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主題 
懷舊海洋味~ 

金門漁業前世今生 
適用年級 國小四年級 

適用領域 社會領域 使用節數 四節（160分） 

設計者 陳耿睿 教學者 陳耿睿 

設計理念 

金門四面環海，漁業發展以近海漁撈及淺海養殖為主，內

陸養殖為輔。近年來由於漁業資源枯竭，加上大陸漁船非法炸

魚及越界濫捕，對本縣漁業發展影響甚鉅。年漁獲量已由昔日

之二百餘萬公斤降為二十餘萬公斤。 

   本課程冀望能將海洋教育與社會領域相結合，透過四上「我 

們的家鄉」這個單元，讓學童了認識家鄉漁業發展的過往與現

在，並積極突破目前金門漁業所面臨困境。 

建構 

敎學 

目標 

 

來源 結果 

學習領域指標 海洋教育指標 教學目標 

社會 1-2-1    

描述地方或區域

的自然與人文特

性 

社會 2-2-1 

了解居住城鎮的

人文環境與經濟

活 動 的 歷 史 變

遷。 

海洋 1-2-4 

描述臨海或溪流

附近地區居民的

生活方式。 

 

海洋 2-2-1 

了解水產買賣活

動。 

1、認識家鄉的傳統與現

漁業活動。 

（領 1-2-1、海 1-2-4） 

2、體會漁業技術進步對

家鄉的影響。 

（領 2-2-1、海 1-2-4） 

3、學童能了解家鄉養殖

漁業的型態。 

（領 1-2-1、海 1-2-4） 

4、學童能了解家鄉漁業

現況與困境。 

（領 2-2-1、海 2-2-1） 

5、令學生了解金門當地 

曾與海密不可分的過 

去(魚市場、街道) 

（領 2-2-1、海 2-2-1） 

教材來源 港口與船舶網頁、網路相關資源 

教學準備 網路、投影機、簡報檔、學習單、校外教學相關物品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

源 

教學評

量 

 

 

 

 

 

 

 

 

 

 

 

1、認識家

鄉的傳

統與現

漁業活

動。 

 

 

 

 

 

 

 

 

 

 

 

 

 

 

 

 

 

 

 

 

【活動一】金門漁業的過去與現在 

壹、引起動機 

經驗分享：大多數學童都吃過海

產，教師可請學童說說常吃的海產有哪

些？（引導學生了解日常生活中的這些

海產，一部份是來自海洋捕撈，另一部

份則是來自漁業養殖。） 

 
貳、發展活動 

引導學童從圖片中，比較過去捕漁 

工具和現代的差異，以利進行討論與發

表。 

一、傳統漁具漁法: 

1.你曾經捕撈或釣過魚蝦嗎?說說看

你的經驗。(學童依自己經驗作答) 

2.你曾看過哪些捕魚的器具，描繪一

下它們的樣子。 

(參考答案:一般學童較容易看到的

捕魚器具是在夜市看到的手抄網。

教師可引導學童就其在電視節目或

兒童讀物中所看過的捕魚器具來發

表，學童發表後，教師以簡報檔補

充教學。) 

 

3.如果有，請說說看它的捕魚方式是

什麼?如果沒有，討論家鄉的漁業主

要來是哪裡?(學童依調查、訪問的

結果) 

二、現代化捕撈漁業 

1.引導學童瀏覽「船舶與港口」終身

學習網

（http://ship.nmmst.gov.tw/），

了解漁船設備的改進。 

2.早期沿海地區的居民，大多搭乘什

麼交通工具出海捕魚？（竹筏、帆

船） 

 

5min 

 

 

 

 

 

 

15min 

 

 

 

 

 

 

 

 

 

 

 

 

 

 

 

 

 

 

 

15min 

 

 

 

 

 

 

 

 

 

 

 

 

 

 

 

 

 

 

簡報檔 

 

 

 

 

 

 

 

 

 

 

 

 

 

 

 

 

 

 

網路資

源 

 

 

 

 

 

 

 

 

 

 

 

態度評

量 

 

口頭發

表 

 

 

 

 

 

 

 

 

 

 

http://ship.nmmst.gov.tw/


 

 

 

 

 

 

 

 

 

 

 

 

 

 

 

 

 

 

2、體會漁

業技術

進步對

家鄉的

影響。 

 

 

3.現代沿海地區的居民，出海捕魚大

多利用哪些交通工具？（動力膠

筏、動力漁船） 

4.說說看，從過去到現代，漁船的發

展過程。（竹筏→帆船→動力膠筏

→動力漁船） 

5.傳統捕魚的工具與方法與現代補

撈技術有哪些差異？（由人力→動

力、補獲量少→補撈量大、設備資

金少→設備資金增加、費時→省

時、漁貨種類較單調→漁貨種類豐

富、風險高→風險低） 

補充︰教師補充說明傳統漁村鄰近漁

港，居民捕魚維生，男性出外捕

魚，村落裡女性占大多數，在漁

港附近常可見到曝曬漁網。 

 

