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理資訊系統課程活動設計 

主題名稱 台灣的海岸與漁港 教材來源 自編 

學習領域 社會學習領域 主題軸 人與空間(地理) 

適用年段 五年級 總教學時間 40 分 

設計理念 

台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全島海岸線全長約 1134 公里，附

近因為有黑潮通過，為台灣帶來豐的漁業資源，因此，台灣本島

的沿海地區，大大小小漁港總數約 150 個，提供大小漁船停泊之

處。 

本單元的設計，旨在認識台灣海岸地形的分類，從台灣海岸地形

類的資訊中，讓學生建構海岸地形的分佈概念。 

教師透過台灣一、二類漁港分布位置資訊，配合以建構的海岸分

類與分佈概念，讓學生思考討論比較，那些海岸地形能建造比較

適合漁船停泊的港口。 

本課程的架構如下: 

 

教學架構 

 

先備知能 
1. 學生已學過台灣的海岸地形。 

2. 學生對 Google 地球已有初步認識並會基本操作。 

課程內涵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社 3-4-8 
利用地圖、數據、坐標和其它資訊，來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

空間組織。 

社 3-5-6 了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量本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能
力
指
標 

資 3-4-7 
能利用網際網路、多媒體光碟、影碟等進行資料蒐集，並結合已

學過的軟體，進行資料整理與分析。 

教學目標 

1.學生能透過 Google 地球的操作，找出漁港與海岸類型的關係。

2.學生能透過 Google 地球的操作，找出第一、二類漁港的差異。

3.學生能了解漁港設置的相關條件。 

台灣的海岸與漁港 

台灣海岸類型的分布 漁港與海岸類型的關係 



教學活動（台灣的海岸與漁港） 

子題名稱 教學步驟 
時間

分配

 

 

 

 

 

 

活動一： 

台灣海岸類型

的分布 

 

 

 

 

 

 

 

 

 

 

 

活動二： 

漁港與海岸類

型的關係 

 

 

 

 

 

 

一、準備活動 

教師：海岸與漁港相關的資料庫（Google 地球）。 

二、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教師與學生分享，曾經到過海邊遊玩的經驗。   

（二）討論並比較台灣周邊海岸的地形特色和類型。 

      1.教師播放海岸類型影片 

      2.引導並讓學生比較，影片中海岸類型的差異並加以總結統

整。 

      3.開啟「海岸資料庫」，讓學生透過操作觀察後，發現台灣的

沙岸多分布於台灣西部，而台灣的岩岸則分布於台灣東部

及北部海岸以及珊瑚礁海岸多分布於恆春半島等區域。 

   4.請學生依自己的旅遊經驗或圖片思考，剛才看到的台灣海岸

類型分布是否與自己的認知相同。 

（三）1.教師開啟「第一、第二類漁港資料庫」。 

      2.請學生操作比較第一、二類漁港的差異，為何有  些漁港可

以被列為第一類漁港呢?請學生找出條   

        件。 

        教師補充說明第一類漁港與第二類漁港的差異。 

第一類漁港：水深較深，可以停泊較大型漁船；  

        港埠面積較大，可以停泊漁船數較多；相對的漁獲量也會比

較多。 

3.請學生操作尋找第一類漁港多分布於那些類型 

        的海岸? 

沙岸占 2個，岩岸占 4個，珊瑚礁海岸占 2個 

        教師與學生一同歸納何種海岸類型比較適合建置第一類漁

港的：岩岸。 

三、歸納整理 

    漁港的設置條件，除了考量自然地形、漁場外，我們發現在沙岸

也有第一類漁港，因為政府會考量在地的人口數、交通及附近是否需

要停泊大型漁船，因此會用人工築起的方式，興建第一類漁港，但同

時每年也會花費大量金錢來疏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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