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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校/團隊基本資料 

學校歷史 

桃園市立新屋高中於民國１０５年正式改制為完全中學，開始招收

第一屆高中學生，同時也招收第一屆華德福教育實驗班學生。改制至今

已六年，新屋高中追求的不是學校的排行榜，訂定「新高學」以培養學

生自動自發、團體合作，互助共好之素養，三大主軸分別為健康身心靈

(Health)、國際大視野(International)、科技新人文(Technology)打造了跨

領域與創新的課程設計發展，以發掘和支持每個學生的潛力為目標，期

許成為人才的搖籃。 

華德福教育實驗班團隊 

華德福實驗班至今六年期間辦理數十次戶外挑戰課程，其中海洋教育為每年必安排

之課程，因應十年級學生剛步入高中，將學習洋流理論、生態學和經典海洋旅行文學等

課程，需要面臨跨領域課程學習以及大量類化學習，教學團隊於每學季皆有數次會議討

論戶外課程，利用個人專業及課程經驗相互成長，以下為團隊成員介紹： 

 

 

 

歷史科 

莊慧萍 

生物科 

王雯君 

 

國文科 

羅仲文 

物理科 

馬漢璋 

英文科 

陳濰晞 

數學科 

巫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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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團隊及海洋教育推動 

根據華德福課程綱要，跨學科領域的學習方式，常實踐於課程規劃當中。在 10年級

（高一）與 11年級（高二）的主課程中，有一部是以海洋主題為課程規劃主軸，故此海

洋教育創新課程計畫，規劃在學生進入中洋流理論、生態學和奧德賽歷史經典海洋旅行

文學學習前，可以藉由實際的海上航行的經驗與對海洋文化的認識，以期待能幫助學生

更能用體驗來支持學習思考理論的學習。 

新屋高中華德福教育實驗班經歷三年的海洋教育創新課程實踐，逐漸完善課程設計

計畫內容及整合課程活動，參照華德福課程綱要、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 106)、台

灣海洋教育中心 K-12海洋素養範圍與程序指引手冊、桃園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以及

海洋教育專業團隊建議進行課程計畫設計，與專業的教育團隊進行課程合作，合作過台

東孩子的書屋、台灣登山教育推展協會、桃園市教育局、花蓮光合作用戶外探索學校以

及臺東縣自然與人文學會。教學團隊透過每一次的海洋教育課程活動中檢討成長，建立

完善課程內容，期待透過本次選拔與各校海洋教育推動者進行分享、討論與回饋，達到

教師團隊資源共享及互助共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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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創新教學說明 

一、 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 

 

