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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野柳國小 112 年海洋教育創新教學優質團隊選拔計畫 

主題名稱：海洋野柳~守護家鄉永續行動 

海洋野柳~守護家鄉永續行動 
 

 

新北市野柳國民小學 

Yeliou Elementary School, New Taipei City 

 

永續海洋團隊：張錦霞 吳炯霖 陳盈材 盧家豪 許文耀 陳柏汝 

 



壹、 學校團隊基本資料 
一、學校歷史 

    民國 39 年政府為了讓野柳村的學子免於長途跋涉五公里到萬里村讀書，成

立了「萬里國校分校」，此即為本校的前身；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

育，定名為「臺北縣萬里鄉野柳國小」；民國 100 年更名為新北市萬里區野柳

國民小學。學校臨東海和以世界級的野柳地質公園為鄰，所以於民國 86 年林子

龍校長和王國昌教練考量學生近海的水域安全和學習，創發海洋獨木舟課程，

引領野柳國小的海洋教育深耕；民國 98 年積極發展學校特色課程並榮獲教育部

「全國十大經典特色遊學學校」，積極創新海洋教育的多元學習。 

    持續 26 年親海、愛海、知

海、護海的海洋教育實踐行動，我

們以創新策略突破偏鄉經營瓶頸，

整合學區豐厚的資源，結合社區永

續發展深耕跨域整合的有感學習課

程，107 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

質獎，108 年榮獲教育部海洋教育

創新教學團隊特優和海洋教育推手

獎，也榮獲天下遠見雜誌評比-獲

選未來教育‧臺灣 100，109 年-112

年獲選為教育部海洋教育創新教學

基地，我們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規劃在地化、生活化和國際化的體驗課程，讓

野柳國小成為守護海洋生態和環境永續的創新領航者。 
 

二、教學團隊之成員 

 

 

 

 

 

 

 

三、團隊之課程教學與海洋教育推動的契機與關係 

    野柳國小臨東海，因為地利之便發展多元的海洋教育課程，學校結合環境

和社區資源規劃系統性的海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科學和海洋資

源與永續五大學習主軸課程，為教育部認證的海洋教育基地。學校位於野柳社

區中心，校門口面對野柳漁港，豐富的漁村人文奠基海洋文化課程的發展；與

世界著名的野柳地質公園為鄰，有豐富的海岸地質地形景觀，萌發學生探究地

質形成和演化歷程的學習；而全國票選最美的維納斯海岸則因季節變化而有風

情萬種的潮間帶生態，學生們也藉由潮汐的變化觀察海洋生態與環境的關係，

並進行海岸生態監測；而每年的世界海洋日則是野柳國小結合海洋議題推動獨

成員姓名 職稱 專長 方案課程實施執掌 

張錦霞 校長 課程與教學 課程與教學統籌規劃 

吳炯霖 主任 海洋與資訊 海洋休閒課程跨域統整 

陳盈材 主任 英語與課程 海洋社會課程跨域統整 

陳柏汝 組長 藝文與課程 海洋文化課程跨域統整 

盧家豪 教師 海洋與語文 海洋永續課程跨域統整 

許文耀 教師 海洋與教學 海洋科技課程跨域統整 

野柳國小 

野柳地質公園 

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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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舟薪傳的重要日子，全校齊力創發有感動力和感染力的永續海洋課程，並透

過媒體行銷讓臺灣的海洋教育在自己的土地上綻放光彩，也與世界海洋教育發

展齊頭並進，為共同的海洋努力。學校團隊也從海洋環境優勢創發多元課程： 

(一)海洋休閒-安全「FUN」心玩-學校重視水域安全和海洋技能學習，發展海

泳、浮潛和獨木舟等課程，落實淨海和淨灘，從生活減塑守護海洋環境永續。 

(二)海洋社會-探索「漁村」趣-濱海漁村生活有海洋的組織型態，讓學生探索發

現生活與環境變遷歷史和互動影響，透過自主學習關注經濟產業的永續發展。 

(三)海洋文化-走讀「漁」技藝-學區有豐富海洋人文和漁村建築景觀，有漁人動 

人的海洋故事，讓孩子們連結與家鄉的情感，深耕有感學習和漁村技藝薪傳。 

(四)海洋科技-樂學「海」奧秘-北海岸地質地形演化歷程和海洋的科普奧秘，讓

學生實際體驗走讀在情境中探索學習，推理賞析自然環境中蘊藏的海洋魔法。 

(五)海洋永續-海食「紅綠燈」-海洋生活．生活海洋，透過潮間帶生態、海鮮選

擇指南和慢魚運動，鏈結 SDGs14關注海洋生態和 SDGs12做負責任的生產者與

消費者，從小紮根永續海洋的生活實踐，參與保育公民行動以守護家鄉海洋。   
 

貳、海洋教育創新教學說明 

一、團隊運作與方案發展歷程 

全校親師生結合社區夥伴共同發展學校課程，透過課發會專業對話進行學

區 SWOTS 分析，建構特色課程主軸，並以滾動式管理，邀請專家學者和

在地耆老協助教師專業增能，定期檢核修正課程以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

提升學生學習效益。 

 

 

 

 

 

 

 

 

 

 

 

 

87-97 課程萌發期 

海洋獨木舟 

 海洋環境資源，發展

孩子的水域活動。 

 

98-101 課程發展期 

海洋休閒和海洋文化 

 水域安全推廣和在地

漁村文化走讀學習。 

 

102-107 課程整合期 

系統整合校訂特色 

108-112 創新永續期 

海洋素養跨域實踐 

發展四大主軸課程，

加入地質和生態。 

 

海洋素養五大主軸，

生活實踐永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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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理念與創新教學模式 

(一)教學理念：「海洋生活．生活海洋」-完善學生海洋素養的全人教育 

    學校課程奠基在海洋教育白皮書、108 課綱海洋素養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以海洋生活和生活海洋為核心，落實守護海岸、海洋減塑和食魚教育。

透過專家輔導、新北藍星夥伴學校和全國海洋基地學校的共學，推動跨域整

合和結合社區永續發展的海洋教育學習，從在地生活出發，也關注海洋國際

議題，讓海洋教育課程與世界接軌。團隊推動「向海致敬-近海、進海」政

策，深化學生生活行動，永續海洋教育。 

 