參、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金門四面環海，漁業活

動發達，早期家鄉的居民利用各種漁具

在適當的地方捕撈魚蝦，在池塘漢溪谷

使用手投網、手抄網、魚筌；在海岸地

區則使用石滬，竹筏和小船捕撈魚蝦。

捕魚船具的進步，使得捕魚的方式有了

很大的改變，也使我們日常生活中食用

的魚蝦種類更豐富。有些魚貨還可外銷

到海外，增加漁民的收入。 

------第一節結束------ 

 

 

 

 

 

 

 

 

 

 

 

 

 

 

 

 

 

5min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

源 

教學評

量 

 

 

 

 

 

 

1、認識家

鄉的傳

【活動二】漁業養殖與生活 

壹、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童從簡報及圖片中了解

家鄉養殖漁業的生產方式，並請學生發

表有看過哪些養殖漁業的魚貨種類？ 

貳、發展活動 

問題與討論︰ 

1.你的家人、親人或鄰居有沒有人從事

牡蠣養殖呢？是透過哪些方式養殖

 

5min 

 

 

 

 

25min 

 

 

 

 

 

 

 

簡報檔 

 

 

 

 

 

 

 

態度評

量 



統與現

漁業活

動。 

 

 

 

 

 

 

 

 

 

 

 

 

 

 

 

 

 

 

 

 

 

 

 

 

2、體會漁

業技術

進步對

家鄉的

影響。 

 

 

 

 

 

 

牡蠣？他們大都居住在哪些村落

呢？（請學生自由發表）   

 

 

 

 

 

沿海養蚵分佈圖 

 

 

 

 

插篊式養殖 

 

 

 

 

 

垂下式養殖 

 

 

 

 

平掛式養殖 

 

2.除了牡蠣以外，家鄉的居民，現在

是否有養殖魚蝦？如果有，他們利

用哪些設施養殖魚蝦？養殖哪些魚

蝦？如果沒有？你曾經聽說哪些地

區，有養殖過魚蝦？（參考答案：

池塘，九孔、文蛤、草蝦等） 

3.過去養殖和現代養殖的差別在哪

裡？（參考答案：過去沿海漁民利

用漁塭養殖，魚苗取自海洋，養殖

數量較少。內陸地區的居民則利用

池塘養漁供自家食用，少有販賣；

現在養殖，以新技術人工養殖魚

 

 

 

 

 

 

 

 

 

 

 

 

 

 

 

 

 

 

 

 

 

 

 

 

 

 

 

 

 

 

 

 

 

 

 

 

 

 

 

沿海養

蚵分佈

圖 

 

 

 

 

 

 

 

 

 

 

 

 

 

 

 

 

 

 

 

 

 

 

 

 

 

 

 

 

 

 

 

 

 

 

 

口頭發

表 

 

 

 

 

 

 

 

 

 

 



 

 

 

 

 

 

 

 

 

 

 

 

 

 

 

 

 

 

 

 

 

 

 

 

 

 

 

 

苗，使得養殖數量大增。） 

4.你覺得漁業養殖和你的生活有什麼

關係？（參考答案：提供日常生活

的營養來源，魚類提供豐富的蛋白

質，且含有 DHA 能提供大腦思考所

需的養分） 

 

參、綜合活動： 

一、教師統整： 

過去和現代，部分家鄉的居民從事

養殖漁業，提供我們日常生活的經濟來

源及生長所需的營養。養殖漁業比起沿

海捕撈活動，受天候影響的因素較少，

提供了漁貨供應的穩定性。 

二、完成學習單 

------第三節結束------ 

補充資料︰ 

過去金門的養殖業分為牡蠣養殖、

箱網養殖及紫菜養殖，現在金門的養殖

漁業，陸上養殖部分約有十多戶，牡蠣

的養殖戶則有幾百戶。金門的牡蠣生產

是自給自足，每公斤約新台幣 80-100

元，與台灣價格相差不遠。福建省的東

山縣主要產業為養殖業，在其他沿海地

區亦有大量漁民養殖牡蠣，當地的養殖

業的勞力與產品成本低廉。以牡蠣為

例，當地的牡蠣品質好、數量多且成本

低廉，在兩岸雙方加入 WTO後將直接影

響金門牡蠣養殖業者。另外，金門的魚

苗培育，主要是由水試所培養魚苗後，

部分放流進行保育工作，部分再推廣給

漁民試養，農民本身並無培育技術，影

響金門漁業升級發展。金門魚苗培育的

苗種必須是台灣與大陸所缺乏的魚苗種

才能展現金門本身的競爭力，如黃魚

苗、鰻苗等是未來有發展潛力的苗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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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一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

