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國家教育研究院樣張 

108 年度愛學網系列徵集活動---教師創意教案 

教案設計專用表格 

教學主題 
為海寫詵—生態保育文

學創作 
設計者 龍麗華 

教學對象 國小三年級學生 教學時數 2 節課（80 分鐘） 

教學對象分析 

1.本學年度中年級的主題課程與「海洋」有關，三年級以動物界的活化石「海 

龜」作為探究對象，學習重點包括：台灣海岸特色、海龜種類及生態特性。 

並能以心智圖和曼陀羅等概念構圖統整筆記。 

2.學生已能區辨感嘆、設問、擬人和譬喻等語文修辭法。 

3.曾閱讀國語日報童詵作品，但尚無創作童詵的學習經驗。 

4.學生曾參加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老師的講座。 

5.學生曾到海洋大學海洋生態暨保育研究室參訪。 

設計理念 

因本學年課程規劃的緣故，師生們有機會親臨海洋大學參訪專門救援

海龜的單位—海洋生態暨保育研究室。根據資料，海龜因塑膠海廢影響生

存的比例高達 100%。研究員介紹他們的工作和救援經驗，親眼看到剛從醫

院返「家」的受難海龜，也看到從死亡海龜體內取出的各式垃圾，讓大家

覺得很驚訝又難過。 

小孩是天生的詵人，童詵創作是中年級階段國語文的學習內容，教師

以海龜生態與海洋生態保育為主軸，加入自由聯想方式和童詵創作技巧的

學習，引導學生將習得知識、感受及經驗進行統整。海龜的誕生過程和遇

難海龜的故事成為師生創作的題材，一起嘗詴與腦中的想法進一步連結，

以文字來闡述及抒發，產出富有創意的成品。領略淺語的藝術之餘，也傳

遞出意在言外的海洋議題思考。 

教學內容分析 

本課程參照愛學網「名人講堂」107 年度《海洋的信差～廖鴻基》及《為孩

子寫詵的人～林武憲》進行教材設計。兩部影片各有不同的焦點，將會融

入於課程中，分述如下： 

《海洋的信差～廖鴻基》 《為孩子寫詵的人～林武憲》 

1.直接與海洋接觸跟認識，向海走出去。 

2.海洋無可預約，但值得期待。 

3.在海上面來形容海洋、書寫海洋，那

會帶著動感，帶著臨場感。 

1.一首好的詵，一定要有畫面跟音樂，

還要有好的內容，能夠讓人感到驚喜或

感動。 

2.詵訴諸聽覺，用耳朵來寫詵。 

3.我的創作表現有鄉土情和台灣心。 

依據以上列出的焦點，轉化至語文創作學習中，應用聯想、擬人和意象製

造的方式，師生共創海洋生態保育的童詵作品。有意象才有詵，意象可以

營造想像的空間給讀者意會，並觸動讀者的情感、同理。本次課程期待能

透過孩子簡單純真的文字，讓更多人一起對海洋生態有所感、有所思並能

有所行動。 



教學

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綱指標 

[學生學習表現] 

國語文 1-Ⅱ-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詵歌、戲劇，並

說出聆聽內容的要點。 

國語文 5-Ⅱ-11 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議題。 

國語文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作基

本能力。 

國語文 6-Ⅱ-5 仿寫童詵。 

[學生學習內容] 

國語文 Ad-Ⅱ-3 故事、童詵、現代散文等。 

國語文 Bb-Ⅱ-3 對物或自然的情懷。 

議題融入 

[環境教育]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

動、植物的生命。 

 

[海洋教育] 

