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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 

子計畫 2-1：高雄市右昌國小「學校實施戶外教育」成果報告 

 

一、計畫名稱 夜探海生館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屏東縣(市) 

地點：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在地跨區域學習 

有住宿 ☐未住宿 

課程實施單位 班級 ☐班群 ☐學年 
參與學生數 28 

參與教師數 4 

外部協作師資 

共_______位 

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_____位 

☐安全風險管理_____位 

☐其他：__________面向師資_____位 

 

協作師資資訊 

（若多位師資，

請自行新增） 

姓名  
師資類型 請選擇師資類型 

單位  

聯絡資訊  教學類型 請選擇教學類型 

專業證書  教學專長 請選擇教學專長 

 

協作師資資訊 

（若多位師資，

請自行新增） 

姓名  
師資類型 請選擇師資類型 

單位  

聯絡資訊  教學類型 請選擇教學類型 

專業證書  教學專長 請選擇教學專長 

 

課程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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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實

施過程記錄 

本計畫實施過程之相關紀錄，包含教師之文字、影像紀錄，以及教師於實施過程中之

反思。 

一、活動前 

1.導覽《夜探海生館》的內涵、發展方向。 

2.分階段討論，蒐集及閱讀相關資料，建立走讀的基礎知識。 

3.透過小組討論分享，發展《夜探海生館》活動架構。 

4.建立學生參加活動的態度及目標 

5.資料導讀：閱讀<海生館網站>資料、動畫，搭配學習單了解海生館展覽生 

  物、環境生態…等內容。 

6.筆記整理：指導學生整理學習重點，發掘有興趣問題，以了解海生館與生物

的特色，增加海洋生態的專業知識。 

 

二、夜探海生館(戶外教育) 

1.海生館解說員進行三大場館導覽，引導學生對海洋主題有更深刻的了解。 
2.蒐集及記錄海洋生物與環境的特色。                    

3.學生事先根據所收集的資料進行統整與記錄，小組成員合作擬定問題，走讀 

  時可與解說人員進行對話，了解海洋保育與永續的相關困境與策略。 

 4.小組討論分享所發現的現象及提出解決策略。 

    此活動規劃至海洋生物博物館進行生態觀察，探索海洋生態環境，從完整海

洋生態系統的元素切入，深入了解臺灣生態水域、珊瑚礁生態、世界水域生態…

等生態系統的生物與環境，以建構海洋生態地圖與生態價值，深化海洋生態環境

的豐富性與多樣性，讓學生學習深度旅遊的體驗與趣味性。 

 1.認知層面：增進學生對海生生物博物館功能的認識，也增加對海洋生物生 

   態、環境、種類的認識，了解海洋生態保育的平衡，提升保育海洋環境的觀 

   念，使本校<走讀桃花源>校訂課程更多元豐富。 

 2.情意層面：培養關懷生態、主動探索的情操，建立深入探索生態、環境與文 

   化的知能，學習尊重及欣賞多元生活面貌的觀念，架構知海、近海、親海的 

   素養能力。 

3.技能層面：學會資料整理、作品展示及發表，充實多元的戶外生活體驗。學習 

  問題解決能力，從走讀與閱讀中養成主動關心環境、生態…等議題，珍惜環境 

  生態及其價值。 

三、活動反思 

  1.藉由<夜探海生館>的機會，了解海洋生物的生態、濕地環境、珊瑚礁生態、人文 

    特色，帶領學生思考生態保育與海洋休閒活動的關聯性，建立海洋環境與人共存的 

    價值觀。 

  2.經由實地走讀、觀察、體驗…等活動，來理解不同海洋生物、生態環境、海洋     

    文化活動……，充實戶外教育的豐富性，以擴大學習的生活經驗。 

  3.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建構走讀主題的背景知識，透過手冊資料導引、學習單 

    整理，培養學生主動觀察、歸納比較的能力，實踐關懷生態保育的信念。 

  4.活動以探索海生館為主軸外，也結合落山風藝術季活動，結合海洋生態與海洋 

    人文活動，從體驗中理解在生態保育中，我們可以扮演的角色，來提升學習的 

    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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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影像 

  

在枋山海邊寧聽海浪的聲音 觀察海灘礫石 

  

礫石灘上合影 落山風藝術季~與仿生獸合影 

  

海洋生物裝置藝術 走入海生館進行海洋生態探索 

  

海洋生物養護池照護 體驗後場海洋生物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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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隧道區合影 觀賞繽紛的海洋生物 

  

南極企鵝餵食秀 觀察海濱環境寄居蟹生態 

  

群礁環境植物生態觀察 夜探海生館之星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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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

習表現 

學生參與課程之學習成果示例，例如學習單、觀察紀錄、心得撰寫、繪圖表達等。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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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效檢

討與建議 

說明執行此計畫之整體效益評估，以及所遭遇到之困難或挑戰，並給予建議。 

1.此夜探海生館活動，館方活動安排太過緊湊，缺乏停頓、思考與討論議題的時間， 

  此有經驗後，往後若有規劃此活動，可以加入自主想法，彈性調整活動內容。 

2.活動前會要求學生閱讀資料，藉由引導與討論來提升學生的先備知識，並編寫學

習單及旅遊日記的整理，來提升走讀學習經驗。 

3.事先跟導覽人員溝通，以了解學生的學習程度，以淺顯的語言貼近學生的生活經

驗，激發出自己的想法，加深走讀的印象。 

4.透過資料蒐集與討論，來激發孩子對戶外活動的興趣與參與度，部分學生在學業

學習表現較弱，但在參與戶外教育延伸學習的活動上，透過資料導讀與學習單的寫

作，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是一大收穫。 

五、計畫經費收支結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