 

 

 

 

 

 

 

 

 

 

 

 

 
 

(二)創新教學模式-鏈結社區永續發展的 BEST 課程與教學實施模組 

 

 

 

 

 

 

 

 

  

 

 

 

 

適性 

發展 

鷹架 

理論 

做中學 

永續發展 

Building 建構學習 Experiencing 體驗探索 

 

Solving 解決問題 Team-Working 團隊行動 

Breeding 學習培力 Evaluating 實作評估 

Thinking 思考反省 Sharing 發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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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構在地知識(Building)-深耕社區發展的知識建構 

實踐在地課程慎思，讓學生透過在地的生活經驗，敏覺環境、自然生態和人文變

遷等議題，了解在地的演化發展歷程，以建構在地化學習的基礎，並運用多元學

習策略進行在地性知識、技能和態度的統整。 

2、環境體驗探索(Experiencing)-鏈結社區環境的情境體驗 

以發展素養教學為方向，讓學生進入社區真實情境中進行學習操作和體驗探究，

運用五感和環境互動，感受大自然和土地的溫度，透過不斷的對話省思轉化成為

自己的生活素養。 

3、自主學習歷程(Solving)-關懷社區議題的自主學習 

以永續海洋生態環境為核心，讓學生了解維護家鄉環境特色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深化學生對環境生態保育的有感學習，導引學生覺察、關心和思考社區海洋相關

議題，透過自主學習來尋找解決策略。 

4、團隊行動實踐(Team-Working)-守護社區永續的行動實踐 

讓學生在學習的歷程中勇敢面對生活問題，藉助他人的經驗及尋求在地的產官學

跨域合作資源，以團隊合作進行學習及行動實踐，並運用數位科技推廣行銷，透

過社區總體營造共同攜手守護家鄉，永續人與海洋的友善發展。 

 

(三)全校性系統解說學習奠基結合社區永續發展課程 

   108 課綱重視素養導向的終身學習，希望學生學習能從課堂中的文本建構，走

出教室進行脈絡化的情境式體驗探索，關注學生的學習歷程和自主學習的方法，

進而讓孩子能提問思考和解決問題並跨域整合在生活中實踐。所以學校以系統性

規劃連結在地生活的解說為課程發展基礎，讓孩子自信分享家鄉海洋教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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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主題名稱 海洋休閒-安全「FUN」心玩 

學習單元 水域安全知多少 潮間帶生物奧秘 水域休閒樂學趣 

學習目標 
正確使用救生設備 

確保生命安全 

尊重環境倫理 

維護潮間帶生態 

學習海泳及獨木舟 

參與海洋休閒運動 

鏈結議題 水域安全 環境永續 海洋職涯 

學習年段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學

習 

目

標 

認知 
知道水域安

全注意事項 

認識水域安

全環境設施 

認識潮間帶

和海洋生物 

認識水母漂

和浮潛 

海水的浮力

和海泳 

認識獨木舟

休閒活動 

技能 

正確穿著救

生衣和戴安

全帽 

會操作救生

設備和辨識

水域安全旗 

注意安全和

觀察潮間帶

生態 

操作水母漂

和浮潛的技

巧 

學會海泳的

技巧 

操作獨木舟

的技能 

態度 
熱愛自己生

命安全 

遵守水域安

全規範 

尊重和愛護

潮間帶生物 

注意水域安

全和裝備 

參與健康休

閒活動 

樂於參與獨

木舟薪傳 

領域節數 生活 2 生活 2 自然綜合 4 健體綜合 4 健體綜合 6 建體綜合 6 

海洋素養 
指標 

海 E1 喜歡
親水活動，
重視水域安

全。 

海 E1 喜歡
親水活動，
重視水域安

全。 

海 E1 喜歡
親水活動，
重視水域安

全。 

E2 學會游
泳技巧，熟 
悉自救知

能。 

E2 學會游
泳技巧，熟 
悉自救知

能。 

E3 具備從
事多元水 

域休閒活動
的知識與技

能。 

學

習

歷

程 

 

知識

建構 

認識各種水

域安全裝備 

學習救生設

備功能和辨

識安全環境 

學習潮間帶

和其生物環

境特性 

水母漂和浮

潛的原理 

認識不同的

游泳技能 

獨木舟的操

作原理 

 

情境

體驗 

穿著救生

衣，練習扣

好安全帶和

戴安全帽 

實際操作救

生設備及觀

察海邊紅黃

綠旗 

實際到潮間

帶觀察紀綠

生物和環境

的互動 

實際操作水

母漂和浮潛

的技能學習 

在海王星碼

頭學習不同

的海泳技能 

和自救方法 

穿著裝備暖

身後體驗獨

木舟的基本

操作 

自主

學習 

 

參與水域活

動能完成正

確穿脫救生

衣和安全帽 

能注意海邊

救生設備位

置和安全標

示 

能用平板搜

尋海浪潮汐

的原因 

運用水母漂

自救和以浮

潛觀察海洋

生態 

主動練習各

項海泳的技

巧 

主動練習獨

木舟操作的

各項技能 

團隊

行動 

 

穿著救生衣

暖身後進行

泡水淨海 

解說救生設

備和水域安

全環境辨識 

透過淨灘監

測維護潮間

帶環境 

協助同學完

成水母漂和

浮潛學習 

海泳競技並

參與社區淨

港跳水活動 

結合海洋議

題進行獨木

舟薪傳宣導 

創新策略 
練習操作 

實際體驗 

情境操作 

辨識探究 

五感覺察 

數位科技 

協同學習 

體驗操作 

合作學習 

情境實作 

實際體驗 

跨域行動 

素養評量 
會穿救生衣 

和戴安全帽 

會安全操作

救生設備 

愛護潮澗帶 

生活中淨灘 

參與水母漂

和浮潛活動 

會運用海泳

和自救方法 

會划獨木舟

並守護海洋 

教師專業

增能 

王國昌教練 

水域安全實作研習 

自救及救人實作研習 

張睿昇博士 

潮間帶藻類生態研習 

林雋硯博士 

浮潛和頭足類研習 

王國昌教練 

海泳與獨木舟實作研習 

獨木舟模型製作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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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 水域安全知多少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認識各種水域安全