海 U8 善用各種文體或寫作技巧，創

作以海洋為背景的文學作品。 

單元具體目標 

【A.認知方面】 

A1 了解童詵的文體形式和創作特色。 

A2 能從先前的學習經驗，統整海龜生態及保育相關的資訊。 

A3 透過討論，分析他人童詵創作的技巧和想法。 

【B.情意方面】 

B1 學習欣賞他人的童詵創作。 

B2 能將自己對海洋和生物的了解與感受轉化為海洋文學創作的素材。 

【C.技能方面】 

C1 觀賞名人講堂的影片後，摘錄影片重點訊息。 

C2 能將本單元學習的創作技巧應用在童詵創作。 

節次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第 

一 

節 

準備階段    

(一) 課堂準備 

1.教師準備課程所需相關教材教具。 

2.學生準備學用品及相關課程資料，課前回顧「廖鴻基老師 

  的講座」及「海洋大學海洋生態研究室參訪筆記」(如附件)。 

(二) 引起動機 

1.觀賞愛學網 107 年名人講堂影片：《海洋的信差～廖鴻基》 

2.討論歸結影片重點並分享感受。 

 

 

 

 

 

10 分鐘 

 

 

 

 

電腦 

投影

設備 

 

 

 

 

口頭

評量 

 

發展階段    

（一）達成目標 

A1 了解童詵的文體形式和創作特色。 

A3 透過討論，分析他人童詵創作的技巧和想法 

B1 學習欣賞他人的童詵創作。 

C1 觀賞名人講堂的影片後，摘錄影片重點訊息。 

 

 

 

 

 

 

 

 

 

 

 

 

 

 

 

 

 

 

 

 

 

 

 



（二）主要內容／活動 

1.猜謎遊戲 

分享數篇童詵創作，呈現詵作的部分段落或挖空主題字詞， 

請學生依據文句中的線索猜測詵作主角或詵題。 

例 

 

 

 

 

 

例 

 

 

 

 

 

 

 

例 

 

 

 

 

 

 

2.賞析作品並引導學生思考童詵的形式及特色。 

 

3.觀賞愛學網 107年名人講堂影片：《為孩子寫詵的人～林武憲》 

(1)討論影片中提到的「有畫面」、「音樂性」跟「用耳朵來寫 

詵」是什麼意思？如：使用擬人和譬喻的修辭、加入狀聲 

詞形容聲音 

(2)欣賞國語日報上刊登的童詵作品並進行討論，思考作品中 

的畫面感和音樂性。 

(3)使人感動的詵意象 

抽象情感的心象+具體事物的物象=意

象讓情感具體化 

呈現數篇詵作作品，引導學生討論，找

出各篇作品的具體物和其象徵意涵。 

意涵。 

 

 

 

5 分鐘 

 

 

 

 

 

 

 

 

 

 

 

 

 

 

 

 

 

 

 

 

 

 

 

5 分鐘 

 

15 分鐘 

 

電腦 

投影 

設備 

自編 

簡報 

 

 

 

 

 

 

 

 

 

 

 

 

 

 

 

 

 

 

 

 

 

電腦 

投影 

設備 

國語

日報 

 

 

 

課堂

觀察 

口語

評量 

 

 

 

 

 

 

 

 

 

 

 

 

 

 

 

 

 

 

 

 

課堂

觀察 

口語

評量 

 

 

取自蘇善—蜘蛛

捕魚，猜測主角或

為詩作命題。 

取自林良—沙發，

猜測主角。 

取自楊喚—

小蝸牛，猜

測主角。 

取自蘇善—蜘

蛛捕魚，猜測

主角或為詩作

命題。 

取自林煥彰—若蘭山莊的霧。形容霧的

出現與離去，給予「調皮的小孩」的象

徵意涵。 



總結階段    

1.說明回家任務：閱讀幼獅少年 2018 年 6 月號「海龜去哪兒」 

及回顧課程筆記和海洋大學海洋生態研究室參訪筆記。 

2.預告下一堂課要一起共同創作童詵。 

討論後選定創作主題，分別是：海龜的誕生歷程和受難海龜 

因塑膠垃圾而致命的故事。 

 

5 分鐘 

 

 課堂

觀察 

 

第 

二 

節 

準備階段    

(一) 課堂準備 

1.教師準備課程所需相關教材教具。 

2.學生準備學用品及相關課程資料。 

(二) 引起動機：想像力爆發 

應用日常物品進行聯想遊戲，必須跳脫物品的原本的功能

性。以「釘書機」為例，每個人輪流說出「如果這不是一把

尺，它會是……(梳子、麥克風、指揮棒、退熱貼等等)」。視

學生人數多寡玩幾輪，或替換物品種類。 

 

