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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基本資料 

一、歲月的包袱 

    中芸於民國 33 年原為林園國民學校中芸分教場，民國 35 年改為高雄縣中

芸國民學校，民國 57 年再度更名為高雄縣中芸國民小學，民國 99 年高雄縣市

合併後，正式改為高雄市林園區中芸國小迄今。端視中芸國小一路從日據時代

的分教場到光復後正式成為獨立學校，蓽路藍縷的成校過程也呼應著中芸漁村

社區生活之艱辛。小漁村裡的孩子們有了讀書學習的地方，漁民們也期待子孫

們能靠著教育走出不同的人生，因此中芸國小也一度擁有上千位學生。就這

樣，76 年的歲月過去了，中芸卻在時代遽變及全球化的挑戰裡漸漸落入思維的

窠臼；變與不變，守成與創新兩股力量的拉扯，面對褪色的歲月舊包袱，中芸

國小勇敢擔負蛻變即將帶來的阻力與陣痛。 

(一) 藍色公路的幻滅 

   民國 87 年高雄藍色公路政策惠及中芸漁港，歷經

了等待，民國 104 年時，中芸碼頭至屏東小琉球航線

啟航大大掀起中芸漁村經濟起飛的夢想；藍色公路帶

動中芸社區的團結與自信；它終於可以擺脫偏鄉的沒

落，更可以為孩子創造多樣成功的機會，但是隨著政

策的改變，曇花一現的美好讓中芸瞬間從天上掉落凡間，衰頹的社區，加速超

高齡化的人口組成，現實環境與氛圍的艱辛，讓我們不禁再度自問，中芸國小

到底如何在這個生命共同體中發揮催化劑作用？幻滅後如何重建希望？種種困

境敦促著我們必須直視對自我的質疑。 

(二) 超高齡化的弱勢 

 根據高雄市大寮戶政事務所各年齡層人口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111 年 1 月 

30 日止，中芸社區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 18.3%，高齡社會比率遠高於平均預估

數 4.3%，已提前邁入超高齡化現象。雖然社區鄰近林園工業區，就業人潮應帶

動就學人口，然而中芸社區不僅青壯人口外流情況嚴重，人口組成衍然是族群

大熔爐；包含外籍漁工、新住民家庭、隔代教養，社區內就學人口中將近 2/3

為接受教育補助之身份別，老弱婦孺的老舊漁村社區面貌，危機中的重生契機

在哪裡? 

(三) 工廠林立的宿命 

老中芸人的共同回憶就是那一片片綠油油的稻田，以及四季時序更替時， 

田間各樣結實纍纍的蔬果。60 年代，政府籌劃十大建設，廣闊無垠的林園田

地，變身為高雄市石化產業重工業區。位於這片工業區內的中芸國小，抬頭可

見矗立的煙囪飄出廢氣，但緊鄰又有一片美麗海洋及濕地生態。身處於污染與

自然生態共存的環境裡，如何在工業宿命中高舉海洋保育與環境永續的旗幟？

這著實是一場產業發展與 SDGs 保育海洋與海洋資源議題間的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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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生的曙光 