源 

教學評

量 



 

 

 

 

 

 

3、學童能

了解家

鄉漁業

發展現

況與困

境。 

 

 

 

 

 

 

 

 

 

 

 

【活動三】金門漁業現況 

壹、引起動機 

並請學生閱讀「大陸漁船越界捕魚」

這篇報導。並請學生發表生活中是否有

相關聽聞。 
 
貳、發展活動 

問題與討論︰ 

1.在你生活周遭，是否有人從事漁業

捕撈或養殖活動？（金門地區在漁

業人口方面，自 1973年至今現有統

計數字，整體呈下滑減少的趨勢，

至 1993年僅剩 528人） 

2.請就漁業人口下滑數據，討論可能

是哪些原因造成這種現象？（生態

改變造成漁業產量減少、青年人口

外移以致人力不足、大陸漁船越界

捕撈、與大陸漁船直接交易管道便

利等。） 

3.教師播放「大陸婦女非法入境盜採

金門蚵貝被逮」該則新聞。 

4.何謂越界捕撈？（當前臺灣與大陸

均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主張 200

浬專屬經濟海域，若兩國經濟海域

或領海重疊，是以中線為準。） 

 

 

 

 

 

 

 

5.非法越界捕撈對沿海地區的經濟生

活會造成哪些影響？（海洋資源過

度濫用、大量漁貨抵金造成滯銷）。 

 

參、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海洋污染還有人們過度

捕撈漁獲,導致海洋生態遭到嚴重破

 

 

5min 

 

 

 

30min 

 

 

 

 

 

 

 

 

 

 

 

 

 

 

 

 

 

 

 

 

 

 

 

 

 

 

 

 

5min 

 

 

 

 

新聞紙

本 

 

 

簡報檔 

 

 

 

 

 

 

 

 

 

影片 

 

 

金門海

域圖 

 

 

 

 

 

 

 

 

 

 

 

 

 

 

 

 

 

 

 

 

 

 

 

 

態度評

量 

 

 

 

口頭發

表 

 

 

 

 

 

 

 

 

 

 



壞，海洋資源也漸漸枯竭了，除了沿海

必須加強海防與強制取締外，本身亦要

減少近海漁船濫用，才能使海洋生態永

續發展。 

 

------第三節結束------ 

補充資料︰ 

關於漁業生產量，根據金門縣統計

年報，金門縣近海漁業生產量自 1994

年以後就持續下降，至 1991 年，僅有

2,988 公噸。1992 年尚有 3,714 公噸，

到 1998年僅剩下 1,850公噸，產量已不

及以往的一半。其原因來自大陸漁船越

界濫捕與非法捕撈造成漁業資源加速枯

竭、漁業人口結構逐漸老化，。隨著金

門開放觀光之後對於漁產市場的需求有

增無減，因此金門漁獲之一的重要管道

便是與大陸漁船交易。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5、令學生 

了解金 

門當地 

曾與海

密不可

分的過 

去(魚

市場、

【活動四】傳統市場大觀園 

壹、引起動機 

教師說明︰小朋友，我們現在所在

的位置為金湖鎮菜市場（暫定），請各小

組依學習單之內容進行實地參訪活動，

活動時間為 30 分鐘，30 分鐘後，請各

組在左邊的籃球場集合完畢，現在請各

組小組長帶領成員開始活動。 

 
貳、發展活動 

一、分組完成『熱門漁貨簡介』調查表

（25 分鐘） 

分組討論如何呈現參訪之內容及呈

現之內容。 

（1）商品名稱。 

（2）商品來源。 

（3）商品價錢、利潤和主要消費群。 

（4）商販和消費者的心聲。 

 

 

5min 

 

 

 

 

 

 

25min 

 

 

 

 

 

 

 

 

 

 

 

 

 

 

 

 

學習單

二 

 

 

 

 

 

 

 

 

 

 

 

 

 

 

實作 

評量 

 

 

 

 



街道) 

 

 

 

4、學童能

了解家

鄉漁業

困境。 

 

 

※本活動，應於課前請各組先行完成

前置作業，包括記錄的整理與繕寫

人員分配。 

 

肆、統整活動： 

一、各組發表調查結果。 

二、老師結語︰ 

經由本次的參訪活動以及同學所呈

現的記錄中，我們可清楚的看出目前傳

統市場較活絡的漁貨和當地民眾的消費

習慣，可和我們所學相互印證。 

 

 

 

 

10min 

 

 

 

 

 

 

 

 

 

 

 

 

 

 

 

 

 

 

 

 

 

 

 

 

 

 

 

 

 



 

 

 

 

班級：    年     班  座號：     號  姓名：                  

 

