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1-1佐證資料: 

臺南市112學年度佳里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具備支持環境的永續性作為 

日期 113年12月15日 實施班級 6年8班 

課程內容敘述 食農教育-六年八班參與食農體驗育樂營，參訪芝麻田，

了解芝麻種植及收成過程，體驗摃麻、篩麻的辛勞，參觀

麻油工廠了解麻油的製作過程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
作業■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
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
全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
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
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
用在生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養，並
理解各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容的意義與影
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
多元感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
感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斷能
力，理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社
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
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
並認識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 6 年 8 班 112 年 12月 15 日參加南興國小食

農教育體驗營 

 

 

說明： 學生實際體驗摃麻 

 



  說明： 老師示範摃麻 說明： 學生體驗篩麻 

 

 

與討論明：校慶籌備會邀請家長委員到校參與討

論 

  說明：參訪芝麻田體驗芝麻收成 

 

說明： 參訪麻油工廠參觀麻油製造 

          

說明： 食農教育參訪公告 說明： 食農教育活動簡章 

 

 

 

 



4-2-1-2佐證資料: 

臺南市112學年度佳里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具備支持環境的永續性作為 

日期 112年8月30-113年6月30日 實施班級 全校師生 

課程內容敘述 低碳飲食1.學校固定每週二為蔬食日2.提供茹素師生素食餐點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
作業□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
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
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
用在生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養，並理
解各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
元感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
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斷能
力，理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社
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
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
認識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學校定每週二為蔬食日 

 

 

說明：提供茹素師生素食餐點 



  說明：校網公告餐點(蔬食日餐點) 說明：健康美味、營養均衡 的蔬食餐點 

 

 

與討論明：校慶籌備會邀請家長委員到校參與討論 

  說明：營養均衡的素食餐點 說明： 健康美味的素食餐點 

 

         

說明：美味餐點吸引素食用餐人數增加 說明：同學每日期待的午餐時間 

 

 

 

 



4-2-1-3佐證資料: 

臺南市112學年度佳里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具備支持環境的永續性作為 

日期 113年5月24日 實施班級 2年4班 

課程內容敘述 
海洋教育-由海洋保育署保育巡查員利用繪本引導學生認識海洋

及海洋生物傳達海洋保育理念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
作業□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
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
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
在生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養，並理
解各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
元感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有關的美感體
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斷能
力，理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社
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
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
認識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保育巡查員介紹如何救援保育類動物 

 

 

說明：保育巡查員介紹海洋生物 



  說明：保育巡查員介紹保護海龜大作戰 說明：保育巡查員介紹海洋環境保護 

 

 

與討論明：校慶籌備會邀請家長委員到校參與討

論 

  說明：著色屬於自己的海洋生物 說明：海洋教育海報 

 

 

 

 

 

 

 

 

 

 

 

 

 

 

 

 



議題名稱 具備支持環境的永續性作為 

日期 113年8月1日~ 

113年6月30日 

實施班級 全校 

課程內容敘述 安裝太陽能夜間探照燈、建築物加裝屋頂型太陽能光電、

太陽能戶外照明燈與雨水回收槽，做到能源永續。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
作業□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包含其中一項以上即可，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等不列
計。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
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
用在生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養，並理
解各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
元感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
體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斷能
力，理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社
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
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
認識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 太陽能夜間探照燈 

 

說明: 太陽能夜間探照燈 

 



  
說明：本校建築物加裝屋頂型太陽能光電 說明：本校建築物加裝屋頂型太陽能光電 

 

與討論明：校慶籌備會邀請家長委員到校參與討

論 

 

 

說明：雨水回收槽 

 

說明：水龍頭用雨水回收水 

 

         
說明：太陽能戶外照明燈 說明：太陽能戶外照明燈 

 



4-1-1佐證資料: 

臺南市112學年度佳里國民小學健康教學活動成果表 

議題名稱 推動生態教育 

 日期 112年11月27日~12月8日 實施班級 全校 

課程內容敘述 配合 SDGs17項永續性發展，閱推老師規畫了18項闖關活動，由

五六年級擔任關主，利用每天早上兩節下課讓全校學生進去闖

關活動。 

符合生活技能 

項目(勾選) 

□做決定■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自我覺察□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自我監控□目標設定□同理心■合作與團隊
作業 
□人際溝通能力■倡導能力□協商能力□拒絕技能 

符合核心素養 

項目(勾選) 

□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
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
用在生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養，並理
解各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
元感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
驗。 
□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斷能
力，理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社會。 
█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
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
認識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佐證資料(教案、教學過程紀錄等) 

 

 

 

 
 

 

 

說明: 關主訓練 

 

說明: 關主訓練 

 



 

 

說明: 關主訓練，製作闖關海報 

 

說明: 關主訓練，製作闖關海報 

 

 

與討論明：校慶籌備會邀請家長委員到校

參與討論 

 

 
說明: 圖書館主題書展展示 

 

說明： 下課闖關 

 

 

說明：各班教室外面張貼海報 說明：下課闖關 

 

 



 

(    )年(    )班(    )號  姓名：(                ) 

我是 SDGs 闖關王 

1. 請帶這張卡至高年級的教室外面進

行書展活動闖關，完成請關主蓋章 

2. 集滿指定印章數量就有 1 張探索力。 

*低年級(1 個)、中年級(2 個)、高年級(3 個) 

