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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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3式模組「對海洋科學的態度」之差異分析         

前  測（N＝60） 後  測（N＝60）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興趣 29.25 4.15 31.83 5.26 -2.936** .005 

意願 24.83 4.38 27.27 4.84 -2.965** .004 

信心 26.82 4.04 29.15 5.25 -2.989** .004 

成就 25.00 3.27 26.07 3.88 -1.617 .111 

態度總分 105.90 13.53 114.32 16.57 -3.134** .003 

    * p<.05   ** p<.01   *** p<.001 

 

         從表 4-3資料得知，學生在「對海洋科學的態度量表」前測平均得分為 105.90，標準

差為 13.53；後測平均得分為 114.32，標準差為 16.57，經以相依樣本 t考驗進行分析

兩者達到顯著差異（p<.01）。 

 

          「鹽自海洋」實驗模組在第一次的教學實驗過程中，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前、

後測得分增加 6.40，具有正向顯著性（** p <.01）。經過第二次的教學實驗過程中，

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前、後測得分增加 8.42，同樣有正向顯著性（** p <.01）

，且分向「對海洋科學的意願」由原來的不顯著，提升了顯著性。。。。 

 

三三三三、、、、「「「「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對自然科學的態度」」」」成效分析成效分析成效分析成效分析 
 

本節說明學生的學習成效，依序以「鹽自海洋」實驗模組及正式模組對學生實施教學實驗，

再以學生「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問卷前、後測結果做量化分析，了解「鹽自海洋」教學模組實施

之成效。 

 

    （（（（一一一一））））「「「「實驗模組實驗模組實驗模組實驗模組」」」」第一次教學實驗第一次教學實驗第一次教學實驗第一次教學實驗 

 

          以「鹽自海洋」實驗模組對學生進行第一次教學實驗，在教學前、後分別對學生以 「對  

自然科學的態度」量表施測，以相依樣本 t考驗來瞭解教學前、後學生「對自然科學

的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4-4示。 

 

          表 4-4驗模組「對自然科學的態度」之差異分析    

前  測（N＝60） 後  測（N＝60）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37.09 11.17 47.65 10.46 -4.527*** .000 

          * p<.05   ** p<.01   *** p<.001 

 

      從表 4-4 資料得知，學生在「對自然科學的態度」量表前測平均得分為 37.09，標準

差為 11.17；後測平均得分為 47.65，標準差為 10.46，經以相依樣本 t 考驗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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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達到顯著差異（p<.001）。綜合上述結果顯示，學生在接受「鹽自海洋」實驗模

組課程教學後，「對自然科學的態度」有明顯的正向提升。 

 

    （（（（二二二二））））「「「「實驗模組實驗模組實驗模組實驗模組」」」」第二次教學實驗第二次教學實驗第二次教學實驗第二次教學實驗 

 

      敦請專家學者修正「鹽自海洋」實驗模組後，再對學生進行第二次教學實驗，教學前、 

後分別對學生以「對自然科學的態度」量表施測，以相依樣本 t考驗來瞭解教學前、

後學生「對自然科學的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分析結果如表 4-5示。 

 

          表 4-5正式模組「對自然的態度」之差異分析  

前  測（N＝60） 後  測（N＝60）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36.75 9.24 45.97 8.76 -4.642*** .000 

* p<.05   ** p<.01   *** p<.001 

 

 從表 4-5資料得知，學生在「對自然科學的態度」量表前測平均得分為 36.75標準 差

為 9.24；後測平均得分為 45.97，標準差為 8.76，經以相依樣本 t 考驗進行分析兩者

達到顯著差異（p<.001）。上述結果顯示，學生在接受「鹽自海洋」實驗模組第二次

教學實驗後，「對自然科學的態度」有明顯的正向提升。由上述結果可知：「鹽自海洋」

實驗模組在第一次與第二次的教學實驗過程中，學生海洋科學學習態度成長的同時，

自然科學的學習態度一樣提升。 

 

四四四四、、、、海洋教育海洋教育海洋教育海洋教育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習感受學習感受學習感受學習感受 
 

在第二次教學實驗之後，對學生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訪談結果依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