裝備和使用方式 

穿著救生衣，練習

扣好安全帶 

能自主操作救生設

備和觀察海邊設施 

穿救身衣練習泡水

和淨海撿漂浮垃圾 

 

中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 潮間帶生物奧秘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學習潮間帶和其生

物環境特性 

到潮間帶觀察紀綠生

物與環境互動 

能用平板搜尋海浪

潮汐的形成原因 

進行潮間帶監測並

和家人一起淨灘 

 

高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 水域休閒樂學趣 

 

親師生課程學習回饋省思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獨木舟操作基本學

習和暖身活動 

海王星碼頭實際操

作獨木舟技能 

練習獨木舟操作的各

項技能與自救方法 

結合竹叢礁軟絲復

育進行獨木舟薪傳 

 學生回饋省思-六忠李品寬   教師回饋省思-吳炯霖  家長回饋省思-品寬爸爸 

  我喜歡海泳和獨木舟，我覺得注意

安全最重要，謝謝老師教我們如何自

救保護自己玩水的安全，也讓我們學

會浮潛和划獨木舟享受海洋休閒活動 

  海洋是孩子生活學習的場

域，讓孩子能親近海洋，透

過休閒樂趣連結與家鄉的情

感，是可以珍藏一輩子記憶 

  雖然住海邊，但我們還是

擔心孩子玩水。謝謝老師讓

我們可以觀課，了解孩子的

學習和如何進行風險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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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 海洋社會-探索漁村趣 

學習單元 走讀野柳社區 探索野柳漁港 社區產業發展 

學習目標 

踏查家鄉特色建築和機構 

，了解家鄉海洋的獨特性 

，紮根與家鄉的情感連

結。 

踏查家鄉漁港，辨識不同

漁港和漁船的種類及功能 

，體驗登船出港，簡單了

解藍色國土和經濟海權。 

蒐集資料和實際觀察，歸

納家鄉的開拓史和海洋關

係，並提出經濟產業創新

活化策略，永續產業發展 

鏈結議題 
SDGs11 永續城市與社區 

環境永續 

SDGs 9 產業創新與基礎建

設、環境永續 

SDGs 9 產業創新與基礎建

設、海洋歷史 

學習年段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學

習 

目

標 

認知 
能認識特色

建築 

能認識家鄉

機構 

能認識野柳

漁港 

能認識漁船

和經濟水域 

能認識家鄉

的經濟產業 

能知道家鄉

海洋開拓史 

技能 
能描述家鄉

特色建築 

能說出機構

的功能 

能介紹野柳

漁港 

能辨識野柳

常見漁船 

能介紹家鄉

的產業特色 

能導覽產業

與海洋關係 

態度 
欣賞家鄉景

物 

愛惜家鄉景

物 

感受關懷家

鄉 

守護家鄉海

洋產業 

推廣家鄉海

洋產業 

能永續海洋

產業的發展 

領域節數 生活 2 生活 2 社會綜合 4 社會綜合 4 社會彈性 6 社會彈性 6 

海洋素養 
指標 

海 E4 認識
家鄉或鄰近 
的水域環境

與產業 

海 E4 認識
家鄉或鄰近 
的水域環境

與產業 

海 E4 認識
家鄉或鄰近 
的水域環境

與產業 

海 E6 了解
我國是海洋 
國家，強化
臺灣 海洋
主權意識。 

海 E4 認識
家鄉或鄰近 
的水域環境

與產業 

E5 探討臺
灣開拓史 

與海洋的關
係。 

學

習

歷

程 

知識

建構 

用 PPT 介紹

野柳特色建

築 

用 PPT 介紹

漁村社會組

織機構 

使用影片及

PPT 介紹野

柳漁港 

使用平板蒐

集漁船種類

及經濟水域 

使用平板搜

尋家鄉產業

特色 

能知道家鄉

海洋開拓文

史特色 

情境

體驗 

走讀觀察添

禎樓、瑪鋉

居及咕咾石

屋 

實際走訪野

柳漁會、安

檢所和加工

廠 

實際走訪野

柳漁港並與

漁民互動 

至漁港觀察

船隻，並體

驗登船出海

認識藍色國

土 

實際走訪社

區在地產業

並由耆老解

說產業特色 

探訪海巡、

安檢所和基

隆嶼，感受

海洋與家鄉

開拓關係。 

自主

學習 

透過學習

單，畫寫家

鄉特色建築 

上網或圖書

館查閱相關

資料 

利用 Kahoot

設計家鄉特

色問答 

搜尋不同漁

船的捕漁法

和海權問題 

分析不同產

業與生活環

境關係 

學習解說家

鄉海洋的人

文歷史 

團隊

行動 

 

能說出特色

建築的故事

和守護家鄉

特色 

簡單製作家

鄉的漁村景

觀地圖 

參與社區漁

港的搭船護

漁活動 

共同製作漁

船模型，推

廣永續漁法 

為社區餐廳

設計菜單及

永續商標 

團隊合作編

輯野柳漁村

人文繪本 

創新策略 
走讀體驗 

說家鄉故事 

實際參與 

解說導覽 

實地踏查 

數位運用 

戶外探索 

合作學習 

數位行銷 

創意設計 

探究歸納 

繪本創作 

素養評量 學習單評量 

認識家鄉特

色建築 

口語評量 

認識家鄉漁

村組織 

情意評量 

探索漁港特

色 

實作評量 

解說漁船和

漁法 

報告評量 

產業和生活

環境關係 

實作評量 

傳承家鄉海

洋人文故事 

教師專業

增能 

瑪鋉協會團隊 

社區文史踏查增能研習 

漁會團隊 

野柳漁港歷史及經濟水域

研習 

張永耀理事長 

在地經濟產業發展和海洋

的關係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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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 走讀野柳社區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簡報介紹社區海洋

特色機構及建築 

帶領學生走訪漁村社

區，觀察百年瑪鋉居 

利用學習單畫寫家

鄉有感的特色景觀 

學生發表蒐集的家

鄉環境和海洋故事 

 

