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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海洋教育-吉貝嶼潮間帶生物調查研究暨解說員培

訓教學活動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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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台東大學學校行政研究所碩士班 研究生 

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測驗與統計研究所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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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九年一貫課程自規劃與施行以來，不斷地強調科際的整合、領域

的統整，並配合六大議題，期望能給孩子們學習到帶著走的能力，而

後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頒佈，正式宣示將海洋教育議題融入七

大學習領域，並揭示國民中小學應塑造「親海、愛海、知海」的教育

情境，讓學生由親近海洋、熱愛海洋，進而認識海洋。  

吉貝嶼位處澎湖群島的北海淺坪，潮間帶範圍極廣，其豐富的生

態多樣性，提供本計畫良好的教學場域，然物種多樣性卻無專書研究

與介紹，實屬可惜；而因中國沿岸流、黑潮及南海季風流彙集之影響，

更讓吉貝的潮差可達 10 米之多(曾建璋，2010)，因此擁有數量冠於全

台的石滬群落(林文鎮，2006)。石滬是以玄武岩和珊瑚礁堆起一座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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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牆，利用潮汐漲退，使魚群游進滬內而被捕捉，為地方智慧的結晶，

最近更被行政院文建會遴選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 

綜觀其上，吉貝嶼於地理環境條件支持、教師專業素養上皆能提

供本研究確實執行，而近三年研究者服務之學校接待台灣本島許多學

校進行潮間帶教學的海洋推廣教育，如：北市文昌、南湖國小等，皆

由校內教師帶領解說，為讓海洋種子向下紮根，故本研究以培訓海洋

培育小小解說員為主軸，並針對吉貝各海岸地形進行小規模物種調查

研究，以實際操作的方式來貼近在地文化，進而能連繫學童、家長的

生活經驗，協助教師達到親師、師生溝通的目的。 

二、研究目的 

(一)進行海洋解說員培訓，讓學童認識海洋生物多樣性。 

 (二)藉由海洋解說員服務，推廣海洋保育觀念，落實海洋教育向下   

     紮根。 

 (三)調查吉貝潮間帶海域各海岸地形(沙岸、岩岸)及人為建物(石 

     滬)生物多樣性，並進行分析比較。 

 (四)編製海洋教學教材與學習單，落實推動在地海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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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一)資料蒐集與實地踏察：研究者廣覽已出版各式出版品與網                

     站，並針對爾後研究場域先行場地勘察與決定。 

 (二)教學素材蒐集與編撰：蒐集並編撰培訓課程教材與學習單，安排 

   授課進度。 

 (三)進行解說員培訓課程：包含室內課、室外課及實驗飼養觀察課 

     程等，並定期於校內與不定期利用校際交流時，安排解說員進 

     行實地導覽服務。 

 (四)進行物種調查研究：於培訓課程室外課時，針對各海岸地形進   

     行物種多樣性調查研究。 

 (五)整理與產出研究成果：整理教學素材與調查研究成果，彙編研   

     究成果報告書，供所需單位索取。 

二、研究步驟 

 (一)成立研究小組，共同參與計畫之擬訂與研究。 

 (二)蒐集相關書籍、文獻資料及網路資源。 

 (三)研究小組討論並編擬授課講義，講義內容需以吉貝地區可見 

     物種為主，並討論課程進度規劃。 

 (四)招募解說員乙批，並進行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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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選定各代表性地形，以安全為前提，進行物種多樣性調查研究。 

 (六)彙整研究所產出的講義與成果，將其轉化成網頁流通格式， 

     以討論修正，並編擬研究成果報告書與，供所需單位索取。 

 

參、研究成果與討論 

 

    本案旨在進行海洋議題之推廣教育，並評估海洋解說員之培訓成

效，輔以吉貝潮間帶海域之物種踏察，故以下將就此二主題進行質、

量性的探討。 

一、解說員培訓成效分析 

  (一)量化數據分析  

    1.教材手冊部份，開發乙本，計 178 頁。 

    其中主要分成四大主題，一為吉貝石滬村的簡介，此部份介  

  紹石滬各部位與演進的示意圖；二為海洋生物知識的簡述與吉貝 

  常見的海洋生物之介紹(囿於潮間帶易見且易拍攝的生物之考 

  量，本手冊聚焦在無脊椎動物為主)；三為解說員小秘笈，此部份  

  包含潮汐表的判讀、澎湖海洋文化的小俗諺與海洋生物的趣聞， 

  讓解說員學習後，能在解說過程中加入導覽，讓氣氛更為活絡， 

  參加者收穫更多；四為海洋學習單之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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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手冊封