「對自然科學的態度」，以及學生學習「鹽自海洋」教學模組的感受彙整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對海洋科學的學習態度對海洋科學的學習態度對海洋科學的學習態度對海洋科學的學習態度 

 

            1.對海洋科學的對海洋科學的對海洋科學的對海洋科學的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興趣興趣興趣興趣 

   學生都很喜歡這個課程，主要原因是學生喜歡戶外教學、喜歡探索課程、喜歡接 

近大自然。課程實驗後，不論是騎單車取海水，龜山島生態考察、蘭陽博物館的

知性探索，成功的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學生對於海洋科學的課程、海洋資源的認

識、海洋生態保育的態度，都有正向的回饋。 

 

      2.對海洋科學的對海洋科學的對海洋科學的對海洋科學的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意願意願意願意願 

              學生對於獲取海洋相關知識，顯得相當有意願，對於海洋中生物與非生物資源，

都有尋求答案真相的正向態度。例如：製作美麗的食鹽晶體，讓學生知道純物質

的特性。由於到龜山島搭船與參觀蘭陽博物館，家長減少了安全的疑慮，時間的

搭配也較適當，加上沒有壓力的學習，配合學生自動自發的尋求答案，讓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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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意願大幅提升。學生高興的觀賞生態保育影片、製作心得 ppt簡報發表，課程

讓學生專注且有意願學習課程知識。 

 

 3.對海洋科學的對海洋科學的對海洋科學的對海洋科學的學習學習學習學習信心信心信心信心 

   課程設計以探索為課程的開始，在騎單車、看日出、取海水的活動中體驗團體學

習的樂趣；在前進龜山島挑戰搭船炫暈的不適；在實驗室中蒸發海水取得海鹽，

並且製作美麗的結晶等活動中建立學習的信心。學生由活動中探索科學原理，享

受「做中學」的學習樂趣，不只克服暈船的不適、克服對海洋波濤洶湧的恐懼，

在蘭陽博物館中看著蘭陽平原由陸到海的人文轉變，在實驗室將親手取回的海水

蒸發得到美麗的結晶，將豆漿與鹽滷製作出光滑的豆花，都讓學生一次次的建立

起學習的信心。 

 

 4.對海洋科學的對海洋科學的對海洋科學的對海洋科學的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學生對於海洋教育的學習，都很認真積極、也相信能夠將它學好，更重要的是：

學生對於海洋保育的觀念，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並且能完成課程中設計的實

驗。學生經由親海的戶外活動，觀察到鯨豚的美麗，進而想要保育牠們，面對日

益減少的海洋資源，興起保育的態度，這就是海洋教育教學課程的主要學習成效。 

 

    （（（（二二二二））））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對自然科學的態度 

 

          教學不只是室內課程、戶外教學活動將學習由教室延伸至戶外，可以讓學生的視野更 

遼闊，可以讓學生的心胸更遠大。海洋教育藉由親海的學習活動，進入教學真實情境

之中，讓學生的學習意願大幅提升。相較於傳統式自然科學課程講授及食譜式的實驗

教學，學生更喜歡以親海活動作為教學的開始。在實際與大自然接觸後，對於問題的

發現及自主尋求答案的學習方式，更貼切的讓學生培養正確的自然科學學習態度。 

 

   （（（（三三三三））））對海洋教育的對海洋教育的對海洋教育的對海洋教育的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海洋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學生經由親海的探索，從中瞭解海洋的知識，進而培養愛海

的高尚情操。「鹽自海洋」教學模組課程的實施，不只是海洋科學的探索、不只是海

洋休閒的接觸，也不只是海洋資源的了解，最重要的是引導學生對海洋保育態度的提

升。以下歸納本研究實施海洋教育學生學習感受的訪談結果： 

 

            1.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改變了改變了改變了改變了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對海洋對海洋對海洋對海洋的的的的印象印象印象印象  

