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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校/團隊基本資料 

 

       

 

 

 

 

 

一、 學校歷史及教學團隊成員介紹 

(一) 學校歷史： 

        高雄為海洋城市，海洋人文與自然資源豐富，而茄萣國中位於高

雄市西北與台南市為界的海邊漁村，社區民眾生活日常與海洋息息相關。

茄萣地區自然景觀豐富，北有白砂濕地，南有茄萣濕地及豐富的

海洋環境，提供極佳的教材。遠近馳名 「興達漁港」有漁舟羅列場

面壯觀，黃昏時刻一艘艘漁船在噠噠馬達聲中返航，船上魚獲滿艙，漁

民笑意盈盈。興達觀光漁市場人群擾攘，拍賣魚貨聲此起彼落，一片熱

鬧氣象。「情人碼頭」實現高雄人擁抱海洋的夢想，也為興達港帶來浪

漫的海洋情懷，與茄萣的鄉土風情，呈現完美的融合。 

        茄萣地區人文環境豐沛，郭常喜兵器博物館、宗教廟宇、陣

頭文化融入生活。校內設置有漁村文物館，每年提供學區內學校團體

來校參觀，故校內同仁有志一同將推動海洋教育定為學校願景，期待培

養具有感恩、向上、健康與國際觀的海洋公民。 

 

                                                       學校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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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教學團隊之成員介紹  

1.王東進校長 (社會領域、高雄童軍會國際組召集人)方針擬定與執行督導，

爭取課程經費，人力與資源之提供與整合。為茄萣國中首席教師及課程推動的

總舵手，對於茄萣在地海洋教育推動不遺餘力。 

2.鄭寶猜主任 (教務主任、童軍教師、高雄市海洋教育種子教師、高雄市探索

教育課程委員)因熱衷戶外活動，進而長期從事海洋教育之推動，致力海洋教育

與童軍教育之融合課程之推廣，如海洋休閒、海洋資源與永續、參與多元海洋

休閒與水域活動課程等。亦為高雄市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及高雄市探索教育課程

委員。了解我國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積極參與海洋保 護行動，擅長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等校內活動辦理，擅長於課程中帶領學生體驗海洋文化之美，結合各

領域與綜合領域進行跨領域海洋課程設計，引發學生對於海洋環境保護之共鳴。 

3.胡嘉軒主任 (學務主任、自然領域教師) 茄萣三十年資深教師，從年輕就在

茄萣服務，對海洋有濃厚情誼，喜愛戶外海洋活動，校內設置有漁村文物館，

每年提供學區內學校團體來校參觀，都是由他擔任導覽員，對於展覽的文物都

能知悉透徹，並依照學生年齡層的需要而加深加廣的分析與解說。 

4.林毅成主任 (總務主任、體育教師、高雄市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104學年度擔

任本校教務主任時期，將海洋教育融入之學校活動中，帶領學生進行海洋戶外

體驗、參與多元海洋休閒與水域活動課程，熟練各種水域求生技能，並安排學

生認識並參與安全的海洋生態旅遊。 

5.鄭世安老師 (美術教師) 支持海洋戶外教育體驗，並擅長將海洋意象融入藝

術創作並進行跨領域教學，如本校新校徽設計、海廢創意、海洋藝廊等課程之

推動。 

6.林春旭執秘 (資訊執行秘書、科技領域教師) 茄萣在地子弟，從小海邊長大，

對海洋有濃厚情誼，喜愛故鄉的在地民俗風情，利用本身生活科技專長及資訊

專長帶領學生探討船舶的種類、構造及原理，並帶領學生實際製作課程。   

   

海洋教育小組會議 教師群精進新課綱研習 教師不斷自我教學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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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團隊課程教學與海洋教育推動的契機與關係 