3. 闖關時間：12/11 星期一：高年級 

          12/12 星期二：低年級 

          12/13 星期三：低年級 

          12/14 星期四：中年級 

          12/15 星期五：中年級 

18 
SDGs 
609 

 

(    )年(    )班(    )號  姓名：(                ) 

我是 SDGs 闖關王 

1. 請帶這張卡至高年級的教室外面進

行書展活動闖關，完成請關主蓋章 

2. 集滿指定印章數量就有 1 張探索力。 

*低年級(1 個)、中年級(2 個)、高年級(3 個) 

3. 闖關時間：12/11 星期一：高年級 

          12/12 星期二：低年級 

          12/13 星期三：低年級 

          12/14 星期四：中年級 

          12/15 星期五：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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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佳里區佳里國小 
推動海洋教育週實施成果 

學校普通
班班級數 

47班 
實施 
年級 

□1年級  □2年級  □3年級  ▓4年級 
□5年級  □6年級  □7年級  □8年級 
□9年級  □全校   □其它_________ 

本次海洋
教育活動
實施時間 

實施時間：□融入領域課程實施□晨光時間實施□彈性時間□綜合活動
▓校本課程實施□校外教學□其它__________ 

本次教學
活動運用
主要之教
學策略 

□講述法▓本教學□影片欣賞及討論□體驗活動□實作活動 
□校外參觀□分組討論與發表□其它__________ 

主要融入
領 域 ( 可
複選) 

▓國語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健體□綜合□藝文▓鄉土 
□資訊□閱讀▓校本課程□家政□童軍□其它_______________  

校本課程 學校是否以海洋教育為主要校本（特色）課程 □是 ▓否 

本次海洋
教育教學
活動屬於
何種範疇 

□海洋休閒（水域休閒、海洋生態旅遊） 
□海洋社會（海洋經濟活動、海洋法政） 
▓海洋文化（海洋歷史、海洋文學、海洋藝術、海洋民俗信仰與祭典） 
□海洋科學與技術（海洋物理與化學、海洋地理地質、海洋氣象、海洋
應用科學） 
□海洋資源與永續（海洋食品、生物資源、非生物資源、環境保護與生
態保育） 

活動內容
及成果照
片 

   

導師帶完蜈蚣治水繪本之後書寫讀

後心得 
指導學生閱讀蜈蚣治水 

    
導師帶完蜈蚣治水繪本之後書寫讀

後心得  

學生透過閱讀蜈蚣治水，更了解蜈

蚣陣 



教學省思 

蜈蚣治水是本校的家鄉繪本，其中蜈蚣陣是佳里區 3年一次的盛事是

佳里區最大的海洋祭典，今年剛好是蜈蚣出巡的香科年，學生參與盛

事、閱讀繪本相輔相成，對自己家鄉的海洋文化更了解。蜈蚣繞境。 

神童丟代表祝福的糖果、小物，小朋友都收獲滿滿。  

 

 
 

  
備註：如有校內實施計畫、學習單、影片或其他附件成果，亦可一倂附上。 



附件 3  作品內容及創作理念說明（每件作品一份）  

第三屆海洋詩作品內容及創作理念說明  

作品編號（由承辦單位填寫）：                  

參賽者姓名  王 O妤 

創作內容  

海 你聽說了嗎？ 

 

聽說 寄居蟹搬新家 

新房子又大又堅固 

有時甜甜的 有時聞著聞著就醉了 

偶爾 還有螞蟻當室友 

 

聽說 海綿寶寶想搬家 

他們家變得又熱又悶 

全身都不舒服 

那幽靈屋頂 好重啊 

 

聽說 水母變了 

一樣的透明 

但 口感變了 

鯨豚們說不能消化 胃好痛 

 

海~聽說之餘 我來了 

享用一頓波光粼粼璀璨金華的饗宴 

順手帶走一些  

假房子 假屋頂 假水母 

只留下 你與我 

走過的足跡與美好 

作品介紹（海

洋詩創作理念

說明）  

    暑假與家人一同到蘭嶼浮潛，穿梭在繽紛色彩的海洋世界，魚兒從身

旁穿過、珊瑚群隨著海流搖曳，感受到大海孕育萬物之美。在浮潛過程教

練說我們要好好珍惜這樣的美麗景色，珊瑚群及海綿生物在海底會受到許

多汙染、廢棄漁網影響牠們的生活更嚴重，那是萬年無法消除的幽靈屋

頂，聽到這裡，我想我能為大海做些什麼呢？ 

    那天與父母到海邊散步、聽著海浪聲，乘風踏浪享受一切悠閒，在沙

灘上看寄居蟹爬來爬去，忽然看見一隻大寄居蟹正在找尋新家，眼角瞥見

了遠方似乎不太順眼的畫面，一些廢棄物，塑膠罐、酒瓶、塑膠袋佔據的

沙灘一隅，想起寄居蟹真的會找飲料罐當新家的新聞，想到這裡，我想我

要為大海做些什麼？ 

    於是，我們決定挽起袖子為這片沙灘做點什麼，走回車上，找到一些

工具手套、幾個二次利用的購物袋，開始淨灘！把一些瓶瓶罐罐撿撈起

來，看著那些都是我們喝過的飲料瓶，內心就覺得有點愧疚，那股力量讓



我把鬥志燃燒了起來，不一會兒袋子滿了，沙灘也乾淨了。大海，我來

了，帶走人類製造的，留下了走過的足跡與美好。 

 

創作者海洋體

驗活動照片  

1 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