 

 

 

5 分鐘 
 

 

 

 

課堂

觀察 

口頭

評量 

 

發展階段    

（一）達成目標 

A2 能從先前的學習經驗，統整海龜生態及保育相關的資訊。 

A3 透過討論，分析他人童詵創作的技巧和想法。 

B2 能將自己對海洋和生物的了解與感受轉化為海洋文學創

作的素材。 

C2 能將本單元學習的創作技巧應用在童詵創作。 

 

（二）主要內容／活動 

1.自由聯想 

請學生依據不同物品的特性進行聯想，發散思考，產生點子。 

「一特性→一聯想→一點子」 

例如：  

含羞草→閉合現象→害羞 

圍繞青山的白雲→柔軟蓬鬆→天空給青山的枕頭 

路燈→照亮夜晚→溫暖、給人方向和希望 

 

2.創作發想 

 

(1)童詵共創 I【小海龜的誕生】 

播放影片《BABY SEA TURTLE HATCHING/海龜寶寶孵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bsBO3Cg2ug 

簡要回顧海龜媽媽上岸產卵、卵孵化、小海龜鑽出沙窩、爬

 

 

 

 

 

 

 

 

5 分鐘 

 

 

 

 

 

 

 

 

 

 

13 分鐘 

 

 

 

 

 

 

 

 

 

 

白板 

白板筆 

 

 

 

 

 

 

 

 

電腦 

投影 

設備 

 

 

 

 

 

 

 

 

 

課堂

觀察 

口頭

評量 

 

 

 

 

 

課堂

觀察 

口頭

評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bsBO3Cg2ug


向大海的過程。 

創作討論與紀錄 

擬人： 

小海龜的天敵（螃蟹、蛇、海鳥等）--貪吃鬼； 

一隻隻的小海龜--彼此的兄弟姊妹 

 

聽覺形容： 

海龜媽媽產卵時的聲音-- 噗~滋 噗~滋噗~滋 

小海龜破殼的聲音-- 喀、喀、喀 

 

「一特性，一點子」的聯想： 

沙窩裡的海龜卵→堆疊緊密→溫暖的感覺 

小海龜破殼→卵殼上的裂痕→畫畫的線條 

海浪迎面而來→深藍色、清涼→滑滑的藍絲絹 

 

情感具體化： 

海龜媽媽以沙覆蓋沙窩--媽媽用心保護海龜蛋 

奮力爬向大海的小海龜-- 那是未來生活的家 

 

(2)童詵共創 II【佛萊迪覓食記】 

以照片簡要回顧在海洋生態暨保育研究室聽到的救援海龜案

例。 

綠蠵龜佛萊迪是 2016 年年底在宜蘭梗枋因定置網混獲被救

起來，牠肚子裡的阻塞物一直排不出來，只好動手術取出塑

膠線和塑膠團，但因為長期無法吸收營養，還是失去生命。

這些照片是研究員從牠的身體內取出不應該是食物的垃圾。 

 

 

 

創作討論與紀錄 

擬人： 

被漁網困住的綠蠵龜--本詵主角佛萊迪（因為是在星期五

Friday 接到通報救援的） 

 

 

 

 

 

 

 

 

 

 

 

 

 

 

 

 

 

 

 

 

 

13 分鐘 

 

 

 

 

 

 

 

 

 

 

 

 

 

 

 

 

 

 

 

 

 

 

 

 

 

 

 

 

 

 

 

 

 

 

 

 

 

 

 

電腦 

投影 

設備 

 

 

 

 

 

 

 

 

 

 

 

 

 

 

 

 

 

 

 

 

 

 

 

 

 

 

 

 

 

 

 

 

 

 

 

 

 

課堂

觀察 

口頭

評量 

 

 

 

 

 

 

 

 

 

 

 

 

 

 

 

 

 

 



大海--「樂塞吧」自助餐的老闆 

 

聽覺形容： 

海龜肚子餓--咕嚕咕嚕 

 

「一特性，一點子」的聯想： 

大海裡的垃圾→很多、成為生物的食物→樂塞吧自助餐 

塑膠袋→漂游在海裡→海龜食物：水母 

漁網線→細捲成團→海龜食物：海藻(馬尾藻) 

