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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校/團隊基本資料 

一、 簡述學校歷史或教學團隊之成員介紹 
(一)新店高中簡介 

臨近碧潭的新店高中，創校至今邁入第31年，校歌

第一句歌詞「青色山脈，翠綠綿延，新店溪畔我家園」

揭示了校園位於新店溪旁，雖不靠海，卻將「海洋守護行動」作為校本課

程。這是基於怎樣的理念呢？ 

新店高中的校徽，上方為山，下方為水，一指學校所在新店，有高聳

雄偉的雪山支脈，有碧綠綿延的新店溪，山水相合，代表自然美麗的家園。

一指如山之屹立不搖，代表著向上發展，追求卓越，創造顛峰。源遠流長

的新店溪，虛懷若谷，不涓細流，象徵著生生不息、新新相續亙古彌新的

精神。這也與校訓「愛與理想」互相輝映，青山峰影輝映在清澈碧綠的溪

流上，源源活水，汨湧而來，「愛」就是源頭。心胸開闊、氣度恢宏，對人、

環境、以及宇宙生命的尊重、包容與關懷，親切真實地與自然同在。潺潺

溪流，充滿輕快旺盛的生命力，以智慧、毅力，勇敢奔向如浩瀚海洋的前

方。 

民國99年，也是創校的第19年，因應海洋教育白皮書，新店高中被賦

予推動海洋教育的重責大任，成為全國高中「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在接下

來的十幾年中，擔任推展海洋教育的重要基地。 

(二)教學團隊成員介紹 

108新課綱實施，海洋校訂必修課程跨科共備社群也持續運作，定期進

行共備增能並於期末檢視、省思、微調課程設計及教材教法，以求學生有

更好的學習成效。111學年度的核心成員也是校訂必修實際擔任授課、協同

或支援的教師，包含了地球科學科白佩宜老師、地球科學科陳正昌主任、

英文科施威兆老師、國文科老師洪正玲老師、國文科曾馨誼老師、國文科

柯怡婷老師共6位。 

 

新店高中校徽 

海洋守護行動教師社群的「守護海洋航向世界」研發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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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說明學校或團隊之課程教學與海洋教育推動的契機與
關係 

在新店高中承接全國高中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時，即積極招募校內校

外來自各科的種子教師，辦理海洋議題融入各科教學的研習、工作坊，培

訓海洋教育師資。自102學年度起，開設「海洋與我」跑班選修課程，為全

國提供示範-「非臨海學校的海洋教育」，經過幾年持續精修課程與擴大社

群參與人數，也在校務會議及課發會中不斷討論，多數教師決議將校本課

程訂為海洋課程，108學年度開始正式實施高一「海洋守護行動」課程。 

海洋守護行動課程除了作為海洋校本課程、多元選修課程的示範外，共

備社群也時常接受邀約，到校外分享實務經驗，例如：共備社群運作方式、

跨領域教學、海洋相關社會性科學議題融入教學的課程設計、海洋議題融

入探究實作等主題。 

即使目前高中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終止，向高中推展及示範海洋教

育的工作任務告一段落，但新店高中校訂必修持續發展滾動修正、發光發

熱，希望新店高中莘莘學子們心中守護海洋的種子成長茁壯，在追求夢想

的過程中擁有海洋精神、珍惜海洋資源，最後成為航向世界的航海王！ 

 

 

 

 

 

 

 

樹林高中【特色課程全國分享會】流程     慧治教育協會邀請線上分享課程  

新店高中海洋課程發展與精緻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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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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守護行動教師共備社群的跨科與跨領域比例極高，教師專業社群

成員以地球科學白佩宜老師為主持人，其間參與者包含化學科、地理科、

國文科、英文科、歷史科、生物科、物理科…111學年度社群包含各領域，

總人數20人。 

    海洋教育社群

的成員們會在海洋

校訂必修開課前一

個學期的期末時，

共同研擬討論下個

學期每週的課程大

綱，並利用暑假時

間準備課程、共備

討論。 

    111學年度由

核心成員白佩宜老

師、施威兆老師、

洪正玲老師、曾馨誼老師、黃信彰老師及柯怡婷老師授課，但是其他老師

仍然維持 line 群組的交流，時時分享海洋教育相關訊息也持續辦理每學期

1~2次的共備研習。擔任授課的核心成員則更頻繁地討論(每週使用 line 非

同步討論或一個月一一次聚會共備)，滾動式修正海洋校訂必修課程。 

建立 line 大群組及核心授課教師群組，以增加溝通共備效率 

自2018年起，以雲端硬碟進行教材教案的儲存、共編與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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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理念與創新教學模式介紹 