貧困漁村、人口外流、工業污染、家庭功能不彰…等許多劣勢條件下，中 

芸國小看到的是這片自然人文豐沛的地區，以及一群對在地環境沒有深刻記憶

點與認同感的孩子，於是我們的校長主任老師們開始將破曉的曙光融入各樣的

教育運作中。 

(一) 豐沛自然人文啟動改變樞紐 

    三腳虎漁船徹夜捕撈後，碼頭叫賣聲劃破寂靜的漁村清晨，漁村孩子知道 

這是養家糊口的方法，卻不知道大範圍式的捕捞會引發海洋資源的缺乏；自豪

著鄰近有世界屬一屬二的倒立水母，卻不忘用樹枝搓搓牠。這種典型的中芸漁

村生活型態觸目可見。究竟生存與生態間如何取得平衡？近利與共利間，中芸

國小便開始了專屬於「芸朵」的海洋教育課程收集與編寫；內容從校園環境出

發，向外擴及社區再到鄰近相關區域之海洋教育課程單元；九大單元內各小節

教案設計中參酌地方文史、海育議題及永續發展面向，希冀由教室到實地踏

查，透過多元面向塑造出具有「人文素養」、「同理尊重」、「活力展現」及「雙

語科技」的海育「小芸朵」。 

(二) PDCA 模式持續海育熱浪 

中芸國小立校 76 年，自九年一貫課程開始後，學校便將海洋教育訂為校本 

課程，從海洋教育推動計畫確定推動團隊，緊接著發展海洋教育課程，並透過

課發會審查，逐年滾動修正內容，讓我們的孩子不只具有扎根在地海洋的知能

外，更希望引導孩子迎接全球海育熱浪，成為一位愛鄉愛環境的海洋保育者。 

(三)芸朵〜飛吧！ 

淨灘、撿拾濕地生態區內的垃圾是每個中芸孩子每年必備的公益活動；而 

在地每 2 年或每 4 年的海巡祭典探訪，則讓孩子從耆老口中了解他們生活的這

塊土地。在中芸，孩子可以利用海洋護照檢視六年知行合一的海洋教育課程中

已具備之能力及不足之處。期待中芸小芸朵不僅在享受逐浪踏浪，人我與自然

合為一體的快樂外，更能將所學的海育知識化為愛海洋愛鄉土的情操，最後將

這份情操轉化為永續育洋的素養，並將這樣的素養及理念代代傳給中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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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洋教育創新教學說明 

一、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 

(一)團隊理念 

 三腳虎漁船滿載而歸，漁市碼頭陣陣開心豐收的歡呼聲後，地上留下的卻 

是遭到誤捕任其自生自滅的幼魚；而漁民們大把大把的現鈔帶來的不是孩子生

命素質的提升，反而是每到學費繳交時期，2/3 強的孩子需申請就學補助。身為

中芸社區的一份子，我們強烈感受到既然「取之於海洋，當然也要用之於海

洋」，於是學校剛開始以三腳虎漁船探索為啟發孩子學習的動力，之後建立團隊

收集資料逐步確立課程，經過執行，逐年增刪內容，透過 PDCA 模式培育孩子

具備海洋素養(marine literacy)，讓海洋教育不只成為後矚教育教導家長們圍捕魚

類要「取大留小」，更激勵孩子成為一個了解在地，以在地為榮的護洋築夢者。 

(二)組織與分工 

姓名 郭榮全 葉玉桐 陳俊強 楊以恩 曾培雅 全校教師 

職稱 校長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輔導主任 教學組長 教師 

任務 
方案統籌 

領導與規劃 

課程與教學 

研發執行 

課程與教學 

 研發執行 

課程設計 

教學發展 

課程設計

教學發展 

課程與教學 

研發執行 

海洋教 

育專長 

海洋教育 

課程領導 

海洋科學 

與技術 

海洋文化 

海洋資源 

與永續 

海洋休閒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三)歷程與運作模式 

    台灣四面環海，位居 

中芸漁港的我們不只握有 

海洋知識的第一手環境資 

料，更重要的是我們具有 

發展成為海洋「典範」學 

校的先備條件，於是我們 

以「example」--典範為目 

標，規畫與發展期別及運 

作模式，相關內容詳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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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理念與創新教學模式介紹 

     羅馬非一天造成，中芸國小海洋教育也非短期東湊西撿便能成事。本校自

民國 95 年起，歷經九年一貫到 108 課綱時期，在歷屆校長、行政、教職員工、

社區人士、鄰近學校及在地耆老協助下，收集與盤點以往的海洋課程及學校附

近的海洋資源；於是決定從最貼近生活的校園為中心點，9 大課程單元為半

徑，畫出三大區域範圍；讓課程從校園、踏入社區，連結鄰近地區海洋資源，

以建構出具地方教育特色，並呼應實踐本校願景圖像及 SDGs 之海洋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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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海洋教育課程之構築 

