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度臺北市海洋教育執行成果 

壹、 計畫摘要 
一、年度計畫 

(一) 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二) 辦理河海遊學課程 

(三) 辦理臺北市國小海洋教育議題宣導與公開授課觀摩會 

(四) 辦理臺北市世界海洋日 

(五) 辦理海洋教育種子教師知能研習 

(六) 辦理臺北市公私立國中小學海洋教育公開授課成果徵選計畫 

(七) 辦理全國海洋教育教師研習營 

(八) 參與臺北市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教學活動設計類 

(九) 參與臺北市科學日 

(十) 辦理海洋之心造舟航向大海 

(十一) 辦理臺北市關渡國小暑期海洋微旅行 

(十二) 辦理戀上獨木愛上鯨-海海生態體驗營 

(十三) 辦理獨木舟水上運動推廣營 

(十四)主題式教學-教室應該不一樣─我的一艘舟 

(十五)主題式教學-是鯨?是魚? 傻傻分不清 

二、海洋教育資源網絡 
 臺北市海洋教育之推動由教育局領航，以關渡國小為海洋教育資源中心，金華國小、

興雅國小、太帄國小、馬偕專校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為策略聯盟學校，並與關渡宮，關
渡自然公園，中華鯨豚協會，臺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及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形成一
個北區環境教育場域，訴說著水岸濕地、人文、信仰等多元海洋議題，共同成為推動海

洋教育教學與課程、遊學與體驗的群組。 

貳、 執行問題或反思回饋 

一、 臺北市地理位置不臨海，教師實施海洋教育課程時易受限制，本市持續透過「體驗」與
「思考」為策略，以達「親海」、「知海」，並實現「愛海」之願景。今年除透過聯盟
學校合作，規劃一系列遊學課程，致力推動認識、體驗淡水河流域沿岸、河口生態之課
程，更結合教師教學的公開授課、海洋教育補充教材彙編，將海洋教育更落實、融入各
領域教學課程中。 

二、 本市積極籌措經費，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各項軟硬體設備，去年生態放映室、互動體

驗區、實體展示區、海洋故事牆、海洋藝文廊資料典藏區、乘舟體驗區落成，已開放給
本市各級學校運用，以達海洋教育之推廣。 

三、 本市積極推動相關海洋教育知能精進之工作，辦理眾多教師研習營，製作許多教材與
DM，以協助「教師教學」與「課程需求」為目標，辦理研習進修與專業成長，以落實海
洋教育課程之推動、海洋教育課綱之認識。



 

 
105年計畫執行成果一覽表 

 

分

類 
項目 

活動 

時間 
場次 人數 摘要 

總計 6,089 人 
此人數為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直接服

務人數，不含本市各校推動海洋教育人

數。 

課 

 

 

程 

帅兒園 

海洋教育體驗 

105 年 

(全年) 

12
場 360人 

配合學校條件與社區特性，串連關渡地

區週邊教學資源，規畫套裝式海洋教育

遊學課程，體驗河海課程活動。透過實

地探訪、觀察、體驗活動，認識在地海

洋文化，進而激發學童親海的興趣、提

升孩童對河海生態及文化的知能。 

國小、國中 

河海遊學課程 

105 年 

(全年) 

89
場 

2,327人 

中正高中 

環境科學班 

海洋環境課程 

9/10 1 場 30 人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生海洋

教育課程 
10/14 2 場 80 人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獨木舟推廣營 
10/1 1 場 48 人 

研

習

、

公

開

課 

臺北市公開授課

觀摩會〈全市各校

一位代表參與〉 

6/8 1 場 150 人 

宣導國小海洋教育課程綱要及議題融入

教學。進行海洋教育融入領域課程分享

與教學演示。 

全國 
海洋教育教師研習 

10/15-
10/16 

1 場 30 人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中華白海豚、瞭解牠
的生態重要性和目前的生存危機，進而

培訓推廣海洋教育的種子教師，期待參

與者能將這片土地的感動化為行動力，
將海洋保育相關概念推廣出去。 

臺北市海洋種子 

教師知能研習 3/28 2 場 150 人 
了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教學資源運用，