一、小朋友請把以下魚市場常見的海鮮連上正確的名稱。 

 

 

 

 

 

 

 

 

 

二、小朋友請畫出漁民出海捕魚的作業情形或是魚貨在漁港

販賣的情形。 

 

 

 

 

 

 

 

 

 

螃蟹 

 

 

 

花蛤 

 

 

海蚵 

 

 

javascript:;


 

 

 

                                             班級：____姓名：_________ 

    小朋友，今天的校外教學，老師有幾件事情要你們盡力去完成，請你發揮合

作的精神，一同討論、採訪，完成你們的挑戰。加油囉！ 

 

 

 

 

漁貨名稱 

 

◎ 該樣漁貨是如何取得？ 

1、取得地點︰ 

 

2、取得方法︰ 

 

◎ 商品價錢︰ 

◎ 商品利潤︰ 

◎ 主要消費群︰ 

 

 

 

 

1. 小朋友請你訪問商家，販賣大陸漁貨對他們的影響，或對大陸商品的看法。 

2. 請你訪問消費者對大陸漁貨的看法？ 

 

 

 

 

 

 

 

 

我 的 觀 察 

小小記者出發囉 

  

頭家的心聲 消費者的心聲 



金門的海洋產業



金門傳統漁具漁法
 立繩釣（棒棍）

1.漁法：漁船抵達漁場前，先將餌料切片掛妥於繩框緣之釣鉤上，抵達
漁場後，就觀測流勢，開始由漁船尾部投繩，作業時4-5人，其中船
長負責操船，1人投浮標、沉，1人投放釣鉤及餌料，1 人投放支繩及
幹繩另1人負責搬運漁具。

2.漁期：週年。

漁獲物：石斑魚、加腊魚、赤宗及其他底棲性魚類。



 誘導性陷阱籠具類（籠具）

1.漁法：此種籠具為誘導水族生物潛入陷阱以達成漁撈
之目的。其誘導方式用餌料、陰影、潛入隱棲。是項
籠具其使用方法以長幹繩一條，繫附多數枝繩，在枝
繩一端連繫壺或籠一個，預先將，餌放入籠中，到漁
場觀測流勢後投放經過壹段時間揚取幹繩以收取漁獲
物。

2.漁期：週年。

3.漁獲物：章魚、烏賊、蟹類此及其他底棲性魚類。



 刺網類（刺網）
1.刺網因使用方法及張設水層不同，可分為浮刺網、底

刺網、流刺網、旋刺網等四種。
2.浮刺網：係張設於水面或水面附近作業時網具之兩端

或一端以錨固定，其網具大都設在沿岸水域。
3.底刺網：係固定張設於魚類較多海底或海底附近，作

業時網具之兩端或一端以錨固定，其網具大多設在海
底水域。

4.流刺網：張設位置不固定，隨海潮流及風波漂流，網
具能在廣範圍之漁場上移動使魚兒罹刺網上而捕獲。

5.旋刺網：旋刺網具為包圍魚群後，用威嚇方法使魚兒
受驚下混亂罹刺網上而被捕獲。

6.漁期：週年。



 地曳網類（牽罟）

1.漁法：曳網類係以陸地為據點，網具系由一囊兩翼及
二條長曳綱所構成，並以具有長袖網為特徵。作業時
將一條曳繩置於岸上由人員拖碇，網具由一艘漁船載
運延者袖網開始投放接者投囊網再投袖網漁船拖曳繩
上岸將曳繩交由岸上人員一同拖曳網具，使目的物進
入囊網而將之捕獲。

2.漁獲物：以底棲性魚介類為主。



 單船地曳網類（單拖）

1.漁法：單船曳網類係以一囊兩翼及二條較長鋼絲索曳
綱，並各繫附一塊網板所構成，以便船向前行駛受水
抵抗使網口在水平方向展開，使漁獲物進入囊網而將
之捕獲。

2.漁期：週年。

3.漁獲物：以底棲性的魚介類為主。



金門的牡蠣養殖

 傳統石條式養殖

石蚵養殖有四個過程分別為：倒石、車石、
豎石、收蚵（如圖排列）。

倒 石 車 石 豎 石 收 蚵



插篊式養殖
平掛式養殖

垂下式養殖



漁業人口方面，自1973年至今現有
統計數字，整體呈下滑減少的趨勢，
至1993年僅剩528人。



小朋友，從下面這張圖你發現了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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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人口方面，自1973年至今現有統計數字，
整體呈下滑減少的趨勢，至1993年僅剩528人。
關於漁業生產量，根據金門縣統計年報，金
門縣近海漁業生產量自1994年以後就持續下
降，至1991年，僅有2,988公噸。1992年尚有
3,714公噸，到1998年僅剩下1,850公噸，產
量已不及以往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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