  1.生活啟發第一步： 

    低年級海洋課程設計以距離學校約在 500 公尺以內之人事 物為規畫方向；

課程內容包含「美麗的校園」,「端午節」,「中芸港」,以及「中芸媽祖」，讓孩

子在校園探索中認識海邊特有的植物，在中芸港裡了解什麼是三腳虎漁船，透

過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開啟探索在地人文之動機。 

  2.知海護洋為中介： 

    中年級海洋課程設計以距離學校約在 2 公里以內之鄰近海洋特有生態為規

畫重點；課程內容包含「林園人工濕地公園」,「林園濕地公園」；在飽覽獨一

無二的藍色仙后倒立水母之際，更體認老中芸人引入海水於濕地周邊培育龍膽

石斑及龍虎班等珍貴魚種的智慧，進而感恩蘊育生命的海洋。 

  3.愛要即時存永續： 

    高年級課程設計以距離學校約在 5 公里以內之社區與區域海洋及海育相關

議題為主；課程內容包含「清水巖」,「工業區」,「鳳鼻頭遺址」,從富含海底

古蹟及文史特色的清水巖及鳳鼻頭踏查、工業區參訪中了解到海洋資源的保育

不易，更重要是透過 PBL 模式啟發小芸朵「破除短視工業經濟利益」之公利理

念與可能做法，達成海洋教育最終希望達到的「永續典範」。    

 (二)精進與創思間的火花 

  1.數位媒體提升自學： 

  本校海洋教育 9 大單元皆自編 PPT、學習單，利用生生平板提升學習專

心，並增強海洋議題收集能力，從尋找答案中，發現在地海洋問題，繼而啟

動與他人合作共創美麗中芸海港的動機。 

  2.跨域結合效果加倍： 

    本校透過週三進修每學期規畫 2 次靜態海洋課程，1 次實地踏查，提升全

體教師在領域教學規畫中融入及滾動修正海洋教育內容能力。 

  3.主題探索激發創思： 

    小芸朵透過海洋護照逐年檢視所學，中高年段運用主題探索方式分組為問

題提出可行方式，畢業生則於 9 大海洋課程單元選定某單元進行獨立研究，例

如：探索沙灘及海漂垃圾主題時，內容除報導每年固定的淨灘活動外，更可提

出其他解決方案；例如利用里內基金制定獎勵制度；如鼓勵外地人參與淨灘活

動，或每戶每年累積多少重量海灘垃圾即可得到禮券…等。 

  4.區域聯盟共創藍海： 

    緊臨中芸這片蔚藍海洋之學校共有 3 所；2 所國小 1 所國中，海洋教育想

當然爾為校本課程，為避免互搶生源，於是 3 校採取互利共生聯盟力量大的觀

念；例如汕尾國小發展風帆活動，透過參訪小芸朵順便體驗海洋休閒的健康活

力，本校則著重參與各項全市競賽，透過編寫文本及劇本紀錄校本海洋特色另

有鑑於全球化腳步之快速，故 3 所學校共同申辦雙語特色計畫，期待透過雙語

教學讓孩子具備介紹在地與接軌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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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一) 美麗的校園 

一年級 課程名稱:美麗的校園(生態保育 環境永續 ) 

核心素養: 國-E-B1   生活-E-B3 海洋教育實施內涵:海 E10 海 E15 

核心問題 1. 那些花好漂亮,那是什麼植物啊？ 

2. 那些植物有沒有毒啊？ 

學習目標 老師運用學校自製 ppt 介紹學校植物,哪些屬於海邊學校

特有植物? 並帶領學生實際到校園裡欣賞並辨識校園植

物,完成學習單及校園寫生並與同學分享 

跨領域 語文 生活 

課程架構 

 

教學歷程 

    

自製教學 ppt 木麻黃 

(校園海濱植物) 

欖仁樹 

(校園海濱植物) 

棋盤腳 

(校園海濱植物) 

    

 台灣海棗 

(校園海濱植物) 

 水黃皮 

(校園海濱植物) 

台東漆  

(校園海濱植物) 

學習單 

 

 

第一單元:前庭花園 

第二單元:中庭花園 

活動一:走進前庭觀察植物 

活動二:完成植物學習單 

活動一: 走進中庭觀察植物 

活動二:完成植物學習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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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端午節 

一年級 課程名稱:歡樂端午節(海洋歷史) 

核心素養: 國-E-B1   生活-E-B3 海洋教育實施內涵:海 E7 海 E8 

核心問題 1.端午節時為什麼要包肉粽？ 

2.端午節時為什麼要划龍舟？ 

學習目標 老師運用學校自製 ppt 介紹端午節的由來,及端午節的習俗,

並實際造訪中芸港,觀賞龍舟競賽並完成學習單並與同學分享 

跨領域 國語  生活 

課程架構 

 

教學歷程 

  

  

自製教學 ppt 中芸龍舟賽 中芸包粽子比賽 本校龍舟隊 1 

    

本校龍舟隊 2 香包製作 五色線環製作 學習單 

   

 

 

第一單元:端午節習

俗 

第二單元:中芸港划

龍舟 

活動一:說出端午節習俗 

活動二:製作香包 

活動三:製作五色線 

活動一: 參觀中芸港划龍舟 

觀察植物 

活動二:中芸港划龍舟學習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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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芸港 