臺灣是四周環海的島國，高雄是一個聞名的海洋城市，有著豐富的海港文

化、歷史與自然資源，高雄市的各行政區中，極東及極北端為桃源區、極南端

為林園區、極西端為茄萣區。而我們茄萣國中亦是臨海的學校。海~是茄萣居民

成長中共同的記憶以及不可或缺的經濟命脈之一，與海友好的和平共存是所有

人的祈願。然而因茄萣區被列為危險的戲水海域，加上從小耳濡目染的叮嚀

『海是危險的，千萬別靠近，不然會有…的後果』，外加孩子習慣聲光刺激的線

上遊戲，逐漸遠離了與我們如此親近的海洋。因此我們希望透過課程帶著孩子

透過五感學習來欣賞海洋之美，而學校教師一致認為讓學生了解、親近自己生

長的環境，進而喜愛自己生長的土地是非常重要的，海洋教育課程更是必須紮

根在學生生活中。深耕海洋議題於各科課程與社團活動、學校活動中，讓多采

多姿的海洋課程透過各科不同專業的教師，培育出知海、親海、愛海、護海的

地球公民。 

 

貳、海洋教育創新教學說明 

一、 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 

        團隊教師在形成之初，已於各自領域投入海洋教育相關工作多年，並時有

支援彼此海洋課程，故可跨領域合作方式運作。也透過交流與分享讓校內教師

不斷產生創新的課程，並引進專家進行課程諮詢，搭配創意多元的海洋教育媒

材，除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外，也能喚起學生對海洋議題的關注，擴大海洋教育

在校內的影響力，進而提升全民素養，達成海洋永續之願景。  

(一) 運作模式:  

       1. 成長共學：專業社群辦理教師增能、共備、觀議課與彼此對話、回饋 。 

       2. 跨域共備：利用共同空堂時段進行共備，建立 Line 群組隨時資訊交流及  

                              分享。 

       3. 媒材研發：設計以學生為主體的海洋素養導向教案，並進行課程實作探 

                              討。 

       4. 多元評量：除學習單外，重視觀察與實作，依學生學習狀態調整教學方 

                              向程度。  

(二) 發展歷程: 

★104-107學年度~萌芽期 

推動夏日樂學試辦計畫 

申請動態與靜態的體驗活動等各項計畫，經費挹注增加教學多元性，引導

學生關懷在地文化、活用課本知識，經由理解而認同在地，進而為這塊土地付

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桃源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林園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茄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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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地圖製作 茄萣濕地食物鏈介紹 濕地生態介紹 

 
  

二仁溪生態簡介 茄萣漁業導讀 漁村文物館導覽 

   

茄萣陣頭介紹 茄萣濕地候鳥觀察 白砂濕地踏查 

成立海洋教育跨校專業學習社群 

         (茄萣國中、興達國小、成功國小、砂崙國小) 

(一) 本社群成立透過領域小組聯席會議推動產生：本社群成立透過領域小組聯     

席會議推動產生，跳脫陸地為主的思考枷鎖，從海洋範疇的學習領域中，著

重如何使學生了解海洋相關知識、科學原理及生物多樣性概念後，延伸學生

往後永續利用海洋的能力;透過社群合作協助模式，推動共同研發在地化生

物多樣性教材及模組化課程、發展多元職業試探機會，使學生能從認知、研

究及發展，充分使海洋素養融入學生生活，將永續海洋的能力付諸行動實

踐。 

(二) 領域會議的運作成效與瓶頸：本社群領域會議的運作模式，以定期召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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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小組會議分享討論各校研發課程情形，增進各校專業交流與執行困難之  

 檢討策進模式;目前而言，多數教師不了解海洋教育之精髓，多將海洋教育 

 認知為海洋環境教育或海洋休閒教育，因此有待盡快在社群擴散正確海洋 

 教育概念，將社群導正海洋教育的概念發展至各校推廣。 

(三) 海洋教育核心學校社群運作說明：本社群以發展生物多樣性在地化教材為 

 社群發展主軸，以讀書會、研發課程及課程發展歷程討論為主，開立書目  

 規劃教師研讀宏觀海洋教育及微觀生物多樣性的知能，透過讀書會方式精 

 進海洋教育素養;在研發課程及歷程方面，定期召開領域小組會議分享討論 

 各校研發課程情形，增進各校專業交流與執行困難之檢討策進模式。 

(四)主要目標： 

     1.推展海洋教育在地化思維，使本社群學校了解生物多樣性在海洋社會及永 

        續海洋中扮演的角色，進而規畫學生能如何運用海洋，妥善運用在地化海 

       洋資源，有效深耕學生未來工作職業之試探及啟發，以海洋為本塑造全人   

       教育。 

     2.善用讀書會分享學習成果，給予社群學小客觀之海洋素養概念分享，彌補 

       師資養成未受海洋教育之不足，達成厚植社群學校海洋素養實力之目標。3. 