(一) 教學理念 

對新店高中而言，設為校訂必修課程的海洋守護行動是非常重要的課程，

經過社群多次的討論，得到的共識是將此課程定調為「素養導向課程」，以海

洋為跨領域題材，進行整合式的學習；以海洋作為媒材，不強調記憶性的「知

識」，而是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符應108新課綱精神。 

海洋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的重要關鍵之一，學生需了解海洋

議題並藉由海洋與世界接軌。於是，我們將課程的目標設為： 

【知識層面】了解台灣海島國家的現況與困境、地球海洋資源的危機、環境

保護的重要性及急迫性等。 

【能力層面】在海洋議題的探索過程中，學習到資料分析判斷能力、專題表

達能力及國際跨域學習能力。 

【態度層面】藉由跨領域學習，培養多元視野並關懷環境。 

【終極目標】期望學生將守護海洋化為行動，成為親海、知海、愛海的海洋

公民。 

整學期的課程以永續發展、環保科技、人文藝術、航向世界為主軸，包

含了課程簡介、十二週的主題素養課程以及期末專題報告製作及發表。 

    以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為例，由柯怡婷老師、施威兆老師共同合作「航向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海洋校訂必修課程 12 週海洋素養課程單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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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永續發展」單元共 6 週的課程，曾馨誼老師、洪正玲老師共同研發

「人文藝術」單元，白佩宜老師則運用師大科教探究平台資源，負責「環保

科技」單元，每個班級會有1位老師擔任主要負責老師，每個班群的課程由 4 

位老師共同授課，每位老師主要負責 3 週的海洋素養課程，如下圖所示。 

 

 

 

 

 

 

 

 

 

    期末進行專題報告製作與發表，讓學生有機會展現所學，發揮邏輯思考

能力、思辨能力、資訊整合能力、問題解決能力、語文表達能力、資訊媒體

能力等，也努力留下課程學習成果的歷程與省思。 

 

(二) 創新教學模式 

    一開始執行海洋課程的時

候，會發現學生對海洋有一種隱

約的疏離感，尤其近三年來，因

為疫情之故，學生很少到戶外、

海邊，缺乏親海的生活經驗。現

實日常生活中看不到海，要如何

拉近學生對海洋的距離，對海保

持關注呢？團隊有以下的教學

策略： 

1. 貼近生活，讓學生有感 

    以【C1讓海洋走進都市】單元為例，馨誼及正玲兩位老師覺得海洋離都

市人太遠，河川離我們比較近，而且河川終究流入海，藉由河川也可以讓海

深入都市。古文明的發源地都在河川，不論是兩河流域，埃及尼羅河。因此

在海洋課程中安排了河川的主題，讓學生比較容易有感，也算是讓海洋走進

都市。這個課程醞釀許久，早在疫情發展前，社群共備活動曾邀請社團法人

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郭兆偉秘書長帶領大家以騎腳踏車的方式走讀

新店溪沿岸，聽郭秘書長講解新店溪沿岸從碧潭到大稻埕的故事，從茶葉到

廟宇，原來河流就像血液一樣，灌注生命力，在台北盆地發展了這麼多的故

 5位老師協同教授兩個班群的課程，讓課程順利進行 

以學生生活為起點的課程設計，能讓學生「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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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社群老師感動之外也得到觸發，進而設計出這樣有意義的課程。老師們