二年級(六年級) 課程名稱:走訪中芸港- 漁船漁具漁法 

(生態保育 環境永續 海洋職涯 ) 

核心素養: 國-E-B1  社-E-B3 自-E-A1 海洋教育實施內涵:海 E4 海 E11 海 15 

核心問題 1. 中芸港的漁具種類及漁法，可能造成的環境危機 

2.中芸港四季捕撈魚類有哪些？ 

學習目標 教師利用 ppt 及影片讓學生了解中芸港漁具及漁法,並走

訪中芸港,觀察中芸港的漁船及捕魚回港後狀況。讓學生

畫出到中芸港所觀察到的內容及完成學習單,並與同學分

享 

跨領域 國語文、自然、社會 

課程架構 

 

教學歷程 

    

自製教學 ppt 海釣船 焚寄網漁船 一本釣漁船 

    

 走訪中芸港 1 走訪中芸港 2 中芸港夜景 學習單 

  

第一單元: 漁船種

類特色及捕漁方

法 

第二單元:親自走

訪中芸港 

第三單元:  

我是小漁夫 

(PBL 模式) 

活動一: 中芸港漁船種類及

特色 

活動二:介紹各種捕魚的方法 

活動一:雙筒望遠鏡操作訓練 

活動二:到中芸港踏查 

活動一: 中芸港寫生(二) 

分組討論不同船種造成的危機(六) 

活動二: 分享作品或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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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中芸媽祖 

二年級 課程名稱:中芸媽祖(海洋歷史) 

核心素養: 國-E-B1  生活-E-B3 海洋教育實施內涵:海 E7 海 E8 

核心問題 1 為什麼會有媽祖呢？  2 媽祖為什麼要海巡？ 

學習目標 老師運用學校自製 ppt 介紹中芸媽祖的由來,中芸媽祖海

巡的習俗,了解中國文化藝術之美並實際造訪中芸媽祖廟

及完成寫生及學習單.並與同學分享 

跨領域 語文 生活 

課程架構 

 

教學歷程 

    

自製教學 ppt 媽祖廟踏查 1 媽祖廟踏查 2 鳳芸宮寫生 

    

媽祖海巡踏查 觀水仙尊王 媽祖海巡回航 學習單 

 

第一單元:媽祖

由來 

第二單元:媽祖

海巡 

活動一:說出媽祖的

由來 

 

活動二:完成中芸媽

祖廟寫生 

活動一:說出中芸媽祖

海巡的由來 

觀察植物 

活動二:完成媽祖海巡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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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三年級 課程名稱: 林園海洋濕地公園(生態保育 環境永續 ) 

核心素養: 國-E-B1  自-E-B3 海洋教育實施內涵:海 E11 海 E15 

核心問題 1. 林園海洋濕地公園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2.倒立水母是什麼？ 

學習目標 老師運用學校自製 ppt 介紹林園海洋濕地公園,老師帶

領學生實際到海洋濕地公，欣賞並認識海洋濕地公園生

態,及完成學習單 

跨領域 國語文 自然 

課程架構 

 

教學歷程 

    

自製教學 ppt 濕地公園踏查 觀察倒立水母 倒立水母 

    

 海葵 海枷苳 仙人掌 學習單 

   

第一單元: 林

園

」的生態 

第二單元:親自拜

訪 林園

」 

第三單元:畫出心

目中的 林園

」 

活動一:說出我所知道的

「林園 」 

活動二:林園 」生態介紹 

活動一:雙筒望遠鏡操作訓練 

活動二:到 林園 觀察

 

活動一: 畫出我心目中的

「林園 」 

活動二:分享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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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林園人工濕地 

四年級 課程名稱: 林園人工濕地 (高屏溪紅樹林公園)(生態保育 

環境永續 ) 

核心素養: 國-E-B1   自-E-B3 海洋教育實施內涵:海 E11 海 E15 

核心問題 1.紅樹林有那些動植物呢？ 

2.紅樹林目前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學習目標 老師運用學校自製 ppt 介紹紅樹林的種類及生態,老師帶

領學生實際到林園人工濕地，使用雙筒望遠鏡欣賞鳥

類，並認識紅樹林生態,及完成學習單並與同學分享 

跨領域 國語文  自然 

課程架構 

 

教學歷程 

    