提昇教師海洋領域之專業知能與教學能

力，發展臺北市海洋教育課程。 

公私立國中小學海

洋教育公開授課成

果徵選計畫 

9/19-
10/25 

1 場 300 人 

海洋教育課程或海洋教育教學研究主
題，透過校內教師進行備課研究，並以
公開授課方式與教師進行分享或專業對
話，以促進彼此之專業成長。 

行

動

研

究 

臺北市教育專業創

新與行動研究徵件-

教學活動設計類 

5/25 2 件 80人 

以海洋垃圾為主題，透過 KELLER 成就動機

理論（ARCS 模式），引導五年資優班學生進

行海洋生態危機之探究，走出教室實踐「做

中學」。積極進行淨灘、與國聖埔海灘海廢

監測活動，並藉由研究、採訪、座談、紀

錄、問卷等教學實作方式，讓學生覺察、省

思海洋資源的寶貴。 



 

 

 

 

分

類 
項目 

活動 

時間 
場次 人數 摘要 

主 

 

題 

 

日 

臺北市世界海洋日 
5/30-
6/8 

1 場 
1,100

人 

期望透過世界海洋日活動之舉辦，將海

洋議題融入學校學習場域，並利用特色

活動間接鼓勵學生接近海洋、珍惜海

洋，將環境保護的想法付諸行動，將學

生愛海洋的行為具象化，利用一系列活

動，擴大海洋教育之推動效益。 

臺北市科學日 
5/30 

(全日) 
1 場 

600-
1000

人 

藉由臺灣師範大學舉辦的科學日活動，利用

我們培訓的海洋小特務來跟民眾推廣吃也能

幫助海洋，因此舉辦了五星級海鮮鍋的活

動，讓參觀之家長與孩子們了解日常生活

裡，食魚的重要性。 

 

營 

 

 

 

 

隊 

海洋之心造舟航向大

海〈師生組隊造舟〉 
7/4-
7/22 

1 場 60 人 

完成 11 艘雙人 kayak 舟。師生透過造舟工

藝操作歷程，培育海洋環境教育行動熱忱，

發展更具有專業海洋教育課程。學生藉由造

舟課程，認識海洋及生態，讓海洋教育深深

植入心底。 

暑期海洋微旅行 
7/20-
7/22 

1 場 34 人 

提升學生獨木舟技能學習課程，基本操舟、

翻船自救，並實地舟遊雙溪河，認識海洋與

河川之關係；藉由參觀、探訪、體驗海洋大

學、海洋科技博物館及潮境公園，完整訴說

臺灣海洋生態、科技、職業等議題，領略海

洋冒險、進取的精神，激發學童親海的興

趣、提升孩童對海洋生態及文化的知能。 

戀上獨木愛上鯨海海

生態體驗營 
 

7/30-
8/1 

1 場 20人 

對鯨豚的生理、生活、型態來個大揭密，讓

學員更加認識這迷人的海中精靈，並藉由鯨

豚來闡述目前海洋環境所面臨的問題。最後

透過實際出海體驗，去感受鯨豚在大海中優

游的生命力，期望培養學員對於生命及自然

環境的尊重，在活動中激發關懷海洋的情

操。 

主

題

式

教

學 

臺北市關渡國小 

教室應該不一樣─我

的一艘舟 

4/18-
4/22 

1 場 170人 

關渡國小翻轉教育主題教學活動，發展學校

特色課程，進行『舟』遊臺北 • 划向『心

夢想』主題課程，採體驗教學方式設計，在

教學過程中融合不同學科的知識，學習歷程

強調實踐、體驗與省思，讓課程更多元與完

整，期望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效果。 

是鯨?是魚? 

