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討論法教案   撰寫人：瑞祥高中鄭潔慧、陳奕安 

一、 定義 

深度討論是老師營造友善談話的情境，詮釋權及討論則交由學生主導，鼓勵學生對文本產生高層

次的理解，自然地將文本內容與自身經驗連結，並且確保學生吸收消化了討論過程中產生的知

識，從中學習論證與溝通的技巧，培養學生批判性分析能力。 

二、 模式 

深度討論(Quality Talk)將討論內容從淺到深分為： 

(一) 基礎提問： 

1. 求知型問題：開放式問題。 

2. 追問型問題：延續他人觀點和問題，進行內容的延展。 

(二) 高層次提問與回應： 

1. 推測型問題與回應：考慮事物發展的不同可能性，提高深層理解。 

2. 歸納型問題與回應：歸納文章中不同部分的資訊和總結普遍規律及主題。 

3. 分析型問題與回應：通過分析文中不同的資訊及其之間的聯繫，探究觀點或結論背後的原

因，並分析緣由。 

(三) 支持性回應 

1. 感受型回應：從個人感受和經歷中找到充分的論據和論證來進行回答。 

2. 連結型回應：在課文和之前自己所讀及所經歷的事情之間尋找連結。 

三、 注意事項 

幾項原則可以讓教師參考以選擇適合的教材： 

1. 教師應提醒學生在開始進行深度討論前，必須有所先備知識。 

2. 除了概念教學時的示範提問，當學生真正實作深度討論法時，建議老師從旁協助討論，

充分給予學生自主發問。 

3. 建議教師挑選主題貼近學生生活經歷與所學知識的文本，比較能激起學生興趣和引起思

考連結。 

4. 建議教師挑選富故事性、議論文類或科普類的文本，比較有深度討論性。 

四、 文本分析範例 

   〈臺灣海龜的研究與發展〉一文之問題範例： 

(一) 測試型和求知型： 

1. 測試型：為什麼蘭嶼比澎湖地區的海龜產卵群量還要多？為什麼琉球嶼近海的海龜多半是

過客？  

2. 求知型：有什麼辦法使海龜產卵的沙灘上沒有任何光源的存在？根據圖二，是什麼原因造

成蘭嶼地區海龜產卵群量變動幅度很大？ 

(二) 高層次提問： 

1. 推測型問題：你覺得一個地區的風俗人文和保育法規，何者對海龜產卵群量的影響較大？ 

根據圖四說法，請問墾丁的海灘屬於亮區還是暗區？ 

2. 歸納型問題：請根據文本內劃線部分的文字敘述，將其資訊歸納出一個圖表(圖表形式不



拘) 

3. 分析型問題：根據本文第一段提到：「長期的生態調查往往會產生一些有趣且意想不到的

結果，並對整體經營管理決策有直接的影響」，請分析是哪幾項結果影響整體經營管理決

策？根據圖一，望安島的海龜產卵群量在最高峰的 1997 年之後大幅下降，你覺得可能的

原因有哪些？ 

(三) 連結型問題 

1. 感受型回應與個人經驗型問題 

2. 跨文本參考型問題：文中提到「因達悟族人相信海龜是惡靈的化身，並不捕殺及挖掘龜卵

來吃」，而以前讀過的夏曼．藍波安的〈飛魚季〉中達悟族人以飛魚為食，請問這兩者皆

不會帶來生態枯竭的原因為何？ 

3. 知識分享型問題 

   課堂操作： 

節數 任務 時數 內容 

第一節 課堂教學 50 分鐘 解說深度討論法之模式與注意事項。 

第二節 示範教學 50 分鐘 

以〈臺灣海龜的研究與發展〉一文與問題範例帶

領學生認識深度討論與操作方式，加強概

念。 

第三節 異質分組討論 50分鐘 

以魯迅〈孔乙己〉文本進行練習，輔以課前任務

單與課中學習單，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深

度討論能力。 

 