       鼓勵本社群教師自我成長，透過讀書會分享、專題演講、教學實務經驗分 

       享與回饋，達成有效推展海洋教育-生物多樣性之短程目標，完成永續海洋  

      社會之遠大目標。 

海洋教育核心學校-生物多樣性組 

(一) 社群目的：推展海洋教育在地化思維，使本社群學校了解生物多樣性在海 

       洋社會及永續海洋中扮演的角色，進而規畫學生能如何運用海洋，妥善運

用在地化海洋資源，有效深耕學生未來工作職業試探及啟發，以海洋為本

塑造全人教育。 

(二)善用讀書會分享學習成果，給予社群學校客觀之海洋素養概念分享，彌補師

資養成未受海洋教育之不足，達成厚植社群學校海洋素養實力之目標。 

(三)鼓勵本社群教師自我成長，透過讀書會分享、專題演講、教學實務經驗分 

享與回饋，達成有效推展海洋教育-生物多樣性之短程目標，完成永續海洋

社會之遠大目標。 

辦理精進教學品質計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透過海洋教育理論與海洋環境科學概論、海洋事務概論、海洋故事、海洋

生物多樣性為教材，做為推動本社群學校特色課程、與增進學生學習成效之提

升。邀請專家學者、相關大學院校研究指導、提升教師海洋生物教育相關知識

與教學能力之提升。蒐集本區各校目前研發之各種海洋生物教育之教材及媒體。

整合現有各領域及校內外研發教材，發展茄萣區校本海洋教育教材。 

       本社群跳脫陸地為主的思考枷鎖，從海洋範疇的學習領域中，著重如何使

學生了解海洋相關知識、共同研發在地化生物多樣性教材及模組化課程。重視

海洋教育的精進與創新，符合本市的計畫目標與重點並發展多元職業試探機

會，使學生能從認知、研究及發展，充分使海洋素養融入學生生活，將永續海

洋的能力付諸行動實踐。透過讀書會經驗分享、教學研討，發展出有效能的教

學熱忱，彌補師資養成未受海洋教育之不足，達成厚植社群學校海洋素養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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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標。邀請大專院校及專家蒞校指導，有效運用相關資源並鼓勵本社群教師

自我成長，達成有效推展海洋教育-生物多樣性之短程目標。 

 

 

 

   
參觀樂活帆船學校 游泳教學暨水上自救 二仁溪生態環境觀察 

   

茄萣濕地賞鳥 參觀遊艇內部構造 白砂濕地生態觀察 

  
 

水域安全宣導 濕地踏查 乘坐遊艇新體驗 

 

★108-109學年度~發展期 

辦理茄萣濕地戶外教學 

        本校結合社區人力資源提供學生各項課外學習活動、讓學生能夠有豐富多

元充實的生活，發展學生個人興趣與潛力，並且關注茄萣地區風情人物，培養

學生節能減碳、愛家愛鄉的精神，並凝聚社區向心力，增進地方福址。 

         藉由本次辦理戶外教學活動，提高學生養成健康體能及學習環境生態永續

共存概念，增進社區環境認同感，在活動中潛移默化學習，建立正確的人生價

值讓學生能夠深刻認識社區環境共生。 

       將環境生態議題融入本校環境教育推廣活動教育中，讓生態教育永續價值

觀觀念，融入日常生活中，結合在地特色溼地環境課程教育與溼地教材資源發

展，提升本校環保意識，並以學校平日上課課程學習與學生實際參訪濕地作為

題材，融入學生的各項環保創意與保育價值概念，達到教育目標。  



8 
 

        藉由本活動宣導節約能源觀念，使其成為國家建設的原動力。推動節能減

碳生活素養，落實節能減碳，深植永續能源之目的，有效的運用能源必須從全

體國民做起，加強全民正確使用能源的觀念，需從日常生活活動中去落實，故

在積極發展新能源的同時，我們應將能源提高它的使用效益，並減少能源的無

謂浪費，積極落實節能，並營造全方位的社區環境共生。 

 

