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活動項目(名稱)：              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               

 

活動目的 

(一) 希望藉由本次培訓課程能激發教師之海洋服務熱忱及擴展海洋思維。 

(二) 促進現場教師持續從事海洋教育之研發、教學與服務。 

(三) 培訓能夠在各級學校中擔任單位內持續進行海洋教育推動與實踐之海洋

教育推廣教師。 

參加對象 (一)高雄市四級學校(高中、國

中、國小與幼兒園)教師優先錄

取。 

(二)各大專院校之師資培育生

（至多 5名）。 

(三)全國對海洋教育有興趣之

教師。 

時  間 108年4月11日(四)~108年4月12

日(五)，兩日共計16小時。 

 

 

 

 

 

 

活動方式 

 

 

 

 

 

 

一、海洋概論：海洋事務已躍升為當前國際議題，方興未艾！海洋是全人類共

同的資產！聯合國於1992年地球高峰會議中，通過了《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對於由大洋、近海與海岸地區所構成的「海洋環境（Marine Environment）」

稱為「地球環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人類永續發展機會的所在」，是以海

洋事務之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來出現了許多新穎的部會組織名稱如「海洋

部」、「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這些組織在台灣海洋政策上扮演的是什

麼角色？我們又該如何從政策面關心我們的海洋，也是應關注的議題。本課程

就海洋保育制度，要述政策、法制和管理基本概念，並回顧台灣的相關進展和

問題做為未來改進的參考，也共同期許海洋政策能指引行動並邁向預期結果！ 

二、海洋關懷：由於生物生長及繁殖所需物質能在地球循環及供應，生命也才

得以在這個世界生生不息，這個重要的循環過程，海洋佔了地球總面積 71%，

在地球生命所需物質的循環，扮演關鍵的角色。在生命之母的「海洋」也正時

時刻刻進行中。此外全球變遷（指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海洋酸化、人為活動

等作用的綜合）將造成海洋上層水體環境的劇烈改變，推動海洋生態系食物鏈

的基礎生產者將首當其衝，當基礎生產者受到影響，海洋生物地球化學循環以

及生態系統也將逐漸改變，最終影響到海洋資源。本課程主要從海洋環境、生

態、大氣與模式的專業人力與資源，探討全球變遷對海洋基礎生產者的變動、

氣體的交互作用及其對海洋生態系食物鏈循環與珊瑚礁系統的影響。 

三、親海教育：海洋城市~港都高雄又一新亮點！由林園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陳俊強帶領學員探訪一群穿著白紗裙倒立跳舞的五彩水母。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基地總面積約6.2 公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袖珍型濕地。根據中芸國小教師團

隊專業的生態調查，林園濕地公園在規畫為濕地公園之前，有種類繁多之鳥

類、植物、魚蝦蟹類，而昆蟲類及多種兩棲爬蟲類等則有待進一步調查，生物

種類極為豐富，特別是原生種之紅樹林、海茄苳頗多，且具近一百五十年歷史。

當海水潮起潮落，園區內生態亦不停的循環演進，儼然是環境變遷與生物進化

的縮影。此外，除了認識倒立水母的棲息地，還可以零距離觀察水母在岸邊行

光合作用，在高雄近郊之公園濕地卻享有海洋級的水母觀賞體驗，彌足珍貴，

預計到4月底都是最佳觀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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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服務：臺灣於 2018 年甫成立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海洋議題愈受

大家重視。在海洋科學的領域中，廣泛地含括地球科學、物理、化學、生物等，

而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管理資料」是一門大學問，運用科技資訊軟體、整合

各個學門資料，更能系統性地窺見海洋全貌。近年來 Open Data 廣泛出現在

各領域，海洋學門資料庫，不僅僅是資料倉儲，更具有資料分析之強大功能，

未來透過推廣海洋環境科普教育，並於不同領域進行交流，得使海洋資料庫更

貼近產、官、學界及大眾，有助於我們探討海洋環境變動。  

五、體驗教學設計：本課程探討海洋體驗教學的內容與可行方式，以及相關的

課程設計模式，並指導現職教師（與師培生），實作海洋體驗教學的相關課程

設計，與大家共同分享、討論。教學設計基於「親海、愛海、知海」之海洋教

學目標，藉由海洋體驗探索活動，讓學生學習欣賞海洋文化、認識海洋資源，

進而瞭解海洋生態，積極保育海洋。難能可貴的是，高雄市的近郊林園的濕地

公園是一個古西溪潟湖遺跡，擁有全台唯一的「水母湖」可觀察到如海洋生物

的水母，此外尚有魚類、貝類、蟹類、昆蟲、鳥類、海茄冬等，在體驗式的教

學設計上不必遠求、是一個很棒的題材！如同我們所知，濕地分布世界各地，

與海洋、森林並稱為全球三大生態系統，濕地與海洋接壤、是一個活力十足的

生態系，健康的濕地與海洋息息相關！ 

活動效益

(質性或

量化描

述) 