五、 小結 

學生進行深度討論，首要條件是具備豐富的先備知識，因此不僅可以激發其自主學習的動力，更能

夠建立學生搜尋、取得、利用與統整資料的基礎能力。透過深度討論的過程中，學生運用分析思考

能力去理解文本，釐清並定義問題，進而擬定可行的專題，往專題研究之路邁進。 

六、 文本範例 

臺灣海龜的研究與發展 

長期的生態調查往往會產生一些有趣且意想不到的結果，並對整體經營管理決策有直接的影響。以下

就提出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與讀者們分享。 

長期生態研究的成果 



臺灣有三個主要的綠蠵龜產卵棲地：澎湖縣的望安島、屏東縣的琉球嶼以及臺東縣的蘭嶼，其中望安

島及蘭嶼的調查更是超過 20 年。在這兩座島嶼產卵族群的長期變化中發現，望安島的產卵族群從

1997 年最高峰的 19 頭母龜，一路下降到 2015 年的兩頭(圖一)。 

圖一  澎湖縣望安島

產卵族群量從 1992 到 2016 年的變動情形。 

而蘭嶼的母龜數量則從 1997 年的四頭，一路上下浮動。雖然沒有明顯的變動趨勢，但每隔四到六年

所出現的高峰數量，卻逐次增加，2016 年甚至達到 24 頭的高峰(圖二)。 



 
圖二 臺東縣蘭嶼產卵族群量從 1997 到 2016 年的變動情形。 

這個結果令人十分吃驚，因為望安島的產卵沙灘從 1995 年起，就劃設了有完善沙灘巡護制度的保護

區，研究團隊也每年都進行調查研究。而蘭嶼則因原住民的反對而無法畫設保護區，加上遊憩活動及

光害的干擾，剛開始做研究時，還曾發生產卵母龜在沙灘上被釣客宰殺的案例。按理來講，蘭嶼的海

龜應該滅絕，而望安島的海龜應該增加才對，但在分析所有相關的數據後卻發現，盡管產卵棲地保護

的很好，望安島的產卵母龜在中國漁民長期捕殺下，無法產生足夠的後代來補充損失而大量減少，以

致面臨滅絕的危機。蘭嶼為數不多的產卵母龜，雖然人為干擾大，但也因達悟族人相信海龜是惡靈的

化身，並不捕殺及挖掘龜卵來吃。研究也發現，蘭嶼產卵母龜在返回覓食海域的途中，會借道沒有漁

業活動的黑潮，而其覓食海域—南琉球島嶼的近海，多為海洋保護區與海洋國家公園，因此母龜在海

上被捕殺的機率相當低。在進行研究及保育後，這個區域的海龜族群數量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因而成