   

茄萣濕地踏查 參與社區漫遊茄萣~烏比幸福 海洋學堂夏令營之旅 

   
海洋休閒-划龍舟 海洋休閒-SU 立式划槳 認識黑面琵鷺生態 

   
認識在地濕地特色  海洋休閒-獨木舟 社區服務-濕地維護 

 

★110~111學年度~成長期 

與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合作辦理水域安全及海洋環保課程 

       為了提升學生對於水域安全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宣導「救溺五步、防溺十

招」水域安全基本概念，透過實際操作救生圈及拋繩帶等救溺動作，讓學生在

戶外戲水時能有更安全概念自保，且遇到事故時，能從容應對。為增強學生對

於海洋環境保護的概念，透過友善釣魚的遊戲活動，說明海廢的影響與重要性

以及如何減少海廢的觀念。透過實際演練，利用拋繩帶、救生圈、竿子等器具

讓學生進行實際演練救溺的動作，並透過遊戲的方式加強學生正確的動作要

領。課程結束後，讓學生上台分享活動所學的反思回饋。在海洋環保課程中，

說明海廢的嚴重性與重要性:以案例說明海廢的影響與重要性，同時說明臺灣海

洋廢棄物的統計及組成。如何做到減少海廢:了解目前的海洋環保政策，如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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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自身生活習慣及影響改變環境，如改變生活習慣，甚至參與淨灘或淨海的活

動。透過實際演練，透過釣魚遊戲的活動體驗，讓學生體驗海廢的影響，同時

也帶入如何減少海廢的行動。課程結束後，讓學生上台分享活動所學的反思回

饋。 

   
危險水域安全宣導 防溺五招教學 練習拋繩救援技術 

   
認識海洋廢棄物 師生一起學習使用釣竿 教師教學研習 

   
練習搭建橋樑結構 魚標本製作  海洋休閒-立式划槳 

 

參與國教署安全教育重點學校(高雄市唯一國中入選) 

      111學年度為培養學生海岸活動的安全意識，並透過影片觀察及實際踏查探

索，發現海洋生態地形的不同與變化，培養對周遭環境的好奇、主動探索的態

度。同時也著重海洋教育課程架構統整、在地文化推展以及結合童軍教育，將

課程滾動式修正。 

        成立安全教育課程規劃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針對課程實施討論與備課。

邀請高雄科技大學李孟璁教授團隊，指導「海友茄萣&烏比幸福」海洋教育課

程規劃，提供海 洋課程設計諮詢與輔導，持續優化課程，讓課程也有不同面向

的學習與評量評量，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任課教師於每次課程實施後記錄

並反思，於教學研究會中分享。 

       藉由「海友茄萣&烏比幸福」，培養孩子具有健康、向上、感恩和國際觀的

視野，成為自主學習、合作共好的茄中人。茄萣國中是臨海學校，學校教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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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認為讓學生了解、親近自己生長的環境，進而喜愛自己生長的土地是非常重

要，但對於「海洋」如同熟悉的陌生人，家長的職業與海相關的產業比例並不

高，但因土生土長的「海洋風」沒有詩人的浪漫的情壞，卻有討海人的堅毅與

海派，所以教師群們更認定海洋教育課程是必須紮根在學生生活中，不只給學

生「知識」，更給學生有「行動」的機會，讓學生在對海洋認識的基礎後能對海

洋有所反饋。 

   
海洋教育團隊定期召開會議

檢討並分享教學經驗。 

海洋教育團隊利用共同空堂跨

域共備，檢討並分享教學經

驗。 

高科大李孟璁教授定期到校協

助課程調整與規劃。 

   
引入外部資源入校，精進教

師對海洋課程永續發展的認

知。 

鼓勵班級學生參與海洋教育活

動體驗(702.803班)。 

探討人類活動對海洋生態的影

響。 進而了解海洋資源之有

限性，保護海洋環境。 

   
擴大校內外師生及家長參

與，推展海洋課程於社區。 

透過大手攜小手，社區青年與

校內師生合作，為海洋環境盡

心力。 

成立茄萣童軍社區讓轄區國小

師生及家長一起攜手維護海洋

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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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理念與創新教學模式介紹 
       全球逐漸重視海洋議題，積極展開海域資源調查、擴展海洋活動範圍，建 