自己能感動，才有機會感動學生，所以老師們自己的體驗及共備增能活動是

課程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基礎。 

2. 模擬情境，引發學習動機 

    日常生活中缺少相關體驗，還有一個方法可以補強，那就是建立模擬情

境，讓學生有所感受。在【A1漁業大亨】單元裡，先與學生討論漁會拍賣是

什麼情景，會怎麼操作，接下來就是以桌遊的操作方式，讓學生進入模擬情

境中。各組設定公司名稱及擔任職務，並在每回合的行動中，讓學生慢慢體

會到，原來大家搶著捕魚，最後沒有任何人是贏家，因為海洋漁業資源匱乏，

只能捕到海水，引發學生更深入的思考，也讓這個主題記憶深刻，永續漁法

的概念深深刻印在心裡！ 

3. 社會性科學議題(ＳＳＩ)融入海洋教育，讓學生了解真實世界的問題 

Ｂ2及 B3「海岸防護大作戰」課程，讓

學生體驗真實世界氣候變遷下的兩難問題，

要進行海岸防護工程，同時也要拯救海龜、

陸蟹，讓牠們有棲息地？為了景觀及生態，

是否願意付出更多的成本？選擇造價更貴

的生態工法？人工養灘並非一勞永逸，在怎

樣的環境及情況下，需要打造高價的「黃金

海岸」？學生在此模擬解決真實世界問題時

的過程。 

由漁業大亨桌遊情境體驗，讓學生對所學印象深刻 

學生化身為專家，為碧麗西馬海岸 

打造合適的防護方案 



第 8 頁，共 20 頁 

4. 盡量運用小組合作或學習任務，減少講述時間 

    以【B1無碳能源】單元為例，此單元不需要老師單向傳授能源相關知識，

而是讓學生進行線上課程，除了自行瀏覽外，要理解問題所在，討論可能的

機制及影響，並時時刻刻用模擬軟體來測試發電量、比較發電量及用電量數

值，必要時修正自己的策略。而【B2B3海岸防護大作戰】單元，在提出自己

的策略，並且反思優缺點後，還需要向其他人介紹自己方案的優缺點，同學

們也扮演專家，幫忙出點子及偵錯，比一般聽講更認真、更投入。 

5. 善用小白板進行發表 

學生討論時比較容易失焦，或失去團隊合作的動能，這時，使用小白板

的發表模式，可以激勵團隊，讓想放空與打混的同學有短期目標可努力。鼓

勵同學輪流擔任記錄者，也可以讓原先一言堂的情形獲得改善。 

6. 引導學生進行學習歷程回顧與省思 

    在課堂最後，要引導學生進

行回顧與反思。例如，在進行【A1

漁業大亨】後，引導學生進行反

思，可先提供鷹架，讓學生逐一檢

視、討論並回答：這個遊戲的設置

為何越到後面越不易捕魚？漁獲

量與什麼有關？要怎麼樣能夠讓

遊戲玩到第6、7輪後還能捕到

魚？同時也輔以影片欣賞《魚線

的盡頭》節錄，讓學生在觀賞完影

片後，重新思考以上問題。 

7. 時常切換上課模式 

    沒有完美無缺的上課模式，不論多麼有趣、有效的學習活動，久了也會

失去新鮮感及學習動機。好處是授課教師有 4~5 位，每位教師、每個單元的

上課模式有所不同，不會令學生彈性疲乏。而老師們重複最精彩的 3 週課程，

也不會疲於奔命，只要每周檢討做出微調，就能越改越好使課程模組精緻化。 

用小白板展現各組答案，達到快速分享交流效果 

學生喜愛與他人合作討論，甚於自己獨立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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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整體課程包含了氣候變遷、環境永續、生態保育、海洋歷史或海洋職涯等