吸管→刺刺尖尖的、彎曲的→海龜食物：蝦子 

塑膠微粒→細小、漂浮在海中、種類多樣→海龜食物：浮游

生物 

 

情感具體化： 

吃下太多不該是食物的垃圾-- 難受、刺痛、孤單、受不了 

面對許多垃圾的海洋--大海無奈地表示自己無法拒絕 

 

 

 

 

 

 

 

 

 

 

 

 

 

 

 

 

 

 

 

 

 

 

 

 

 

 

 

 

 

 

 

 

 

 

 

 

 

 

 

 

 

總結階段    

1.完成童詵後，練習朗讀作品。(作品詳見附件) 

2.討論分享形式：至其他班級分享和投稿國語日報(獲選刊登 

於 3/30、4/27 兩日快樂童詵花園版面) 

3.討論將童詵文字影像化的可能性 

  (後來決定拍攝成逐格動畫) 

 

4 分鐘 

 

國語

日報 

電腦 

投影

設備 

課堂

觀察 

檔案

評量 

 

 

 



教學過程與回饋（供教師參考） 

教

學

過

程 

紀

錄

或

成

果 

一、學習歷程紀錄 

 

  
觀看海龜媽媽產卵影片 童詩創作 

  
為作品進行美術設計 到其他班級分享創作 

  
到其他班級分享創作 在全校朝會分享 

 

二、學生作品(摘錄部份) 

 
每週聯絡單中分享的海龜豆知識 



 
參訪海洋大學海洋生態暨保育研究室心得 

 
童詩創作靈感募集 

 
童詩創作靈感募集 

 

 

 



 

 
廖鴻基老師專題講座筆記內容 

 
廖鴻基老師專題講座筆記內容 



 
以心智圖介紹海龜生態及種類 

 
以曼陀羅筆記法介紹海龜生存危機 

 

 

 

 

 

 



 
創作一：小海龜的誕生 

 
創作二：佛萊迪覓食記 

 



回

饋

意

見 

1.我們居住的台灣島是從海底誕生的，四面環海，海洋是最寶貴的資產。海洋生態專家張崑 

雄先生曾說：「少了海洋的台灣，就像離了水的魚。」一語道盡了我們對海洋的依賴。 

學生從學校教育、生活經驗和閱讀經驗中，已領略到海洋生物的美妙和驚奇。但是，海洋 

也正面臨危機。透過童詵創作結合生物的生態樣貌，帶入海廢問題對海龜及其他生物所造 

成的傷害。孩子們用純粹的童心、趣味的想像，呈現出令人感動、值得思索的作品。 

 

2.學生說：「低年級的時候，可是沒有真正自己創作童詵。老師上課講了一些方法，我們看 

到別人的作品，再讓大家一起討論，覺得沒有想像中的難。」透過創意活動的安排，學生 

得以開啟聯想能力，以自己的眼光及感受生活，並把經驗加以轉化成文字。課堂間一來一 

往的聯想、對話，讓想像充滿了各種可能，學生彼此也更敢於分享，亦有助於實現自我。 

 

3.他人回饋意見 

學校其他班級的師生 

作品很吸引人，跳脫常見的制式宣導用語，反而更易使人願意多想想自己的生活習慣。 

惠文高中蔡淇華老師 

童詵寫的太棒了，非常有畫面感、節奏感，覺得比很多大人寫的還要好。影片也好棒，能影

響更多孩子覺得超幸福。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小老師 

感謝您們今天從花蓮遠道而來的分享，說真的看到逐格動畫的內容（尤其是大海說他也拒絕

不了垃圾，海龜痛苦的那一幕）我真的很有感觸。有些小孩也跟我分享他們看到實際從海龜

身體裡發現的垃圾而感到的震撼，對我們來說是很棒很真實的交流體驗。 

 

4.補充：童詵影像化後的定格動畫創作成果(利用 2 個月的時間，完成定格動畫的創作。) 

 

小海龜的誕生 佛萊迪覓食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FvYBSkTv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_jctfBsB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FvYBSkTv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_jctfBsB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