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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成果報告書內容分為四大部分，壹為「海洋教育政策指標成果摘要」，此摘要

乃依 9 個政策指標簡述其指標成果；貳為海洋教育成果報告書的「背景說明」，主要

是針對四年計劃中的八項主軸進行各發展項目的進程說明，其次是表列說明本學年度

本市海洋教育的執行之各項計畫；叁為「執行成果與檢討」，分成「執行成果彙整」

及「問題檢討與改善」兩大項，第一大項「執行成果彙整」乃是將本學年度執行的各

計畫成果依照「課程教材」、「教師增能」、「學生體驗」、「特色推廣」四個面

向，表列其具體作為以及實施成果，第二大項「問題檢討與改善」則針對上述四面向

的各個計劃提出問題檢討及改善策略；肆為「附件」，附上「河海遊學課程相關教

案」，共有 7 篇教案設計。 

 

 

 

關鍵詞：海洋教育、臺北市海洋教育、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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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學年度臺北市地方政府推動海洋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書 

   本成果報告書內容分為四大部分：壹為「海洋教育政策指標成果摘要」，依 9 項

政策指標，簡述成果內容；貳為海洋教育成果報告書的「背景說明」，此背景說明分

為兩部分：其ㄧ為「四年計劃中的發展項目與進程」，其二為「本年度計畫」；叁為

「執行成果與檢討」，我們依「課程教材」、「教師增能」、「學生體驗」、「特色

推廣」四個面向呈現，分列具體作為以及實施成果；肆為「附件」，附件分成兩大部

分，第一部份為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的河海體驗課程的相關教案，第二部分則分

享創新教案的設計簡案。 

 

壹、 海洋教育政策指標成果摘要 

    以下依 9 項政策指標，簡述政策執行的成果，內容中會說明計畫相關執行日期、

成果件數、參與人次及教案教材名稱。 

表 1 海洋教育政策指標成果摘要表 

編  號 政策指標 成果簡述 

   (件數、執行日期、參與人次、教案教材名稱等具體描述） 

1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網站定期更新專家

人才資料庫資訊。 

1.1 已將專家人才資料庫的資訊更新至臺北市海洋教育資

源中心的網站(http://cms2.kdps.tp.edu.tw/) 

1.2  109 學年度邀集專家學者加入工作組，定期於工作小

組會議中蒞臨指導。 

2 根據海洋教育學習

內涵及各學習領域

課程綱要，編纂國

小中年級版海洋教

育參考手冊，提供

教師教學使用。 

臺北市海洋教育的工作團隊多位教師參與【110 年度海洋

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計畫】教案研發 

2.1 針對低年級研發了以下教案: 

  根據 E1-C-8 閱讀並分享與海洋有關的故事 

       編撰教案-「悅」讀海洋趣 

  根據 E1-O-11 了解海洋有豐富獨特的生物與生態 

       編撰教案-認識海洋好簡單 

  根據 E1-O-10 覺察天氣變化會受到海洋的影響 

       編撰教案-颱風好可怕 

2.2 針對中年級研發了以下教案: 

  根據 E2-L-1 學會游泳基礎技能。 

       編撰教案-游泳我最棒 

  根據 E2-L-2 了解家鄉或鄰近水域的休閒活動。 

       編撰教案-海洋奇園夢 

  根據 E2-R-15 關懷水中生物與環境，並認識水域環境

的維護方式。 

       編撰教案-海洋小尖兵 

3 研發國小、國中跨

學科／領域主題式

教案。(詳閱附件 4) 

3.1 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研發之河海體驗課程方案十分

多元，分述如下： 

  《黃牌海洋》：結合社會領域 

了解我國海洋環境的興衰及國際上的違法捕魚行為，並探

討我國漁業的未來與擔憂。 

http://cms2.kdps.tp.edu.tw/


 

3 

 

  《海鮮指南》：結合自然及社會領域 

改善國人的海鮮文化，並學習正確選擇海鮮，以達到永續

海洋的目的。 

  《海洋拓荒者》：結合社會及健體領域 

認識舟艇歷史及學習操舟技術。體驗水中救生技巧，並具

備親水能力。 

  《落水獅王-獅子魚》：結合自然領域及藝術領域 

認識外來入侵種，並了解所帶來的危害，並提升學童手作

及彩繪能力。 

  《親水一夏-海洋天使》：結合特殊教育與人權教育 

為特教生創造平等安全的海洋學習環境，並使其具備親水

能力。 

  《鯊出一條血路》：結合自然科學領域及科技領域 

結合 VR 體驗讓學生能夠身歷其境，解開人們對於鯊魚的

誤解。 

  《魚拓面面觀》：結合社會及藝術領域 

透過漁拓藝術創作，體驗早期海洋文化的特色，並了解海

洋捕撈業的辛苦之處。 

  《水中泰拳有氧》：結合健體領域 

讓學生了解水的特性，並強化身體訓練。 

4 發展海洋特色課程

（含非臨海學校融

入 校 內 課 程 推

動）。 

4.1 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的河海體驗課程 

依學層年段設計不同的課程，以下分述之~ 

  第一學習階段(一、二年級) 課程： 

《恐怖的漁網》、《紙雕製作-小丑魚》、《海洋生物摸

看聽》、《魚缸巡禮》 

  第二學習階段(三、四年級)課程： 

《海洋生物的生存絕招》、《相安無塑》。 

  第二、三學習階段(三~六年級)課程： 

《當因努特人遇上蘭嶼人》、《深海怪物巡禮》、 

《鯨豚不一樣》。 

  第二~四學習階段(三~九年級)： 

《大「談」藻礁》、《鯊出一條血路》、 

《海中的巨人-藍鯨》、《落水獅王-獅子魚》、 

《海鮮指南》、《體驗海洋的 100種方式》、 《狂男日

記-外來種介紹》  

  第四~五學習階段(七~十二年級)：《戰浪人生》、

《黃牌海洋》、《旅海有感》、《一個小島的故事-西巴

丹島》。 

4.2 從各校繳交的世界海洋日成果，也可以看出有些學校

除了辦理海洋日活動之外，也有完整的課程教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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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例如天母國小研發永續發展指標 SDGs 的英語教

學教案，明湖國中配合校內圖書館主題活動及語文競

賽推廣海洋詩文，顯示海洋教育跨領域教學的趨勢越

來越多元、蓬勃且顯著。 

5 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之教師研

習開放行政人員參

與。 

5.1 本（109）學年度下學期原規畫以下教師研習活動也開

放各校教師兼行政人員參與，但因新冠疫情影響皆停止辦

理： 

  經濟海洋文化交流體驗營（原定 110.5.28-5.30） 

  綠階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培訓研習（原定 110.5.28-

5.30） 

  臺北市海洋教育公開授課觀摩會（原定 110.5.27） 

6 成立或擁有海洋教

育課程共備社群。 

6.1 本市雖未成立海洋教育輔導小組，然每年本市均舉辦

海洋教育教案徵選比賽，擇優良的教案於世界海洋日

的全市研習活動舉辦教案發表會，並結合臺北市國民

教育輔導團各輔導小組的輔導員進行公開授課，以說

課、觀課、議課的三階段模式，請教案設計者實際公

開授課，接受觀課者的反饋。 

6.2 承上，本市自然科學領域輔導小組長期擔任自然領域

與海洋教育跨域結合的教案研發工作，業於 

6.3 原先規劃自本學年度起，將三天一夜的綠階海洋教育

種子教師培訓(原定110.5.28-5.30舉辦)，於研習後延伸

轉型為備課社群的模式，定期聚會召回海洋綠階種子

教師分享返校將研習所設計的教案落實的情況及後續

推動的省思，延伸一次性研習的效益，讓種子教師返

校後生根發芽，深耕海洋教育的理念並進行課程實

踐。然而，疫情的因素，我們會把這個想法在明年

（111 年）後續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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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立或擁有具輔導

海洋教育功能之團

隊，並研發海洋素

養教學策略。 

7.1本市呼應 110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戶外

與海洋教育實施計畫，於本學年度成立戶外與海洋教

育諮詢與輔導團隊，並成立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以

下分設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之各工作小組，在海洋教

育工作組底下分成四小組，分別為「課程教材組」、

「教師增能組」、「學生體驗組」、「特色推廣

組」。以上這四組工作組學校均定期參與本學年度召

開之工作小組會議，討論相關課程，是未來發展課程

共備社群的前導組織。參見以下組織架構圖。 

 

8 鼓勵學校運用海洋

職涯發展相關教材

及媒材。 

8.1 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結合了海洋教育職涯發展 

研發了適合第四~五學習階段(七~十二年級)的課程方

案：《戰浪人生》、《黃牌海洋》、《旅海有感》、

《一個小島的故事-西巴丹島》。 

8.2 本學年度海資中心新增「海師入校服務」，北市各校

可以班級為單位或以全年級為單位申請此活動，上下

學期共辦理 10場次的入校宣講活動。 

9 鼓勵各級學校配合

辦理世界海洋日或

教育部海洋教育週

相關活動。 

9.1 本市自 104 學年度起開始發函鼓勵高國中小辦理世界

海洋日的活動，並請各校於學年度結束之後的 7 月初

將海洋日成果回報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彙整成果，同

時將成果彙整於「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的官方

網站的「海洋日成果」中。網址如下： 

    https://reurl.cc/ZGqROM 

9.2 本學年度下學期受到疫情的衝擊，自 110 年 5 月 18 日

開始停課，原先世界海洋日 6 月 8 日的活動受到衝

擊，但仍有 28 所國小及 18 所高國中學校傳回海洋日

成果，多所學校改以線上方式辦理，仍有效達成宣傳

海洋日愛護海洋的理念。 

https://reurl.cc/ZGq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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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背景說明 

    以下背景說明分成兩個部分：ㄧ為臺北市海洋教育「四年計劃中的發展項目與進

程」；二為「本學年度的執行項目」。 

  一、四年計畫中的發展項目與進程 

    以下依四年計劃的八個主軸，分別列出發展項目並勾記對應的作業要點類別，以

及發展的年度進程。 

 
表 2 四年計畫發展項目進程表 

主軸 發展項目 

對應作業要點類別 

(如註解*) 
發展進程 

一 二 三 107 108 109 110 

主軸一：健全海

洋教育推動組織

與運作機制 

1-1 擬訂海洋教育

推動計畫，組成推

動工作小組推動海

洋教育工作 

ˇ       

1-2 海洋教育外加

教師延聘 
ˇ       

主軸二：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學生

遊學及營運                          

2-1 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河海遊學課

程」 

ˇ       

2-2 充實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遊學教材

及設備 

ˇ       

2-3 海洋科普書籍

展覽                               
ˇ       

主軸三：海洋教

育教材、教案設

計 

3-1 海洋主題徵文

甄選 ˇ       

3-2 海洋主題影展 ˇ       

3-3 海洋教育素養

導向課程教學工作

坊 

 ˇ      

主軸四：市級特

色海洋教育種子

教師增能 

4-1 辦理本市海洋

教育教師增能研習

─淡水河系 
 ˇ      

4-2 辦理本市海洋

教育教師增能研習

─ 航向大海 
 ˇ      



 

7 

 

主軸五：創新實

驗教學與海洋教

育創客 

5-1 海洋之心師生

造舟工作坊  ˇ      

5-2 海洋經濟、文

化體驗營  ˇ      

5-3 海洋教育創客

自造王 ˇ       

主軸六：推動海

洋教育者專業社

群發展 

6-1 透過輔導團持

續推動海洋教專業

社群發展海洋教育 
 ˇ      

主軸七：持續推

動全市海洋教育

公開觀議課 

7-1 全市海洋教育

公開觀議課觀摩會  ˇ      

主軸八：建置海

洋教育網路資源

分享平臺 

8-1 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網站資源分享

平台推廣 ˇ       

*註解:上表第三欄位的「一」代表第一類「國民中小學強化海洋教育行政支持與運作計畫」；

「二」代表第二類「國民中小學精緻海洋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三」代表第三

類「海洋教育縣市交流觀摩參訪及採集業務出差計畫」。 

 

二、本學年度執行項目 

(一)學年度計畫 

    以下將本(109)學年度臺北市海洋教育計畫項目，依照實施的三大類別及四個面向

歸納呈現。三大類別簡言之，分別為「行政支持與運作」、「海洋課程與教學」、

「縣市交流與採集」，四大面向則為本市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的四組工作內容：「課程

教材」、「教師增能」、「學生體驗」、「特色推廣」，詳見下表表 3。 

表 3  109 學年度臺北市海洋教育計畫 

       面向 

類別 

課程教材 教師增能 學生體驗 特色推廣 

臺北市 109 學

年度國民中小

學強化海洋教

育行政支持與

運作計畫 

充實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實

施計畫 

 109 學年度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河海遊學

課程計畫 

109 學年

度國民中小

學暨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

「世界海洋

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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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9 學

年度國民中小

學精緻海洋海

洋教育課程與

教學計畫 

109 學年度

海洋教育桌遊

研發 

 

海洋教育線

上課程 

 