自製教學 ppt 到紅樹林踏查 解說紅樹林植物 解說紅樹林鳥類 

    

 解說欖李 參觀生態館 

 

使用雙筒望遠鏡

觀察生態 

學習單 

林園

人工

濕地

第一單元: 林園人

工濕地的生態 

第二單元:親自拜

訪林園人工濕地 

第三單元: 

保育小專家 

(PBL 模式) 

 

活動一:說出我所知道的「林

園人工濕地」 

活動二:「紅樹林」生態介紹 

活動一:雙筒望遠鏡操作訓練 

活動二:到高屏溪觀察紅樹林 

活動一: 分組討論紅樹林生長

及復育方法 

活動二: 分享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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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清水巖探秘 

五年級 課程名稱:清水巖探秘 (生態保育 環境永續 海洋歷史 ) 

核心素養: 國-E-B1 自-E-A1 社-E-B3 海洋教育實施內涵:海 E8 海 E11 

核心問題 1.清水巖為什麼會這麼神秘呢？ 

2.清水巖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學習目標 教師運用 ppt 及影片讓學生了解清水巖的生態環境及景

點,並實際踏查清水巖,觀察清水巖地下坑道及碉堡及生

態環境。讓學生畫出到清水巖所觀察到的內容及完成寫

生,並與同學分享 

跨領域 國語文 自然 社會 

課程架構 

 

教學歷程 

    

自製教學 ppt 走訪清水巖 解說清水巖歷史 坑道探秘 1 

    

坑道探秘 2 唐榮公園解說 一傘亭眺望林源

全景 

學習單 

第一單元:神秘的

清水巖 

第二單元:親自

拜訪清水巖 

第三單元: 

海底古蹟解說員 

(PBL 模式) 

 

活動一:說出我所知道的「清水巖」 

活動二:「清水巖」生態及景點介紹 

活動一:雙筒望遠鏡操作訓練 

活動二:到清水巖踏查 

活動一: 分組製作清水巖海

底古蹟主題報告 

 
活動二: 分享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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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鳳鼻頭國定考古遺址 

6 年級 課程名稱:鳳鼻頭國定考古遺址 (生態保育 環境永續 ) 

核心素養: 國-E-B1 自-E-B1 社-E-A2 海洋教育實施內涵:海 E5 海 E15 

核心問題 1.鳳鼻頭遺址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2.鳳鼻頭遺址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學習目標 教師運用 ppt 及影片讓學生了解鳳鼻頭遺址環境特色及

生態,並實際踏查鳳鼻頭遺址。透過小組討論找出同樣擁

有海底遺蹟的清水巖及鳳鼻頭之海底遺留物有哪些不同

處? 

跨領域 國語文 自然 社會 

課程架構 

 

教學歷程 

    

自製教學 ppt 上課講解 古蹟陶片講解 生態講解 1 

    

走訪鳳鼻頭 考古練習 陶器製作 學習單 

 

第一單元:古老的

鳳鼻頭遺址 

第二單元:親自拜

訪鳳鼻頭遺址 

第三單元: 

大家來找碴 

(PBL 模式) 

 

活動一:說出我所知道的「鳳

鼻頭遺址」 

活動二:「鳳鼻頭遺址」生態

及景點介紹 

活動一:雙筒望遠鏡操作訓練 

活動二:到鳳鼻頭遺址踏查 

活動一: 小組討論清水巖及鳳

鼻頭海底遺留之不同處 

活動二: 分享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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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林園工業區 

6 年級 課程名稱: 林園工業區(生態保育 環境永續 ) 

核心素養: 國-E-B1 社-E-C1 自-E-A3 海洋教育實施內涵:海 E16 海 E15 

核心問題 1.工業區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2.工業區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學習目標 教師運用 ppt 及影片讓學生了解工業區環境,並實際工業

區參訪。觀察工業污染可能帶來的環境問題有哪些?透過

小組討論畫出友善環境的工廠樣式並分享 

跨領域 國語文 自然  社會 

課程架構 

 

教學歷程 

    

自製教學 ppt 觀察工業區 空氣汙染 水汙染 

    

 抗議事件 中油回饋地方- 

修路 

中油回饋地方- 

學校畢業典禮 

學習單 

第一單元:介紹工

業區 

第二單元:親自拜

訪工業區 

第三單元:假如我

是工廠老闆 

(PBL 模式) 

 

活動一:說出我所知道的「工

業區」 

活動二:「工業區」對地方的影

響 

活動二:到工業區踏查 

活動一: 畫出我心目中友善環

境的工廠樣式 

活動二:分享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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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校內外海洋資源整合情形 

  (一)林園區公所 

1.淨灘: 除參與區公所每年舉辦之淨灘活動外，亦會自發性帶領學生前往淨灘. 