本團隊運作模式理念依據十年級(高一)與十一年級（高二）學生課程需求，設計壹

至貳週戶外海洋教育探索課程，課程設計透過教師團隊進行海洋教育知能目的及核心素

養之會議討論決定課程大綱，並與專業團隊進行合作，經由數次共備討論產出課程活動

內容。目前已完成三年的海洋教育創新課程，因應每年學生特質進行調整，強調課程內

容結合海洋素養、水域相關安全技能、增進對自我認識以及強化人與環境的連結，同時

培養學生在規劃組織活動與團體生活的能力，建立良好的身心靈，養成對自然與對人的

虔敬態度，成為善良且自由的人。 

三年課程有不同的主題，從 109年在地海洋文化課程設計「台南運河文化獨木舟探

索課程」開始，與台東孩子的書屋合作，進行整天為期一週的課程，透過真實的於東海

岸生活，感受在地人與海的關係，沉浸式將台灣東海岸海洋文化資產以生活的方式進入

學生心中，除了認識東海岸人與海的關係外，也於台東森林公園活水湖進行一系列獨木

舟練習，使學生體驗學習雙人獨木舟航行、水域安全、翻船自救、T字救援及團體航

行......等知能，在課程最後至台南運河進行文化環河，將獨木舟課程學以致用，透過感官

接收及老師介紹深入了解運河歷史脈絡與生活文化。 

經過 109年在地海洋文化課程執行後，依據學生回饋及課程成果檢討，決定增加海

洋教育之廣度，強化素養橫向連結，於 110年著手計畫並執行海洋航行課程，由台灣登

山教育推展協會指導，申請桃園市教育局面山面海計畫並持續與孩子的書屋合作，設計

在 11月寒冷及東北季風強勁的一週課程，前三天由台東活水湖學習海洋教育、訓練獨木

109年

• 對象：十年級學生

• 課程目的：透過課程認識海洋知能、增進對自我認識以及強化
人與環境的連結、培養規劃組織活動與團體生活的能力。

110年

• 對象：十年級學生

• 課程目的：經由航海經驗使學生能有效地進行橫向學科領域整
合，如：洋流理論、生態學和奧德賽歷史經典海洋旅行文學。

111年

• 對象：十一年級學生

• 課程目的：由水域安全及海洋漁業文化深度體驗，建立自身對
人與海關係的獨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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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知能、調適個人身心、適應天候狀況及野外生活技能，後兩天往石雨傘進行海上航行

並於海灘以獨木舟為基地架設天幕及帳棚，體驗經典文學中荷馬撰寫《奧德賽》中主角

奧德修斯海上漂泊之感受，課後學生於仁美國中透過書面與口頭進行整個課程活動的公

開報告，在此次課程結束後學生收穫豐盛，經由學生的報告回饋給與教師團隊極大支

持，也奠定本團隊持續發展海洋教育課程的動力。 

於 111年再次進行課程設計時，教師團隊嘗試設計深化海洋教育與台灣人生活的關

係，目的提升學生海洋科普知能、能夠使學生更認識海與我們的關係並願意親近海洋，

期待透過課程啟發學生主動地探索海洋活動及海洋文化，本次課程設計將與花蓮光合作

用戶外探索教育學校合作兩天的水域安全風險及離岸流趴板體驗課程，學習如何在現今

以資訊科技與實際海岸觀察水域的方式確認水域是否安全，並於每次在水域附近活動前

能有效地注意各項風險並進行下水活動前的評估。後三天則與臺東縣自然與人文學會老

師合作進行花蓮大聖宮海岸邊野營，野營地點特別具有歷史意義，是當地原住民曾居住

的聖山旁，曾於清朝時發生重大戰事事件之處，從生活的地點感受時代迫害下的悲歌，

透過實地生活與海工作，並於當地港口部落原住民老師進行課程合作，透過在地老師及

耆老的介紹了解在清朝時期、日治時期以及現今部落生活的變化，學生紀錄並參與原住

民靠海生活的過程，包含下水前的祈禱儀式、以自製船進行下網方法、參與捕魚過程並

親自以石頭、尖銳工具、剪刀或小刀方式處理魚貨。在課程的後半部往台東成功漁港進

行學習，認識黑潮漁場、現代捕魚方式、魚市場文化及富有特色的旗魚鏢船，透過當地

海鮮餐廳老闆的介紹，認識漁船從出海捕獲至進入漁港的流程，學習觀察魚市場的工作

流程、拍賣漁獲的糶手文化、永續海鮮以及各種魚類的認識，也透過旗魚鏢船的吳船長

認識鏢魚文化，體驗站在鏢台上舉著又長又沉重的鏢槍捕魚，靠海生活的不容易，並透

過在魚市場購買鬼頭刀，將課程中學會處理魚的方法再現於晚餐野營時。而課程結束後

透過課程橫向連結國文課海洋文學廖鴻基《討海人》，並發表以此次課程所記錄的圖文雜

誌，將所經歷的探險、學習以及體驗內化後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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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理念與創新教學模式 

 