傻傻分不清 

10/4 
11/1 
11/15 
11/22 
11/29 

5 場 150人 

利用課堂上的教學，讓學童們了解如何

分辨鯨豚和魚類的差別，進而擴大到鯨

豚生理構造的演化，並讓學童了解當鯨

豚擱淺時該如何救援，並實地練習 3 要 4

不的救援行動，以達到寓教於樂之課

程。 



 

河海遊學課程(年度) 

配合學校條件與社區特性，串連關渡地區週邊教學資源，規畫套裝式海洋

教育遊學課程，體驗河海課程活動。透過實地探訪、觀察、體驗活動，認識在

地海洋文化，進而激發學童親海的興趣、提升孩童對河海生態及文化的知能。 

 

 

 

 

 

 

 

 

 

 

 

 
 

  

「餘生共遊」影片作為海洋故事開段 你我日常舉動都會牽動海洋 

  

結合上課內容的闖關任務取代學習單 惟整合訊息與跳脫框架思考才能破關 

  

最後體驗活動-鯨鯊紙雕 DIY 親身體驗與思考過才最有感!!! 

  



 

河海遊學課程(年度) 
 

本年度國中小遊學課程共進行 89場，授課人數 2,327 人，達到歷年新高。 

 

  

 

海 

 

洋 

 

拓 

 

荒 

 

者 

 

課 

 

程 

  

水上自救為水域活動最重要一門課 泳池裡帄台舟體驗 

  

划累了如何休息呢???就是併船囉!! 學習如何翻船復位 

  

海洋中心塗鴉牆為最佳心得留言區 學生回饋遊學課程心得與作品 



 

臺北市世界海洋日活動(5/30-6/8) 

結合「世界海洋日」，於學校課程或相關活動中，加強融入海洋教育，以增進

師生之海洋素養與海洋相關基本知能，並藉以喚起師生知海、愛海、親海之意識，

以實際行動守護海洋、關懷地球。 

主 

 

題 

 

徵 

 

文 

  

  

各學年挑選一部海洋相關影片，進行影片賞析、分享，引導學生撰寫心得徵文 

海 

 

洋 

 

詩 

  

課程中融入海洋教育，引導學生創作海洋詩 

 



 

臺北市世界海洋日活動(5/30-6/8) 

海 

洋 

知 

識 

挑 

戰 

賽 

 

 
 

藉由海洋知識擂台賽方式，啟發學員對於海洋議題之關心，鼓勵參賽者觀察

人與海洋共存關係，提升參賽者對於海洋科技與海洋環境生態的重視 

海 

 

洋 

 

微 

 

旅 

 

行 

  

  

透過參觀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以及海洋大學養殖生物中心，讓學生對於海洋

生物、環境、科學等各領域有更進一步認識與親近，並導入目前海洋面臨之

困境與議題，啟發學生對於海洋之重視與愛護 

 
臺北市世界海洋日推廣海洋教育影響超過 1,000 人次 

 



 

臺北市國小海洋教育議題宣導與公開授課觀摩會(6/8) 

藉由海洋教育議題宣導與公開授課觀摩會達成宣導世界海洋日，守護台灣海

岸與生物多樣性，增進海洋教育課程教學活動設計的專業能力，並透過實作與觀摩

實踐海洋教育理論，建立海洋教育學習社群，充實海洋教育教學資源以提供教師了

解海洋教育重要政策的理念與實作經驗。 

 
 

開幕式合影留念 分組教學說明 

  

公開授課 學生作品 

  

議課 海洋能專題演講 

 
臺北市國小海洋教育議題宣導與公開授課觀摩會參與研習人員達 150 人 



 

  

海洋教育種子教師知能研習(3/28、7/1) 
研習活動由大稻埕河岸聚落踏查，接著搭乘藍色公路，自大稻埕碼頭到關渡碼頭乘船體驗，

以及關渡河岸聚落踏查，最後至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進行海洋教育 DIY動手實作，並了解海

洋教育資源中心教學資源運用，提昇教師海洋領域之專業知能與教學能力，發展臺北市海洋教育

課程。 
 

  

走!我們搭船去 大稻埕河岸聚落踏查 

  
 

水筆仔筆 DIY 教學 瞧瞧我的成品如何 

  

臺北市海洋教育計畫說明與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教學資源運用介紹 
海洋種子教師研習大合照 

結合實際操作學習策略，落實知識至實務，提生教師海洋教育專業能力，以落實海洋教育普及化

及精緻化 



 

 