109 學年度

海洋教育議題

轉化教材研發 

109 學年

度海洋教育

種子教師研

習 

109 學年

度國小海洋

教育議題宣

導與公開授

課觀摩會 

109 學年

度經濟海洋

文化交流體

驗暨綠階海

洋教育教師

研習計畫 

臺北市 109 學年度

暑期溪流體驗暨海洋

生物體驗課程實施計

畫 

109 學年度國小海

洋教育暑期「一日萬

里蟹漁夫戰鬥體驗

營」實施計畫 

109 學年度國小海

洋教育暑期「小小海

洋專家體驗營」實施

計畫 

109 學年度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海師入

校」實施計畫 

109 學年度兒童月

親子假日水上體驗活

動計畫 

 

臺北市109學年

度海洋教育縣市

交流觀摩參訪及

採集計畫 

定期外出採

集補充海資中

心水域生態區

魚缸生物 

縣市交流

參訪與教師

增能進修 

 深化海洋

教育議題 

拓展海洋

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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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雅國小及松山國小為策略聯盟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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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教材、教師增能、學生體驗、特色推廣的群組。詳見本學年度因應 110 學年度國教

署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整合之趨勢，所架構的組織圖（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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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臺北市政府戶外與海洋教育組織架構圖 

 

叁、執行成果與檢討 
    以下分成兩個部分，其ㄧ為執行成果彙整，其二為問題檢討與改進。 

 ㄧ、執行成果彙整 

 以下依照課程教材、教師增能、學生體驗、特色推廣等四個面向，彙整每ㄧ面向

各計畫的具體作為以及實施成果。 
  (一)課程教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有出色的教育，背後課程的準備必是少不了的。臺

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為深化學童體驗課程，極力於軟硬體設備之充實與維護，建構

本市最佳之海洋教育校外教學場域，以豐富本市學童海洋教育課程之內涵。除彙集並

整理海洋教育圖書、資訊、器材、課程教材及教學媒體外，今年更研發海洋主題桌

遊，並因應疫情將相關課程上線至雲端，以達停課不停學之目的。 

 

1. 課程教材 

1.1 109 學年度海洋教育桌遊研發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戶
外
教
育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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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海洋教育

桌遊工作

坊 

1.了解海洋教育重點後，先

試玩已出版之海洋桌遊。 

2.由國小社會科教師主持，

進行淡水河系的知識說明與

討論。 

3.以國小中年級海洋教育為

主軸，重點討論與題目產

出。 

4.邀清臺北大學徐榮崇教授

指導海洋教育融入桌遊重

點，並共同命題討論。 

5.線上來回修正後，將題目

及桌遊玩法規則定案。 

1.共辦理海洋教育桌遊工作坊計三場次 

第一次：109.10.15(四) 

第二次：109.11.12(四) 

第三次：109.12.24(四) 

 

 

 

2.工作坊中邀請教授與社會科專業教師討

論國小海洋教育實施重點與桌遊融入內

涵，實際產出桌遊題目並操作桌遊。參

與人次合計 56 人次。 

1.1.2 

桌遊設計

產出 

邀請學者專家與國小社會科

教師共同設計淡水河教育桌

遊「龍王爭奪戰」。 

 

出版「龍王爭奪戰」認識淡水河教育桌

遊一套，首刷印製 300 套。 

    
109.10.15 

第一次工作坊/松山

國小游鴻池校長說

明海洋教育重點 

109.10.15 

第一次工作坊/海洋

桌遊操作 

109.10.15 

3.第一次工作坊/

海洋桌遊操作 

109.11.12 

第二次工作坊/國小社

會科中的淡水河系知

識說明與討論 

    

109.11.12 

第二次工作坊/國小

中年級海洋教育重

點討論與題目產出 

109.12.24 

第三次工作坊/臺北

大學徐榮崇教授指

導海洋教育融入桌

遊重點 

109.12.24 

第三次工作坊/海

洋桌遊命題討論 

109.12.24 

第三次工作坊/松山國

小游鴻池校長帶領教

師修正海洋桌遊命題 

    

討論淡水河教育桌

遊「龍王爭奪戰」 

「龍王爭奪戰」 

桌遊成品 

「龍王爭奪戰」

桌遊成品 

「龍王爭奪戰」 

桌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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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9 學年度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實施計畫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1.2.1 

海洋牆面

「藝」起

蓋 

1.為推廣海洋減塑理念，特

自海漂垃圾之中數量最多之

寶特瓶做為創作發想，並以

臺灣海洋作為背景，設計出

海資中心藝術牆面。 

2.結合關渡在地社區、學生

(彈性課程、課餘時間)、志

工，共同回收蒐集瓶蓋，並

向鄰里宣傳減塑理念。 

3.牆面設計為我國東西側海

洋生態。西部水域以臺灣白

海豚為主角，並綴上餘暉；

東邊以日出美景配上大翅鯨

魚躍出水。時刻提醒學生愛

護環境的重要性。 

1.耗時 8 個多月，共收集 4 萬 3 千個瓶

蓋，並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完成。 

2.於河海遊學課程時，向學生宣導減塑的

重要性，並設計出各年段課程。 

(1) 低年段：恐怖的漁網 

(2) 中年段：相安無塑 

(3) 高年段：親近海洋快樂一夏 

(4) 中學：親近海洋的 100 種方式 

3.結合生態保育，研發酷課雲網路課程：

與海豚的約定，點閱人數逾 200 人。 

1.2.2 

臺灣水域

風格之 

藝術彩繪

樓梯 

1.設計彩繪於關渡國小活動

中心一樓至五樓樓梯立面，

包含四大主題 8 面彩繪梯。 

2.四大主題分別為海洋、濕

地、河流、溪流，分別設計

出人為影響前後之樣貌比

較。 

1.已於 110 年 4 月 20 日完成，並於 110 年

5 月加裝告示解說牌面。 

2.粗估每學期參觀影響人次：校外約 1200

人，校內 1200 人。 

1.2.3 

海洋風格 

洗手檯 

1.於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走

廊，興建洗手台，便於水域

生態區維護保養使用。 

2.配合海資中心教育主軸，

將洗手檯設計海洋配色風格 

1.已於 110 年 2 月 14 日興建完成。 

2.中心設計標本製作活動，便於學生觀察

海洋生物身體構造，達到知海的目的。 

1.2.4 

海資中心 

人物誌漫

畫 

1.海洋老師與知名網路插畫

家-玉子日記合作，以漫畫

呈現海之中心歷年辦理重大

活動。 

1.廠商圖文校稿中，日後印成書面置於圖

書館，便於來訪師生更容易了解中心沿

革與未來方向。 

2.結合設計教師研習課程：旅海有感，以

利研習教師更容易獲得海洋知識。 

1.2.5 

海資中心

魚缸檢疫

措施 

1.整理中心旁閒置空間，移

除雜物，並做清潔消毒。 

2.設置魚隻檢疫魚缸，新進

魚隻需先於檢疫缸觀察後，

才可進入中心，減少魚隻病

害。另生病生物也可於檢疫

缸隔離及醫療。 

1.已於 110 年 4 月設置完成，目前已成功

救治魚隻數條。 

2.規劃成為標本展示區，展示各種海洋生

物，便於學生觀察，提升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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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蓋藝術牆 

西邊 

夕陽餘暉與白海豚 

瓶蓋藝術牆 

東邊 

日出海洋大翅鯨 

樓梯立體彩繪 

(未遭人為破壞的

珊瑚礁生態系) 

樓梯立體彩繪 

(遭人為破壞的珊瑚礁

生態系) 

  

  
設立樓梯立體彩繪 

說明牌 

增建海洋風格 

洗手檯 
設置魚隻檢疫缸 海資中心人物誌漫畫 

1.3  海資中心水域生態區維運(魚缸生物採集補充及影片拍攝)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1.3.1 補充

生態養殖

區區水域

生物 

1.於每個月第三週之星期三

作為採集日，補充中心水域

生態區原生水域生物，  

2.拍攝臺灣水域環境影像，

充實中心課程。 

1.捕獲臺灣溪流魚類：臺灣白甲魚，珊瑚

礁水域生物：花枝。 

2.拍攝北海岸藻礁地形，用於大潭藻礁課

程，貼近時事議題。 

1.3.2 花蓮

石梯漁港

鏢旗魚之

研究 

1.海洋教師於每年 10-11 月前

往花蓮石梯漁港，與在地船

家合作，進行鏢旗魚研究。 

2.透過訪談多名船長、船

員，了解海洋環境的變化及

政府推行政策之適切性。 

3.觀察記錄傳統漁業、漁法

執行之不易與困境。 

1.海洋教師與海洋保育署並撰寫文章「花

蓮賞鯨心得與反思」。 

2.影片「鏢旗魚 -當海洋獵者成為守護

者」：https://youtu.be/W919PVO94E8，

觀看人次達 200 人次。 

3.設計高中職海洋教育課程：戰浪人生，

以介紹海事產業。 

    

外雙溪 

溪流生物採集 
捕獲原生溪流魚種 

澳底漁港 

海洋生物採集 

花蓮石梯漁港 

鏢旗魚紀錄 

1.4  研發海洋教育線上課程 

https://youtu.be/W919PVO94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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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1.4.1 

研發線上

課程上傳

酷課雲與
youtube 

 

 

1.臺北市海資中心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於停課期間使用臺北酷課雲

系統拍攝線上課程，進行教

學。 

2.除臺北酷課雲線上課程系

統外，另也將教學影片同步

放在 youtube，方便社會大

眾學習。 

3.酷課雲網址 

https://ono.tp.edu.tw/public-

course#/all，類別請選擇其

他自主學習課程→海洋教

育，即可瀏覽線上課程教學

影片。 

1.先前已規劃：國內外海洋保護區比較、

綠島海洋保育區觀察、傳統漁業九孔復

興之路、與海豚的約定、傳統漁業鏢旗

魚、銀色的海洋、親近海洋遠離菸檳

毒、龍蝦脫殼秀等共 8 部課程，今年另

增：泳池安全爆笑上線、藻礁生態之

美、鯨豚救援行動等共 3 部課程。 

2.酷課雲課程累計觀看人次已達 600 人

次，陸續增加中；youtube 累計影片於

1,200 人次。 

 

  

 

酷課雲 OnO 

線上教室 

海洋教育 

鯨豚救援行動 

 

 

海洋教育 

藻礁生態之美 

海洋教育 

全部課程 

1.5  109 學年度海洋教育議題轉化教材研發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1.5.1 

海洋教育

議題轉化

教材研發 

1.向各校廣招人才，徵詢編

寫作者並辦理編者增能研

習，由許民陽教授指導。 

2.辦理編寫教材初稿分享研

習，包含教材審查會議及教

材審查與修正，並編輯教材

與繪製漫畫。 

3.印製教材手冊與光碟，上

網分享教材。 

1.已印製《臺北市海洋教育教材手冊

(ㄧ)》並製作光碟，且將 PDF 檔案上傳

「臺北趣學習」供全市師生參考使用。 

 

2. 已將上述手冊電子檔上傳「臺北趣學

習」之以下網址：https://reurl.cc/5rZ0zG 

    

許民陽教授講座 
許民陽教授指導編

者海洋教育課綱 

曾振富校長教材

成果發表研習 
教材成果初稿發表 

https://ono.tp.edu.tw/public-course#/all
https://ono.tp.edu.tw/public-course#/all
https://reurl.cc/5rZ0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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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審查會議 教材審查 教材審查 教材審查結果 

 
  

 

教材手冊封面 教材手冊：局長序 教材手冊： 

   教材目錄 

教材手冊： 

     教材漫畫 

 

 

  
教材手冊： 

教材內容 

教材手冊： 

教學活動建議 

教材手冊： 

學習活動單 

教材手冊： 

素養導向評量示例 

 

(二) 教師增能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重要特色，正是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的主軸，

並將議題融入各領域，海洋教育為十九項議題之一，必然有其之重要性。又教師是影

響學生學習的關鍵人物，一位具有專業和熱情的老師，能激起學生學習動機和提升學

生學習效果。臺北市為讓海洋教育走得更深、更廣、更遠，致力於教師能力補強部

分，除辦理多次研習，實地踏查淨水廠、水力發電廠、垃圾焚化廠等，更與各縣市海

洋教育輔導團切磋交流，培訓海洋教育種子教師，期許能拓展海洋教育深廣度。 

 

2. 教師增能 

2.1  109 學年度海洋教育種子教師研習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2.1.1 辦理

海洋教育

1.至直潭淨水場了解設備與

工作流程，並實地踏查。 

1.於 109 年 10 月 22 日舉辦海洋教育研

習，參與人數 3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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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教師

研習 

2.實地拜訪桂山發電廠，參

觀發電設施。 

3.了解大臺北地區之供水施

設。 

4.參觀「山川大地  百年電

力」展覽。 

2.實地參訪新店溪直潭淨水場、桂山水力

發電廠、烏來聚落並參與泰雅族文化體

驗等相關活動。 

3.由於設施多建於山區故一併走訪烏來泰

雅民族博物館。 

    
聆聽直潭淨水場設

備與工作流程簡介 

實地踏查直潭淨水

場淨水設備 

參觀大臺北地區供

水設施模型 

實地走訪桂山發電

廠發電設施 

 
 