立守護海洋共識，並透過教育讓人民學習及認識海洋。茄萣國中因為地理條件

的優勢，海洋教育課程發展的面向首先著重在自然海洋，再逐漸擴展到社會海

洋與人文海洋，最初的海洋教育以鄉土教育完主要範疇，因此海洋教育的實施

自然要結合社區資源，甚至結合社區教育一起推展，本校在課程的整體規劃與

發展上，以海洋教育為核心來架構校本課程。  本校海洋教育課程為各領域融入

教學，推動期程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份：運用彈性課程時間，發展並實施學校海洋教育課程。 

第二部份：結合性內外資源及社區產業發展，營造優質多元的學習環境。 

第三部份：各領域依部定課程內容需求適時融入海洋教育相關課程，深入 

                              探討海洋議題。  

(一) 海洋科學與技術：認識茄萣海岸線、濕地生物、火力發電廠參觀、      

  水質檢測。 

(二) 海洋休閒：茄萣濕地生態踏查、黑面琵鷺及各類候鳥觀察、水域

休閒活動體驗。 

               (三)海洋社會：興達漁港、金鑾宮媽祖等四大廟宇信仰。  

               (四)海洋資源與永續：移動的海洋教室、認識蚵與文蛤的友善養殖。  

               (五)海洋文化：海洋新詩創作、海廢藝術創作。  

 

三、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將各領域課程依照內容需要將海洋教育實際融入教學中，讓茄萣國中的學

生不僅具備專業海洋知識，更具備完善的實踐能力。 

       ●社會領域 

認識台灣地理位置的特色，說明四面環海的國家如何發展海洋相關

產業，在發展產業的同時如何兼顧海洋保育，並落實海洋環保。 

  
海洋相關產業~烏魚子包裝設計 海洋相關產業的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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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學領域 

了解海洋中的各種物質，說明如何處理肉眼看不見的塑膠微粒，促

進海洋環保，且讓學生了解塑膠微粒進入生態循環對海洋保育的傷

害。 

  

魚標本製作 水質檢測 

  

濕地植物復育 檢測水質酸鹼度 

  
教導轄區國小生運用科技處理海廢 觀察濕地候鳥生態 

 

●語文領域 

透過閱讀海洋文學作家的作品，了解海洋意象並引導學生寫作關於海洋之文學

作品，以及理解海洋保育是生態保育的重要策略之一，多元層面關注海洋教育

議題，為自己重視的海洋教育議題發聲。邀清專家學者入校分享文學之美以多

元方式了解海洋文化，並體驗海洋休閒與重視戲水安全的親海行為，進而感受

海洋文化的愛海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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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福男先生講座 高雄總圖海洋主題書展 

  
在地文史介紹 國文科融入海洋生物危機主題 

 

 

 

 

●健康與體育領域 

結合水域休閒運動參與的運動傷害和防護概念，強化離地漂浮能力、戶外戲水

自救和求救安全知識。參與多元海洋休閒水域活動，學習水上活動之知識與技

能；透過了解海洋保育，參與海洋休閒水域活動以不傷害海洋的前提進行，知

海以後更親海進而愛海。 

 
 

 

海洋休閒活動體驗 海洋公園路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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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安全教學 水上活動之急救練習 

  
遊艇安全駕駛 搭乘船隻能正確穿著救生衣 

 

●藝術領域 

說明海岸周邊環境，並以寫生活動親近海洋，創作心目中的海洋意象，以藝術

層面關注海洋教育議題，為自己重視的海洋教育議題發聲。 

 

  
製作船體基本結構 音樂~討海人的心聲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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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在地文化的許願卡 學生創作學校意象徽章 

  
文創烏魚子包裝  傳統藝術賞析  

 

 

●綜合領域 

探討生活周遭潛藏危機的情境，學會多元水域休閒活動的知識與技能，並

提出化解危機的資源或策略。在進行戶外休閒活動時，可爰引海洋休閒活

動與海洋生態旅遊的例子，辨析其所潛藏的自然危機或人為危機。 

  