臺北市公私立國中小學海洋教育公開授課成果徵選計畫 

公開授課定位為課例研究(lesson study)，應真實呈現完整之教學歷程，並重視觀課及議課

之對話歷程，藉以促發教師之省思及相互學習。為實施公開授課，可與校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精進教學觀摩教學等計畫合併辦理，並選定海洋教育課程或海洋教育教學研究主題，透過校內教

師進行備課研究，並以公開授課方式與教師進行分享或專業對話，以促進彼此之專業成長。公開

授課應包含說課、授課、議課之相關流程。 

送件主題: 

與「海洋教育」內涵有關主題之公開授課成果，主題參考範圍如下： 

(一) 海洋休閒 (二)海洋社會 (三)海洋經濟活動 (四)海洋科學 (五)海洋文化，如海洋民俗

信仰與祭典、海洋歷史  (六)海洋文學  (七)海洋藝術 (八)海洋資源 (九)海洋保護與生態保育 

(十)其他相關主題。相關海洋教育補充教材，請逕行上網參考。 

網址：http://www.kdps.tp.edu.tw/sea/ 

送件對象資格: 

一、國中組： 

（一）全市公私立國民中學現職教師。 

（二）全市公私立國民中學代理、代課教師及實習教師。 

二、國小組： 

（一）全市公私立國民小學現職教師。 

（二）全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代理、代課教師或實習教師。 

報名方式: 

一、請繳交書面資料及光碟：資料於 105 年 10 月 25 日前親送或郵寄，郵寄以郵戳日期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書面資料：(除送件表及授權書外，含封面及底頁最多 20 頁，超過部分不予評分，請裝訂

成冊) 

1.送件表及授權書各一份（表 1、2）（送件表請完成學校核章） 

2.公開授課成果內容至少應含下列文件： 

(1)公開課之單元活動設計、教案資料（學習單、PPT檔、圖表、圖片等） 

(2)公開課授課者之省思札記 

(3)課例研究之相關記錄及回應資料 

(4)凝聚之課程教學智慧(自選，無則免附) 

(5)活動成果歷程紀錄表(活動剪影) 

3.作品規範 

(1)作品應著重於課例研究歷程紀錄，並須以尚未公開發表之作品為限，且不得違反

智慧財產權、剽竊及違反學術倫理事項。 

(2)得獎作品之作者必須同意無條件由主辦單位以紙本、光碟形式出版發行，並製作

海報參與成果分享。 

(3)作品之文責由作者自負。 

光碟資料：請依序將書面資料放置於光碟。 

評審標準: 

一、教學活動設計    20% 

二、記錄真實性與完整性 10% 

三、內容豐富性與創意性 50% 

四、作品推廣價值       20% 



 

 

「海洋之心－造舟航向大海」(7/4-7/23) 

工作坊藉由團體動力激盪、透過身體與工具和材料互動對話，學習人類

早期面對自然環境所製作的世界上第一艘獨木舟的工法（Kayak），重新學習

並體驗先民在面對水體（淡水或海洋）環境挑戰中所發展出來的智慧與工藝

技術。工作坊結合海洋原始交通工具的「工藝操作」與「體驗學習」的過程，

用工藝營的方式，讓教師跳脫傳統框架，以創新、舒緩的方式，先修復再由

內而外地啟動教師對海洋初始之舟的學習與努力的動機，對海洋環境產生更

緊密的連結，啟動海洋環境教育的熱忱、發展更具有專業的海洋教育課程。 

  

做大船前，先學會模型製作 完成 1/10 模型船 

  

大船開工，從木條開始 船隻量尺度，每艘都是量身訂做 

  

一番努力，骨架就快完成 木工結束，還得蒙皮呢! 



 

 
「海洋之心－造舟航向大海」(7/4-7/17) 

 

  



 

活動共 10 校 10 個團隊超過 60 人參與 

本活動另與社區大專院校：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師生團隊、馬偕專科學校師生團隊

參與造舟及水域環境教育活動，並帶領本校師生共同製作參與，展現出大手牽小

手之跨校合作。 

晚上 11 點終於把蒙皮做完了! 經過彩繪與塗上防水層後終於完工 

  

歷經三個禮拜完成，終於要下水典禮囉! 淡水河的試航，我們做到了!! 

