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教育廣角鏡 ─ 
從「世界博物館會議」
看日本如何做海洋教育
文圖─林佩蓉─海生館科學教育組

專題報導

臺灣四面環海，我們的生活

也與大海息息相關，近年來，臺灣

各級學校也越發重視海洋教育，並

嘗試將「海洋精神」融入於教學之

中。「海洋教育如何做？」這個問

題，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答案。我

們不妨也看看鄰國日本，是如何藉

著負有百年教育大計的博物館來推

動海洋教育的。

2019 ICOM (Inte rnat 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世界博物

館會議」京都大會於9月1日至7

日在日本京都府隆重登場，在這

三年一度的盛會中，除了進行不

同議題的專業演講、論壇與會議

外，也規劃了為期三日的博物館

博覽會，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博物

館專業人員有機會呈現各自博物

館的特色及互相觀摩學習。海生

館這次是以「鯨龜何處？認識白

鯨和海龜」來展示博物館推廣海

洋教育的實務，而主辦國日本也

有許多海洋博物館參展，因此我

們得以大飽眼福，在短短幾天內

伊根船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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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到日本各地博物館推動海洋教

育的實況。

全民海洋教育

日本一向以「海洋國家」自

居，不論是歷史文化還是日常生活

都與海洋息息相關。也因此不論是

政府或是民間，對於海洋教育發

展都相當積極。在本次博覽會中，

也展示了由日本財團(The Nippon 

Founda t ion )  及日本海事科學館

(Museum of Maritime Science)所支

持的「海洋學習博物館」所規劃

的展示區，讓來自各國的博物館

專業人員能一窺日本海洋教育的

興盛。

「 海 洋 學 習 博 物 館 」 由 日

本非營利組織「日本財團」(The 

Nippon Foundation)所支持，因有

感於海洋教育對日本的重要性，

於是支援各式博物館、美術館與水

族館的海洋教育展示、活動和產

業，提供日本國人更多認識海洋

的學習機會，至2019年8月為止已

支持了94個博物館(包含水族館和

美術館)進行海洋相關的展覽、課

程與研究。希冀透過熟悉海洋、

了解海洋、保護海洋，並藉由推

廣海洋的教育活動，來擴大海洋

學習領域，並讓海洋教育不局限

於學校，也擴及到社會，達成終

身學習的目的。最後希望透過讓

國人了解保護海洋的重要性，培

養具有海洋意識並能採取保護行

動的人，將富裕的海洋保存至下

一代。

百花齊放的海洋教案

本次「海洋學習博物館」結合

日本海事科學館(Museum of Maritime 

Science) 、鴨川海洋世界、岸和田

市立自然史博物館、樣似鄉土館 

與群馬縣立自然史博物 館 ， 展 示

各 博 物 館 由 日 本 財 團 支 持 開 發

的海洋教材教具與教學方案。

位於東京近郊千葉縣的「鴨

由日本財團所支持的海洋教育活動於日本全

國的分布現況。至2019年8月為止已支持了

94個博物館(其中包含水族館和美術館)推廣

海洋教育。

「海洋學習博物館」所規劃的展示區，與鴨川海洋

世界「海龜移動教室」的課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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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吻仔魚的學習步驟。

1.可以從捕捉吻仔魚的漁

港、乾貨鋪或超市取得觀

察素材。2.取出少量吻仔

魚並攤開(太多會難以發現

其他小生物喔)。3.將不同

形狀和顏色的生物分開放

置於其他地方，例如小盤

子。4.將不同形狀的魚進

行劃分。5.透過顯微鏡觀

察，並可透過吻仔魚百科

推論可能的物種名稱，此

外描繪物種的外觀可能會

幫助理解喔。6.將發現的

各種吻仔魚黏在紙卡上，

也可以封存在罐子中。

川海洋世界」在這次博覽會中展

示 了 「 海 龜 移 動 教 室 」 的 課 程

模型，本課程與日本境內各級學

校合作，進行海龜保育教育的推

廣，向莘莘學子說明世界各地海

龜所面臨的滅絕威脅，並在課程

中強調日本千葉縣海岸為海龜在北

太平洋的產卵地，並強化地區在棲

地與物種保育的重要地位。

另外來自大阪的「岸和田市

立自然史博物館」則帶來了「吻仔

魚怪獸」的教學方案，本套教案主

要希望從生活中接觸的海洋資源出

發，以此規劃教學課程。在日本學

童的日常飲食中，常常會出現小魚

乾，如同臺灣常吃的吻仔魚。然而

漁業捕捉的這些小魚乾中，常常不

止有小魚，還有甲殼類幼生、頭足

岸和田市立自然史博物館「吻仔魚怪獸」課程學習單。    常見的「吻仔魚怪獸」與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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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馬縣立自然史博物館」展示海膽及二枚貝生