為臺灣海龜的種原庫。事實證明，海龜的保育工作光靠沙灘上的努力是不夠的。我們需要進行全面性—

包括陸上及海上海龜的保育，才能達到目的，而這個重要的發現也唯有在長期的調查才能看得出端倪。 

琉球嶼近海覓食族群量的估計 

琉球嶼近海也有一群綠蠵龜居住，而下水觀賞牠們的水下行為也是該島，甚至是屏東縣最主要的觀光

活動之一(圖三)。然而，除了做研究，海龜是不能觸碰的保育類野生動物，但調查此處海龜族群數量

及分布，卻是達到遊憩開發與海龜保育雙贏的實際做法。在各種解法中，臉部鱗片辨識法可在不觸碰



海龜的狀況下計數海龜。然而，這個方法雖好用，但因臉部鱗片排列會出現 27 種不同的組合，因此

在長期且大量的照片處理時，很難由簡單的 Excel 表格加以分類整理。 

 
圖三  屏東縣琉球嶼近岸海中悠游的綠蠵龜。 

藉由我在美國工作的大女兒–程宛華之助，我們使用一套能處裡大數據的免費軟體–Python，它能快

速且準確地將臉部鱗片依照用戶設定加以分類。當我們分析 2011 到 2017 年拍攝到的 891 張照片

時，發現超過 95%的海龜臉部左右的鱗片排列不一樣。另外，由於我們無法拍攝到每頭海龜的雙臉，

因此在做分析時，我們需計數左臉、右臉、雙臉及重疊部分的海龜數量，並扣除了重複計數的部分。

統計後發現，這七年下來我們總共記錄到 432 頭海龜。令人吃驚的是，這 432 頭海龜中，有近 90%

的海龜並不會在琉球嶼停留超過一年，能待上七年的也只有 2%左右，也就是不到十頭！這說明了琉

球嶼近海是未成熟海龜的暫時棲地，而水下看到的海龜，多半是「過客」而已！正因如此，我們必須

更加重視琉球嶼近海的海洋環境保護。如此一來，海龜才會不斷的前來此覓食及休息。 

光害汙染對小海龜的影響 

研究顯示，小海龜都有向光性的行為。這是因為當光源照射海面時，海水會反射及折射光源，而陸地

則會將光源吸收掉。因此在未開發的沙灘上，夜晚的海面會比陸地來的明亮，而小海龜也知道，往明

亮的方向爬，就可返回大海的懷抱。 



然而，當人們進行沙灘附近的開發，並剷除沙灘外圍的樹林及沙丘時，路燈等人工光源會直接照射沙

灘，造成沙灘背後的陸地要比海面明亮。在這種情形下，小海龜會把人工光源的位置誤認為大海，而

很快樂的爬過去。殊不知，牠們將永遠回不了大海，而是曬死在陸上！ 

這個說法在國外已經獲得多項的實驗證實，而我們在蘭嶼也做過相關的研究。雖然蘭嶼的光害十分嚴

重，但小八代沙灘卻因後方的一個大土堆而使沙灘前方特別黑暗，因此成了我們「自然沙灘」的實驗

範例。另外一座緊鄰環島公路與旅社的大八代灣沙灘，則因開發而喪失了沙灘後方的沙丘和樹林。此

處不但有路燈直射沙灘的問題，旅社的燈光也會照到沙灘上，因此我們將這片沙灘歸類為「光亮沙

灘」。我們各在這兩片沙灘上畫了一個半徑兩公尺的圓圈，並將小海龜放在中心位置，想看牠會往哪

裡爬。結果發現，在自然沙灘上的小海龜幾乎都爬向大海，而在光亮沙灘上的小海龜都爬向路燈(圖

四)！研究也發現，母龜也會避開在有光源的沙灘上岸產卵，所以光害確實會摧毀海龜的產卵棲地！ 

圖四 光害研究顯示，亮區的

小海龜(左圖)會爬向陸地，而暗區的小海龜(右圖)會爬向大海， 

近年來，有人建議海灘邊可採用海龜視覺較不敏感的「海龜友好光源」，但這個建議卻被近年來澳洲

的研究質疑。他們現場的研究發現，不論是何種光源都均會對小海龜產生負面的影響，所以最好的做

法，還是不要在產卵沙灘上有任何光源的存在！ 



 

 

澎湖縣望安島沙灘上準備返回大海的綠蠵龜。照片提供：程一駿 

 

在澎湖縣望安島沙灘上產卵完畢，正要爬離巢穴的綠蠵龜。照片提供：程一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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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重返大海懷抱！攝於澎湖縣望安島。照片提供：程一駿 

 

蘭嶼沙灘上的綠蠵龜近照。照片提供：程一駿 

  

  

  

  

撰文：程一駿博士，專長於底棲生態、河口生態、海洋生態、海洋生物資源保育等。 

 