  

參觀桂山發電廠 
參觀「山川大地 百

年電力」展覽 

參觀「山川大地 百

年電力」展覽 

走訪烏來泰雅民族

博物館 

2.2  109 學年度國小海洋教育議題宣導與公開授課觀摩會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2.2.1 海洋

教育議題

宣導 

1.規劃進行海洋教育教案設

計徵選得獎教案之發表及頒

獎。 

2.規劃邀請專家學者分享推

動海洋教育及策略作法。 

3.規劃於午間用餐時間後，

帶領研習人員參觀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了解海資中心的

運作。 

4.規劃邀請關渡國小李明珊

老師分享海洋讀物-航向鯨

奇島。 

1.原定 110 年 5 月 27 日辦理，因疫情停

辦。 

2.臺北市自 104 學年度開始每年均辦理此

海洋日活動，活動內容策畫越來越多

元，每年也都邀請不同的專家學者蒞臨

專題演講。近兩年（109 年、110 年）5-6

月受到疫情衝擊，因此連續兩年都進行

到籌辦階段而因應疫情取消。 

2.2.2 公開

授課觀摩

會 

1.邀請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

團輔導小組的成員及資深

卓越教師進行海洋教育融

入領域課程分享與公開授

課，以說課觀課議課的模

式研討，教學者與觀摩者

進行對話交流，提升教師

教學專業。共分五領域八

組別，有海洋教育議題融

1. 原定 110 年 5 月 27 日辦理，因疫情停

辦。然而此一模式進行多年，北市各校

業已知悉本市海洋日公開授課活動相當

精實專業，來參與過的教育夥伴也給予

極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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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領域也有與其他議題(例

如環境教育)整合的課程設

計。 

2.透過公開授課，觀摩交流

推動學習共同體的經驗與

樣貌。 

 

   

臺北市 

海洋工作小組會議 

討論海洋日活動 

公開授課活動 

各組流程安排 

原定安排創作者林

明珊老師分享 

《航向鯨奇島》 

創作的心路歷程 

領域融入海洋教育

議題 

之公開授課教案 

2.3  109 學年度經濟海洋文化交流體驗暨綠階海洋教育教師研習計畫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2.3.1 

海洋概論 

1.規劃安排中央研究院研究

員邵廣昭老師演講，分享海

洋對於臺灣有何重要之處，

並以保育區為例說明正常保

育區該如何運行。 

2.原規劃於臺北市關渡國小

會議室舉辦，並開放會後會

談。 

1.原定 110 年 5 月 28-30 日辦理，因疫情

停辦。 

2.3.2 

海洋關懷 

1.原規劃以我國水域生態為

出發點，由高至低瞭解其特

殊水域生態，並加強著重於

北部海岸之介紹。 

2.原規劃出發至潮境海洋中

心，深入認識目前我國成功

之保育區的執行能力。 

原定 110 年 5 月 28-30 日辦理，因疫情停

辦。 

2.3.3 

親海教育 

1.原規劃帶領研習者體驗臺

北海資中心河海遊學熱門課

程-海洋拓荒者，以獨木舟

為媒介推廣水域安全知識及

水上休憩活動。 

2.原規劃以「食」為出發

點，前往北部最大魚市-崁

仔頂，瞭解傳統漁市運作模

原定 110 年 5 月 28-30 日辦理，因疫情停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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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2.3.4 

海洋服務 

1.因臺灣為海洋國家，但我

國海灘上常有許多廢棄物，

原規劃特聘海湧工作室講師

提供完整介紹，並由他們帶

領教師，走近海灘，瞭解海

洋汙染並用心為海洋服務。 

2.由海湧工作室提供淨灘器

具，出發潮境公園沙灘淨

灘，並於淨灘後做垃圾分

析。 

原定 110 年 5 月 28-30 日辦理，因疫情停

辦。 

2.3.5 

體驗式 

教學設計 

1.為促進海洋教育之推廣，

將由海洋大學吳靖國教授傳

授教學經驗， 

2.參與學員分為 6 組，每組自

行訂定教案題目並進行設計

討論。 

原定 110 年 5 月 28-30 日辦理，因疫情停

辦。 

    
海洋概論 

水上安全講習 

與操舟體驗 

(109 年舊照示意圖) 

親海教育 

崁仔頂魚市場踏查
(109 年舊照示意圖) 

海洋服務 

潮境公園淨灘 

並分析海洋微粒 

(109 年舊照示意圖) 

體驗式教學設計 

分組教案設計討論 

(109 年舊照示意圖) 

2.4  外縣市教師參訪本市海資中心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2.4.1 

國教院中

小學校長

戶外教育

專業研習 

1.國教院主辦中小學校長在

職專業研習，在參觀臺北市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與關渡干

豆方舟圖書館後，由中心報

告歷年海洋教育成果並分享

中心教育理念， 

2.安排中心最熱門之海洋拓

荒者課程，由校長們實際操

舟體驗，並了解舟艇相關知

識與水上安全，進而達到知

海與愛海之目的。 

1.於 109.10.14 辦理，參與人次共計 30 人

次。 

2.將海洋教育理念與中小學校長交流，期

許海洋教育於學校端從小向下扎根，倡

導「知海」、「親海」、「愛海」的三

個目標。 



 

18 

 

    
臺北市海洋教育 

成果分享 
海資中心參觀導覽 

干豆方舟圖書館 

參觀導覽 

海洋知識擂台賽測

驗 

 

  
 

海洋拓荒者課程 校長們合影 共同完成瓶蓋牆 全員會後合影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2.4.2 

基隆市海

洋教育輔

導團參訪

海資中心 

1.校長分享臺北市海洋教育

成果，並由海洋教師帶領團

隊參觀海資中心生態養殖

區、及干豆方舟圖書館海洋

專區。 

2.於中心沙灘區進行互動式

體驗，了解中心如何將臨海

環境複製於室內場所。 

1.於 110 年 1 月 5 日辦理，參與人次共計

40 人次。 

2.受邀參與協作 110 年度海洋教育課程與

教學發展計畫-海洋教育教師手冊。 

    
校長分享臺北市 

海洋教育成果 

雙方互贈紀念禮品

與感謝狀 
沙灘互動區參觀 

海洋藝術牆面 

設計理念解說 

    
干豆方舟圖書館 

海洋主題專區 
圖書館前合影 

輔導團成員挑戰海

洋知識擂台賽 
會後合影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2.4.3 

新竹市青

草湖國小

1.新竹市青草湖國小辦理教

師研習，邀請吳靖國教授分

享海洋教育未來方向，作為

1.於 109 年 8 月 27 日辦理，參與教師共

40 人次。 

2.共同設計全國海洋教材教案低年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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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 臺灣海洋教育方針。 

2.進行海洋教育課程規劃與

設計討論，如：海鮮指南、

在地特色（濕地）。 

分。 

    
校長分享臺北市 

海洋教育成果 

教授分享 

海洋教育方向 
校長與教授合影 

參訪教師 

全體合影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2.4.4 

荒野保護

協會台北

分會參訪 

1.海資中心生態區進行參觀

解說，以為臺灣常見魚類

主，溪流為出發點，海洋為

終點。 

2.了解海資中心設計源由，

以及運作方式與教學理念。 

1.荒野協會於 109 年 9 月 8 日前來場勘，

對於海資中心的設置與維運現況，多所

肯定。 

2.預計於 110 年 8 月辦理參訪活動。 

   
 

海資中心 

生態養殖區參觀 
海資中心影片介紹 

海資中心 

建造理念 
沙灘體驗區參觀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2.4.5 

臺北市敦

化國小行

政教師參

訪 

1.敦化國小至海資中心辦理

教師研習，分享北市海洋教

育成果及教育理念。 

2.參觀干豆方舟圖書館，共

同發想討論海洋教育未來課

程設計。 

1.於 109.08.06 辦理，為兩校建立良好關

係，參與人次 40 人次。 

2.敦化國小於校內宣傳減塑行動。 

  

 

 

海洋藝術瓶蓋牆 

理念介紹 
海鮮指南課程講解 生態養殖缸餵食 

海資中心 

生態養殖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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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贈感謝狀 
參觀干豆方舟圖書

館 

環保提袋 

紀念品 DIY 
會後兩校人員合影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2.4.6 

海資中心

團隊參訪

北投焚化

爐 

1.北投焚化爐為臺北三大焚

化爐之一，位處距淡水河與

基隆河口四公里處，與溼地

環境、生態保育等等息息相

關。海資中心特地參觀廠

區，期能將相關知識和海洋

教育、在地文化做結合。 

2.於廠區觀看宣導教育影

片，並實際觀看垃圾傾倒與

焚化區運作。 

1.於110.02.01辦理，參觀實際作業廠區及

影片賞析、會後訪談。參訪教師 6 人。 

 

 

 

 

 

 

2.規劃後續研發海洋教育課程：「垃圾哪

裡去？」 

    
垃圾焚化廠 

流程示意圖 
廠方導覽解說 廠區實地踏查 會後合影 

 

(三) 學生體驗 

 

   唯有體驗與思考，才會印象深刻。臺北市海洋教育推廣之目的，在於培育知海、親

海、愛海的學童。為了向臺北市更多學校分享海洋教育相關知識，本市海洋教育團隊，

推出一系列海洋體驗課程：帶領學生進入溪流環境的暑期溪流體驗課程；搭船出海體

驗漁民辛勞的一日萬里蟹漁夫戰鬥體驗營；豐富水上休閒運動體驗的小小海洋專家體

驗營；每年最搶手的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河海遊學及海師入校課程；與兒童節結合的兒

童月親子假日水上體驗活動。讓不臨海的臺北市從幼兒園學生到成人一同悠游於海洋

體驗課程中。 

 

3. 學生體驗組 

3.1 109 學年度暑期溪流體驗暨海洋生物體驗課程實施計畫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3.1.1 暑

期溪流體

驗課程 

1.設計自製魚飼料、蝦籠教學、

採集及於夜間採集溪蝦體驗學習

活動。 

2.溯溪體驗教學活動及溪流生物

探索與認識。 

因新冠肺炎疫情暫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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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暑

期 海 洋

生 物 體

驗課程 

1.水族 12 生肖、12 星座簡介及海

洋琥珀標本講解及製作。 

2.校外參觀體驗教學(海洋大學臨

海生物實習場、模擬操船中心；

潮間帶生物：潮境公園)；觀賞

魚顯微教學及人工鮭魚卵教學及

實作。 

原規劃於 110年暑期辦理，因新冠肺炎

疫情暫停辦理。 

    
溪流營:自製魚飼料 溪流營:蝦籠採集 溪流營:抓蝦蝦 溪流營:體驗溯溪 

    

海洋營:體驗模擬操
船機 

海洋營:潮間帶採集 
海洋營:參訪水
生生物中心 

海洋營:自製鮭魚卵 

3.2  109 學年度國小海洋教育暑期「一日萬里蟹漁夫戰鬥體驗營」實施計畫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3.2.1 一

日 萬 里

蟹 漁 夫

戰 鬥 體

驗營 

1.野柳乘風破浪：乘船出海及走

訪漁村體驗當地文化。 

2.海上操舟與觀察活動：進行海

上單人舟體驗及登頂駱駝峰，觀

察地形地貌與夜間潮間帶生物。 

1.每梯次 36 人，辦理 4 梯次，共 144

人。 

2.活動結束後，參與學生、家長通過訊

息及網路抒發參與活動的心得點滴，

回饋皆優。 

  

  

認識萬里蟹 海上操舟 漁村文化 海岸地形認識 

3.3 109學年度國小海洋教育暑期「小小海洋專家體驗營」實施計畫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3.3.1 暑

期 「 小

小 海 洋

專 家 體

驗營」 

1.走訪大溪漁港：漁市參觀及認

識海鮮選擇指南 

2.海洋運動我最行：體驗烏石港

水域休閒活動及認識海岸地形。 

1.辦理 1 梯次，共 36 人。 

2.活動結束後，參與學生、家長通過訊

息及網路抒發參與活動的心得點滴，

回饋皆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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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漁市 高難度水上運動 海鮮指南課程 地形地貌認識 

3.4 109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河海遊學課程計畫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3.4.1 海

洋 拓 荒

者課程 

1.透過人類先民親海的方式「操

舟」做為出發，帶領學生學習親

近水域的方式且透過觀賞表演及

實際操作，認識水域安全。 

2.透過海鮮指南課程，一同認識

過漁現象。  

1.每日 1 梯次約 25~35 人，辦理 43 梯

次，共 1,250 人。 

2.活動結束後，各校繳交學習單 5 分以

上及家長、師長透過問卷調查填寫課

程感言，非常滿意佔 100%，回饋皆

優。 

3.課程教案「海鮮指南」參加全國海洋

教案比賽，榮獲國小組「佳作」佳

績。 

3.4.2 海

洋 知 識

家課程 

1.透過設計最新議題結合(鯨魚、

獅子魚、藻礁)，一同親近瞭解

我國的海洋生物。觀察海洋生

物、製作海洋生物紙雕，達到知

海的目的。 

2.透過 VR 眼鏡，觀看海洋的各

種生態環境。  

1.每日 1 梯次約 25~35 人，辦理 15 梯

次，共 450 人。 

2.活動結束後，各校繳交學習單 5 分以

上及家長、師長透過問卷調查填寫課

程感言，非常滿意佔 96.3%回饋皆優。 

    