團隊教學理念強調透過真實的體驗使學生能透過類似經驗來學習與海洋相關的知

識，強調各科領域的橫向及縱向連結，賦予課程對學生而言更深更廣的學習意義，以高

中橫向跨領域學習為例：地科與生物在生態觀察與水域安全探討、公民與地科在研究黑

潮洋流帶來的文化與經濟脈動、國文與公民在海洋永續及漁業現場的探究以及更多領域

的相關議題，皆是未來學生爾後於專題研究或自主學習能持續鑽研的方向。透過教學團

隊積極地籌備與經驗傳承，實踐學生實際參與海洋活動並培養海洋素養，符合 K-12海洋

素養範圍與程序指引手冊所提倡各個學習階段學生所應具備的海洋素養，並強化每次海

洋教育課程結束後的學生反饋及課程成果評估，再新一次的課程設計去蕪存菁，使團隊

能有效傳承經驗及案例，也開拓與各項專業的教學團隊進行合作、問答及共備，以求課

程活動期間學生安全與學習都能兼顧無疑。 

「好像不用特別去記憶或背誦，就在生活的過程中理解了，對那邊(海洋)很感謝的

或很抱歉的每一件事，……」引用學生的報告上所說的一段話，在教學模式上，因桃園

市立新屋高中對於戶外教育的支持度非常高，校長及行政給予本團隊鼓勵及彈性，使本

團隊能將教學地點由教室內前行至海洋，開創整週深刻沉浸式的教學模式，透過在實地

的生活與各項體驗，更容易使學生能內化各項素養與知能，並在情意方面也能展現極佳

的培養成果，特別是在每一場課程發表時，學生總能產出超乎教師預期的收獲。 

  

海洋教育

教學模式

真實

生活

領域

結合

議題

探討

內化

產出

身心

預備

沉浸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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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以 110年乘著獨木舟面海－海洋航行課程以及 111年花東海洋漁業文化探索之旅進

行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說明： 

 

(1) 110課程計畫 

⚫ 課程推動策略 

    邀請熟識水域之專業教練與具備華德福理念教師一同規劃課程。課程除了獨木舟

航行技巧學習外還需了解不同水域的特性以及水域安全技能。並透過海上獨木舟之旅，

與海洋親密接觸，在自我探索的過程感受海洋的廣闊與溫柔，療癒自身建立與土地、海

洋的連結。  

⚫ 活動設計 

獨木舟從倉庫至湖水，需要學習如何

搬運與組裝，如圖一學生正在練習將獨木

舟固定於搬運車上。緊接著是固定及保護

裝備，透過由愛惜裝備、基本保養修繕和

正確使用裝備使學生能理解各個裝備特

性，以利突發狀況自我保護。而航行，首

先從平衡開始練習，風平浪靜也要學習平

衡，掌握身體感知以及協調肢體動作，經

由感受風與浪的拍動，與獨木舟一起划出

穩健優美的水線。課程將以平靜湖水作為初

始練習的地點，學生學習獨木舟航行的基本

安全、水域知識與緊急措施並嘗試在無浪的情況下使獨木舟能穩定平衡，由 3位教練分

別帶領不同協調能力的學生進行分組練習，直至能夠平穩划行於平靜水域，練習為期一

天時間。 

 

圖一、學習如何保護及移動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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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海上初階課程，由三位教練指導學生在

海上獨木舟航行，透過分組指導協助學生海上航行，

以能穩定航海並排列航行陣列前進為目標。除了在海

上穩定的航行外，還需要學習如何在野外吃宿，經由

Leave No Trace(LNT)野炊方式在保護野生環境同時填

飽肚子，學生不僅在野外生存技能上有所提升，還能

針對環境保護與生態系統平衡的情意方面有所增長。

環境關係一直都是人類活在大自然中一輩子的課題，

學會理解自然並和平相處，才能成為對於自然有所了

解，同時養成對自然的虔敬態度。 

第三、四天海上獨木舟航行旅行課程，由三位教

練帶領學生進行較長距離的獨木舟旅行課

程，包含海域、海洋與生態介紹與自身與海

洋的關係探索，藉由與大海相處充分的時間

沉澱自我並自我探索。在旅程中與同儕能合

作解決困難，培養團隊解決問題的能力，發

掘自我在團隊的價值，同時也在個人航行中

學會獨立，照顧自己。並在第五天進行心得

感受發表分享會，將五天的心得透過照片或繪

圖等方式表現，輪流以短講的模式進行，強化

學生在表達時系統組織呈現與傾聽他人給予回

饋的兩項能力。 

  