相關議題，海洋職涯、氣候變遷在其他章節敘述。 

(一)海洋文化、海洋歷史：南島語族遷徙之謎、讓海洋走進都市（摘錄版） 

1. D2南島語族遷徙之謎 

「南島語族」這個單元歷經 3 位老師精修、改量，從版本一修改到版本

三，是社群老師不斷精進課程設計的實例： 

【南島語族版本一】從迪士尼「海洋奇緣」動畫電影的觀看經驗帶入南島語

族的概念，了解南島語族的分布與遷徙可能的原因，也透過中文主題曲-海

洋之心的音樂和歌詞，了解所傳達的海洋意象，希望學生能像女主角莫娜

(Moana)一樣，有勇敢離開舒適

圈、追求理想的冒險精神。 

【南島語族版本二】從海洋音樂

主題中獨立出來，探討南島語族

遷徙的原因以及航船相關原理，

並以「南島語族出台灣？」為主

軸，讓學生找到文本、影片中支

持或不支持「出台灣說」的證據。

希望學生知道對於南島語族遷

徙其實不會只有一種說法，歷史

課本上的說法也可能是錯誤的，

端看找到的證據與解釋的理論

是否合理？為學生「論證」能力

建立基礎。 

【南島語族版本三】這也是111

學年度的版本，承接版本二以閱

讀、理解為主要訓練的能力，新

版本與時俱進，融入了ChatGPT，

讓學生實際以Google及ChatGPT

查找網路資料，讓學生實際操

作。一開始從海洋奇緣片段引導

學生認識南島語族，並簡單認識

台灣有哪些邦交國為島國，以及太平洋有哪些島國。最後界定出「南島語族

出臺灣」之說，目前尚屬「假說」而未定論，給定小組解謎任務：南島語族

出自何處？希望學生熟悉各種搜尋資料的方式，並在過程中更加認識南島語

族遷徙，體認海洋精神，並且知道怎樣的證據可以做怎樣的解釋，言之有據。 

  

 

小組合作學習，共同討論，完成南島語族解謎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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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1讓海洋走進都市 

讓海洋走進都市課程名稱靈感來自於 CSR@天下(天下企業社會責任)的

淡水河公約「為淡水河做一件事」。發想課程之初，原本想讓學生「為淡水河

做一件事」，但學生大概只會想到淨灘之類的活動，無法發自內心覺察淡水河

與自己的關聯。因此，社群教師設計了一個活動，讓學生在空白的淡水河流

域圖上填入位置，包含淡水河三大支流、與生活用水息息相關的翡翠和石門

水庫、淡水河流域上重要的貿易河港、最後又加入本校學生大部分的居住地

(新店、景美、雙和、板橋、三峽)。這個活動藉由讓學生藉由填寫地名，發現

自己對淡水河流域的陌生，發現原來大台北地區跟淡水河這麼近，而自己卻

渾然不覺。 

在地圖上填校正各地點的正確位置後，再讓學生討論，明明淡水河就在

自己身邊，我們卻從未察覺，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請再想想如何可以補救，

讓大家更了解淡水河？ 

有了這些思考，同學對接下來要介紹的大稻埕與新店就興趣盎然。 

課本出現的大稻埕，對學生而言只是歷史地點，感覺遙遠，不少同學根

本沒去過。藉由年貨大街、大稻埕情人節煙火、霞海城隍廟，慢慢拉近與學

生的距離。接著由現在依然保留的迪化街街屋山牆裝飾，讓學生推測店家販

售商品，再回推百年歷史，回到商業繁盛賺進世界銀兩的茶葉貿易時代。也

藉由實地拍攝的迪化街屋短片，讓學生理解街屋的特色與生活的關聯。 

被稱為母親河的淡水河，除了提供運輸功能，還提供我們灌溉、儲水、

發電等滋養。介紹了灌溉大台北地區最重要的圳道，再談談新店地名由來，

及學校對面十四張農業保護區的今昔照片，讓學生對這塊土地有更深的理解。 

(二)環境永續與生態保育：海廢與我有關嗎？永續海洋 SDG14,海塑去哪兒？

（摘錄版） 

1. C2海廢與我有關嗎? 

延續上週的淡水河主題，思考我們跟海洋的距離。跳脫「人」的本位思

考，由新店碧潭堰發現洄游的毛蟹上溯為例，原來我們和海洋並不遙遠。 

[活動一:認識淡水河流域] 

一、小組活動:請在淡水河流域圖

上標出以下地點: 1.新店溪、基隆

河、大漢溪(淡水河三大支流)、景

美溪 2. 翡翠水庫、石門水庫、十

分瀑布3.淡水、關渡、社子島、大

稻埕、萬華、板橋、新店、 中

和、永和、三峽 

認識淡水河流域學習任務成功引發學生關注身旁事物，為海廢河廢議題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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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以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 