中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 探索野柳漁港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簡報介紹家鄉的不同

漁港及漁船 

實際到野柳漁港踏

查，了解漁港設備及

漁船 

利用 Kahoot 設計家

鄉特色問答和學弟

妹互動學習 

參與社區漁港的搭

船護漁活動，認識

藍色國土。 

 

高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 社區產業發展 

 

親師生課程學習回饋省思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學生透過平板搜尋

和分享社區產業的

相關知識 

踏查社區產業場域 

，如餐廳、特產店

等，了解產業特質 

學習單分析不同產

業與生活環境關

係，提出行銷策略 

學生自主學習設計

在地產品的永續商

標送給店家推廣。 

  學生省思回饋-四忠張語晴 教師省思回饋-陳盈材   家長省思回饋-語晴阿公 

  社區發展有許多和海洋相關

行業，有捕漁業、餐廳和特產

店等，大家靠海維生，所以我

們要守護海洋和珍惜海洋資源 

  讓學生在生活情境中學習，

親自觀察家鄉的經濟產業和海

洋的連結，維護海洋環境，才

能對永續海洋行動更落實。 

  學校的教學讓孩子關心在

地產業，懂得飲水思源，也

會提出想法推廣家鄉漁產，

並建議店家要有永續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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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 海洋文化-走讀漁技藝 

學習單元 傳統永續漁法故事 海廢和創意神轎創作 商標&鯖魚製品創作 

學習目標 

透過牽罟和蹦火船漁法介

紹活動，達成認識傳統漁

法與文化的目標，以展現

海洋文化之素養。 

透過海廢製作文創宣導

品，認識神明淨港傳統慶

典，進行創意神轎製作，

以展現創新傳承文化素養 

透過鯖魚和永續漁法介

紹，參與商標和漁產品製

作，認識漁業加工，以展

現實踐海洋文化之素養。 

鏈結議題 環境永續 環境永續和海洋歷史    生態永續-SDGs12 

學習年段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學

習 

目

標 

認知 

認識傳統的

牽罟捕魚法 

認識蹦火船

的捕魚方法 

認識海廢和

海洋汙染與

生活的關係 

知道神明淨

港文化和慶

典內容 

認識創意商

標、鯖魚和

漁產的加工 

知道如何做

負責任的生

產和消費者 

技能 

透過簡易繩

網體驗操作

牽罟捕魚 

漁事文化館

解說蹦火船

的功能和捕

魚特色 

能善用海廢

製作文創商

品宣導生活

減塑 

能覺察輦轎

特色，創作

海廢創意神

轎 

能製作魚鬆 

、一夜干等 

，並設計永

續創意商標 

能設計食魚

紅綠燈海報

並向社區餐

廳宣導 

態度 
珍惜傳統漁

村文化資產 

珍惜傳統漁

業文化資產 

落實生活減

塑愛護海洋 

珍惜傳統宗

教文化資產 

能推廣永續

文創漁產 

能珍惜海洋

資源 

領域節數 生活 2 生活 2 藝文綜合 4 藝文綜合 4 藝文綜合 6 藝文綜合 6 

海洋素養 
指標 

海 E7 閱
讀、分享及
創作與海洋
有關的故事 

海 E7 閱
讀、分享及
創作與海洋
有關的故
事。 

海E9透過肢
體、聲音、
圖像及道具
等，進行以
海洋為主題
之藝術表現 

海E8了解海
洋民俗活
動、宗教信
仰與生活的
關係。 

海E9透過肢
體、聲音、
圖像及道具
等，進行以
海洋為主題
之藝術表現 

海E9透過肢
體、聲音、
圖像及道具
等，進行以
海洋為主題
之藝術表現 

學

習

歷

程 

知識

建構 

介紹牽罟的

傳統漁法 

介紹蹦火仔

的傳統漁法 

認識不同的

海廢和來源 

神明淨港輦

轎文化介紹 

鯖魚與商標

的鏈結學習 

以食魚教育

認識 SDGs12 

情境

體驗 

讓學生透過

繩網進行情

境體驗 

帶學生到漁

事文化館進

行情境體驗 

到維納斯海

岸觀察海廢

和淨灘 

讓學生參與

搖輦轎活動

和觀察特色 

走訪社區，

觀察產業商

標特色 

餐廳和漁市

場觀察生產

與消費互動 

自主

學習 

 

讓學生操作

體驗牽罟捕

魚思考對環

境是否較好 

由學生擔任

小小解說員

並介紹蹦伙

仔傳統漁法 

運用海廢和

資源回收物

製作文創宣

導品 

創作創意海

廢神轎，並

學習神轎的

抬法 

為商家設計

文創包裝和

永續商標 

設計食魚紅

綠燈海報以

推廣海洋飲

食文化 

團隊

行動 

 

朝會介紹牽

罟活動和推

廣永續漁法 

擔任小小解

說員，進行

發表分享。 

以海廢作品

佈置社區進

行環保宣導 

帶著海廢神

轎參與社區

宣導活動 

製作漁產品

並張貼創意

商標推廣 

在社區推廣

永續的海食

文化 

創新策略 
實際操作 

遊戲學習 

解說導覽 

角色扮演 

創意合作 

實作體驗 

協同合作 

創意實作 

實際操作 

永續發展 

探究實作 

生活行動 

素養評量 
愛護家鄉的

漁業資源 

推廣蹦火仔

文化資產 

落實生活減

塑行動 

創意攆轎推

廣護海行動 

推廣漁產品

的永續商標 

落實海食永

續文化 

教師專業

增能 

瑪鋉協會導覽志工 

野柳漁村文化走讀研習 

郭兆偉老師和陳柏汝老師 

海洋文化和海廢創作研習 

邵廣昭教授 

海鮮選擇指南增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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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傳統永續漁法故事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邀請金山船長介紹磺

火捕漁的傳統漁法 

學生到漁事文化館和

船長學習蹦火仔漁法 

學生漁事文化館解說

導覽，薪傳海洋文化 

小小蹦火仔船員傳

承，體驗船員的任務 

 

中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海廢和創意神轎創作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以簡報介紹海廢和神