  

接著 10/16 日至冬山河挑戰 10 公里航行 感謝老天給我們大晴天，活動圓滿完成 



 

  

海洋微旅行體驗營(7/20-7/22) 

課程以獨木舟技能學習，如基本操舟、翻船自救，並實地舟遊雙溪河，認識

海洋與河川之關係；藉由參觀、探訪、體驗海洋大學、海洋科技博物館及潮境公園，

完整訴說臺灣海洋生態、科技、職業等議題，領略海洋冒險、進取的精神，激發學

童親海的興趣、提升孩童對海洋生態及文化的知能。 

 

  

開始訓練囉!! 水上自救一定要學會 

  

先至泳池學會划船技巧 移地外雙溪挑戰 

  

小激流中繼站休息 划船行程告一段落囉 



 

 

海洋微旅行體驗營(7/20-7/22) 

 
 

前往海洋科技博物館參觀 導覽姐姐帶領下認識更多元的海洋面貌 

  

也要來瞧瞧特展廳慈鯛科魚兒們 再度踏上戶外，探訪潮間帶 

  

望海向海灣有很多驚喜呢! 活動結束前，一定要來個合照留念 

 

 

暑期體驗營辦理 1梯次，共 34位學員參與。 

經過一連串海洋體驗行程，相信一顆顆種子將在學員們心中慢慢萌芽。 



 

  

戀上獨木愛上鯨~海海生態體驗營 (7/20-7/22) 

今年夏天我們划著獨木舟去親近海洋，乘著賞鯨船去感受鯨豚在大海中悠游

的生命力，學習對於生命及自然環境的尊重，在活動中激發關懷海洋的情操，並模

擬科學家進行海上調查，進一步揭開鯨豚及其他海洋生物面臨的生存危機。 

  

讓我們陶醉在鯨豚的世界 雙溪河划船囉 

  

友善坐船出海賞鯨豚最令人感動 海科館內任務限時挑戰好刺激 

  

鯨豚擱淺救援行動我也幫得上忙 體驗過後，保護海洋決心將在心中萌芽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與中華鯨豚協會合作，辦理營隊活動， 

共同推廣海洋教育 



 

  