圖二、學習獨木舟的結構原理 

圖三、掌握能互相照應的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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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0課程大綱 

110年乘著獨木舟面海－海洋航行課程計畫 

天數 課程綱要 

預備期 1.進行海洋環境教育及體能訓練。 

2.課程內個人用品準備。 

3.培養團隊互助協作能力。 

4.建立團隊工作氛圍、默契及規準。 

第一日 1.物品確認及環境認識。 

2.水域安全及自救訓練。 

3.載具及裝備使用方式。 

4.載具卸載與上架方式。 

5.水域適應及獨木舟練習。 

6.裝備保養。 

7.食物採買及烹飪。 

8.紮營與確立團體規範。 

第二日 1.環境與海洋議題探討。 

2.獨木舟課程－翻船自救訓練。 

3.獨木舟課程－T自救援訓練。 

4.獨木舟課程－划行技巧訓練。 

5.獨木舟課程－團體航行訓練。 

第三日 1.獨木舟課程－自救及救援驗收。 

2.獨木舟課程－環湖競速。 

3.獨木舟課程－團體航行。 

4.沙灘野營預備課程。 

5.航海預備課程。 

第四日 1.人與海洋的關係探討。 

2.獨木舟航海－石雨傘。 

3.團隊航海乘風破浪挑戰。 

4.面海勇氣訓練。 

5.獨木舟海洋野營課程。 

第五日 1.何為永續海洋？議題討論。 

2.以孩子的書屋為例，討論人與人、人與環

境關係。 

3.探索分享會。 

發表日 1.書面成果展。 

2.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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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課程實施情形與成果 

身心預備 

  

學生自主體能訓練計畫 學生錄製課程期盼 

沉浸體驗 

 
 

水域安全課程 裝備卸載 

  

翻船自救訓練 T字救援訓練 

  

裝備保養 船隻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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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生活&議題探討 

  

預算內採買食材 紮營與烹飪 

  

晨間探索課程 夜間議題探討 

  

航海前裝備檢查 學生利用獨木舟搭建天幕 

  

獨木舟航海－石雨傘 面對海洋勇氣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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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產出 

  

手寫手繪書面展出 仁美國中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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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1課程計畫 

⚫ 課程推動策略 

10年級我們學習海洋獨木舟航行看見島嶼的美與海洋環境保護的問題，11年級則在

沁涼澄淨的溪谷裡，激流獨木舟讓自己腎上腺素攀上高點。並透過深入探索漁業之鄉台

東成功鎮，找尋漁產、海草植物及海洋資源撈捕、採集的一系列過程，學習善待並有效

地利用。 

    邀請光合作用戶外探索學校熟識水域之專業教練與具備華德福理念教師一同規劃

課程。課程強調了解不同水域的特性以及水域安全技能。並透過實際與激流親密接觸，

在自我探索的過程感受海洋的廣闊與溫柔以及溪流的沁涼與瞬息萬變，療癒自身建立與

土地、海洋的連結。  

⚫ 教學活動設計 

透過溯溪，感受冬天的溪水以及欣賞處於

旱季下才顯現的水路。冬季的南台灣，陽光與

氣溫充滿年輕氣息充滿熱情，海洋環境的水域

安全課程得以於焉展開，更透過衝浪課程的學

習，細膩感受海浪的律動，從觀察、理解到安

全接近大海、喜歡大海。 

藉由與溪水、大海相處充分的時間沉澱自

我並自我探索。在旅程中與同儕能合作解決困

難，培養團隊解決問題的能力，發掘自我在團隊的價值，同時也在個人航行中學會獨

立，照顧自己。 

 