【小組討論1】：思考現今海洋面臨的問題：以「太平洋垃圾島」為例，藉由

小組以 ORID 方式討論，尤其聚焦在 I 和 D，大部分小組都知道海洋汙染會

經由食物鏈影響我們人類，但若進一步提問「素食者」會受影響嗎?不少同學

就無法想像其關聯性，有部分同學則能進而思考塑膠微粒可能經由水、甚至

是空氣全面影響所有人。 

【小組討論2】：提問「海廢與我有關嗎?」讓小組想像與討論在台灣，垃圾進

入海洋的三大過程：各組比較能想像（1）海濱廢棄物、（2）經河流入海的垃

圾，但多數人則無法想像，（3）「濱海的垃圾掩埋場」也是重要原因（觀看公

視《我們的島》：「海角垃園——不斷崩落的濱海垃圾場？」預告片）。藉影片

了解不少縣市沒有焚化爐，或是垃圾量已超過負荷，所以掩埋場一直存在。 

了解淡水河口汙染概況後，藉由影片觀看淡水河源頭，新竹尖石鄉的「塔

克金溪」概況。司馬庫斯的泰雅族人崇敬水源，部落生活全靠溪水，進入水

源區神木群還需經由長老進行祈福儀式。對比下游的汙染，兩者相較，讓學

生思考，上游崇敬水源、下游棄若敝屣的差異，關鍵原因是什麼?大家會發現

「取得愈容易，愈不懂得珍惜」的人性弱點。 

課堂上，老師讓學生猜測世界各國塑膠回收再利用的平均比例，很多學

生對於不到10%的數字感到驚訝。提醒學生即使很難完全不用塑膠，但盡量

減少一次性的使用。最後進行動手做「摺塑膠袋」，學生練習把有提把的塑膠

袋摺小，盡量讓包包裡隨時有可重複利用的塑膠袋。學習一位英國阿公，一

個塑膠袋重複使用了34年。 

隨時穿插進行小組討論與活動，有助於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第 12 頁，共 20 頁 

2. A2永續海洋 SDG14 

在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後，多數人們才注意到海洋面臨的，接下來的

主題，帶領學生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17項目標（SDGs），並聚焦於 SDG14永

續海洋目標，包含降低海洋污染（SDG 14.1）、保護和復原海洋生態系統（SDG 

14.2）、改善海

洋 酸 化 影 響

（SDG 14.3）、

落實永續漁業

（SDG 14.4）、

保護至少 10% 

的海岸及海洋

區（SDG 14.5）、

終止促使過度

捕撈魚群的補

助（SDG 14.6）

及提高永續利

用海洋資源的經濟效益（SDG 14.7）。 

接下來，以以活動引導學生閱讀三則網路文章，請學生思考相對應的 

SDG 14 海洋目標（完成閱讀、討論、小組小白板），並聚焦於永續漁業，延

續上週的Ａ1漁業大亨桌遊課程。 

學生討論、發表平時喜歡吃哪些海鮮，對於海洋文化有何想法。以影片

《全球壽司熱（04:44 ~18:51）》帶入分組討論。小組扮演政府、漁民，廚師及

消費者，以不同角度來討論如何怎麼做才能解決「全球漁業資源匱乏之問題」。 

3. A3海塑去哪兒？ 

這個單元先從國際關注的議題開始-平洋垃圾海洋與垃圾國民圖片引發

討論：垃圾島成因？塑膠垃圾（海廢）對海洋生態的影響？臺灣海洋垃圾的

大宗為何？接下來回到現實面，認識台灣目前的限塑政策，包含2022 年 12

月1日起台北市所有飲料店禁用「一

次用」塑膠杯；2023 年 1 月 1 日

開始，連鎖便利商店及連鎖速食店

必須提供循環杯租借服務；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各地方政府須提報

飲料店限用一次性塑膠飲料杯的時

程。 

接下來認識國際上運用海廢製成

的商品，並請學生小組討論創意海廢商

品行銷，準備上台呈現每組 2 分鐘。 

 在漁業大亨課程的下一週，學生針對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中的永續

海洋進行討論與發表，了解國際正在努力的目標。 

 學生選擇此單元進行期末專題報告，自製環保

商品行銷影片，驚艷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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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校內外海洋資源整合之情形 
(一) 結合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海洋職涯資源與118人力銀行桌遊 