海洋拓荒者 

操舟課程 

海洋拓荒者 

海鮮指南課程 

海洋知識家 

認識海洋生物 

海洋知識家 

藍鯨紙雕課程 

3.5 109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海師入校」實施計畫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3.5.1 海

鮮 指 南

課程 

1.透過演講的方式，帶領學生認

識海洋生態問題。 

2.透過中央研究院所發布的海鮮

選擇指南，帶領學生認識保育議

題與方式。 

1.共有 6 所小學(雨聲、華江、關渡、

西園、文湖、東湖 )參與海鮮指南課

程，參與人數，共 678 人。 

2.多數學生返家後與家人分享所學，促

進消費者能選擇出合適的海鮮食用，

減緩我國的過漁現象。 

3.5.2 親

近 海 洋

的 100種

1.透過演講的方式，帶領學生認

識海洋環境、休閒及產業的各種

樣態。 

1.共有 2 所學校(創新發展中心、逸仙

國小資優班)參與親近海洋的 100 種方

式課程，參與人數，共 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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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式 課

程 

2.透過海洋老師的親海經驗及調

查為出發點，帶領學生認識不同

的海洋問題。 

2.學生主動翻閱海洋書籍及注意最新的

海洋知識，讓海洋教育與生活結合。 

3.5.3 親

近海洋 -

快 樂 一

夏課程 

1.透過演講的方式，帶領學生認

識海事產業及最新的海洋議題

(藻礁)。 

2.透過海洋老師的親身經歷及調

查為出發點，帶領學生一同發現

海洋的美麗與哀愁。 

1.共有 1 所學校(基隆中正國中)參與親

近海洋-快樂一夏課程課程，參與人

數，共 150 人。 

2.該校教師規劃辦理參觀潮境公園海洋

保護區，增加學生知海的能力。 

3.5.4 大

談 藻 礁

課程 

1.透過演講的方式，帶領學生認

識近期最新的海洋議題(藻礁)。 

2.透過海洋老師實際拍攝調查，

透過資料促進學生思考。 

1.共有 1 所學校(市北大附小)參與大談

藻礁課程，參與人數，共 30 人。 

2.學生主動查閱藻礁相關新聞議題並與

家人分享，一同提升對於海洋的關心

與瞭解。 

    

雨聲國小 

(海鮮指南)課程 

華江國小 

(海鮮指南)課程 

逸仙國小 

(親近海洋的

100 種方式) 

課程 

基隆中正國中 

(親近海洋-快樂一夏)

課程 

3.6  109 學年度兒童月親子假日水上體驗活動計畫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3.6.1 兒

童 月 親

子 假 日

水 上 體

驗活動 

1.認識海資中心：由海洋教師介

紹導覽十大海洋教育主題區。 

2.水上操舟課程：認識各式舟艇

歷史及其適合操作環境。 

1.每日 2 梯次 60 人，辦理 2 梯次，共

60 人。 

2.家長、學生透過問卷調查填寫課程感

言，非常滿意佔 94.3%，很滿意佔

5.7%。 

    
十大海洋教育主題

區導覽 

臺灣水域生態養殖缸

參觀 

各式舟艇歷史

介紹 
大合照 

 

(四) 特色推廣 

 

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除了有多項教材課程研習作為推廣，也有結合在地與民

間團體進行特色活動，如關渡鬧熱節；又或者支援野生動物救援，如與中華鯨豚協會

合作共同救護擱淺鯨豚；甚至將觸角伸至更為廣闊的區域，像是桃園衛生局邀請的菸

檳毒海洋教育宣導，也有參與教育電臺錄製教育節目，讓海洋教育的種子遠播，而其

中最盛大的莫過於世界海洋日計畫，雖然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但仍有許多北市學校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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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果繳交，接下來就將介紹特色推廣組之各項計畫活動。 

 

4  特色推廣 

4.1 109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暨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世界海洋日」實施計畫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4.1.1 

北市各校

海洋教育

成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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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學校師生之

海洋素養與海洋相關基本知

能。喚起學校師生知海、愛

海、親海之意識，並以實際

行動守護海洋、關懷地球。 

2. 協助北市各級學校辦理海洋

教育活動，並將成果撰寫至

發放表單中，最後由海資中

心統一彙整收集。 

3. 優秀學校成果將公佈於中心

網站上，以茲鼓勵。 

1. 應收件 279 間北市各級學校海洋教育成

果，但因疫情關係有半數學校未能繳交

成果。( https://reurl.cc/qg4MqD ) 

 

 

2. 民權國中辦理活動「海派小孩-淨灘、

淨海、靜思」榮獲海洋教育推手獎團體

特優。 

 

 

 

3. 關渡國小將海洋教育融入校訂課程，建

立常態性海洋教育課程，受惠全校師

生，強化該校海洋素養。 

4.1.2 

協助關渡

國小辦理

海洋教育

活動 

1. 海資中心位於關渡國小中，

故理當協助辦理海洋教育，

辦理活動如下： 

(1) 海洋教育課程：海洋教

育融入校訂課程，建立

常態性課程。 

(2) 海洋影展：中低年級觀

賞海洋相關影片，後續

心得繳交。 

(3) 海洋常識測驗：結合 IRS

系統讓高年級進行比

賽，並選出優勝班級。 

(4) 海洋微體驗：結合 5 年級

校外教學，參訪海洋科

技博物館與和平島公

園。 

1. 關渡國小海洋教育課程將低中高年級進

行分類，各年級授予分層課程以利教

學，課程如下： 

(1) 低年級：恐怖的漁網 

(2) 中年級：當因努特人遇上蘭嶼人、

相安無塑、大談藻礁 

(3) 高年級：親近海洋的 100 種方式、海

鮮指南、大談藻礁 

2. 六年級海洋教育宣導-「大談藻礁 藻礁

的前世今生」，為學生對近期海洋議題

有所了解。 

3. 海洋影展、海洋常識測驗、海洋微體驗

因辦理時間為五月中旬開始，故受到疫

情影響，取消辦理。 

 

   

大同高中 

海洋主題書展 

成淵高中國中部 

水域自救練習 

龍山國中 

「不塑之客」課程 

社子國小 

島頭公園校外教學 

https://reurl.cc/qg4M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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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安國小 

溯溪活動 

文化國小 

藍色水路校外教學 

民權國中 

淨灘課程 

關渡國小 

海鮮指南課程 

4.2 深化海洋教育議題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4.2.1 

鯨豚救援 

1. 對特定海洋保育項目進行深

化課程，如近期較熱門之大

潭藻礁生態能源問題，為各

學生及社會大眾釋疑，又或

是對弱勢學生團體進行適性

課程，提供平等的學習管

道，讓每位孩子能夠公平的

學習新知。 

2. 參與鯨豚特展開幕典禮。 

3. 與中華鯨豚協會合作共同救

援鯨豚。 

4. 提供場地協助鯨豚協會訓練

志工。 

5. 鯨豚救援教育宣導。 

6. 藍鯨課程「海中的巨人-藍

鯨」設立，並結合紙雕共同

實作。 

1. 海洋教師擔任國立臺灣博物館特展「鯨

驗值-鯨骨解密特展」開幕活動嘉賓。 

2. 109 年 11 月 17 日救援條紋海豚，最後

傷重進行人道處理。 

3. 中華鯨豚協會為關渡國小進行鯨豚救援

教育宣導。 

4. 新聞-「一堂最真實的生命教育課 關渡

國小救援擱淺海豚行動」
( https://reurl.cc/9r3y8a) 

5. 鯨豚救援教學影片-「鯨豚的嘆息」

( https://reurl.cc/yEvXqE) 

6. 海洋生物博物館館訊 奧秘海洋 110 期

p32-p35「關渡國小鯨豚救援紀實」
( https://reurl.cc/Q9G8lb) 

7. 中華鯨豚協會派遣講師為河海遊學課程

授課「鯨豚不一樣」課程。 

8. 鯨豚課程授課人數超過 400 人。 

4.2.2 

大潭藻礁

議題宣導 

1. 以海洋教師親身經歷為出發

點，從生態角度切入，設立

「大談藻礁-藻礁的前世今

生」課程。 

2. 以海師入校及河海遊學方

式，為各校學生家長加強認

識藻礁之效益。 

1. 109 學年度下學期河海遊學課程超過半

數班級，將室內課程更改為藻礁課程。 

2. 市大附小資優班及關渡國小六年級選取

藻礁課程作為海師入校之課程，推廣人

數高達 200 人。 

4.2.3 

第二屆海

洋天使計

劃 

1. 為身心障礙學生提供平等良

好的學習環境。 

2. 讓特教學童體驗海洋親水活

動，學習相關技巧，讓其未

來能夠不懼怕海洋。 

3. 強化特教學童海洋素養，使

他們能夠對海洋有所瞭解。  

1. 第二屆海洋天使計劃因疫情關係，活動

取消。 

2. 第一屆海洋天使計劃紀錄片-「海洋教

育-天使計劃」( https://reurl.cc/xGvkRE) 

3. 「海洋天使-親水一夏」海洋教育幼教

組優選教案 

https://reurl.cc/9r3y8a
https://reurl.cc/yEvXqE
https://reurl.cc/Q9G8lb
https://reurl.cc/xGvk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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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豚特展擔任嘉賓 救援池組裝 鯨豚救援校園宣導 鯨豚搬運 

    
110年 3月 25日 

葫蘆國小河海遊學 

藻礁課程 

110年 3月 11日 

北投國小河海遊學 

藻礁課程 

110 年 4 月 28 日 

關渡國小 

六年級藻礁教育宣導 

110 年 3月 3日 

市大附小 

資優班藻礁議題宣導 

 

   

活動結束後與特教老

師合影紀念 

教導身心障礙學生操

槳 

海洋老師陪伴特教學

生一同親水 

第一屆海洋天使大合

照 

4.3 拓展海洋教育宣導 

項目 具體作為 實施成果 

4.3.1 

鬧熱關渡

節 

1. 海洋教育中心設立目的為推

廣海洋保育、減塑、慢魚教

育等相關議題，除深化特定

課程外，中心也期許能夠走

出去，將觀念帶給社會大

眾，延展教育宣導之廣度。

因與關渡在地結合，特別參

加 109 年 11 月 25 日關渡鬧

熱節設攤活動。 

2. 與鯨豚救援結合，推廣認識

藍鯨以達愛護海洋目的。 

1. 「鯨生鯨世 游你游我」活動辦理，當

日約有 500 人共同參與。 

 

 

 

 

 

 

 

 

2. 參與民眾皆表示活動立意良好，簡單易

懂，回饋皆優。 

4.3.2 

反菸檳毒

海洋教育

宣導 

1. 跨縣市交流活動推廣，海洋

教育結合防毒教育。 

 

2. 幼兒海洋教育推廣。 

 

1. 與桃園市衛生局合作，於 110 年 4 月 19

日至 20 日辦理反煙檳毒海洋教育宣

導。 

2. 海洋教師至八間桃園區幼兒園推廣海洋

教育，接觸人數超過 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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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檢討與改善 
類別 計畫/活動名稱 

   問題發現與檢討   解決及改善策略 

課
程
教
材 

109 學年度海洋教育

桌遊研發 
1.109 學年度因疫情影響，

桌遊研發後暫未能做大範

圍推廣。 

2.桌遊骰子或牌卡等套件容

易毀損，要在現有的經費

下找出能耐用又美觀的材

質，較耗費心力。 

1.錄製宣傳推廣影片，透

過數位科技的運用，可

以更快速有效地推廣本

套教材。 

2.與設計與印刷公司多次

討論，盡可能找尋在單

價與材質耐用間平衡的

材質。 

4.3.3 

教育電台

錄音錄影 

1. 提升海洋教育推廣之廣度。 

2. 教育電台錄製節目(小發現

大科學)，邀請海洋教師進

行 18 堂的海洋議題宣導。 

1. 節目已於 109 年 7 月 1 日開播至今。 

2. 小 發 現 大 科 學 錄 音 檔 網 址
( https://reurl.cc/XWRNVg ) 

    

「鯨生鯨事  

游你游我」 

教導在地民眾鯨豚相

關知識 

解說如何製作藍鯨紙

雕 
設攤活動快照 

    

110 年 4 月 19 日 

愛愛幼兒園 

海洋教育宣導 

110 年 4 月 19 日 

立群幼兒園 

海洋教育宣導 

110 年 4 月 20 日 

新路國小 

海洋教育宣導 

110 年 4 月 20 日 

龜山國小 

海洋教育宣導 

    