             海洋課程後，完全改變對海洋的看法，上海洋科學課前，看到海洋只能說對它毫

不了解，只知道它是一片神秘的海域，危險無邊無際無情的海洋。上了海洋科學

課後，反而對海洋相當的有興趣，使我對海洋的價值觀完全改變。海洋不再是非

常危險，讓人不敢靠近的未知海域，它是個孕育出許多生命的聖地，學生們願意

為海洋盡一分力，使它可以繼續孕育出的無限生命、呈現出美麗且豐富的風采。 

         

            2.課程改變了學生生態保育的觀念課程改變了學生生態保育的觀念課程改變了學生生態保育的觀念課程改變了學生生態保育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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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使學生對大自然的觀念改變了，我們沒有權力決定海洋生物的存活，大

自然中每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無論是魚蝦蟹貝等生物都不能缺少，否則便會

影響整個生態系的運作。我們可以不必吃「保育類動物」或稀少如「鯨鯊」等生

物，如此生態浩劫的問題也就可以隨之降低。 

 

            3.課程提升了學生課程提升了學生課程提升了學生課程提升了學生海洋海洋海洋海洋科學的素養科學的素養科學的素養科學的素養 

    學生上了海洋教育課程之後，對自然科學的觀念改變了，了解到許多的海底生物，  

因為人類的捕捉，幾乎快要滅亡了；地球因為人類對生態的破壞，出現了全球暖

化、冰山快速的融化，各地異象發生不斷；本來對自然不太關心，現在卻漸漸對

它有一大堆好奇的地方。在海洋裡面，蘊含了許多資源與生命，海洋可當教育的

資源也可以當保護環境的題材，因此，我們應當好好保護這個奇妙世界。 

 

    海洋的遼闊，給予人們撫慰的力量；海洋的深遂，總帶來我們無比的幻想。我們

生活在四週環海的島嶼上，海洋為我們準備了豐富的資源，這個神秘的國度，若

是我們不再珍惜，資源也終將破壞失衡、海洋生物的生存也必遭滅絕。因此我們

應該珍惜，尋求永續發展的海洋政策，以愛護我們賴以生存的美麗世界~海洋。 

 

五五五五、、、、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綜合本節對學生的訪談，海洋教育的實施成果其一為：「鹽自海洋」教學模組實施後，能提

升學生對海洋科學學習的興趣與意願，能提升對海洋科學學習的信心與成效，也就是說：學生「對

海洋科學的態度」顯著提升。其二為：「鹽自海洋」教學模組實施後，學生「對自然科學的態度」

一樣具有正向顯著性。最後：「鹽自海洋」教學模組實施後，學生經由接近海洋的探索課程，發

現了海洋中重要的資源—食鹽，並對食鹽作一系列實驗探究以了解其性質，進而引發海洋生態保

育的正確態度，達到海洋教育「親海、知海、愛海」的情境目標。 

 

伍伍伍伍、、、、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結論與建議 
 

下列說明研究結論與研究建議，藉此拋磚引玉，提供教育先進作為教學參考。 

 

一一一一、、、、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本研究利用教室內外都是學習場域的範疇，連結「由下而上」的學習環教學策略，編製探究

學習的教學設計，呈現出海洋教育課程實施的可行性。研究結果顯示： 

 

（（（（一一一一））））「「「「鹽自海洋鹽自海洋鹽自海洋鹽自海洋」」」」教學模組兼具海洋教育與自然科學的內涵教學模組兼具海洋教育與自然科學的內涵教學模組兼具海洋教育與自然科學的內涵教學模組兼具海洋教育與自然科學的內涵 

 

本模組以戶外探索教學引發學生學習海洋教育的動機，再以「食鹽」為主題來設計海

洋教育的內容，終而培養學生生態保育的觀念。「鹽自海洋」教學模組融合國中自然

學習領域與實驗室「作中學」的設計理念，將相關概念與海洋內涵整合，建構具有「海

味兒」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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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自海洋」教學模組教學實施過程中，以取海水、登龜山島、參觀蘭陽博物館等「海

洋休閒」作為課程的開始，建構食鹽的溶解與結晶、船舶浮力與壓力等「海洋科學」

的學習內容，引導學生了解鯨鯊、海底溫泉等有限的「海洋資源」，將海洋教育的內

涵以模組的方式具體呈現。學生透過接觸與認識海洋、繼而關懷海洋生態，來培養科

學的能力與素養，達到海洋教育的情境目標。 

 

