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計畫名稱 質性成果 量化成果 

1 
海洋教育推動小

組工作會議 

1. 召開海洋教育推動小組與藍星學校會議，以健

全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之運作機制，檢討與精進

海洋教育推動策略。 

2. 討論並分享推動海洋教育經驗及協助辦理新北

市海洋教育推廣業務。 

2次 

2 
全國海洋教育成

果參展實施計畫 

1. 辦理各項全市海洋教育推動活動，以促進地方

海洋教育整體發展，並參與全國海洋教育成果

展示交流研習。 

2. 與其他縣市優良經驗分享，瞭解未來海洋教育

發展趨勢與潮流，做為本市訂定海洋教育相關

政策參考。 

1場 

3 
海洋知識大考驗

競賽實施計畫 

1. 推廣海洋生態保護觀念，促進多元海洋教育與

正確海洋認知。 

2. 提供本市國小學生全面性、完整性、正確性海

洋教育知識。 

350人 

4 

「婆娑之洋、歌

詠成詩」海洋詩

徵選活動 

1. 推展在地化課程與教學，鼓勵學生運用詩歌傳

達對海洋的情感。 

2. 鼓勵生態文學創作，提升學生創意與寫作能

力，蔚成校園創作風氣。 

256件 

5 

水域安全體驗及

自救課程實施計

畫 

1. 推廣海洋水域安全運動，培養國人正當海洋休

閒活動。 

2. 宣導正確海洋運動技能及水上活動安全觀念。 

410人 

6 
藍星學校策略聯

盟實施計畫 

1. 整合藍星學校人力資源，發展海洋教育策略，

擴大海洋教育事務參與層面。 

2. 積極辦理海洋教育策略聯盟，以進行全面性課

程發展，充實海洋教育內涵。 

32校 

7 
海洋教育在地特

色課程實踐計畫 

1. 海洋教育藍星學校將針對各校海洋特色，發展

戶外教育課程及校本課程，呈現本市海洋、溪

流及溼地內容。 

2. 海洋教育藍星學校結合體驗與實作，藉由海洋

教育特色課程，提升學生親海知海愛海素養。 

32校 

8 

「海洋休閒、海

洋科學與技術」

教師增能研習實

施計畫 

1. 鼓勵教師發展海洋課程與教學，形塑在地環境

教育課程。 

2. 透過專家指導及第一線教師的課程實作分享，

同時進行學校環境資源的盤點，共同討論如何

善用社區在地素材，擬定各校環境教育課程的

發展方向。 

32人 

9 

「海洋休閒、海

洋科學與技術」

方案徵選實施計

畫 

1. 增進師生海洋教育知能，啟發海洋環境保護意

識，建構海洋教育分享平臺，精進教師環境教

學能力。 

2. 結合社區資源力量，擇選校本課程單一主題進

12案 



行課程深究。 

10 
海洋教育種子教

師培訓實施計畫 

1. 凝聚海洋教育教師社群，培養海洋生態種子教

師，推動自然保育觀念。 

2. 增進教師海洋教育專業知能，共享特色教學經

驗，發展環境友善課程。 

25人 

11 

海洋教育市級課

程教學研發工作

坊實施計畫 

1. 以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海洋教育重大議題，規劃

系統性的市級海洋課程，聘邀專家學者指導，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專業知能。 

2. 由專家學者指導、透過市級課程工作小組研發

市級課程，規劃本市海洋教育架構，運用多元

教學方法，提升學生海洋教育學習效益。 

18套教

材 

12 

海洋教育體驗－

推動水域運動實

施計畫 

1. 辦理親師生多元海洋教育體驗活動，預計受惠

人次達 2,400人以上。 

2. 實踐水域安全學習，提升民眾水域活動安全意

識及能力。 

2,400人 

13 

「慢魚運動」海

洋教育推廣實施

計畫 

1. 了解臺灣近海漁業狀況及捕撈手法，進而關心

漁業資源及海洋生態棲地保育。 

2. 縮短消費者與漁民之間的距離，習得魚的來源

摺頁及漁村文化，用珍惜、欣賞的態度食用海

鮮。 

56人 

14 

海洋教育教師課

程教學增能工作

坊實施計畫 

1. 本(107)學度課程主題本市定為「海洋科普-以海

洋生物為主」，故規劃系統性的海洋課程探

討，聘邀專家學者指導，提升教師海洋教育專

業知能。 

2. 藉由教師增能工作坊，設計海洋教育議題教學

簡報，運用多元教學方法，提升學生海洋教育

學習效益。 

142人 

15 
海洋生態教育園

區實施計畫 

1. 建置海洋生態教育園區、設置海洋教育解說看

板，推廣海洋生態永續理念。 

2. 跨域合作，結合工研院、海洋委員會、北觀

處、在地社區團體，通力合作打造海洋生態復

育基地。 

36,000人 

16 

「點亮海洋」－

校園減塑百萬集

點活動實施計畫 

1. 與慈心基金會及福智基金會合作，辦理全國性

「校園減塑」計畫，透過教師培力，推動校園

減塑風潮。 

2. 輔導學校發展減塑校訂課程，並傳遞減塑理

念，從校園到家園，實踐綠色生活目標。 

新北市

32校/其

他縣市

44校 

 

  



2、 問題檢討與改善 

依本市海洋教育發展中程計畫之五大主軸，歸結困境如下： 

主軸 困境 解決策略 

整合本市海洋教育相

關資源 

本市逐年盤點海洋教育資

源、課程及專業人力，惟所

耗經費及時間甚大，教師多

為兼任協助，無法專職海洋

教育工作。 

本市除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及

相關工作團隊支援外，希冀

教育部能函文准許編列專職

人力協助。 

推廣海洋教育概念、

政策暨宣導實施成果 

本市透過平面媒體及網路行

銷海洋教育成果，學校已逐

漸建立海洋教育觀念，惟推

展至社區稍嫌困難。 

積極宣揚本市海洋教育扗動

成果，並與其他局處、機構

合作，擴大推廣成效。 

發展支持系統並提升

教師海洋教育專業知

能 

除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與

環境教育輔導團外，本市去

年起成立海洋教育市級課程

工作坊，提供海洋教育課程

及教學之諮詢，惟海洋教育

專業人力仍顯不足。 

積極辦理增能研習、工作

坊，並利用共備方式培訓海

洋教育專業人才。 

發展在地海洋課程與

教學 

本市幅員廣大、學校類型多

元，具有海洋優勢學校多為

偏遠學校，都會型學校需花

費更多的時間與經費去獲得

資源。 

透過海洋教育方案輔導並補

助偏遠學校及都會學校發展

海洋在地課程，並研發市級

課程供全市學校使用。 

辦理探索體驗活動，

擴展學生海洋經驗 

本市辦理海洋藝文及體驗活

動人數踴躍，惟水域體驗活

動費用夠高，令人望之怯

步，本局雖已盡力籌措財源

部分補助，仍無法滿足親師

生需求。 

積極爭取教育部及中央款項

（如海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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