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教育面面觀─
漫談全國海洋教育推廣現況

緣起-海洋子民 海洋立國

臺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海島國

家，橫跨溫帶與熱帶水域，海岸線

長達1500多公里，西岸的臺灣海峽

年年都有季節性的寒暖流造訪，造

就海岸地質變化多端呈現出多樣性

的生態系；東岸緊鄰太平洋3000多

公尺的深海區，終年有高溫高鹽的

黑潮流經創造出多元大洋壯麗的奇

景，住在臺灣的子民生活中無不受

到海洋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培養具

有海洋素養的國民是我國政府不可

或缺的政策之一。

生活海洋 海洋生活 

民國96年政府正式頒佈海洋

教育白皮書，歷經10年的推動，

於106年再次對內容進行修正，在

「知海、親海與愛海」的三個面向

下，希望能強化海洋素養的養成。

簡單來說，就是將海洋知識轉化為

愛海的行動力，將海洋知識與五感

經驗落實為日常生活中的海洋保育

行動，而非僅限於理性認知及感官

體驗的層面而已。此與當前108年

課綱強調學習當注重「動腦想、動

手做」的核心精神相互呼應，更有

利於海洋國民的養成。

文圖─陳勇輝博士─海生館科學教育組

認識海洋的方式有很多，如

閱讀相關書籍或主題網站等，由認

知的層面出發進而激發出親海的行

動；或居住在海邊、漁村因地利之

便可以直接親近海洋，例如漁村長

大的孩童比在都市成長的小孩對海

洋有更多認識。無論從那一個面向

切入學習，最終的目標都在於對海

洋有完整與深刻的認識，換句話

說，就是海洋影響人類的生活與社

會發展，而人類文化的演進亦會影

響海洋生態的變化，這就是「生活

海洋、海洋生活」的奧義。

海洋元素融入教學策略

海洋元素融入各項教學起始於

國小的自然、藝術與語言課目，之

後擴散入社會與生活課程。因為海

洋就是一種自然生態，將海洋元素

帶入課程內容中對於自然科教師而

言並非困難之事；藝術課中學童嘗

試繪製各類海洋生物圖像，為能夠

準確地描繪出海洋生物的特徵，學

童需要仔細觀察物

種由此

海生館實習生穿著海洋公仔裝

在展場進行教育推廣。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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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到校教學」是海生館向外推廣海洋教育的方式之一(圖為筆者進行到校服務，教導師生製作簡易生態缸之場景) 。

「海洋科普闖關活動」是吸引民眾學子

認識海洋的有效方式(圖為海生館經常舉

行的小型海洋科普活動) 。

海生館於民國96年舉辦全國首度的「國

中小學海洋融入教育研習會」

學習海洋生物的基本知識；語文課中讓學

生朗讀海洋詩或海洋散文，在老師的引領

下認識海洋感性與知性的一面，透過心得

寫作達到認識海洋的效益。

以往海洋教育推廣多以國小為主，

國高中因受到升學的影響，能夠推動海

洋融入課程的學校寥寥可數，且大多侷

限 於 親 海 的 一 次 性 活 動 ， 主 要 還 是 依

教師個人的興趣喜好與背景為實施的依

據 ， 因 此 國 高 中 推 廣 海 洋 教 育 多 所 侷

限。所幸近年來政府推動多元升學鼓勵

學生留在當地社區國高中就學，減輕不

少學生的課業壓力，同時亦開啟了國高

中海洋教育推廣的一扇窗。

海岸解禁開放 休閒活動蓬勃發展

近年來原以軍事用途為目的的海岸逐

漸開放，加上海上休閒活動亦隨之流行，一

般民眾常有機會從事各類的海上活動。這股

風潮亦帶動海洋休閒產業發展，讓親近海洋

不再局限於國防、漁業或航運等專業領域之

中，而成為公眾場域，如無動力的水上活動

像獨木舟已成為海上運動的主流。參與海洋 海生館是培養學生參與推廣海洋教育的好

地方(圖為海洋資源系學生製作的鯊魚生態

解說牌，並練習在海生館向遊客解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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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活動的人不分性別、年齡，親

海活動可謂是遍地開花。

民國100年環境教育法的實施

更是一股推波助瀾的助力，讓公務

人員的學習從室內講座課程逐漸向

外擴展成參訪海洋場域，讓海洋教

育向前邁進一大步。

串接12年國教的精神

教育部轄下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簡稱海生館)為最早推動國民

海洋教育的機構，為當年海洋教

育色彩鮮明的科學博物館。民國

96年首度的全國國中小學海洋教

育研習會就在海生館的主導下，

邀請海洋產官學界的專家學者(如

邱文彥教授)與民間單位(黑潮基

金 會 ) 等 擔 任 講 座 ， 解 析 海 洋 教

育的價值與對我國國民教育的必

要性，以啟發國中小學校長之觀

點，正式啟動全國性海洋課程導

入國民教育的推廣與進程。

民國108年是教育部推動海洋

教育的第十三個年頭，亦是一個嶄

新的里程碑。從去年在新竹市所舉

辦的全國海洋教育成果交流會來

看：許多縣市如高雄市與臺南市已

經將海洋教育列為市本課程，並與

其他領域相互整合成為特色課程或

校本課程。高雄市在縣市整併之後

成立海岸32所海洋資源學校，與另

外32所山區學校形成山海聯盟，

教師增能進修是推廣海洋教育的基礎(圖為海生館

的「週三國小教師進修課程」，教師們正聚精會神

的學習如何製作螃蟹標本)。

將海洋元素融入語言課程是國小常見的推廣策略。 海洋科普繪本是海洋融入藝術的範例。

海洋戲劇是推廣海洋教育的方式之一 (圖為

海生館推出的珊瑚礁保育舞蹈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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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校(戶)外教學進行學校交流互

訪，讓全市的學生都有機會接觸海

洋與山林。臺南市西門國小結合英

文與社會課程，藉位於安平古堡文

化區之利開發出「西門航海王」的

校本課程，不僅讓學校從廢校的命

運逆轉成明星熱門小學，同時亦帶

動臺南市海洋教育的整體發展。目

前臺南市政府已將海洋結合科學發

展成市本課程，以海洋科普為推廣

策略積極推動海洋教育。這些學校

都已經成為其他縣市學校爭相學習

的典範學校。

國高中的海洋融入課程的教

育仍是當前海洋教育的挑戰。國小

海洋教育蓬勃發展的經驗可作為國

高中開發海洋課程的基石，對於未

來國高中推動海洋教育有所助益。

十二年國教的課綱中，將海洋列入

重大議題，間接地推動國高中發展

海洋教育。在國中階段就進行海洋

產業職涯探索的政策，亦讓師生提

早接觸海洋相關產業的多樣性，促

使學生跳脫以往對大學海洋科系僅

能當船員或漁夫的刻板印象，窺視

到更多具有發展潛力的職業，間接

鼓勵學生朝向海洋產業發展。

世界銀行曾宣布未來世界的產

業在海洋，各國早已投入大量的資

源積極開發海洋相關產業。我國如

果能將海洋元素導入國高中而非僅

限於海事專業職校，相信對於我國

海洋國民素養的提升與海洋產業人

才的培育將會有關鍵性的突破。

高中的海洋教育推廣多半為參訪體驗活動(圖為高

中生參訪海生館的場景) 。

親海體驗活動是推廣海洋教育的重要元素，圖為透

過流行之無動力帆船讓學童產生對海洋的熱情。

「108年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會」在新竹熱鬧

登場。

海生館「水族生物馴養中心」是啟發青年學子認識海

洋生物的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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