2.櫓魚仔: 參與區公所不定時舉辦之古老捕魚活動，如櫓魚仔及牽罟等 

   

108 年春季淨灘 109 年春季淨灘 預備櫓魚仔 

  (二)漁業署:漁業署不定時蒞臨本校辦理海洋教育宣導活動 

   

108 年海洋食物鏈 108 年海洋手工藝創作 110 年鯨豚介紹 

  (三)林園區漁會: 社區漁會每年蒞校辦理海洋教育相關宣導活動 

   

手工藝創作 食魚教育 手工藝創作 

  (四)志工:本校志工透過閱讀教育推廣海洋教育 

  

導讀--黑鮪魚的旅行 導讀—墾丁陸蟹的生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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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林園圖書館: 林圖以海洋教育為主題辦理話劇、繪本展及導讀等活動 

  

林園海洋溼地生態繪本展 林半仙傳奇-話劇 

  (六)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承辦林園區海洋教育遊學路線體驗活動 

  

海洋遊學-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海洋遊學-高雄市境之南樹-汕尾 

  (七)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海洋局辦理到校巡迴海洋保育宣導活動 

  

海洋保育宣導活動-鯨豚 海洋保育宣導活動-鯨豚 

  (八)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辦理鳳鼻頭遺址鄉土教學推廣活動 

  

參觀鳳鼻頭考古教育館 考古夏令營-陶器仿作 

  (九)高雄市林園區林園愛鄉協會: 辦理濕地保育計畫到校巡迴宣導環境教育 

 

 

到校巡迴宣導-濕地公園景觀 到校巡迴宣導-倒立水母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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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素養學習成效評估: 

    海洋知識能力不只帶著走，更能自發樂觀地活出具有人文素養、同理尊重

以及高度展現雙語科技能力的「小芸朵」。  

(一) 人文素養:  

         從校園到中芸社區的海洋教育單元，緊繞孩子生活與生存的相關海洋境文

史課題；在漁港踏查中，看到漁民四季捕捞魚種的不同帶來生存所需經濟來

源，在濕地周旁的海水魚塭養殖中又另見一種漁民智慧所帶來的生存命脈，捕

撈帶出的海洋資源破壞及聰明養殖帶來豐富收入，孩子透過觀察及分享，不僅

更深認識在地文化，更能了解做得對、海洋資源便可源源不絕。 

(二) 同理尊重: 

         「工業區」課程讓學生學到雙贏策略  既要保護社區民眾的健康,也要爭取

社區該有的福利。在課程學習中透過友善工廠的理想圖設計，讓學生知道賺錢

的同時，更要有愛環境的心，每個企業只要付出那一點點的愛，集結成大愛就

能有益於我們生存的環境。 

(三) 雙語科技: 

          高年級學生學習資訊軟體技術後, 每生選擇 1 個海洋主題,並蒐集匯整網路

資源，辨別資料真偽後再進行編輯與分享，此不僅雙向檢視學生海洋知識之能

力，更培育學生具備海洋導覽員能力。除此之外為向外行銷本校海洋學校之特

色，結合雙語海洋教育建立學生與世界接軌的能力 

(四) 樂觀積極： 

        本校海洋教育不僅是知識傳遞及學生素養之養成，更希望海洋之美的療癒功

能，讓孩子在面對高度生存壓力的社會現實中，將愛海護洋的愛轉化為「樂活

積極」的催化激素，促發身旁的人看著這片中芸海洋時也能感受到愛與盼望。 

 

 

 

 

 

 

 

 

 

 

 

 

 

 

 

學生做報告使用

powerpoint 軟體學生運用 Excel 軟體做成報告 

外師教授海洋課程 
學生將作品內容與同學分享有如導覽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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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整體綜合效益與反思 

一、效益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秉著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中芸國小，如何