與節目主持人合影 廣播節目錄音現場 電台錄音網頁 
海洋生物多樣性 

錄音課程網頁 

https://reurl.cc/XWRN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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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充實海洋

教育資源中心實施

計畫 

1.中心魚缸缺乏及時冷卻及

不斷電系統，魚隻生物易因

突發停電死於高溫及缺氧。 

 

2.海資中心網站版面及功能

設計待改善。 

 

3.中心投影設備及電視牆需

更換。 

1.110 學年預計增設冷氣溫

控系統，並且更新劇場投

影機、觸控電視牆等多項

設施。 

2.重新建置網站，並重啟

網站，設計簡單明瞭之網

頁。 

3.設計互動式螢幕相關課

程。 

定期外出採集補充

海資中心水域生態

區魚缸生物 

戶外採集易遭遇天候問題 機動調整行事 

海洋教育線上課程 
套裝式課程尚在研發中。線

上課程瀏覽人數有待提升。 

持續設計完整的套裝式課

程，強化宣傳以提升上線

研習人數。 

109 學年度海洋教育

議題轉化教材研發 

海洋教育課程綱要轉化教材

範圍眾多，一時無法全部發

展。 

視人力資源許可，規劃逐

年依照課綱主題項度平均

分階段發展。 

教
師
增
能 

109 學年度海洋教

育種子教師研習 

1. 本學年度分別辦理海洋

水資源相關產業(汙水處

理廠、發電廠 )教師踏

查，以及桌遊研發工作

坊。 

2. 踏查及桌遊研發都需要 1

日以上的時間，時間較

長，教師參加意願較

低。 

1.未來可以於學期初發文，

讓有興趣的老師可以預作

課務安排，以便報名參加

研習。 

2.透過辦理實際走訪與踏查

形式的工作坊，增廣研習

員見聞，並提高參與動

機。 

109 學年度國小海

洋教育議題宣導與

公開授課觀摩會 

上午公開授課，下午專題演

講，研習內容安排過於緊

湊。 

研習課程的安排盡量動靜

兼具，顧及授課活動及專

題研討等各面向內涵的均

衡。 

109 學年度經濟海

洋文化交流體驗暨

綠階海洋教育教師

研習計畫 

.活動辦理要顧及海洋教育

議題之各面向內涵(海洋經

濟、海洋休閒、海洋社會、

海洋科學、海洋資源)的均

衡，研習內容規劃設計具挑

戰性。 

課程安排及體驗活動的盡

量動靜兼具並顧及各面向

內涵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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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交流參訪與教

師增能進修 
海洋教育與戶外教育相關研

習或縣市交流經常到海資

中心參訪，深獲好評。 

詳細登錄各預約研習活

動，並在官網及社團上宣

傳縣市交流之成果與心

得。 

學
生
體
驗 

109 學年度暑期溪

流體驗暨海洋生物

體驗課程實施計畫 
因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今年溪

流及海洋生物營之暑假課程

全部暫停延後。 

待疫情降溫學生返校上課

後，利用週六假日辦理相

關課程。未來朝向調整並

研發線上體驗課程，因應

類似新冠疫情帶來的衝

擊。 

109 學年度國小海

洋教育暑期「一日

萬里蟹漁夫戰鬥體

驗營」實施計畫 

此活動非常受歡迎，收到的

迴響也很多。 

110 學年度將搭船活動改為

參訪野柳地質公園，以

減少經費支出。 

109 學年度國小海

洋教育暑期「小小

海洋專家體驗營」

實施計畫 

    備受肯定 

    成效良好  

   備受肯定 

   成效良好 

109 學年度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河海遊

學課程計畫「海師

入校」實施計畫 

上學年度發現週二的「海洋

知識家」課程，比較靜態，

較少學校報名，本學年度已

轉型為「海師入校服務」，

成效良好。 

目前已將可「海洋知識

家」的課程部分週次轉型

為「海師入校」服務。 

109 學年度兒童月親

子假日水上體驗活

動計畫 

海洋教育結合兒童月親子活

動，首次嘗試，備受好評。 

 

備受肯定 成效良好 

特
色
推
廣 

109 學年度國民中小

學暨海洋教育資源

中 心 「 世 界 海 洋

日」實施計畫 

 宜增加獎勵措施提升海洋

日宣導及繳交成果意願。 

海洋日成果的繳交方式改

為電子寄送或雲端上傳。 

深化海洋教育議題

拓展海洋教育宣導 
與中華鯨豚協會合作鯨豚

課程，後續推展相關計

畫。 

 建立完整的海洋教育計

劃，將海洋教育的觸角

能伸向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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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以下附件為河海遊學課程設計相關教案，共有 7 篇，包括「黃牌海洋」、「海鮮

指南」、「海洋拓荒者」、「落水獅王-獅子魚」、「鯊出一條血路」、「魚拓面面

觀」、「水中泰拳有氧」、「海洋天使 親水一夏」。 

   (一)黃牌海洋 

教案名稱 黃牌海洋 設計者 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戴佑安 

教學對象  
□幼教(幼兒年齡___) □小學    ■中學(含高中職) 

■一般民眾                    □其他_______________ 

適用領域/科目 
適用  

領域 /科目  
海洋教育 

教學 

節數/時數 

120 分  

(課程分 4 段) 

教學  

設計理念  

透過教師實際走訪東部(南方澳漁港、石梯漁港)訪問當地船長及觀察訪問外

籍漁工生活狀況，結合近期我國被歐盟取消黃牌國家議題撰寫簡報。期望透

過課程讓聆聽學生瞭解到，人類攫取海洋資源的方式及其衍生的問題與困境

並從中反思未來海洋教育的方向。 

 

 

學習目標  

1. 能瞭解並回饋海洋有關的議題與時事 

2. 能理解漁民的辛勞與困境 

3. 能夠更瞭解海事產業 

4. 能減少食用紅色海鮮(魚翅) 

5. 認識環保漁法 

6. 能欣賞臺灣之美 

學生能力 

分析 

1.  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2 .  能夠進行回饋及提出建議  

3 .  對海洋有基本的認識  

4 .  有閱讀過海洋相關新聞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電腦、投影機  

漁

民 

過

漁 
外籍 

漁工 
IUU 黃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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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教育 

議題 

核

心

素

養 

U-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

並積極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 

U-C1： 

道德實踐與公民責任：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

良好品德、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主動參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益活動。 

學

習

主

題 

海洋社會 

海洋資源與永續 

實

質

內

涵 

海 U4 分析海洋相關產業與科技發展，並評析其與經濟活動的關係。 

海 U19 了解全球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熟悉或參與海洋保護行動。 

融入綠階 

／初階海洋

教育者 

專業內涵 

知識 

■L1-K1 海洋環境與永續發展 

態度 

□L1-A1 親海意識 

□L1-K2 體驗教學與水域安全 ■L1-A2 環境關懷 

技能 ■L1-S1 教學設計與知識轉化 □L1-A3 服務熱忱 

對應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數量可自行調整)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能欣賞臺灣

之美 

 

 

 

 

 

 

 

 

 

 

1. 能瞭解

並回饋

海洋有

關的議

第一段：臺灣之美 

準備活動 

請學生分享自己曾經跟家人去過的

水域環境 

 

發展活動 

1. 教師用簡報分享教師走訪各地拍

攝的水域美景照片 

2. 教師分享自行拍攝海洋保育區的

現況，並提問： 

(1) 你對影片印象最深刻？為什

麼？ 

(2) 臺灣保育區裡面為什麼沒有

魚？ 

 

第二段：黃牌海洋 

30 分鐘 

 

5 

 

15 

 

 

10 

 

 

 

30 分鐘 

 

10 

 

 

 

 

 

 

學生分享 

 

 

照片 

簡報 

影片 

 

 

 

簡報 

影片 

簡報 

影片 

 

 

 

 

能專注聆聽 

 

 

 

能分享想法 

能專注聆聽 

 

 

 

能分享想法 

能專注聆聽 

能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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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時

事 

2. 能夠更

瞭解海

事產業 

3. 能減少

食用紅

色海鮮

(魚翅) 

 

 

 

 

 

 

 

 

 

 

 

1. 能理解

漁民的

辛勞與

困境 

2. 認識環

保漁法 

 

 

 

 

 

 

 

能瞭解並回

饋海洋有關

的議題與時

事 

發展活動 

1. 教師解釋黃牌： 

(1) 非法（Illegal）捕魚：違反國家

法律或國際義務，進行的捕魚活

動。 

(2) 未報告（Unreported）捕魚：違

反國家法律未報告或虛報的捕魚活

動，未予報告或誤報的捕魚活動。 

(3) 不受規範（Unregulated）捕魚：

無國籍漁船或非區域性漁業管理組

織締約方之漁船，違反該組織養護

和管理措施或國際法相關規定之捕

魚活動。 

2. 透過表格分析出臺灣如此小國為

何會被歐盟關注 

3. 分析黃牌原因 

(1) 魚翅 

(2) 血汗勞工 

(3) 過漁 

4. 介紹鯊魚，並按照危險性進行排

名。 

(透過與手機、椰子、閃電比較其危

險性) 

5. 介紹我國海事產業及強項。 

(透過與我國各行各業進行薪水比較) 

 

第三段：實際走訪 

準備活動 

播放公視拍攝(與海豚的約定 4 分鐘) 

 

發展活動 

1. 透過老師拍攝的照片及訪談影片

瞭解賞鯨發源地：石梯漁港。 

2. 老師介紹林國正船長及阿潔船

長，並講述漁民的困境與悲歌。 

3. 老師解說，隨船長出海捕魚並使

用環保漁法(曳繩釣)並述說漁民

捕魚的辛勞。 

第四段：這樣的海洋 

綜合活動 

1. 透過欣賞國外保育區影片，反思

我國保育區的困境及我國生物多

樣性大量減少。 

(1) 馬來西亞 西巴丹島 

(2) 印尼     四王群島 

 

 

 

 

5 

5 

 

 

 

5 

 

5 

 

 

30 分鐘 

 

5 

 

 

25 

 

 

 

 

 

30 分鐘 

 

15 

 

 

 

 

10 

 

 

 

 

 

5 

 

 

 

 

 

 

簡報 

簡報 

影片 

 

 

簡報 

 

簡報 

 

 

 

 

影片 

 

 

簡報 

影片 

 

 

 

 

 

 

簡報 

影片 

 

 

 

照片 

 

 

 

 

 

口頭討論 

 

 

 

 

 

能專注聆聽 

能專注聆聽 

能專注聆聽 

 

 

能專注聆聽 

能分享想法 

能專注聆聽 

能分享想法 

 

 

 

能專注聆聽 

 

 

能專注聆聽 

 

 

 

 

 

 

 

能專注聆聽 

 

 

 

 

能分享想法 

 

 

 

 

 

分享想法並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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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厄瓜多   加拉巴哥 

2. 透過比較圖(照片)分析，海洋生

物正在消失，餐桌上的食物，隨

著時光飛逝也不同。 

(1) 鯛魚壽司  

(2) 漢堡 

(3) 鮭魚 

 

3. 討論及思考未來海洋保育的方式

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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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鮮指南： 

單元名稱 海鮮指南 年齡層 高年級以上 設計者 盧主峰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版本 自編教材 時間 60 分鐘 

融入領域    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 

融入項目  □海洋休閒 □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 ■海洋資源 □海洋科技 

設計理念 

臺灣以海立國，海洋與我國經濟、政策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因早期國家

政策及文化風俗的影響，人民對於海洋都只停留在最原始的階段，那就是海

鮮，且是殺雞取卵式的奪取，造成我國海洋生態浩劫，為讓海洋得到休養生息

的機會，講者特別與中研院邵老師的海鮮指南結合，改善國人對於海鮮的觀

念。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1. 對於海洋生物有初步了解 

2. 對於海洋文化風俗有認識 

3. 具有海洋文化素養 

教學資源 
1. 2018年版本海鮮指南  

2. 海資中心水域生態養殖區 

單   元   目   標 融入海洋教育具體目標 

1.認識常見海洋生物 

2.認識海洋生物的生活模式 

能夠瞭解海洋生物生態習性及傳導正確的海洋生物

觀念 

教學內涵與歷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分鐘) 評量 

壹、引起動機 

以海鮮作為引題，學員分享之間的海鮮實用經驗。 

貳、發展活動 

1. 綠色海鮮： 

介紹食物鏈底層、養殖容易之海鮮，如吳郭

魚、蛤蜊、秋刀魚等。 

並介紹軟絲與花枝之間差異，並講解兩者的

海鮮指南地位。 

2. 黃色海鮮： 

介紹餌食為肉食性、捕撈方法為圍網等之海

鮮，如鮪魚、鱈魚、白蝦等。 

 

海鮮指南牆 

 

 

 

 

 

 

 

 

 

 

5 分鐘 

 

15 分鐘 

 

 

 

 

10 分鐘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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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海膽的生態地位，並了解食用海膽為吃