明淨港文化故事 

參與神明淨港活文化

動和觀察輦轎特色 

用淨灘撿拾的海廢製

作創意神轎 

帶著海廢神轎參與

社區海洋保育宣導 

 

高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商標&鯖魚製品創作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讓學生蒐集介紹鯖

魚特色和創意商標 

走訪社區觀察產業的

商標特色 

為商家設計文創包裝

和永續商標 

製作漁產品並張貼

創意商標推廣 

 

親師生課程學習回饋省思 

學生省思回饋-五忠郭語曖 教師省思回饋-陳柏汝 家長省思回饋-語曖爸爸 

  樂齡阿嬤教我們解剖鯖魚

作一夜干，漁會教我們做魚

鬆，而我們為社區商家設計

永續商標，請遊客和我們一

起攜手守護海洋永續發展。 

  教學生設計永續商標，結合

在地產業讓社區永續發展，很

有意義。在創作過程中學生會

融入慢魚運動，關注吃在地和

食當季，也推廣食魚紅綠燈。 

  我家從事捕漁業，現在漁貨

量愈來愈少，學校用教育讓大

家知道要永續海洋，還設計永

續商標，孩子回家都會提醒要

吃綠色海鮮和和合宜捕抓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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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 海洋科技-樂學海奧秘 

學習單元 海洋科技我最「繪」 「世界地質」有夠「潮」 海洋地質與珊瑚生態 

學習目標 

透過海洋科普繪本的閱讀 

，認識海洋生物與生態， 

展現海洋科技之素養。 

透過解說及實地踏查活動 

，認識地質地形差異與探

索潮間帶，展現探究海洋

素養。 

透過解說及體驗活動，了

解在地海洋特色與珊瑚生

態環境，以展現親海、愛

海、知海和護海之素養。 

鏈結議題 
SDGs14 保育海洋生態 

環境永續 

SDG 14 保育海洋生態 

環境永續 

SDG 14 保育海洋生態 

生態保育 

學習年段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學

習 

目

標 

認知 

認識野柳的

奇岩怪石 

認識珊瑚的

種類和生長

環境 

認識世界各

地不同的地

質景觀特色 

認識潮間帶

的生態環境

和監測方法 

認識野柳地

質的成因及

結構特色 

認識珊瑚生

態和健康色

卡 CoralWatch 

技能 

解說野柳的

岩石外型特

色 

能夠跟人簡

單介紹珊瑚 

能解說介紹

世界各地不

同的地質 

學習潮間帶

生態和環境

的監測 

能解說野柳

地質公園的

奇岩怪石 

能運用珊瑚

健康色卡檢

和生長情形 

態度 
保護野柳的

奇岩怪石 

維護海洋生

態環境 

積極投入團

隊合作 

守護海洋的

永續 

愛家鄉特色

並與人分享 

守護海洋生

態環境 

領域節數 語文生活 2 語文生活 2 自然綜合 4 自然綜合 4 自然綜合 6 自然綜合 6 

海洋素養 
指標 

海 E10 認
識水與海洋 
的特性及其
生活的應用 

海 E11 認
識海洋生物 
與生態。 

海 E11 認
識海洋生物 
與生態。 

海 E11 認
識海洋生物 
與生態。 

海 E10 認
識水與海洋 
的特性及其
與生活的應
用。 

海 E11 認
識海洋生物 
與生態。 

學

習

歷

程 

知識

建構 

透過閱讀野

柳地質繪本

認識岩石 

透過閱讀珊

瑚繪本，認

識珊瑚種類 

簡報介紹世

界各地地質

公園及特色 

簡報介紹潮

間帶環境和

生態的關係 

以簡報介紹

地質公園地

質地形成因 

簡報介紹海

中珊瑚生態

和 coralWatch 

情境

體驗 

走讀地質公

園，觀察岩

石的外型特

色和環境 

至海科館參

觀珊瑚復

育，認識珊

瑚生長環境 

使用平板蒐

尋讓學生能

觀察各地地

質特色 

至潮間帶觀

察生態和實

際學習操作

監測的方法 

至地質公園

實地探究岩

石的形成和

構造 

用 CoralWatch 

圖卡讓學生

辨識珊瑚健

康狀況 

自主

學習 

圖書館閱讀

和 kahoot 問

答認識奇岩

怪石 

至圖書館蒐

集珊瑚資料

並分享 

上網蒐集資

料，使其更

加認識世界

地質 

使用觀察

app 讓學生

觀察認識潮

間帶之生態 

使用平板上

網搜尋地質

資料並結合

在地故事 

維護珊瑚環

境紀錄珊瑚

生長並上傳

國際網站 

團隊

行動 

在地質公園

辨識出各個

岩石名稱 

在地質公園

展攤介紹珊

瑚特色 

在校園世界

地質舞台為

參訪者解說 

在社區介紹

潮間帶生態

和環境倫理 

在野柳地質

公園進行雙

語地質解說 

薪傳時，種

植珊瑚苗復

育珊瑚棲地 

創新策略 
繪本閱讀 

學習共同體 

繪本閱讀 

學習共同體 

數位資訊 

解說導覽 

監測技術 

數位運用 

實地探究 

雙語解說 

CoralWatch 

國際監測 

素養評量 
從繪本學習

野柳岩石 

從繪本學習

珊瑚特色 

解說世界地

質特色 

實踐潮間帶

監測行動 

解說導覽漁

事文化館 

色卡比對珊

瑚健康狀況 

教師專業

增能 

林勝吉老師-從貝殼和珊瑚

看海洋資源永續議題研習 

許民陽教授 

海洋地質探究與教學運用 

陳麗淑博士 

珊瑚保育增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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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 海洋科技我最「繪」 

 

中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世界地質」有夠「潮」 

 

高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海洋地質與珊瑚生態 

 