擺脫歲月包袱，脫離教師舒適圈，讓一個逐漸老化的社區，化腐朽為神奇？相

信社區活化的第一步，始終來自於教師願意投入的心態，雖然中芸國小 80%以

上皆是外來的教師，但是帶領孩子走向馬斯洛自我實現，成為「最好的自己」

始終是我們堅持的信念，於是經由海洋教育課程、踏查、探索、自學、雙語展

能、對外參與競賽…等過程，我們的小芸朵正隨著海風飄向美麗的築夢之地。 

(一)海兒女特有的文藝氣息 

    從九年一貫逐年按步架構海洋教育課程的點線面之後，民國 107 年開始，

我們帶著小芸朵在各項競賽中展顏，海兒女不再只是等於黝黑粗獷，更多的是

在樸實外貌中內孕著知海愛鄉樂洋的文藝氣息，如下是小芸朵們各項對外競賽

之紀錄： 

(二)雙語展翅接軌國際 

    自民國 108 年起，本校為拓展小芸朵的國際視野，特別申請本市教局雙語

特色計畫及教育部部份領域雙語課程教學計畫，透過外師資源之引進，開啟海

洋教育雙語學習之契機，讓孩子不僅可用閩南語及國語大談海洋家鄉，還可以

篇名 文類 參與比賽名稱 名次 

中芸好𨑨迌 
朗讀 

文本 

本市 107-111 學年度「咱的故鄉咱的

情」閩南語本土技藝語文交流活動閩

南語朗讀組 

入選/ 

第三名 

溼地公園好風景 
朗讀 

文本 

本市 107-111 學年度「咱的故鄉咱的

情」閩南語本土技藝語文交流活動閩

南語朗讀組 

第三名 

相招來去中芸踅踅咧 劇本 
本市各級學校母語拍拍走微電影創作

競賽 
佳作 

來去魚仔市場 劇本 
本市各級學校母語拍拍走微電影創作

競賽 
佳作 

討海人的生活 劇本 
本市各級學校母語拍拍走微電影創作

競賽 
第一名 

“異”奇〜一起 劇本 
國家教育研究院 110 年度愛學網系列

徵集活動系列 2：校園微電影實施計畫 
佳作 

漁村一家親 劇本 
本市各級學校母語拍拍走微電影創作

競賽 
 

手球明星夢 劇本 
本市各級學校母語拍拍走微電影創作

競賽 
 



20 
 

用英語簡單介紹當地海洋特色及濕地生態。下一步，跟著 2030 雙語政策之推

動，我們期待持續開展中芸國小之海洋教育雙語集錦，藉由網路無遠弗屆的傳

播功能，讓世界看到我們的努力與美好。 

   

「咱的故鄉．咱的情」 

第三名 

「討海人的生活」微電

影第一名 

「來去魚仔市場」微電

影佳作 

二、反思 

    Jean Tirol 在《共善經濟學》中提到在「好的政策」和「討好的政策」之

間，領導者需明確區分在個人、內外在誘因之間所造成的排擠效應帶來的差

距，才能做出最適的政策決定。中芸國小在海洋教育議題上帶著孩子、家長及

社區人士看到我們護洋永續的努力，但現實面的問題是；我們臨近的石化工業

卻是我們無法撼動的環境因素，政府政策這帖藥單若無法使力，海育課題永遠

只能在正負之間踽踽前進 

(一)鐵腕政策 

    工廠林立的宿命裡，看不到它所帶給中芸社區的附加利益，反倒是青壯人

口外流及新住民家庭與隔代教養結構帶來社會發展的隱憂。即便透過教育我們

可以塑造出一朵朵蔚藍燦笑的「小芸朵」，但現實環境面的污染問題，也讓我們

不得不抗議，屹立本市楠梓區多年的石化工業都能遷廠，為何獨獨林園區不

能？希望當我們第一線師生及居民正不斷戮力展現在地海洋優點與特色時，政

策也能不讓人失望地成為我們海洋教育推展的給力靠山。 

(二)共存底限 

    本市大林埔地區因嚴重環境污染，於是有了遷村的政策。而身處迷人海洋

與惱人工業的中芸人，難道得成為第二個遷村對象才能斷開空氣污染的無奈命

運嗎？在地球暖化嚴重、海洋資源短缺迅速的時刻，中芸人應該更具備海育共

識，即便社會以他利口號欲堵悠悠之口，但我們更需要提起勇氣築起底限，而

非任由石化相關工業以金錢填塞人們心中的不滿。夜晚時，當我們望向遠處那

忽明忽暗的漁船，莫忘了，這片蘊育大自然一切生命的海洋，它最終才是我們

需要守護的一塊淨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