理結構的教具，以及海藻標本。

可以透過嗅覺認識海藻，希望學習者透過各種感

官認識海洋。

認識「吻仔魚怪獸」課程展示。

北海道的樣似鄉土館展示「海洋守護」課程，右

邊有來自韓國的保特瓶。

類幼生、小型棘皮動物和海藻等。

「吻仔魚怪獸」課程則鼓勵學習者

觀察平日吃的小魚乾中，到底有哪

些東西，並透過學習單的引導認識

素材的取得，再藉由顯微鏡的觀

察，學會簡易物種分類，紀錄學習

成果，從日常生活培養學習者科學

探究的精神。

位 於 北 海 道 的 「 樣 似 鄉 土

館」則帶來「海洋守護」課程，

此課程主要介紹海洋廢棄物從何

而來，這些汙染物通常為「現地

直送」，但有時也會因為海洋流

通的特性，在海岸邊發現來自異

國的「海外輸入品」。課程中讓

大家認識了常見的海洋廢棄物，

並透過課程設計的海洋廢棄物遊

戲小卡，介紹海洋廢棄物的稀有

度、名稱和特點。

位於東京近郊的「群馬縣立自

然史博物館」也展示了有關海膽及

二枚貝生理結構的教具，並提供可

讓學習者觸摸的海藻教材，讓學生

們透過嗅覺認識海藻，也能透過各

種感官認識海洋。

海洋廢棄物遊戲小卡，介紹海洋廢棄物的稀有

度、名稱和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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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合作，讓海洋教育
深入不同族群

世 界 博 物 館 會 議 的

「教育與文化委員會」在

此次大會中也安排了移地

會議(offsite meeting)，邀

請與會人員前往和歌山地

區進行博物館觀摩，並介

紹當地透過博物館跨界教

學的推廣方式。例如「群

馬縣立自然史博物館」所

設計的移動水族館課程，

透 過 運 送 水 族 生 物 至 偏

遠地區，進行海洋教育。

「和歌山縣立博物館」則

與當地技職學校合作，透

過3D掃描與列印技術，製

作館藏的複製品，運用在

展示與教育中，讓參觀者

盡情觸摸。也將之運用在

視 障 者教 育 使 用 的 教 材

中 ， 將 書 畫 立 體 化 ， 並

設 計 點 字 書 畫 ， 讓 博 物

館 教 育 觸 及 的 族 群 更 多

元 。 和 歌 山 現 代 美 術 館

也 針 對 「 水 」 的 主 題 ，

設 計 美 術 活 動 推 展 教

育。

主 辦 單 位 也 透 過 此

次機會行銷日本文化，規

劃近郊不同地區的參訪行

程，筆者選擇參訪著名的

漁村「伊根」，此區因為

位於內灣，風浪及潮差都

很小，使得在此區靠海為

「群馬縣立自然史博物館」所設計的移動水族館

到偏鄉活動。

移動水族館展示內容。

和歌山現代美術館「水」的美術展。

「水」的自由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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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根」地區居民住家門前設置的魚籠

生的居民，得以建造獨具特色的

「船屋」。當地屋舍在一樓設有

類似車庫的空間，停放捕魚或是運

輸所使用的船，讓用來討生活的船

隻免於風吹雨打，二樓則為漁民住

所。在地導遊亦提及當地漁民在捕

到漁貨後，會將無法直接利用的魚

骨和碎肉等部位，放在住家門口設

置的魚籠，這些魚骨和碎肉會吸引

其他魚類，甚至是海膽前來覓食，

形成特殊的漁業資源再利用的方

式，就像是擁有一個天然冰箱，隨

時都有最「青」的食材在家門口。

「伊根」地區已在2005年被列入

日本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

區，在此處可以感受到日本當地區

民生活與海洋密不可分的關係、獨

特的生活態度，以及對漁業資源的

特殊運用方式。

日本的海洋教育課程設計學習

者透過不同感官認識海洋的設計，

相當活潑生動，如「群馬縣立自然

史博物館」和「和歌山縣立博物

館」因為著重於感官體驗的課程規

劃，也將相關課程運用於視障者教

育，增加博物館觸及的族群，這點

對於博物館來說極具意義與參考價

值。而透過藝術等多元方式，讓學

習者感受海洋的美好，引發認同與

情感，亦值得學習。

日本與臺灣皆為海島型國家，

透過教育讓國人理解海洋環境與人

類緊密的相互依存關係，進而認識

永續海洋環境的重要，是需要不斷

努力的使命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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