面，以吉貝

最著名的沙

尾為主題，

因本校位為

澎湖縣北

海，故命名

為北海小英

雄。 

 

 

 

 

 石滬各構造

說明，吉貝

為石滬的故

鄉，所以搭

配潮間帶教

學，納入石

滬文化是本

計畫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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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各海洋生

物進行介

紹，裡頭照

片多為自行

拍攝，部份

需要講解用

之他人照

片，則採創

用 C.C 授權

方式，進行

圖片再製，

以利教學。 

 

 

 編寫解說員

小秘笈，包

含認識潮汐

表、澎湖俗

諺等，讓解

說員在進行

解說服務使

可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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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解說員培訓課程 

     本解說員課程於學期間安排於每週三、五的中午時間進行培訓，  

  而寒假則為週一至週四，密集培訓，課程內容包含室內課程－以海  

  洋知能提升為導向，室內課程－以解說培訓技能為導向；整個活動 

  期程間，共進行 43 堂室內課程，16 堂室外課程，2 堂實習課 

  程，1 堂實際服務演練，總計 62 堂課程，期待能在實務演練與議題   

   知能並進的方式，讓孩子整體性地提升其對海洋議題的瞭解。 

    

 

 

 

 

開訓日，辦

理誓師大

會，由參加

學員填答其

最有興趣的

海洋主題，

以利課程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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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培訓課

程-研究主

持人進行課

程的解說剪

影。。 

 學生在上課

時進行回答

與討論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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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進行戶

外泥灘地實

察課程。 

 學生進行礫

灘、岩礁區

地形實察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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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進行石

滬區生物實

察課程。 

 飼養六斑二

齒魨情形，

飼養天數以

不超過二天

為原則，避

免生物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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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觀察採

樣的生物，

觀察完、拍

照記錄完即

放生。 

 商請體育教

練，協助浮

潛技能之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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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童實習演

練解說過

程。 

 

  (二)質性影響分析 

   本計畫執行期程間質性的影響如下： 

  1.學生海洋知能、海洋態度的提升 

      經過一系列的解說員課程，參與學童多能將海洋生物簡易分 

  類，以及吉貝地區的特色景進行瞭解，如吉貝八景、石滬構造等；    

  而有班級導師反應學生下課時間會拿起所發的參考書籍進行海洋 

  生物的辨認比賽，更令人欣慰的在於研究者在進行自然領域課程  

  時，學生能在很多時機點回應有關生物部份的課外知識，確實將 

  本計畫的目的－將位處離島而成的弱勢學習環境，轉為其學習的 

  優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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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區家長的認同感提升 

    由於位處離島，所以時常需要到學生家中所營業的餐聽張羅 

  晚餐，席間學生來「講解」盤中飧的生物種類，如：珠螺、銀塔 

  鐘螺及海膽等，而學生家長露出滿意的笑容，也代表培訓課程已 

  然融入學生生活，並也讓家長認同此計畫。 

    3.成立研究團隊的學習社群 

       近年來，教育部持續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與評鑑計畫，同時鼓 

    勵教師成立的學習社群，本團隊扣除暑假期間，計畫主持人自行 

  蒐集資料外，皆是以團隊模式進行室內精進與討論，室外拍攝與 

  教學支援，讓學校本位課程落實於教師同儕間，以取得發展共識  

  與認同。 

   

 邀請領域專

家蒞校指導

時，同儕、

解說員皆加

入學習的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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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研究物種組成 

  (一)物種調查分析 

   自民國 99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7 月 31 日止，所調查的物種比較如

下圖，部份物種未確認，故未納入採計。 

  由下圖可知，吉貝地區在為期近一年時間的踏察，扣除潮汐、天

候因素與研究者本身工作業務的不克前往，實際能調查的天數並不

多，故其所統計之物種數除較易觀察之軟體動物(101 種)外，其餘種類

囿於物種移動較快不易記錄，故相對較為少數，若能持續進行在地化

踏察，應能使本計畫更加詳實完善。 

    本計畫踏察結果，共記錄藻類 18 種(紅藻 6 種、褐藻 5 種、綠藻 6 

種、藍藻 1 種)、海草 0 種、海綿 4 種(但不易辨種)、刺絲胞動物(水 

螅蟲綱 1 種、缽水母綱 1 種、珊瑚蟲綱 20 種)、環節動物(多毛綱 2 種、 

寡毛綱 3 種)、節肢動物(口足目 1 種、短尾亞目 28 種、長尾亞目 2 種、 

異尾亞目 6 種、其它 5 種)、軟體動物(多板綱 2 種、腹足綱 72 種、雙 

殼綱 21 種、頭足綱 6 種)、棘皮動物(海星綱 1 種、蛇尾綱 3 種、海參 

綱 7 種、海膽綱 6 種)、其它(含脊索動物、扁蟲動物等計 3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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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吉貝海岸地貌之生物多樣性探討與潮間帶教學場域選擇 