哪一部位，進而讓學員避免食用牠。 

3. 紅色海鮮： 

介紹數量稀少、生長緩慢、生態地位重要之

海鮮，如珊瑚礁魚類、花枝、鯨鯊等。 

講解臺灣海洋保育類魚類，龍王鯛與龍頭鸚

哥魚，了解我國對於他的政策為何。 

4. 魚缸巡禮： 

介紹海資中心生態魚缸，以海拔高至低水域

生態，有水庫生態、埤塘生態、溪流生態、

河口生態、大洋生態及珊瑚礁生態。 

講解特殊小缸，稻田魚與大肚魚的形體差

異，並由此改正民眾對於他的觀念。 

餵食溪流魚類及大洋魚類，讓學員了解到溪

流魚類的紡錘狀造型造就他的快速；接著讓

學員了解錢鰻的進食機制，及獅子魚的捕食

方法。 

 

 

 

 

 

 

 

水域生態區 

 

 

 

 

 

15 分鐘 

 

 

 

 

15 分鐘 

 

 

 

 

 

 

 

 

 

 

 

 

讓學員自

由發問，

以此來檢

驗他們是

否了解水

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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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拓荒者： 

單元名稱 海洋拓荒者 年級 
 高年級 

以上 設計者 戴佑安 

教材來源 自編 版本 自編教材 時間 
360分鐘 

(每堂課 120分鐘) 

融入議題   ■海洋休閒 □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  □海洋資源 

設計理念 

我國四面環海，受到歷史上的禁錮與政治因素下，人們漸漸喪失親近與愛護海

洋的能力，對待海洋剩下恐懼以及無知，忽略了臺灣獨特優美的海洋環境，這

堂課程將會帶領學生親近水域活動，瞭解我國水上運動項目及其歷史背景，並

且導入水域安全的觀念，讓學生有能力能夠親近海洋。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學生有基礎的游泳能力且對水域安全有基本的認識。 

 

教學資源 

1. 獨木舟、平台舟、單人平台舟、激流舟 

2. 救生衣、安全帽、哨子 

3. 技術槳、傻瓜槳 

4. SUP板 

5. 水槍 

海洋教育 

實質內涵 

海 E3 具備從事多元水域休閒活動的知識與技能。 

海 J1 參與多元海洋休閒與水域活動，熟練各種水域求生技能。 

海 U1 熟練各項水域運動，具備安全之知能。 

 

單元目標 

 

1. 認識舟艇 

2. 學習水域安全觀念、技巧 

3. 學習操舟技巧 

教學內涵與歷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分鐘) 評量 

第一堂課 

引起動機 

學生穿著泳裝並熱身完畢後老師介紹場地及海洋保

育的所見所聞，請同學發表從事水域活動經驗。 

發展活動 

1. 介紹獨木舟歷史由來 

(愛斯基摩人、因努特人、印地安人、蘭嶼人) 

 

2. 介紹舟艇上下船方式並由助教進行 4種錯誤示

範。(雙人平台舟) 

3. 穿著救生衣、安全帽並拿槳，進行操槳練習。 

 

口述 

 

口述、獨木

舟、平台舟 

 

 

 

 

15 

 

25 

 

10 

10 

 

 

用心聆聽 

 

用心聆聽 

 

用心聆聽 

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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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 

1. 下水實際操作練習 

2. 加上水槍進行遊戲 

3. 進行競賽遊戲(因努特人上學趣) 

第二堂課 

引起動機 

學生穿著泳裝並熱身完畢後老師介紹水域安全觀

念。 

發展活動 

1. 介紹救生衣種類及功能性 

2. 介紹如何正確救生及穿著救生衣 

3. 請助教表演水中救生短劇 

4. 示範第一節課錯誤動作 

5. 介紹舟艇上下船方式(獨木舟或單人平台舟)。 

6. 穿著救生衣、安全帽並拿槳，進行操槳練習。 

綜合活動 

1. 下水實際操作練習 

2. 加上水槍進行遊戲 

3. 進行團隊競賽遊戲(水中戰爭) 

第三堂課 

引起動機 

1. 學生穿著泳裝並熱身完畢後老師介紹海洋保育

區現況 

2. 請助教表演海洋保育我國遇到問題短劇。 

發展活動 

1. 介紹救生衣材質 

2. 介紹如何正確救生及實際經驗分享 

3. 示範第二節課錯誤動作 

4. 介紹舟艇上下船方式(SUP 板及獨木舟或單人平

台舟) 

5. 介紹翻船復位動作 

6. 穿著救生衣、安全帽並拿槳，進行操槳練習 

綜合活動 

1. 下水實際操作練習 

2. 分組 SUP板練習 

3. 加上水槍進行遊戲 

4. 進行團隊分組競賽遊戲(翻船我最行) 

              課程結束 

 

 

 

 

 

口述 

口述、示範 

 

 

 

獨木舟、平

台舟 

 

 

 

 

口述 

 

 

 

口述、示範 

 

 

 

 

 

 

SUP板、獨

木舟、平台

舟 

60 

 

 

 

15 

 

45 

 

 

 

60 

 

 

 

 

 

25 

 

35 

 

 

 

 

 

60 

實際操作 

 

 

 

 

 

用心聆聽 

 

 

用心聆聽、實際操

作 

 

 

 

 

實際操作 

 

 

 

 

 

 

 

用心聆聽 

 

 

 

用心聆聽、實際操

作 

 

 

 

 

 

 

用心聆聽、實際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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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水獅王-獅子魚： 

單元名稱 落水獅王 年齡層 
高年級 

以上 設計者 盧主峰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版本 自編教材 時間 90分鐘 

融入領域 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 

融入項目  ■海洋休閒 □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 ■海洋資源 □海洋科技 

設計理念 

多年前，美國傳來獅子魚入侵的新聞，因其貪吃、有毒的特性，造成加勒比海

當地的浩劫，這項消息傳開後，我國人民常常對於獅子魚的誤解就逐步加深

了，很多民眾看到獅子魚就覺得他很可惡，甚至是將其擊殺，但獅子魚是貨真

價實的臺灣原生魚類，為了導正此一歪風，海資中心特設此一課程改善我國人

對其之生態地位。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1.對於海洋生物有基本之瞭解 

2.具有基本美術的概念 

教學資源 

1.獅子魚紙雕 

2.海洋生物自編教材 

3.海洋生物影片-YOUTUBE網路影片 

單   元   目   標 融入海洋教育具體目標 

1.認識常見海洋生物 

2.認識海洋生物的生活模式 

能夠瞭解海洋生物生態習性及傳導正確的海洋生物

觀念 

教學內涵與歷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分鐘) 評量 

參、引起動機 

講師介紹獅子魚及紙雕背景。 

肆、發展活動 

5. 獅子魚是甚麼魚： 

介紹獅子魚與石頭魚的關係，並以他們貪吃

的影片引言。 

6. 獅子魚有沒有毒性： 

獅子魚具有神經毒性，被刺中後會產生灼熱

感，此一階段會教導學員避免出外時碰觸到

毒刺。 

 

電子簡報 

 

海洋生物自

編教材 

 

 

 海洋生物

自編教材 

 

 

5分鐘 

 

5分鐘 

 

 

10分鐘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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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猜遊戲： 

放出幾張臺灣原生種與外來種生物照片，讓

學員猜測該生物是否為外來生物，以此測試

其對於臺灣生物的了解。 

8. 獅子魚是否為外來種： 

多數學員都認為獅子魚是外來種，此時講者

導入正確觀念，已糾正錯誤歪風。 

9. 紙雕製作： 

加強學員對於獅子魚之概念，並利用紙雕讓

其了解獅子魚之特色。 

海洋生物自

編教材 

 

 

海洋生物自

編教材 

 

紙雕、色鉛筆 

5分鐘 

 

 

 

15分鐘 

 

 

50分鐘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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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鯊出一條血路： 

單元名稱 
海洋生物 VR 

環景體驗 
年級 低年級 設計者 盧主峰、戴佑安 

教材來源 自編 版本 自編教材 時間 70分鐘 

融入領域 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 

融入項目  □海洋休閒 □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 ■海洋資源 ■海洋科技 

設計理念 

海洋生物千千百百種，而我們人民對於海洋生物的了解卻是無知的可憐，甚至

許多人多已以貌取「魚」去判斷好惡，其中又以鯨豚與鯊魚兩者的刻板印象最

為嚴重，往往人類認為鯊魚如同電影一樣會肆意咬人，而對海豚擱淺又會非常

興奮得上前拍照留念，這些都是我們對於這些生物的錯誤觀念，此一堂課程會

讓學生導正其觀念，並且利用 VR的環景軟體，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了解海洋生

物的行為。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1.對於海洋生物有基本之瞭解 

2.具有基本智慧型產品的操作 

教學資源 

1.圖卡 

2.海洋生物自編教材 

3.海洋生物影片-YOUTUBE網路影片兩部 

4.VR360 眼鏡 

5.平板顯示器(手機) 

海洋教育 

能力指標 

 5-2-3 認識水中生物及其外型特徵 

 5-2-4 說明水中生物的運動方式 

單   元   目   標 融入海洋教育具體目標 

1.認識常見海洋生物 

2.認識海洋生物的生活模式 

能夠瞭解海洋生物生態習性及傳導正確的海洋生物

觀念 

教學內涵與歷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分鐘) 評量 

伍、引起動機 

學生分享對於海豚及鯊魚的第一印象。 

陸、發展活動 

一、 比較鯨豚及鯊魚的生理構造差異。 

二、 分別介紹鯨豚及鯊魚其生態地位，食性及

行為模式。 

 

 

 

海洋生物自

編教材 

 

 

5分鐘 

 

10分鐘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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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鯨豚類介紹 

影片欣賞:海豚與鯊魚共同捕食沙丁魚

(43”) 

教師講解:鯨豚屬於哺乳類，行為模式與人

類相近。 

影片欣賞:鯨魚捕食鯊魚(18”) 

2. 鯊魚介紹 

教師講解:鯊魚屬於軟骨魚類，特殊的生理

構造讓他與一般魚類不同。 

影片欣賞:鯊魚與人類(1’30”) 

3. VR360環景影片體驗 

教師講解:講解 VR 眼鏡及手機構造，並依序

發下環景眼鏡及手機。利用臺灣各地風景影

片讓學生進行 VR眼鏡測試，學生調整到位

後撥放巨齒鯊 VR動畫環景影片，帶領學生

進入遠古鯊魚世界。 

4. 兩種物種所遭遇的問題 

教師講解:漁具的濫用、過度補撈、殘忍的

飲食文化及賞鯨賞鯊的正確觀念。 

影片欣賞:漁網誤捕物種(1’21”)、嘉義抹

香鯨擱淺(2’30”)、魚翅文化(1’30”) 

投影機 

 

  

 

 

 

投影機 

 

 

 

VR環景眼鏡 

 

 

 

 

 

投影機 

 

 

 

 

15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5分鐘 

 

5分鐘 

 

 

 

 

 

 

 

 

 

 

 

 

 

 

 

 

與學生討論環

景影片中發生

的事情，並藉

由此測量學生

上課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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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魚拓面面觀： 

單元

名稱 魚拓面面觀 年級 
國中 

以上 設計者 戴佑安 

教材

來源 自編 版本 自編教材 時間 120分鐘 

融入

議題 
  □海洋休閒 □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  □海洋資源 

設計

理念 

我國四面環海，卻常被詬病只有海鮮文化沒有海洋文化，其實我國蘭嶼有大船

文化及獨有的魚種分類，而本島也有如魚簍、燈火漁業等傳統漁法。此課程將

帶領學生體會先民紀錄魚隻大小的方法「魚拓」，除了增加對魚的認識外，更

能帶領學生體會早期先民的海洋文化。 

學生

學習 

條件

分析 

1. 學生有基礎的海洋知識。 

2. 學生對魚類有基本的瞭解。 

3. 會使用毛筆、水彩筆等畫具 

教學

資源 

1. 壓克力顏料(多種顏色) 

2. 多隻水彩筆(大、中、小) 

3. 調色盤、裝水器皿 

4. 報紙 

5. 高品質宣紙 

6. 衛生紙 

7. 抹布數條 

8. 簡報 

9. 投影機、電腦設備 

10. 吳郭魚數條 

海洋

教育 

實質

內涵 

海J10運用各種媒材與形式，從事以海洋為主題的藝術表現。 

單元

目標 

瞭解魚拓的由來，並利用壓克力顏料，創作出帶有個人風格的魚拓。 

教學內涵與歷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分鐘) 評量 

引起動機 

老師介紹魚拓的由來，並介紹先行製作的魚

拓作品供學生欣賞臨摹。 

 

發展活動 

ppt簡報、口

述 

 

口述、吳郭

10 

 

 

10 

用心聆聽 

 

 

用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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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紹吳郭魚大小及重量 

3. 老師進行示範： 

將報紙鋪滿桌面，用抹布將吳郭魚擦拭(擦

乾)後，選擇顏料擠至調色盤中，使用水彩筆

沾水後調淡顏料後刷至魚表面(單面)，塗抹

勻稱後壓上宣紙，輕輕地用抹布進行擦拭直

至平均，而後打開宣紙，拿起水彩筆(小)畫

上眼睛後完成。 

4. 老師示範將成品風乾(拿夾子夾起作品) 