（（（（二二二二））））「「「「鹽自海洋鹽自海洋鹽自海洋鹽自海洋」」」」模組教學可提升學習海洋科學的態度模組教學可提升學習海洋科學的態度模組教學可提升學習海洋科學的態度模組教學可提升學習海洋科學的態度 

 

本研究「對海洋科學的態度」分為學習「海洋科學的喜好」、學習「海洋科學的意願

」、學習「海洋科學的興趣」、以及學習「海洋科學的成效」等四個分量表，以此做

為瞭解教學實驗對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影響的依據。經等組前後測實驗設計的

研究結果顯示：實施「鹽自海洋」教學模組的學生，「對海洋科學的態度」都能達到

教學成效，課程內容除了能提高學生學習「海洋科學的喜好」、「海洋科學的興趣」

與「海洋科學的成效」，而且模組因增加學習環教學策略的設計，學生的學習「海洋

科學的意願」也大幅增加。原本對於海洋的陌生、恐懼、排斥在課程實施之後，每位

學生對海洋科學的學習抱持喜歡、有興趣、有意願的良好態度，而且對於海洋生物與

資源保育的認知與素養也大幅提升。 

 

（（（（三三三三））））「「「「鹽自海洋鹽自海洋鹽自海洋鹽自海洋」」」」模組教學可提升學習自然科學的態度模組教學可提升學習自然科學的態度模組教學可提升學習自然科學的態度模組教學可提升學習自然科學的態度 

 

以「鹽自海洋」教學模組對學生進行二次教學實驗，學生「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同樣

有正向增加，達到顯著差異。所以，實施「鹽自海洋」教學模組的學生，除了提升「對

海洋科學的態度」，而且「對自然科學的態度」也同時提升。因此，海洋教育融入國

中自然領域的學習，除了提升海洋知能與態度，也能引發學生學習自然科學的興趣與

喜好。 

 

二二二二、、、、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浩瀚的海洋，蘊藏著豐富的資源，靜謚、神秘，卻又洶湧澎湃。我們的生活與海洋息息相關，

然而我們所知的海洋卻仍依然有限，海洋課程需多元化、豐富化，培養學生積極樂觀的態度，以

及對海洋生態與資源保育的價值觀。本研究提出幾點建議，供相關教師在實施海洋教育或是編製

模組時做為參考，依序為：教學主題、教學設計、教學實施、教學評量。 

 

（（（（一一一一））））教學主題的建議教學主題的建議教學主題的建議教學主題的建議 

 

「鹽自海洋」教學模組融入學習環的教學策略，能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與意願，因此

建議教學以探究活動開始，培養學生發現問題進而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然而，主題

的選擇對於海洋教育是重要的，活潑、生活化、在地化的主題，較易實施並增進學生

學習興趣。因此，研究者以蘭陽地區為教學實施場域，對海洋教育的教學活動主題，

作一建議性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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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海洋休閒海洋休閒海洋休閒海洋休閒 

蘭陽博物館、螃蟹博物館或珊瑚館參觀、趴浪、風帆、龜山島登島、參加海洋嘉年

華、公館海邊看日出、牽罟。 

   2.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海洋文化 

  蘇澳港媽祖（金媽祖、翡翠媽祖、玉媽祖）認識、書籍閱讀（海海人生）、參加鯖

魚節或鱻魚節、影片（划大船）、搶孤祭典。 

   3.海洋社會海洋社會海洋社會海洋社會 

  到大溪漁港、烏石港或蘇澳魚市場、魚罐頭製造場、養殖場參觀、淨灘活動。 

   4.海洋科學海洋科學海洋科學海洋科學 

  觀賞（海洋最溫柔的巨人-鯨鯊）影片、食鹽的用途、海底噴泉、突題效應、潮間

帶生態考察、湧升流。 

   5.海洋資源海洋資源海洋資源海洋資源 

魚市場辨識物種、魚丸製作、影片（魚線的盡頭、海洋星球）海洋能的開發、養殖

業參訪。 

 