在台東的四天裡，將安排一場深度之

旅，探尋多元民族共同生活之地－成功

鎮，以漁業為重，各個族群在不同文化下

卻緊密柔和地工作，而我們將用相片與文

字去探訪，實際地融入當地生活、認識東

海岸的魚類、藻類與生態、學習如何此用

漁具及漁法、判別不同漁船的功能、有效

地使用海洋資源及了解其運作模式、培養永續海洋生態的意識。 

課程活動中，學生將在東海岸，用身體、生命去感受這裡曾經發生的故事，去經歷

一場與大海、土地以及生長於此的人們，共同生活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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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奚卜蘭島（Ciporan）旁邊的港口部落（Cepo’），是阿美族的聚落，有著得天

獨厚的自然環境，卻也存在被草木掩蓋著的悲傷歷史。而今說著「美語」的長輩依然帶

著孩子們，在這裡認識古老的智慧與傳說故事，扎根於此。放網捕魚、耕種、採集野

菜、共煮共食，生命中有許多用勞力向大自然討取來的，總是剛好足夠，讓我們學習依

賴彼此，分享與感恩。 

成功漁港是東海岸最大的漁港，仰賴著黑潮帶來的豐饒，發展大規模的商業捕撈模

式，一艘艘漁船每天出港，將湛藍太平洋裡的漁獲帶回人們的日常生活，但我們除了秤

斤論兩拍照，多數時候對於漁港、海洋漁業是陌生的。也許就在這次，一起嘗試，一點

一滴把大海到餐桌這中間隱藏遺失的環節尋找回來。 

 

在台東的旅程中所安排的課程期待達到五項課程目標： 

L1. 探索東海岸的地理環境特色。 

L2. 從不同文化脈絡中，感受人海關係複雜多變的樣貌。 

L3. 實踐食物從大海到餐桌的歷程，建立與海洋最原始的連結。 

L4. 認識當代漁法、漁業現況，建立永續海鮮的概念，並反思生活中實踐

的方法。 

L5. 建立依海生活的經驗，感受海濱的時空與身體感受。 

 

在第五天進行心得感受發表分享會，將五天的心得透過照片及繪圖等方式表現，製

作成探索之旅的日誌，輪流以短講的模式進行，強化學生在表達時系統組織呈現與傾聽

他人給予回饋的兩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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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1課程大綱 

111花東海洋漁業文化探索-探索自身及社會的連結，找尋融合

創新的契機 

天數 課程綱要 

預備期 1.課程內個人用品準備。 

2.課程內照片與文字記錄方式討論。 

3.課程成果札記撰寫教學。 

4.寫下對於海洋與人的關係疑問。 

5.建立團隊工作氛圍、默契及規準。 

第一日 1.物品確認及環境認識。 

2.海洋環境的水域安全課程。 

3.了解不同水域的特性以及水域安全技能。 

4.下水前天氣及水域資訊收集。 

5.實際水域觀察及記錄。 

6.認識離岸流與台灣常見下海評估項目。 

第二日 1.蒐集水域及天氣資訊並判別是否合適下

海。 

2.實際觀察討論下海前評估項目是否確認無

誤。 

3.水上活動趴板介紹。 

4.經由趴板活動感受離岸流與海況。 

5.進行兩天的圖文撰寫。 

第三日 1.花蓮港口部落文化探索課程。 

2.入島儀式。 

3.環境認識與危險評估。 

4.大聖宮野營架設。 

5.野外營火烹煮課程。 

6.土地歷史及生命故事。 

7.獨處訓練。 

第四日 1.飲食與生命議題探討。 

2.觀摩部落耆老傳統捕魚方式及採集可食用

植物。 

3.學習面對生命議題及處理漁獲。 

4.在地教師進行部落故事課程。 

5.探討我、生命與海洋議題 

第五日 1.成功鎮故事館深度探索。 

2.在地討海人介紹成功魚市場。 

3.認識漁文化。 

4.吳船長介紹鏢旗魚船隻。 

5.體驗鏢魚文化。 

發表日 1.印製挑戰課程札記。 

 

  



16 
 

(6) 111課程實施情形與成果 

身心預備 

 
 

參與大沐老師造舟課程 前一晚的團體準備 

沉浸體驗 

  

學生討論水域及天氣資訊 實際海域觀察 

  