 

 

 

綜合活動 

1. 各小組領取美術用品及魚隻後進行魚拓製

作 

2. 將成品進行展示並講述製作心得及回饋 

 

               

              課程結束 

魚、宣紙、顏

料、水彩筆

(大或小)、報

紙、調色盤、

裝水器皿、抹

布 

 

口述、吳郭

魚、宣紙、顏

料、水彩筆

(大或小)、報

紙、調色盤、

裝水器皿、抹

布 

 

20 

 

 

 

 

 

 

 

70 

10 

 

 

 

 

用心聆聽 

 

 

 

 

 

 

 

 

 

 

 

實際製作 

發表感想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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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中泰拳有氧： 

單元名稱 水中泰拳有氧 年級 
 中年級 

以上 
設計者 戴佑安 

教材來源 自編 版本 自編教材 時間 60分鐘 

融入議題   ■海洋休閒 □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  □海洋資源 

設計理念 

我國四面環海，海洋帶給我們的不只是海鮮，在水中運動因為水壓的關

係，耗能更大但更不易造成身體負擔，特別設計水中有氧泰拳課程，以水

中有氧運動為基礎加上熱血又戰鬥力十足的泰國拳，幫助學員更有活力親

近海洋。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學生有基礎的游泳能力且對水域安全有基本的認識。 

教學資源 

1. 音樂 

2. 泳具(泳帽、泳衣褲) 

3. 哨子 

海洋教育 

實質內涵 

具備從事多元水域休閒活動的知識與技能。 

參與多元海洋休閒與水域活動，熟練各種水域求生技能。 

熟練各項水域運動，具備安全之知能。 

單元目標 

1. 認識水域活動 

2. 訓練肌耐力 

3. 訓練心肺功能 

教學內涵與歷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分鐘) 評量 

1.講解課程內容以及訓練項目 

2.下水 

3.暖身 

(各 1 分鐘：韻律呼吸、上肢伸展、擴胸運動、

頸部繞環、腰部擺動) 

4. 基本動作學習 

(握拳教學、戰鬥立姿、直拳、鉤拳、上鉤拳、

膝擊) 

5. 組合動作循環訓練 

(直拳+鉤拳、鉤拳+上鉤拳、直拳+上鉤拳、直

拳+鉤拳+上鉤拳、直拳+膝擊) 

6. 跟著音樂加強動作流暢度 

(直拳+鉤拳+上鉤拳、直拳+鉤拳+膝擊、直拳+

鉤拳+上鉤拳+膝擊) 

7. 緩和 

(左右戰姿滑步、放鬆踏步) 

8. 收操 

(上肢運動、手臂環繞、伸展運動) 

              課程結束 

1. 口述 

2. 實際操

練 

 

5 

5 

5 

 

 

10 

 

 

15 

 

 

 

10 

 

 

 

5 

 

 

5 

1.用心聆聽 

 

2.認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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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海洋天使-親水一夏： 

教案名稱 海洋天使──親水一夏 

實施年級 
幼兒園特教班混齡班 

（幼幼班至大班） 
節數  

共 4 節， 160 分

鐘。 

六大發展領域 身體動作與健康、語言、社會。 

學習指標 

1. 身-1-2 模仿各種用具的操作 

2. 身-2-1 安全應用身體操控動作，滿足自由活動及與他人合作的

需求 

3. 身-2-2 熟練各種用具的操作 

4. 社-3-6 關懷生活環境，尊重生命 

5. 海 E3   體驗水域休閒活動，強化學童親近海洋的能力 

6. 海 E11  認識魚類生物 

學習目標 

高組 中組 低組 

身-1-2-1 能模仿各種用具

（槳、救生衣）的操作。 

 

身-2-1-1 能安全應用身體

操控動作，滿足自由活動及

與他人合作的需求。 

身-2-2-1 能熟練各種用具

（操槳、正確穿著救生衣）

的操作。 

 

社-3-6-1 能關懷生活環

境，尊重生命。 

 

海 E3-1 能在成人的陪伴

下，體驗水域休閒活動，強

化學童親近海洋的能力。 

海 E11-1 認識常見的魚類

生物。 

身-1-2-2 在部分

協助下，模仿各

種用具（槳、救

生衣、）的操

作。 

身-2-1-2 在部分

協助下，安全應

用身體操控動

作，滿足自由活

動及與他人合作

的需求。 

身-2-2-2 在部分

協助下，熟練各

種用具（操槳、

正確穿著部分救

生衣）的操作。 

社-3-6-2 在部分

協助下，關懷生

活環境，尊重生

命。 

海 E3-2 能在成

人的部份協助

下，體驗水域休

閒活動，強化學

童親近海洋的能

力。 

海 E11-2 能認識

3-5 種常見的魚類

生物。 

身-1-2-3  在完全協助

下，模仿各種用具

（槳、救生衣）的操

作。 

身-2-1-3 在完全協助

下，安全應用身體操控

動作，滿足自由活動及

與他人合作的需求。 

身-2-2-3 在完全協助

下，熟練各種用具（操

槳、穿著少部分救生

衣）的操作。 

社-3-6-3 在完全協助

下，關懷生活環境，尊

重生命。 

海 E3-3 能在成人的完

全協助下，體驗水域休

閒活動，強化學童親近

海洋的能力。 

海 E11-3 能認識 1-2

種常見的魚類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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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器材： 

救生衣 S號 14件、M號 4件、L號 4件、XL號 2件 

雙葉獎 10隻，透過課前準備修改為單葉獎 20隻 

平台舟 7艘 

教學椅（長度 150公分、寬度 50公分、高度 40公分）15張 

水道繩（25公尺）1條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96WwnKm4Yg 端午節的習俗動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4AucoqLOg 2019 端午龍舟賽!

龍王爭霸之龍王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Zg8eaVdLwk&t=34s 海洋天使計

劃-微影片 

學習活動 
時

間 
評量方式 

第一節《與龍共「午」》──透過端午節龍舟傳統認識親水活動用具 

（槳、救生衣） 

壹、準備活動 

1. 教室以端午節的習俗活動為主軸進行情境布置 

2. 班級書櫃放置以端午節/划船/親水/游泳活動…等主題相關

圖書 

3. 教師與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討論後需準備物品如下： 

(1). 各式救生衣 

(2). 配合特殊幼兒身形及特殊需求（S-M 號） 

(3). 教師示範使用救生衣（L-XL 號） 

4. 教師準備教學示範之單葉槳： 

5. 考量幼兒之抓握能力及安全性，特請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將雙葉槳調整為單葉槳，將握柄前端以安全泡棉進行

圓頭式包覆（如下圖）。 

             
6. 班級導師安排海洋教師及海洋志工於第一節課進行幼兒的

能力觀察與討論。 

7. 協請臺北市海洋資源教育中心教師針對特殊幼兒狀況（障

別、需求、氣質…等）進行活動說明及事前訓練。 

 

貳、引起動機 

教師以日/月曆配合端午節（粽子/龍舟）圖案提示，揭示即將到

來的端午節 

「小朋友，你們看，再過 2個禮拜就是端午節了唷！端午節這一

天，有很多不同的習俗，像是圖片上的吃粽子、掛艾草，或是

划龍舟…等等。」 

40 

分

鐘 

觀察 

口頭 

操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96WwnKm4Y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4AucoqLO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Zg8eaVdLwk&t=3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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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活動 

1. 教師撥放影片並進行團體討論： 

「小朋友你們知道端午節怎麼來的呢？為什麼端午節有這麼多

習俗呢？我們馬上就要看看端午節由來的故事唷！」 

(1). 教師播放 YOUTUBE 影片 

’小行星樂樂 TV’’-【節日小知識】端午節為什麼要吃

粽子、划龍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Od7jUIsns 

(2). 教師針對影片內容提問，並重點說明端午划龍舟活動 

Q1：「端午節是為了紀念誰呢？」 A1：屈原 

Q2：「百姓們為了保護屈原丟什麼東西到汨羅江裡呢？」A1：

粽子 

Q3：「百姓們怎麼到汨羅江上的呢？」A3：划船 

(3). 教師說明百姓划船的行為，演變為日後的划龍舟競賽

並播放 YOUTUBE 影片〈2019端午龍舟賽!龍王爭霸

之龍王賽! Dragon Boat Race’」〉龍舟競賽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4AucoqLOg 

「百姓們在汨羅江上划船的行為，就是日後龍舟競賽的由來

唷！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划龍舟比賽的影片，小朋友們請注意

看，影片裡有那些東西呢？」 

(4). 教師對影片內容提問，請學生以口語/仿說/圖卡二選一

的方式回答。 

Q：「剛剛在影片裡面你們看到了什麼呢？ 

A：（划）龍舟/船槳/大鼓/（搶/奪）旗 

(5). 教師總結內容，並提要水上活動安全之重要性。「小

朋友現在你們都知道端午節划龍舟的由來了，等等就

要換你們來當厲害的龍舟選手喔！」 

2. 教師展示單葉槳並協助幼兒體驗划槳動作 

3. 教師說明親水活動的安全注意事項，呈現/示範並讓幼兒初

步體驗穿著救生衣：「小朋友們，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

在進行水上活動時要穿上救生衣，才能避免溺水發生意外

喔！」 

 

肆、綜合活動 

1. 班級教師利用板車教具，請幼兒穿上救生衣並利用玩具船

槳模擬陸上划龍舟活動，場邊等待的學生使用鑼鼓樂器聲

援加油。 

2. 班級教師複習並總結本節課程內容 

「端午節是為了紀念誰？屈原；端午節有哪些習俗？吃粽子/划

龍舟；划龍舟會有那些東西呢？（打）鼓/（奪）旗/（划）槳」 

「進行親水活動時，要穿什麼保護我們的安全呢？救生衣」 

3. 班級教師預告下次活動。 

「下次我們要和海洋教師/志工們在學校一起在學校玩水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4Aucoq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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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親水一夏》──與海洋教師、海洋志工參與校內親水活動 

 

壹、準備活動 

1. 班級教師預告家長將有校內親水活動 

2. 班級教師預告家長替幼兒準備親水裝備（泳裝、泳鏡…

等） 

3. 班級教師事先準備兒童泳池，將泳池象徵性裝飾成龍舟，

並注水約水深50cm。 

4. 教師教學親水活動的主題相關內容（游泳/裝備/親水遊具/

親水玩具/親水情境/自然情境…等） 

5. 班級教師事前預告海洋教師及海洋志工將一同參與親水活

動。 

 

貳、引起動機 

1. 教師複習本節課之先備經驗，親水活動前應穿著泳裝、配

戴泳具及暖身運動 

「小朋友都已經換好泳衣了嗎？頭上要戴泳帽、眼睛要戴泳鏡

喔！玩水前要記得先做暖身運動」 

2. 班級教師連結第一節課之先備經驗–端午節划龍舟之相關事

項： 

Q：「還記得划龍舟比賽的時候會有哪些東西嗎？」 

A：龍舟/槳/大鼓/旗幟 

3. 班級教師揭示今日親水活動主題：龍舟比賽，並告知幼

兒，海洋教師及海洋志工的到來。 

4. 班級教師介紹海洋教師、海洋志工加入課程活動。 

5. 請海洋教師與海洋志工在班級老師引導下與配對之幼兒相

見歡建立友好關係。 

 

參、發展活動 

1. 班級導師再次展示調整後之單葉槳，並邀請海洋教師進行

本節重點課程教學。 

2. 海洋教師向幼兒說明：槳的正確使用方式 

(1). 左手肘抬高，右手划水。 

(2). 換邊。 

(3). 右手肘抬高，左手划水。 

3. 海洋教師說明如何正確穿著救生衣–穿救生衣步驟 

(1). 救生衣穿起來後，由上到下三顆扣子。 

(2). 請小朋友跟老師一起唸，邊唸邊扣釦子。 

(3). 從上到下，1、2、3。 

4. 尋龍高手──海洋教師利用遊戲教學讓幼兒在協助下練習實

際操作單葉槳及穿著救生衣。 

(1). 海洋教師利用主題物品製作成2組任務圖卡，請幼兒抽

40

分

鐘 

觀察 

口頭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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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中一組指定圖卡後在海洋志工協助下完成指定任