親師生課程學習回饋省思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透過閱讀野柳地質

繪本認識岩石 

走讀地質公園，觀

察岩石外型和環境 

利用圖書館書籍自

主查詢地質故事 

能夠在地質公園辨

識出各個岩石名稱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教師透過簡報介紹

潮間帶與其生態 

使用平板用 google

地球讓學生能夠觀

察各地地質特色 

學生小組合作上網蒐

集資料，使其更加認

識世界地質 

在校園世界地質舞

台為參訪者解說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簡報介紹珊瑚生態

和 CoralWatch 健康

色卡 

透過 CoralWatch 色

卡來辨識珊瑚健康

狀況 

維護珊瑚環境和觀察

紀錄珊瑚生長情形 

獨木舟薪傳時，種

植珊瑚苗復育珊瑚

棲地 

學生省思回饋-五忠張語萱 教師省思回饋-許文耀 家長省思回饋-語萱媽媽 

  住海邊卻第一次學習珊瑚和

檢測的健康色卡，我會復育珊

瑚棲地，因為它是海洋生物重

要的家，希望大家一起守護。 

  透過教師研習學習珊瑚和健

康色卡 CoralWatch，也學習海

洋藍碳的新知，希望讓孩子透

過生活實踐來守護海洋永續。 

  平時賣魚，很少關心海洋，

但孩子卻常帶回海洋保育的學

習，讓我們也學習到很多知識 

，當然也希望海洋魚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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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 海洋永續-海食紅綠燈 

學習單元 慢魚運動「海有你」 生態復育「海尚先」 知魚食魚「漁聞樂」 

學習目標 學生認識海洋生物及植物

讓學生能知道海洋生物多

樣性及其個別的特殊性 

學生發現海洋環境及生物

面臨的危機並著手改變海

洋現存的危機狀況 

學生了解海洋生物、環境

以及在地產業的關聯性並

進行團隊永續行動計畫 

鏈結議題 
SDG 14 保育海洋生態 

環境永續 

SDG 14 保育海洋生態 

生態保育 

SDG 14 保育海洋生態 

生態保育 

學習年段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學

習 

目

標 

認知 
認識公蟹和

母蟹的特徵 

對應季節認

識不同海藻 

認識頭足類

特徵及類別 

認識珊瑚棲

地和其繁殖 

認識海洋環

境物種關係 

海洋生物與

生活的關係 

技能 

運用工具測

量並記錄螃

蟹大小 

分享家鄉不

同海藻的特

色 

能製作竹叢

礁並進行海

域施放 

能辨識珊瑚

種類和特徵 

並保育棲地 

觀察探究海

洋生態環境

與物種關係 

設計宣導有

意義的產業

商標 

態度 
遵守食用螃

蟹規範 

保護家鄉海

藻生長環境 

樂於參與復

育行動 

實踐收活減

塑維護環境 

尊重環境倫

理愛護海洋 

生活實踐食

魚紅綠燈 

領域節數 生活 2 生活 2 自然綜合 4 自然綜合 4 自然彈性 6 自然彈性 6 

海洋素養 
指標 

海 E13 認識

生活中常見

的水產品。 

海 E13 認識

生活中常見

的水產品。 

海E14了解
海水中含有
鹽等成份， 
體認海洋資
源與生活的
關聯性。 

海E14了解
海水中含有
鹽等成份， 
體認海洋資
源與生活的
關聯性。 

海E15認識
家鄉常見的
河流與海洋 
資源，並珍
惜自然資源 

海E16認識
家鄉的水域
或海洋的汙 
染、過漁等
環境問題。 

學

習

歷

程 

知識

建構 

認識萬里蟹

和分辨螃蟹

公母特徵 

認識海藻的

外型及生長

季節 

認識頭足類

動物及其面

臨危機 

認識珊瑚及

海洋與珊瑚

間的關係 

認識海洋環

境與物種間

的關係 

認識海洋、

生物與人類

生活關係 

情境

體驗 

社區螃蟹季

觀察當季螃

蟹 

潮間帶生態

踏查觀察海

藻的外型 

頭足類動物

檢剖觀察並

製作一夜干 

觀察海王星

碼頭的白化

珊瑚遺跡 

認識海王星

碼頭環境物

種及其生態 

採訪在地社

區餐廳及店

家 

自主

學習 

 

學習量螃蟹

大小，知道

抓大放小 

發現不同季

節的海藻與

顏色間的關

聯 

製作竹叢礁

營造頭足類

生物的友善

棲息地 

針對海王星

碼頭環境討

論適合的珊

瑚種植 

舉辦海洋環

境與放流物

種研討會 

製作友善海

洋環境之標

章 

團隊

行動 

 

地質公園展

攤宣導海洋

生態永續 

校內成果展

分享潮間帶

的學習 

划獨木舟至

海上進行竹

叢礁施放 

參與珊瑚苗

種植行動，

復育棲地。 

與漁業署和

海魚基金會

進行黃鰭鯛

魚苗放流 

進行在地店

家、遊客宣

導及海報標

章發送張貼 

創新策略 
辨識探索 

測量學習 

協同合作 

五感覺察 

合作討論 

實際操作 

實際操作 

學習策略 

問題導向 

行動實踐 

角色扮演 

行動實踐 

素養評量 
生活中落實

食蟹規範 

參與潮間帶

淨灘活動 

會製作竹叢

礁維護棲地 

參與棲地復

育行動 

參與魚苗放

流保育活動 

生活實踐食

魚紅綠燈 

教師專業

增能 

海漁基金會 

海洋永續增能研習-海鮮選

擇指南增能 

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海洋保育增能研習-認識珊

瑚棲地及生長特性 

新北戶外海洋中心 

環境教育增能研習-日常生

活中的海洋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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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慢魚運動「海有你」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認識萬里蟹和分辨螃

蟹公母特徵 

社區餐廳觀察當季螃

蟹和海鮮 

學習量螃蟹大小 

知道抓大放小 

地質公園展攤宣導 

海洋生態保育 

 

中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生態復育「海尚先」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認識頭足類動物及其

面臨危機 

頭足類動物檢剖觀察

並製作成一夜干 

製作竹叢礁營造頭足

類生物的友善棲息地 

划獨木舟至海上進行

竹叢礁施放 

 

高年級守護家鄉生活實踐 BEST 學習模組：知魚食魚「漁聞樂」 

BEST 

模組 

B 建構在地知識 

知海 

E 環境體驗探索 

親海 

S 自主學習歷程 

愛海 

T 團隊行動實踐 

護海 

學習

歷程 

    