濕地、潟湖生態認識 社區服務~淨灘與認識海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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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區服務-濕地植栽復育 社區地理位置認識與踏查 

  
參與社區服務-淨灘活動  參與世界童軍國際行動方案  

 

四、校內外海洋資源整合之情形 

  
與在地雄市茄萣舢筏協會長期合作海洋課

程推動。 

結合高雄圖書館總館及茄萣分館辦理海

洋圖書展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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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參加高雄市教育局舉辦的海洋教育種

子師資培訓(鄭寶猜主任、林毅成主任)。 

與他校策略聯盟-教學資源共享。 

  
長期建立轄區內國中小聯盟從事海洋教育

課程。 

長期與在的民信仰廟宇合作，配合民間

海洋信仰文化活動。 

  
邀請國際教育專家潘道仁校長到校分享海

洋教育與永續發展課程。 

定期邀請自由時報記者也是在的茄萣人-

蘇福男先生，到校與學生分享茄萣的前

世今生與廟宇文化。 

  
校內館藏豐富的漁村文物館。 校內童軍團參與國際性童軍交流，讓茄

萣國中海洋教育更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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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風校園景色~社區捐贈古物 在地特有的廟宇文化~金鑾宮 

 

 
海浪式的建築校舍，搭配藍天白雲，譜出

最美海洋風的校景。 

結合社區發展協會讓觀光魚市場更具特

色 

  
海洋風校園景色~師生共創作品 與本市各科技自造中心合作，透過師生

研習精進對海洋科技的認識。 

 
 

與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環境教育學院劉瑞美

教授團隊長期合作二仁溪水域環境課程。 

本校為高雄市海洋教育核心學校，教育

局海洋教育活動本校皆為參加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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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素養學習成效評估 
茄萣位於危險海域範疇，雖無法體驗茄萣海域的現場戲水活動，但

是鄰近的二仁溪及茄萣濕地及興達港港等著名水域環境，都是獨一無二

的天然資源，無法被人工取代。而體驗海洋休閒與重視戲水安全的親海

行為也可利用情人碼頭的內灣環境，可徜徉風帆、獨木舟與 SUP 等休

閒課程。在了解海洋社會與感受海洋文化的愛海情懷上，也以采風當地

人文、廟宇、在地海洋文史及慶典，讓學生透過實地踏查更認識自己的

家鄉與愛上它。針對探究海洋科學與永續海洋資源的知海素養，國中生

的知識也許不足，但經由教師及內外部的資源介入，讓更專業的人員帶

給學生不同於課本中的知識，而是能實際落實在日常生活中，享受海洋

之美外，更能懂得珍惜它。 

  
能辨識危險並尋找救援 將習得的雙旗技能，實作求救訊號 

  
小組製作 PPT 報告面臨的天災或人禍

的來源及因應策略 

有辦別方位概念 

  
針對濕地捍衛提出個人意見 針對濕地捍衛提出標語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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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巾包紮實作技能 從事休閒活動的風險評估及預防 

 

參、整體綜合效益與反思 

        

        一、整體綜合效益: 

        群策群力的跨域共備讓海洋教育教學上不孤單，身處四面環海的台灣，

推動海洋教育議題為所有台灣人重要的課題，我們都應建立海洋基本素養，

達成「親海、愛海、知海」的願景，將海洋議題融入教學並實踐海洋教育，

學習海洋保育、海洋環保、珍惜海洋資源進而達成海洋國家的永續發展。 

        

       二、反思:             

        教師增能-透過校內外辦理的海洋教育研習及教師自主參與戶外踏查及        

                         體驗提升教師海洋知能與海洋創新課程設計的專業，累積教 

                         學量能。 

 

   社區共榮-學校與社區共生、共存、共好，透過學生探索自己既熟悉又 

                    陌生的社區，讓學生更認同自己的海洋文化，讓社區民眾與 

                    學校師生共同為海洋教育盡一份心力，深化學校與社區的連 

                    結。 

          

              學生成就-透過戶外海洋體驗、社區踏查、溼地環境認識與保護等，深 

                               化學生 對海洋的喜愛及認識，提升學生素養導向的學習，增  

                               加自主探索的機會 與時間，而認知、情意、技能都能達成的 

                               教育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