以身體去感受浪與水流 利用趴板方式體驗浪與流 

  

親自處理漁獲 將漁獲與採集植物進行烹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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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生活&議題探討 

 
 

港口部落的野營生活 與海共枕 

  

部落耆老傳統捕魚方式 成功漁港老闆進行魚市場介紹 

  

學生體驗站上旗魚鏢台 處理鬼頭刀並準備晚餐 

  

生活在大海旁 溪邊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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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產出 

  

手寫手繪書面展出 仁美國中口頭報告 

 

與校內外海洋資源整合之情形 

  
109與台東孩子的書屋合作紀錄 

影片連結 

110與台東孩子的書屋合作紀錄 

影片連結 

  

與鏢旗魚船長合作鏢魚文化介紹 與在地餐廳老闆合作魚市場文化介紹 

  
與港口部落耆老合作採集與捕魚課程 參訪成功故事館瞭解在地海洋文化 

https://fb.watch/dKZylku5GO/
https://fb.watch/dKZtsLB_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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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光合作用戶外探索學校 

合作水域安全課程 

與臺東縣自然與人文學會老師合作 

東海岸人文故事課程 

  
桃園市仁美國中發表挑戰課程 校內海洋教育資源 

 

學生素養學習成效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分為兩個向度，皆為質性評量方式，分為華德福教育評估及海洋

素養評量，依據下表進行評量： 

華德福教育評量 

(1) 課程是否符合華德福教育綱要 

(2) 課程使學生投入程度 

(3) 學生於課程中身心靈狀態 

(4) 課程成果適合學生程度 

海洋素養評量 

海 U1熟練各項水域運動，具備安全之知能。 

海 U2規劃並參與各種水域休閒與觀光活動。 

海 U3了解漁村與近海景觀、人文風情與生態旅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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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8善用各種文體或寫作技巧，創作以海洋為背景的文學作品。 

海 U9體認各種海洋藝術的價值、風格及其文化脈絡。 

海 U11了解海浪、海嘯、與黑潮等海洋的物理特性，以及鹽度、礦物質等

海洋的化學成分。 

海 U13探討海洋環境變化與氣候變遷的相關性。 

海 U16探討海洋生物資源管理策略與永續發展。 

海 U18了解海洋環境汙染造成海洋生物與環境累積的後果，並提出因應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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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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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綜合效益與反思 

台灣四面環海，高山叢林、平原濕地富有豐盛大自然資源，而現代生活的便捷，讓我們

能輕易進入一間小吃店，以鈔票輕易點滿一桌菜餚享用，而一切如此之容易，人們彷彿遺失

了在這些資源從獲取到餐桌上的過程片段，對大自然的友善對待或共生就顯得冷感，甚至認

為環境教育只是件毫無關係的議題，與自身連結薄弱。這堂海洋教育課程將使我們重拾這份

過程片段，充滿感動、激動與熱血卻同時面對生命的沉重，所經歷的一切由外在體驗走入內

在省思，是適合在 11年級 16、17歲的青少年的心理發展階段，培養其對生命與自然敬畏虔

誠之心。 

課程規劃由實際的走入山野海洋，聆聽自然知音，確實增進學生體認自我情感的層次，

提升對藝術的涵養，理解經典文學作品的人物情感的刻畫，次之培養學生規劃組織活動以及

團體溝通協調的能力，與鍛鍊克服困難的意志力。 

⚫ 執行困難或缺點 

(1) 課程於花東進行，活動成本相較於桃園高，需要與家長及學生工作溝通。 

(2) 野營需要學生有充足的戶外經驗，本次課程多數為戶外野營，需考量生活

經驗落差之學生的互助情形。 

⚫ 因應或改善措施 

(1) 可以嘗試與教育機構合作，並在未來提早完成計畫，嘗試申請戶外課程活

動經費、車資經費及講師經費。 

(2) 建議於上此類生活挑戰較高之課程前能進行預備課程，提供師生充足知能

再進行。 

(3) 建議數位教師協同進行授課，互助保障教學與安全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