臺灣海龜的研究與發展 

https://www.natgeomedia.com/wp-content/uploads/2018/05/imgonline-com-ua-CompressToSize-YbByKEYwuadpg.jpg
https://www.natgeomedia.com/wp-content/uploads/2018/05/imgonline-com-ua-CompressToSize-FT72vBdhSD.jpg
http://www.imb.ntou.edu.tw/files/90-1024-63.php?Lang=zh-tw


長期的生態調查往往會產生一些有趣且意想不到的結果，並對整體經營管理決策有直接的影響。以下

就提出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與讀者們分享。 

長期生態研究的成果 

臺灣有三個主要的綠蠵龜產卵棲地：澎湖縣的望安島、屏東縣的琉球嶼以及臺東縣的蘭嶼，其中望安

島及蘭嶼的調查更是超過 20 年。在這兩座島嶼產卵族群的長期變化中發現，望安島的產卵族群從

1997 年最高峰的 19 頭母龜，一路下降到 2015 年的兩頭(圖一)。 

 
圖一  澎湖縣望安島產卵族群量從 1992 到 2016 年的變動情形。 

而蘭嶼的母龜數量則從 1997 年的四頭，一路上下浮動。雖然沒有明顯的變動趨勢，但每隔四到六年

所出現的高峰數量，卻逐次增加，2016 年甚至達到 24 頭的高峰(圖二)。 



 
圖二 臺東縣蘭嶼產卵族群量從 1997 到 2016 年的變動情形。 

這個結果令人十分吃驚，因為望安島的產卵沙灘從 1995 年起，就劃設了有完善沙灘巡護制度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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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害的干擾，剛開始做研究時，還曾發生產卵母龜在沙灘上被釣客宰殺的案例。按理來講，蘭嶼的海

龜應該滅絕，而望安島的海龜應該增加才對，但在分析所有相關的數據後卻發現，盡管產卵棲地保護

的很好，望安島的產卵母龜在中國漁民長期捕殺下，無法產生足夠的後代來補充損失而大量減少，以

致面臨滅絕的危機。蘭嶼為數不多的產卵母龜，雖然人為干擾大，但也因達悟族人相信海龜是惡靈的

化身，並不捕殺及挖掘龜卵來吃。研究也發現，蘭嶼產卵母龜在返回覓食海域的途中，會借道沒有漁

業活動的黑潮，而其覓食海域—南琉球島嶼的近海，多為海洋保護區與海洋國家公園，因此母龜在海

上被捕殺的機率相當低。在進行研究及保育後，這個區域的海龜族群數量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因而成

為臺灣海龜的種原庫。事實證明，海龜的保育工作光靠沙灘上的努力是不夠的。我們需要進行全面性—

包括陸上及海上海龜的保育，才能達到目的，而這個重要的發現也唯有在長期的調查才能看得出端倪。 

琉球嶼近海覓食族群量的估計 

琉球嶼近海也有一群綠蠵龜居住，而下水觀賞牠們的水下行為也是該島，甚至是屏東縣最主要的觀光

活動之一(圖三)。然而，除了做研究，海龜是不能觸碰的保育類野生動物，但調查此處海龜族群數量

及分布，卻是達到遊憩開發與海龜保育雙贏的實際做法。在各種解法中，臉部鱗片辨識法可在不觸碰



海龜的狀況下計數海龜。然而，這個方法雖好用，但因臉部鱗片排列會出現 27 種不同的組合，因此

在長期且大量的照片處理時，很難由簡單的 Excel 表格加以分類整理。 

 
圖三  屏東縣琉球嶼近岸海中悠游的綠蠵龜。 

藉由我在美國工作的大女兒–程宛華之助，我們使用一套能處裡大數據的免費軟體–Python，它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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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做分析時，我們需計數左臉、右臉、雙臉及重疊部分的海龜數量，並扣除了重複計數的部分。