1.課程發展： 

    林園海洋濕地公園是高雄少數保存完好的溼地園區，講師不僅口頭介紹濕

地公園內的生態環境，還帶領學員用觀察、觸摸、丈量、品嘗等五感親自體會

濕地生態的生物特性，更不時提供學員未來設計體驗教學的技巧與注意要點。

除了生態學習，講師也引導學員見證人為干預對環境造成的劇烈變動，對溼地

所面臨的挑戰進行省思，給學員一次豐富精采的體驗學習經驗。 

2.教學實踐： 

    親身走訪林園海洋濕地公園後，講師分享過往設計體驗教學的技巧、多年

實際運作的教學心得，以及學生課後反應，引導並協助學員設計適合國小、國

中和高中各階段的體驗課程，展現健康、社會、生物、童軍、國文的跨領域結

合，而集思廣益後的成果發表，學員們亦大方給予回饋和建議，如此互動也使

海洋教育的內容更顯豐富多元。 

3.研發成果： 

一、透過本次培訓課程，引導學員跨領域腦力激盪，其產出亦添置本市四級學

校海洋教育體驗教學課程設計方案。 

二、協助本市建立海洋推動體驗式海洋教育人才資料庫，促進系統性人力資源

整合，進而推展至本市各級學校。 

三、建構本市海洋教育工作者專業知能，提供連結在地資源之核心素養與培訓。 

4.其他 

整合並擴增各級學校教師、社會教育機構志工、海洋研究相關人員等，群策群

力、共同推動並紮根海洋教育於教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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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檢討

與建議 

    課程進行期間，不斷有學員向講師、向主辦方反應，講述介紹的課程內容

扎實，戶外體驗活動則使人眼睛一亮，整體來說令大家獲益匪淺，對海洋教育

有更全面的看法，也和講師、和學員共同產出許多新的教學想法，擦出多元樣

貌的火花。 

    然而活動籌備過程中，主辦方礙於經費預算，對於整體課程規劃、海洋教

育培訓推廣和課程活動服務品質等多有未竟之事，實屬可惜，還望主管機關能

多給予經費支持，與彈性活用之空間，以期未來能提供更完善的課程計畫，吸

引更多人才加入海洋教育者之培訓。 

    本次培訓課程能夠順利落幕，全賴各界合作：許多學員不遠千里而來，其

熱忱令人感佩；感謝高雄市海洋局和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的講師撥冗前來，

帶給我們精彩的課程；主辦方七賢國中校長、主任與多位教師對活動籌辦、課

程進行與事後成果整理不遺餘力；最後仍要再次感謝主管機關對於海洋教育的

支持與推廣，希望促使更多人加入海洋教育的行列 

 
活  動  花  絮 

  

講師介紹海洋現況與未來發展 講師介紹台灣生物地理分布與常見魚種 

  

講師介紹深海遙控無人載具與實際演練過程 講師介紹海洋資料庫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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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人員介紹機具運作原理 講師介紹海研中心研究機具 

  

講師介紹濱海植物特性 講師講解利用槺榔製成掃帚 

  

講師講解體驗教學課程設計要點 學員專注投入討論課程設計 

  

學員分享課程設計理念 結業大合照 

3.活動項目(名稱)：              海洋教育教案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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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標 

一、鼓勵各級學校教師編製多樣化的海洋教育教案，豐富海洋教育實施方式。 

二、經由專業領域對談與交流，提升教師編寫補充教材的能力，以促進教師專業

成長。 

三、激發教師發揮教學創意，活絡教學情境，提高學生學習意願及成效。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高雄市蚵寮國民小學 

 

 

實 

施 

方 

式 

參 賽

對 象 

凡任職本市所屬學校教師(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學支援人員與實習老師）

皆可參加。 

參 賽

組 別 

高中職組、國中組、國小組 

 

作 品

製 作

原 則 

與 海 洋 教 育 相 關 ， 要 配 合 本 市 海 洋 教 育 政 策 推 動 架 構 四                     

個面向，海洋社會、海洋科學、海洋文化、海洋資源。 

(一)教案編寫以生活化、實用化、趣味化、結構化為原則。 

(二)以配合學生日常生活及國民中小學教學主題為主。 

(三)教案內容與目標需適合所預設之年級。 

 

 

 

 

 

注 

 

 

意 

 

 

事 

 

項 

 

 

 

 

鼓勵參賽人員發揮創意自行設計教學活動，須適當註明資料來源，作品若抄襲或

侵害他人著作權者，除得以取消敘獎資格、追回獎狀與獎勵的禮券外，一切法律

責任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附件 2：報名表須簽名具結）。 

得獎作品授權本局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公開於網站或編輯成冊，並上傳「高雄市海

洋教育資源網」，以供海洋教育各項相關教學活動使用。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與轉授權屬於本局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與作者共有，作品逕存本

局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典藏，且有推廣、借閱、公布、印製、發行、重製及公開展

示播放、上網等之權利，不另支付酬勞或任何費用，惟不得作為商業活動之教材，

日後其他單位作為商業目的使用時，須徵得本局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同意（作者

個人出版物不在此限）。 

得獎團隊或個人，請依教案設計內容納入 106 學年度課程實施，實施公開授課成

果發表另訂計畫辦理。 

參賽者不得運用同一作品參與其他類似比賽，亦不得運用以前已獲佳作以上之得

獎作品，或已經盤點各校實施海洋教育校本課程之教案作品，參與本競賽，即參

賽教案設計需為未經發表之原創作品，且請勿一稿二投。 

參賽作品內文不可註明任何記號影響評分。 

參考資料請註明出處，如係「引用」則請徵得原作者授權；請勿侵害他人著作權，

否則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預期成效 

一、蒐集優良海洋教育教案，作為全市教師實施海洋教育之參考。 

二、教師經由比賽累積發展海洋教育補充教材經驗，提昇海洋教育專業知能。 

三、激發教師發揮教學創意，活絡教學情境。 

 

 

成果：優秀作品 

高中職組：瑞祥高中  濤花記事─海洋文學介紹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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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蚵寮國中  與海共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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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彌陀國中  World Ocean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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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組：蚵寮國小  蚵寮之消失黃金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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