（（（（二二二二））））課程設計的建議課程設計的建議課程設計的建議課程設計的建議 

 
海洋教學的課程設計首重安全，因此針對本文「鹽自海洋」教學模組的教學設計，提

出以下建議： 

   1.本研究透過探索活動來引起學生對海洋教育的學習興趣，課程設計學生騎單車至海

邊看日出、取海水，路程交通安全是最需要關注的問題。 

   2.學生前往龜山島賞鯨豚，時間宜選擇五月至八月風浪較小的時間，其他時段，可改

成蘭陽博物館參觀，否則大部分的學生都會因為暈船而造成不適。 

 

（（（（三三三三））））教學實施的建議教學實施的建議教學實施的建議教學實施的建議 

 
   1.本論述僅以「鹽自海洋」教學模組的設計作為研究主題，然而教學模組活動的進行

方式無固定模式，教師可依實際情形選擇部分課程單元實施教學。 

   2.戶外探索教學或探究體驗學習等多元課程，除了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

於教學活動中發現問題，無形中教師自我設計的能力也能提升。 

 

（（（（四四四四））））教學評量的教學評量的教學評量的教學評量的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探究課程進行時，因為評量設計不同而成效有所差異。本研究在製作食鹽晶體時，

將食鹽水直接加熱與經過數天慢慢蒸發結晶，得到的晶體顆粒大小（科學技能）相

距甚多：前者時間節省然而食鹽顆粒小、後者可以得到美麗的方型透明結晶（情意

差異）。 

   2.海洋教育的情境目標為親海、知海、愛海，最終希望學生能愛護與保護海洋中的生

物，讓生態資源永續經營。因此，教學評量建議以評量學生海洋人文、海洋科學、

海洋資源等海洋教育內涵的學習態度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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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 

探    索 1.實際帶領學生到海邊、龜山島等地取回海水。 

2.進行蒸發與煮沸海水的實驗。 

術語引介 蒸發、沸點、結晶 
01 

鹽來如此 
概念應用 1.如何由海水中製造出食鹽？ 

2.鹽的種類有哪些？ 

探    索 室溫下，100g的水可以溶解多少食鹽？ 

術語引介 溶解度、飽和溶液 
02 

食鹽溶解 
概念應用 1.飽和食鹽水 1公升含有多少公克的鹽？  

2.海水 1公升含有多少公克的鹽？ 

3.估算全球海洋蘊含多少鹽？ 

探    索 取醬油慢慢蒸發得到什麼結晶？ 

術語引介 結晶、晶種、晶形 03 

美麗鹽花 概念應用 1製作美麗的食鹽結晶 

2製作美麗的硫酸銅結晶 

探    索 1.食物中何處有鹽？ 

2.泡菜如何製作？ 

3.蘋果如何不變色？ 

術語引介 發酵作用、脫水、氧化 

04 

生活食鹽 

概念應用 1.醬油、臘肉、鴨賞、膽肝如何製造？ 

2.一天中吃了多少鹽。 

探    索 將豆漿加入鹽鹵，會產生什麼現象？ 

術語引介 鹽析作用 
05 

鹽析作用 
概念應用 河口出海處的三角洲如何形成？ 

06 探    索 食鹽水可以導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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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引介 電解質 海鹽來電 

概念應用 1.食鹽水可製造鋅銅電池 

2.電解食鹽水可以瓢白衣物 

探    索 製作浮沉子 

術語引介 壓力、浮力 
07 

鹽海浮沉 
概念應用 潛水艇如何在海洋中浮浮沉沉？ 

探    索 1.如何判斷雞蛋新鮮不新鮮？ 

2.鹹蛋如何製作？ 

術語引介 密度 
08 

死海鹽由 
概念應用 1人為何可以躺在死海中看報紙？ 

2死海的面積為何逐漸減少？  

探    索 1.影片欣賞：海洋最溫柔優雅的巨人~鯨鯊（漁業署） 

2.魚線的盡頭（邵廣昭，2010） 

術語引介 生態保育、生物多樣性 09 

海洋資源 概念應用 1.鯨鯊、黑鮪魚、鯨豚為何需要保護？ 

2.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為何？ 

3.海洋資源如何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