主題式教學-臺北市關渡國小「教室應該不一樣─我的一艘舟」 
 

關渡國小以翻轉教育的理念創新教學，讓畢業班 170 位學生合力完成 14 艘手

工獨木舟，這項海洋教育主題課程是由國內非常重視教育、具創新思維的遠見•天

下文化教育基金會支持與經費贊助。關渡國小參與了該基金會的「教室應該不一樣

─我的一艘舟」翻轉教育主題教學活動，發展學校特色課程，進行『舟』遊臺

北 • 划向『心夢想』主題課程，採體驗教學方式設計，在教學過程中融合不同學

科的知識，學習歷程強調實踐、體驗與省思，讓課程更多元與完整，期望提高學生

的學習動機與效果。例如：語文領域：以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歌《紙船》、臺灣作

家廖鴻基的散文《鬼頭刀》來延伸教學，造舟過程發下學習單，記錄造舟日誌，作

為寫作素材，學生再自行命題書寫作文；數學領域，以基準量和比較量、縮圖和比

例尺學習實際大小舟怎麼比；自然領域：以生活中的潮汐、划漿的槓桿學習原理；

社會領域：以「舟遊天下趣」開拓學生國際視野並深入認識綠建築及海洋的保育；

藝文領域：以「舟遊章」譜出自己的主題歌，彩繪獨一無二的船身；健體領域：訓

練學生成為航海王，綜合領域：以「干豆舟工廠」同手協力手造 14 艘 Canoe 舟，

並在畢業典禮上"舟"向未來。翻轉教育的課程進行讓教育變得不一樣、教室不一樣

了。 

為了帶給畢業生最誠摯的祝福，讓學子們能昂首闊步的向前邁進，更讓青春盡

情的揮灑、飛揚在另一片寬廣的天空中，6 月 20 日畢業典禮，上午於關渡宮前的

中港碼頭下水航行，下午於學校舉行畢業典禮，啟動最具教育意義與特色的「海洋

臺北 夢想舟遊」啟航畢業典禮，在柯市長、教育局湯局長親自登舟下水划船帶領

下，將划著自己的自造的手工船邁入另一個嶄新的人生階段。 

臺北市關渡國小銜命為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近幾年積極推動海洋教育校

本課程，並接受全市國小學童蒞校遊學，活動場場爆滿，頗受好頻。關渡國小連續

三年也推動全國首創之師生造舟研習並讓手工舟航行基隆河、淡水河、冬山河、臺

南運河，甚至太帄洋的清水斷崖。關渡國小校長吳文德說：本次活動展現關渡國小

教師專業翻轉教育，讓應屆畢業生合力造舟進行海洋教育，並特別感謝遠見•天下

文化教育基金會造舟經費支持、未來 Family 媒體協辦及佘碧真女士捐助所有蒙皮

胚布，讓每班得以完成 2 艘共計 14 艘的學生手工獨木舟，並航行在臺北市美麗的

淡水河上，孩子們得以創造重要生命經驗與高峰經驗。 



 

 

 

 

六年級 170 位學生合力完成 14 艘手工獨木舟 

  

夢想舟遊 畢業啟航! 下水典禮儀式開始 

  

由柯市長帶領下淡水河啟航 划著自己造的船航向未來 

 

  



 

 

105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遭遇之問題與未來展望 

縣市別 主題 具體遭遇問題 建議解決方式 未來展望 

臺北市 

海洋 

休閒 

就海洋休閒及綜合領域教學

策略屬性而言，「體驗」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歷程，然目

前全市海洋休閒資源的統整

及利用訊息尚未能深化到學

校教師的備課資源庫中。 

整合海洋休閒之相關資源並

結合領域召集人研習活動，

提供相關訊息並結合領域共

同備課社群落實資源庫之運

用。 

 

1. 廣邀各領域之

相關教授或教

師前來授課指

導，統整教材

並研發各式教

學之可能性。 

2. 持續與本市相

關領域輔導團

合作、與學校

自然科任老師

或社群共同研

發海洋相關課

程，並以實作

體驗為主。 

3. 與海洋大學、

海 洋 技 術 學

院、海科館、

各縣市海洋中

心或重點學校

等策略結盟，

達 到 資 源 共

享，一起推展

海洋教育。 

海洋 

社會 

本主題包含經濟與法政，

學科知能需增強。 

◎於本市關鍵能力模組化課

程中協助教師增能。 

◎藉由補充教材之研發，提

供教學者更便利而有效的

教學。 

海洋 

文化 

人文社會本科系教師可將

海洋文化教學融入於社會

領域教學中，但非專任或

非專長教師則較困難。 

◎於本市關鍵能力模組化課

程中協助教師增能。 

◎藉由補充教材之研發，提

供教學者更便利而有效的

教學。 

海洋 

科學 

◎海洋教育以議題融入課

程，自然領域課程內容

又多之下，教學融入挑

戰度高。 

◎相關教材不易轉化成教

師教學需求。 

◎辦理海洋日相關研習活

動，提升教師海洋教育教

學知能。 

◎編製海洋教育補充教材，

提供學校教師彈性運用。 

海洋 

資源 

本主題指標，多有與其他

學習領域的教學內容重疊

之處，需要進一步分析專

屬本綜合活動領域之指標

內涵。 

◎辦理海洋日相關研習活

動，提升教師海洋教育教

學知能。 

◎編製海洋教育補充教材，

提供學校教師彈性運用。 

縣市承

辦人行

政推動 

本市不鄰海，各校教師推

動海洋教育動力相對不

足，即需專業海洋教育人

員，但相關海洋教育專業

之專案教師甄聘非常不

易，且行政業務量大。 

◎辦理相關海域體驗課程，

以激發學生熱情。  

◎增加海洋增置教師相關福

利(例:聘約期限、年資提

敘或以專案聘之)以提高

應聘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