      下圖為吉貝島地形概況圖，依其地貌、水流強度、環境現況， 

 研究者分為七大區域，以下就此七區進行多樣性探討與潮間帶教學 

 場域分析。 

 

 

 

 

 

 

 

 

 

 

 

 

 

1. A 區－珊瑚碎屑區  

    此區因位處吉貝島北方，每逢東北季風南下，其為首當其

衝，故其水流較強，再加上近年來吉貝觀光產業發達，潮間帶的

海產需求量，與遊客踏浪情形，造成此區原為茂盛的枝狀珊瑚產

區，現已為枝狀珊瑚碎屑填滿各潮池與原岩礁地形，經查物種以

節肢動物中的扁跳蝦、軟體動物中的蜑螺類為大宗，其餘物種並

不豐富，加上其水流因素，本區並不推薦進行潮間帶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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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區－岩礁地形 

         此區地形為岩礁地形為底質，接近岸邊處則為沙灘地形，輔以  

  部份礫石灘與潮池，故本區生物多樣性相較於其它區甚為豐富，  

  本區物種以節肢動物的小型蟹類、軟體動物的螺(於岩礁)貝(於礫 

    石灘)類、藻類為優勢族群，本計畫所見物種，除刺絲胞動物、部 

  份雙殼網等物種外，皆能於此區所見，而此區地勢平坦，又有石 

  滬在外可供介紹，故此區推薦為適合進行潮間帶教學活動。 

  3.C 區－泥灘地形 

       此區位處吉貝舊漁港內，為島上排水設備出海口，故有機養分 

    相當充足，泥灘可生存的蟹種，如各類招潮蟹、萬歲大眼蟹等，  

  皆能相當容易在此處被觀察，但其餘種類在此處並未豐富，加上 

  底質泥濘，不適合近距離觀察，故此區並不適合進行多物種的潮 

  間帶教學活動，但若以特定物種，如招潮蟹的觀察，輔以望遠鏡， 

  則此區亦為可進行教學區域。 

  4.D、E 區－珊瑚礁淺坪區、沙嘴地形 

      本區鄰近吉貝沙嘴地形，故可於此處發現許多沙灘可見的物  

  種，如二枚貝的尖峰蛤、角眼沙蟹等，而此區的珊瑚礁保存尚稱  

  完善，枝狀的軸孔珊瑚、團狀的表孔珊瑚與盤珊瑚皆能被觀察， 

  及其立體的生物棲地環境，讓生物多樣性相當充足，如保育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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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法螺、吉貝少見的血紅六鰓海蛞蝓、魟魚等，故本區適合進

行浮潛教學與觀察，惟部份段海流較強，故進行時需多加注意，

並輔以蛙鞋以利移動。 

 5.F 區－礁岩地形 

       此區為物種與 B 區雷同，但棘皮動物中的蛇尾綱數量較多，潮

池量與大小亦較 B 區為大，但此區離本校距離較遠，且夏天此區

鄰近吉貝觀光水上活動的場所，故其交通與安全性較不若 B 區便

利。 

 6.G 區－珊瑚淺坪區 

     此區珊瑚保存亦完整，以大型的團狀表孔珊瑚為優勢族群，雖

珊瑚礁魚類頗多，但水流較強，且出海的岩礁上黑齒牡蠣較多，故較

不適合進行浮潛教學。 

 

 

肆、結論與建議 
 

一、 從調查資料中可以看出吉貝島在珊瑚淺坪區所構成的立體棲地

讓生物多樣性相當豐富。 

二、 人為破壞與海流因素，已讓吉貝北岸的潮池遭珊瑚碎屑填平，且

洋流帶來的飄浮垃圾，堆積在北岸潮間帶，需有關機關協助處

理，已重現吉貝古八景－日夜開礁人潮路之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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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的海岸環境各有特殊的優勢物種，所以當從事海洋教學活動

時，需詳加觀察與準備，以免教學重點未能達成。 

四、 海洋解說員的培訓，確能落實海洋教育的基礎紮根，並能於學科

領域做橫向的跨領域連結，並能給予學童成就感，讓其產生質

變，值得持續推動。 

五、學校本位課程之推動，若能依據其在地優勢進行設計、規劃與師 

  生參與，能讓學區家長認同，經營更有特色的精緻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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