學習

說明 

認識海洋、生物與人

類的關係 

採訪在地社區餐廳及

店家 

製作友善海洋環境

之標章 

進行在地店家、遊客

宣導及海報標章張貼 

 

親師生課程學習回饋省思 

學生省思回饋-三忠林羽恩 教師省思回饋-盧家豪 家長省思回饋-羽恩爸爸 

  認識頭足類真好玩，原來軟

絲的頭和腳連在一起，謝謝老

師教我們做竹叢礁進行軟絲復

育，雖然很難綁，但我會努力

完成任務，讓軟絲有家。 

  海洋行動的生活實踐很重要 

，學校共同研發的 BEST 模組可

以讓我們自行檢核教學流程，

也讓團隊和孩子們討論如何生

活實踐來守護海洋永續發展。 

  孩子回家教我們分辨軟絲構

造，長常的觸手是用來捕食，

學校的海洋課程和教學很多

元，讓孩子有機會接觸更多的

海洋問題，也學習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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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內外海洋資源整合 

(一)校內外五大主軸課程資源：跨局處室和跨域整合產官學資源推動海洋教育 

 

(二)學校自編海洋教育課程教材、教案與海洋教育繪本 

 

 

 

 

 

課程

主題 
內外部環境與社區資源 社區人力資源應用 校外資源-專家學者資源 

海洋

休閒 

維納斯海岸 

野柳漁港 

萬里區漁會 

野柳漁港安檢所 

海王星碼頭 

校園獨木舟和帆船 

東海潛水王國昌教練 

野柳漁港安檢所團隊 

萬里區漁會團隊 

新北市藍星學校 

野柳舢舨船協會 

海巡團隊 

新北市海洋諮詢小組專家學者 

北觀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臺灣體大蔡添全教練 

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海洋

社會 

野柳地質公園自然學習中心 

保安宮、仁和宮、朝天宮 

瑪鋉協會 

野柳社區發展協會 

東澳漁港 

野柳漁港、萬里區公所 

萬里區漁會、漁事文化館 

添禎樓林志義先生 

瑪鋉協會導覽解說團隊 

野柳社區發展協會團隊 

保安宮蔡得總幹事和團隊 

萬里區漁會團隊 

海洋產業張永耀理事長 

海女、耆老和樂齡中心長輩 

教育部結合社區永續發展張子超

教授和團隊 

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團隊 

新北戶外海洋教育中心團隊 

致理科大 USR 方案團隊 

 

海洋

文化 

瑪鋉協會 

野柳漁港貝殼屋 

保安宮廟宇藝術 

野柳社區發展協會展館 

瑪鋉居、添禎樓 

學校藝術與人文老師 

在地藝術工作者 

學校藝文專長老師 

碼速協會蔡彩芳總幹事 

海洋藝術手做 DIY 老師 

保安宮蔡得總幹事 

野柳社區素人藝術家 

吳望如退休校長 

新北藝術與人文深耕團隊 

舞獅鼓藝林慶明教練 

水墨藝術林坤英老師 

創作藝術葉春新老師 

海洋

科技 

維納斯海岸、野柳地質公園 

北觀處石蓴研究中心 

校園魚菜共生循環生態系統 

校園「芋」見幸福蔬活園 

校園三明治自然耕種園區 

校園水生生態池 

基隆海科館 

新空間國際有限公司展場 

校園地質舞台和世界地質牆面 

野柳地質公園解說團隊 

北觀處研究團隊 

石蓴達人蕭式棋老師等 

野柳國小家長會和志工團隊 

學校海洋科系老師 

社區海女許月香女士和阮氏

鶯女士 

台灣大學何俊賢博士 

臺北市立大學古建國教授、陳建

志教授、許民陽教授 

新北環境教育輔導團 

海洋大學張正杰教授 

基隆海科館張睿昇博士 

師範大學蘇淑娟教授、王文誠教

授 

台灣大學林俊全教授 

海洋

永續 

社區海鮮餐廳和漁業加工廠 

海洋世界 

海王星碼頭 

地質公園潮間帶 

維納斯海岸 

野柳漁港和東澳漁港 

龜吼漁港 

東海潛水王國昌教練 

萬里區漁會團隊 

社區舢舨協會團隊 

社區螃蟹協會團隊 

萬里區國中小偏鄉整合方案

團隊 

 

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海漁基金會 

新北環境教育輔導團和藍星學校 

新北海洋諮詢小組專家學者 

北觀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基隆海科館陳麗淑主任和團隊新

北戶外海洋教育中心團隊 

教育部、海委會和海洋保育署 

萬濤石嵐、105 和 108 海洋課程、神明淨港、守護海岸繪本、海洋魔法地質公園、珊瑚海中熱帶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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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教育教師專業增能和社群運作 

 

 

 

 

 

 

 

 

 

 

 
 

(四)社區和校園海洋教育課程有感學習環境 

 

 

 

 

 

 

 

 

 

 

 

 

 

 

 

 

 
 

(五)新北藍星學校策略聯盟、萬里區國中小資源整合和海洋教育基地共學 

 

 

 

 

 

 

學校海洋地質特色大門 

校園海洋潮間帶學習牆 

校園世界地質學習牆 社區海洋教育五大學習主軸生活情境 

校園漁事文化解說展館 校園漁船學習牆 校園地質公園海廢藝創學習牆 

新北藍星學校會議    萬里區高國中淨灘和萬里區各團隊海洋會議  海洋教育基地授證 

P16 



五、學生素養學習成效評估 

(一)生活實踐守護海洋永續行動 

   整合產官學資源與海委會、漁管處、海科館、海洋大學、北觀處、北海岸學 

   校和民間保育團體及社區團隊攜手推動海洋保育工作，生活實踐守護海洋。 

 

 

 

 

 

 

 

 

 

 

 

 

 

 

 

 

 

(二)校訂海洋課程全校通過各年段學習勳章 

 

 

 

 

 

 

 

 

 

 

 

(三)課程滿意度回饋統計-滿意度皆高達 90%以上，主要是行動實踐的成就感

vu/62j/4g6ru042k7t/6ru…………4e003 

 

 

 