統計後發現，這七年下來我們總共記錄到 432 頭海龜。令人吃驚的是，這 432 頭海龜中，有近 90%

的海龜並不會在琉球嶼停留超過一年，能待上七年的也只有 2%左右，也就是不到十頭！這說明了琉

球嶼近海是未成熟海龜的暫時棲地，而水下看到的海龜，多半是「過客」而已！正因如此，我們必須

更加重視琉球嶼近海的海洋環境保護。如此一來，海龜才會不斷的前來此覓食及休息。 

光害汙染對小海龜的影響 

研究顯示，小海龜都有向光性的行為。這是因為當光源照射海面時，海水會反射及折射光源，而陸地

則會將光源吸收掉。因此在未開發的沙灘上，夜晚的海面會比陸地來的明亮，而小海龜也知道，往明

亮的方向爬，就可返回大海的懷抱。 



然而，當人們進行沙灘附近的開發，並剷除沙灘外圍的樹林及沙丘時，路燈等人工光源會直接照射沙

灘，造成沙灘背後的陸地要比海面明亮。在這種情形下，小海龜會把人工光源的位置誤認為大海，而

很快樂的爬過去。殊不知，牠們將永遠回不了大海，而是曬死在陸上！ 

這個說法在國外已經獲得多項的實驗證實，而我們在蘭嶼也做過相關的研究。雖然蘭嶼的光害十分嚴

重，但小八代沙灘卻因後方的一個大土堆而使沙灘前方特別黑暗，因此成了我們「自然沙灘」的實驗

範例。另外一座緊鄰環島公路與旅社的大八代灣沙灘，則因開發而喪失了沙灘後方的沙丘和樹林。此

處不但有路燈直射沙灘的問題，旅社的燈光也會照到沙灘上，因此我們將這片沙灘歸類為「光亮沙

灘」。我們各在這兩片沙灘上畫了一個半徑兩公尺的圓圈，並將小海龜放在中心位置，想看牠會往哪

裡爬。結果發現，在自然沙灘上的小海龜幾乎都爬向大海，而在光亮沙灘上的小海龜都爬向路燈(圖

四)！研究也發現，母龜也會避開在有光源的沙灘上岸產卵，所以光害確實會摧毀海龜的產卵棲地！ 

 

圖四 光害研究顯示，亮區的小海龜(左圖)會爬向陸地，而暗區的小海龜(右圖)會爬向大海， 

近年來，有人建議海灘邊可採用海龜視覺較不敏感的「海龜友好光源」，但這個建議卻被近年來澳洲

的研究質疑。他們現場的研究發現，不論是何種光源都均會對小海龜產生負面的影響，所以最好的做

法，還是不要在產卵沙灘上有任何光源的存在！ 



 

 

澎湖縣望安島沙灘上準備返回大海的綠蠵龜。照片提供：程一駿 

 

在澎湖縣望安島沙灘上產卵完畢，正要爬離巢穴的綠蠵龜。照片提供：程一駿 

https://www.natgeomedia.com/wp-content/uploads/2018/05/imgonline-com-ua-CompressToSize-q2HK4NnQCS.jpg


 

準備重返大海懷抱！攝於澎湖縣望安島。照片提供：程一駿 

 

蘭嶼沙灘上的綠蠵龜近照。照片提供：程一駿 

  

  

  

  

撰文：程一駿博士，專長於底棲生態、河口生態、海洋生態、海洋生物資源保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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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習單 

                       深度討論法學習單  撰寫人：瑞祥高中 鄭潔慧、陳奕安 

一、 初步討論學習單 

 文章標題   時間 年  月  日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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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研究專題  

 

二、 課前任務單 

 文章標題 記錄路死 也為疾病監控、野生動物研究鋪路 時間 年  月  日 

一 1.文章主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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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文章相關檢索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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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學習單 

 文章標題 
記錄路死 也為疾病監

控、野生動物研究鋪路 
 時間 年  月  日 

問   回 A 歸納型、B 分析型、C感受型、D連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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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研究專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