務 

A. 救生衣、大  鼓：在協助下穿上救生衣後擊鼓5下 

B. 單葉槳、龍  舟：在協助下正確划槳10下後奪旗 

(2). 以幼兒為單位，在班級教師依幼兒能力分組後，每2-4

人為一組，班級教師分組後，活動將進行2-4輪，每次

2-3組，輪次及組別可依實際情況調整。 

(3). 確認幼兒及協同之海洋志工皆能友善互動並確實使用

槳及救生衣即可結束遊戲。 

肆、綜合活動 

1. 海洋教師以遊戲方式實際評量幼兒在班級教師、海洋教師

及海洋志工協助下能完成穿著救生衣並操作單葉槳 

(1). 請幼兒依照組別，進入兒童水池，並在海洋教師及海

洋志工協引導/協助下正確抓握單葉槳。 

(2). 教師發下鼓、鼓棒、鑼，等相關活動用具，給尚未參

與活動之幼兒。 

(3). 教師喊口令開始後，請遊戲中之幼兒在海洋志工協助

下大力划槳，將池中的水划出池外。 

(4). 教師將彩色的旗幟覆蓋白紙後放置於水池兩旁之地

面，請海洋志工協助幼兒以單葉槳划水，最先將白紙

潑溼透出下方旗幟顏色並正確回答的組別獲勝。 

2. 請幼兒在協助下脫下並收拾救生衣及單葉槳。 

3. 班級教師引導幼兒謝謝海洋教師、海洋志工並道別，同時

預告下次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親水活動。 

伍、延伸活動〔親子活動〕 

1. 活動分享：利用主題學習單的共同完成，以及活動中的攝

影照片與孩子分享討論在課程中認識的傳統節慶故事

（如；端午節的由來、端午節的包粽習俗、划龍舟的由

來）、遊戲扮演。（如：划龍舟的動作、敲鑼打鼓）、親

水活動的衣物配戴（如：泳裝、救生衣） 

2. 親子共讀：可選擇相關的傳統民俗繪本或卡通與還子一起

欣賞，並依照孩子的能力與其練習表達 （如：讓孩子練習

說/表演故事情境的）、認識主題概念（如：吃粽子、划龍

舟） 

3. 藝術創作：透過簡單的媒材（例：圓點貼紙、毛根、棉

花、不織布…等）和孩子一起創作與端午節或夏季親水有

關的簡單作品，增加親子間的互動。 

4. 文化認識：可以和孩子一起欣賞划龍舟競賽的影片或是利

用端午節時帶孩子實際走訪龍舟競賽大會，親身體驗民俗

傳統文化的奧秒之美。 

第三節《踏水行舟》──參觀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壹、準備活動 

1. 特殊教育教師至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場勘，與海洋教

40

分

鐘 

觀察 

口頭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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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海洋志工們一同討論活動當天的流程規劃，以及環境空

間動線和無障礙環境，相關調整如下： 

(1) 第一節課海洋教師及海洋志工們，在幼兒園教室外觀察

孩子的特質，以及瞭解孩子於活動過程中的注意事項；

第二節課於校內戲水，海洋教師及海洋志工們在幼兒園

特教班老師的引導下，和孩子的進行正向的互動，互相

熟悉並瞭解活動內容，此堂為第三節複製校內戲水的活

動至游泳池，讓孩子能更快融入課程活動，到達時海洋

教師及海洋志工們進行迎接，和孩子們相見歡，以喚醒

孩子於先前課程互動時的印象。 

(2) 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游泳池於活動前一週，水位從

120公分降低至90公分，並於水中放置高度40公分的教

學椅，孩子親水的水深為50公分，與校內戲水水深相

同，以建立孩子對於親水活動中的安全感，進而喜歡親

水活動，並期待孩子有自主親水的舉動出現。 

(3) 游泳池水溫的部分，需於活動前一週進行水溫加熱至26

度，以利孩子以既有經驗適應水溫，降低抽筋、適應不

良的風險，始進行水中活動。 

(4) 槳為單葉槳。 

(5) 將孩子進行異質性分組，孩子們分成兩組，活動分為親

水（含漂浮及水中行走）和操舟兩個項目，兩組進行15

分鐘後進行交換體驗。 

(6) 高組學生的海洋志工師生比為1:2，中組及低組學生的海

洋志工師生比為1:1。 

2. 幼兒園特教老師及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確認行程規畫

後，發放活動調查表，調查學生參加意願，並在安全考量

下，活動當天家長或老師務必陪同，確保活動當天孩子與成

人的比例為1:1（不包含海洋教師及海洋志工的人力）。 

 

貳、引起動機 

1. 結合上一節校內戲水活動，喚起孩子們的先備經驗。 

「還記得我們之前於校園玩水的活動嗎？」「那我們玩水時有

做哪些事情呢？穿泳衣、戴泳帽、穿救生衣、划槳、打鼓、奪

旗等。」 

2. 將原本於校園內以充氣泳池進行的活動，延伸至臺北市海洋

教育資源中心的游泳池，先給孩子們肯定且正向的言語，以

讓孩子們能在鼓勵下勇於在新情境中進行活動。 

「之前我們是在學校裡的充氣游泳池體驗戲水活動，現在我們

變得更厲害了，來到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的游泳池，這次

是真的要搭船在水上划槳喔！」 

3. 介紹海洋教師及海洋志工們，讓孩子們再次認識及熟悉接下

來活動中協助孩子們的人。 

「海洋教師和海洋志工都是幫助我們的人，會保護每個人的安

全，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專心且注意海洋教師和海洋志工們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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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指令和協助喔！」 

 

參、發展課程 

1. 在下去划船和親水之前，先讓孩子們檢視自己身上的裝備。 

「先看看自己穿上游泳用具了嗎？檢查身上有沒有穿上泳衣？

頭上有沒有戴上泳帽？那還缺了什麼呢？」 

2. 請孩子出來示範，並複習如何正確穿好救生衣，在示範的過

程中也請家長、老師及海洋志工協助其他孩子穿上救生衣，

以及檢查是否有正確穿好救生衣。 

「有哪個小朋友要出來示範穿救生衣？其他小朋友跟著一起跟

著步驟做，大家一起穿上救生衣。」 

3. 再次提醒孩子們救生衣的重要性，在參與水中活動前一定要

穿好救生衣。 

「哇！每個小朋友都穿上救生衣了，救生衣一定要穿好喔！救

生衣會保護我們，讓我們可以安全的在水中活動。」 

4. 下水前須做操暖身。 

「在進行水中活動前，除了身上的裝備外，．還有一件很重要

的事情就是做操，我們一起跟著海洋教師動一動身體。」 

5. 水上活動分為兩部分，分別為親水（包含漂浮及水中行走）

和划槳操舟，孩子們分兩梯次進行，於課前有進行相關討論

及人員分配，再重述一次分組名單做確認。 

6. 第一梯的孩子先進行划槳操舟，第二梯的孩子先進行親水活

動（含漂浮及水中行走）。 

7. 15分鐘後活動交換，第一梯的孩子進行親水活動（含漂浮及

水中行走），第二梯的孩子進行划槳操舟。 

8. 操作體驗完畢後，請老師及家長帶著孩子們至更衣室進行簡

單的梳洗。 

 

肆、綜合活動 

1. 複習剛剛完成的水上活動。 

「你們剛剛完成了什麼水上活動呢？有完成親水活動，不論是

水中行走或是漂浮的小朋友，請給自己拍拍手！有完成在操舟

划槳的小朋友，請爸爸、媽媽、老師和海洋志工給孩子一個

High Five！每個小朋友都超厲害！全部的人都給他們一個

讚！」 

2. 引導孩子們去觀察泳池周遭的裝置藝術，並做為下一節課程

的預告。 

「那你們在活動的過程當中有看到泳池裡或是泳池的上面有什

麼東西嗎？魚、螃蟹、海豚、海浪等。哇！小朋友都有說出來

或是指出來，甚至是做出動作給老師看，沒錯！這些水中生物

都存在我們生活周遭，我們要好好愛護大自然裡的每個水域環

境，才能看到更多不同的水中生物喔！之後我們就要去臺北市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以及鯨棧水族館看很多很多不同的水中生物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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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嗨！海人生》──參觀鯨棧水族館 

壹、準備活動 

1. 特殊教育教師、海洋教師及海洋志工至臺北市立海洋教育資

源中心《海洋生態展示區》以及《鯨棧水族館》進行場勘，

與海洋教師及水族館志工（鯨魚爸爸、鯨魚媽媽）一同討論

活動當天的流程規劃，以及環境空間動線和無障礙環境，相

關調整如下： 

(1) 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於活動中心四樓，乘坐擺位輪

椅的孩子搭乘電梯上樓，具移行能力的孩子則爬樓梯至

四樓。 

(2) 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內部為無障礙空間，乘坐擺位

輪椅的孩子能在中心內進行探索及移動，有些物理空間

布置需事先提醒及叮嚀孩子禁止攀爬或是踩踏；此外海

洋展示區內的魚缸擺設位置為高山至出海口，內含11個

大魚缸可以讓孩子透過眼睛觀察各地形的生物及其生態

地位。 

(3) 鯨棧水族館前有階梯，於活動前水族館志工（鯨魚爸

爸、鯨魚媽媽）會於階梯上擺放斜板，以利乘坐擺位輪

椅的孩子能進入水族館內參觀。 

(4) 鯨棧水族館內的走道較為狹窄（寬度70公分），於活動

前將走道做調整（寬度100公分），好讓乘坐擺位輪椅

的孩子能在水族館內自在的探索。 

(5) 為配合幼兒園孩子的身高，以及乘坐擺位輪椅孩子的高

度，將能讓孩子觀察及觸摸的魚種、水中生物擺放在最

下層，讓孩子們能近距離的平視，甚至是伸手進去水族

箱內接觸水中生物。 

 

2. 準備兩杯水，一杯為加入鹽巴及少量海水素（1/1000）的

水，模擬海水的味道，另一杯則為一般飲用水，模擬淡水的

味道。 

 

貳、引起動機 

1. 讓孩子們用味覺的方式來認識海水和淡水的不同。 

「你們看老師手上有兩杯水，他們看起來有點像，但其實不太

一樣喔！我們先來喝的一杯看看。」 

「這杯水喝起來你們覺得怎麼樣呢？有小朋友皺眉、好像有人

不太喜歡這個味道、鹹鹹的味道、有點苦苦的。」 

「那我們來喝另外一杯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這杯水喝起來如何？沒什麼味道、就是水、像白開水。」 

2. 介紹淡水和海水中的生物。 

「剛剛你們喝的兩杯水，一杯就是像海水一樣的味道，鹹鹹

的、苦苦的，不是很好喝；另外一杯就是像淡水一樣，沒什麼

味道，很像我們平常喝的白開水一樣。」 

「水中生物就是生長在海水和淡水裡，而海水和淡水裡的魚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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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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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一樣喔！接下來我們就請海洋教師和水族館志工（鯨魚爸

爸、鯨魚媽媽）為我們介紹吧！」 

 

參、發展課程 

1. 規則建立──看到水中生物的三步驟：「用眼睛看」、「耳

朵注意聽」、「輕輕地摸」 

(1) 「用眼睛看」：看到水中生物，用眼睛欣賞，怕傷到

水中生物，也怕水中生物傷害到你喔！ 

(2) 「耳朵注意聽」：注意聽海洋教師們的講解和指令，

才不會錯過任何精彩的事物喔！ 

(3) 「輕輕地摸」：如果海洋教師或水族館志工（鯨魚爸

爸、鯨魚媽媽）說可以觸摸，要小力、輕輕地摸喔！ 

 

 一、海水──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海洋生態展示區》 

1. 近距離觀察不同水域的生物，以及觀察海洋教師餵食水中生

物。 

2. 一一介紹完所有的水域及生物後，你們最喜歡哪個水域或是

生物呢？請你們去站在對應的水族箱前面。請孩子們一一分

享自己喜歡該水域或是生物的原因。 

二、淡水──鯨棧水族館 

將孩子們分為兩組，於水族館內對水中生物觀察及互動，除了

欣賞不同的魚類之外，也在海洋志工們及水族館志工的安排

下，觸摸魚、烏龜等生物。 

 

肆、綜合活動 

1. 小朋友們都有遵守三步驟的規則嗎？還記得是哪三步驟嗎？ 

2. 海水是什麼味道？淡水又是什麼味道呢？ 

3. 你們在水族箱裡看到哪些水中生物呢？又摸到什麼水中生

物？ 

4. 今天的活動好玩嗎？謝謝海洋教師、海洋志工們及水族館志

工（鯨魚爸爸及鯨魚媽媽）的用心，才能讓我們對水中生物

有這麼棒的認識和體驗，我們一起用愛的鼓勵來謝謝海洋教

師、海洋志工們及水族館志工（鯨魚爸爸及鯨魚媽媽）。 

 

伍、延伸活動（親子活動） 

1. 活動分享：運用本活動所拍攝的照片及影像，和孩子一同

回憶及分享於水中活動，認識了哪些人（例：海洋教師、

海洋志工們、水族館志工等）、做了哪些事（例：划槳操

舟、水中行走、摸魚、餵魚等）、心情如何（例：最喜歡

什麼活動？開心嗎？想要再去一次嗎？）等。 

2. 親子共讀：平時家長可與孩子一同閱讀和海洋有關的圖卡

或繪本，和孩子討論，增加及延伸孩子對海洋的相關知

能。 

3. 藝術創作：透過簡單的媒材（例：輕黏土、色紙撕貼畫

等）和孩子一起創作與海洋有關的畫作，增加親子間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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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4. 親近自然：利用周末假日，帶孩子到海邊走走，讓孩子認

識自己成長的環境，一同玩樂並享受親子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