104-112 淨灘      105-112 潮間帶監測   106-112 慢魚運動   107-112 軟絲復育 

108 爭取野柳保育區 104-112 輦轎生態宣導 106-112 地質解說行銷 109-112 推動食魚紅綠燈  

111 珊瑚苗棲地復育 112 香山濕地送小鱟回大海 112 黃鰭鯛魚苗放流 112 邀萬里學校復育珊瑚 

萬里蟹解說      水域安全      海藻潮間帶      弄輦文化       鼓藝薪傳 

舞獅展演       淨灘行動        漁事文化     雙語地質解說    海泳獨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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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綜合效益與反思 

一、學校績優表現 

107 年新北市教學卓越特優   

107 年新北市幼教之光優等   

107 年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 

107 年新北市校務評鑑五項金質榮譽通過卓越學校 

107 新北市海洋科普繪本第二名 

108 年新北市新北之星海洋之星特色品牌 

108 年教育部海洋教育創新教學績優團隊特優 

108 年教育部海洋教育課程教學團隊推手獎 

108 年獲選遠見‧天下雜誌~未來教育‧臺灣 100 

109 年教育部樂齡優良海洋課程教案特優 

109 年.111 年新北市友善校園卓越學 109 年教育部海洋教育個人推手獎 

109 年天下微笑臺灣創意教案全國貳獎 

109 年全國海洋教育保護海岸教案徵選特優 

109-112 教育部海洋教育創新課程與教學研發基地 

110 年新北市幼教之光特優 

110 年新北市幼兒園教學卓越優等 

111 年新北市雙語教育推手獎 

111 年天下雜誌微笑台灣創意教案全國叁獎 

 

二、學校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創新推廣分享 

(一) 海洋教育基地-規劃北區海洋教育體驗路線和教案，研發基地課程，讓

臨海學校與非臨海學校實作體驗海洋教育課程。 

(二) 海洋教育遊學體驗學校-每年服務海洋教育遊學體驗1000人次。 

(三) 新北市校長教師海洋教育研習-每年辦理1場校長海洋教育研習，4場教

師研習。 

(四) 全國各地教育單位和學校分享 

       108 年參加在青島辦理的 2019 海洋教育國際研討會暨海峽兩岸海洋教育 

            者研討交流會，發表學校海洋教育課程。 

       109-112 年至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海洋大學、 

            淡江大學、南投國立暨南大學、新北中華商海、南投福龜國小、 

            屏東海濱國小，以及新北環教輔導團、台北市、基隆、宜蘭、彰 

            化和南投戶外海洋教育輔導團、新竹海洋團隊、澎湖國教輔導 

            團、黑松基金會、海洋黃階和藍接培訓、花蓮黑潮基金會、海科 

            館、海保署海洋保育面面觀研討會等分享海洋教育的行動實踐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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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海洋教育的媒體行銷推廣-每月推動海洋教育相關議題，善用媒體 

行銷推廣，發揮海洋教育的有感影響力。 

(一)海洋休閒專訪報導 

1100429 教育廣播電台:讓孩子說自己海洋的故事-海洋教育推手獎 

1100915 教育廣播電台:戶外教育好點子-野柳國小海洋教育 

1110608 中視新聞、台視新聞、中天新聞、非凡新聞和紅樹林新聞、聯合報、中

國時報、自由時報、國語日報、台灣新生報、教育廣電台等-野柳國小獨木舟畢

典潛水復育珊瑚棲地 

  

 

 

 

 

(二)海洋社會專訪報導 

1120223 自由時報、聯合報:他們徒步環島台灣海岸線  野柳國小師生陪走  

1111114 紅樹林新聞、聯合新聞網:野柳國小永續海鮮新生活體驗魚鬆製作  

 

 

 

 
 

(三)海洋文化專訪報導 

1100928 紅樹林新聞:相約校園瘋文資.野柳國小做蹦火音箱 

1101130 國語日報:野柳海洋文化一日遊 認識奇岩怪石 

1110402 台灣囡仔讚:野柳國小創造北海岸海洋文化系列課程 

 

 

 

 

(四)海洋科技專訪報導 

1101124 教育廣播電台、紅樹林電視：全國海洋地質路線 野柳國小體驗示範 

1100315 大愛經典 TV-海洋教育一起來(經典雜誌專題報導) 

1120109 紅樹林新聞、聯合新聞：新北校長領航海洋教育體驗地質與食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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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洋永續專訪報導 

1100515 TVBS 電視:食魚教育-台灣海鮮選擇指南 

1101011國語日報、紅樹林有線電視：野柳國小食魚教育.用盛產鯖魚製作一夜干 

1101229 國語日報:探索藻生態 新北野柳附幼學藻類生態 

1110124 紅樹林:人健康海洋永續 野柳國小海洋課程解剖小卷 

1110329 親子天下:野柳國小附設幼兒園讓「永續」觀念走入社區 

1110513 自由時報、紅樹林--野柳國小推動食魚教育攜手店家從餐桌永續海洋 

1110823 TVBS 新聞網:萬里野柳國小附幼推廣海洋教育獲頒特優幼兒園 

1120130 紅樹林聯合新聞網:野柳國小海洋教育  認識貝類與海龜奇妙世界

1120419 紅樹林新聞：漁業署放流黃鰭雕魚苗  邀野柳國小一起保育  

 

 

 

 

 

 
 

 

 

 
   

  

 

 

 

四、 反思與展望 

「海洋生活．生活海洋」，讓學校和社區永續發展，以生活行動守護海洋生態。 

 

   

 

 

• 持續推動水域安全，發展在地海洋活動。

• 積極推廣海洋休閒，海洋技能人才培育。海洋休閒

• 深耕走讀導覽家鄉，了解在地海洋開拓史。

• 連結社區永續發展，活化創新經濟產業。海洋社會

• 邀集樂齡耆老分享，蒐集海洋文化故事。

• 保存海洋文化資產，薪傳發展漁村技藝。海洋文化

• 野柳地質地形探究，解決自然消失議題。

• 重視海洋藍碳議題，復育棲地保育生態。海洋科學與技術

• 生活行動守護海洋，推動海洋永續發展。

• 海洋多元技職培育，跨域整合海洋資源。海洋資源與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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