自108學年度起到111學年度，整個課程一直沿用的單元就是【D3海洋職涯】。

社群老師們深深體會到，有太多學生、家長甚至師長，都不了解海洋職業或產

業，但臺灣是島國，海洋產業/職業是我們很重要的發展方向，故此單元是必要、

重要且無法取代的。教師們研讀了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網站的「國高中興趣對應

海洋職涯發展教學包」，並使用118人力銀行桌遊來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的學習興

趣與未來職業或可能發展的方向。課程中也播放職涯探索影片(實景版)，讓學

生更加了解海洋產業出路的寬廣與發展，此堂課對於正要選擇學群的高一學生

來說，是打開海洋視野很重要的一堂課。 

 

(二) 使用深度學習 NPDL6Cs 學生版學習進程施測 

為提升新課程實施成效，國內共29所學校組成四校群聯盟並多位專家學者

共同參與 New Pedagogies for Deep Learning (簡稱 NPDL)，新店高中即為新北校

群中的一所學校，我們使用此計畫提供的評量工具來協助學生提升後設認知能

力，詳情請見學生學習素養成效評估。 

(三) 引進師大線上探究課程，讓ＡＩ、資訊融入學習中 

    社群召集人佩宜老師長期參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相

關計畫之探究課程研發，近年來也申請師大線上探究平台課程的使用機會，讓

學生能有不同於傳統的學習體驗。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先合作進行線上探究

課程，以「氣候變遷-3.島國減碳大作戰」課程搭配【B1無碳能源】單元，在課

程中，學生深入思考「再生能源」的可能性，為學習任務中的「艾蘭國」建置

太陽能發電廠、風力發電廠等再生能源，並延伸討論2050年淨零排放的可能性。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加入【B2B3海岸防護大作戰】課程，搭配師大建置

的 AI 自動評分的網站，在課程任務中，學生要辨識「碧麗西馬海岸」所面臨

的各種面向問題，並自主學習海岸工程如海堤、突堤、護岸及人工養灘等相關

以118人力銀行桌遊（左圖）引起動機，搭配觀看海洋職涯探索影片（右圖）及學習單， 

學生會發現各種職業都可以延伸到海洋職業，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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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找到適合碧麗西馬海岸的工程方案。學生會在此介面評估、建造海岸工

程，分析方案的優缺點，並且透過與其他小組的討論、交流，嘗試說服他人。

學習過程中讓學生練習敘述能力，一方面也可以參考 AI 給出的評分。 

(四) 運用 e-Peer 共學平台記錄學習歷程 

原先只有少數老師使用這個平台，經過社群分享與討論，決議於111學

年度第二學期， 8 個班( 5 位任課教師)一起使用 e-Peer 共學平台。老師們

使用線上作業、貼文等功能，引導、協助學生回顧課程學習內容並進行深

度省思，期末也會使用這個工具來協助學生建立學習歷程檔案。 

 

 

 

 

  

與師大科教所合作之海洋議題相關探究課程，增進學生資訊判讀以及自主學習的能力 

（左圖）ＣＷＩＳＥ島國減碳大作戰       （右圖）海岸防護大作戰-海岸 SSI 議題 

學生使用 e-Peer 共學平台記錄學習歷程，除了寫作業外，也進行單元回顧與個

人省思，以利期末撰寫課程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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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邀請大學教授前來觀課，提供建議與資源 

除了在高中各領域的整合外，我們也想到，可以垂直向上與大學校系

合作。我們踏出的第一步，是邀請大學教授前來高中現場觀看海洋守護行

動課程，並在觀課後進行雙方的交流，一起探討高中課程發展的可能性。 

111學年度第一

學期，新店高中與教

育部大學招生專業

化計畫合作，邀請世

新大學行政管理學

系、中國文學系、英

語暨傳播應用學系

及企業管理學系共 

4 位教授前來新店

高中觀課，由威兆老

師進行 A2課程的教

學。 

(六) 海洋守護行動共備教師社群是最強的後盾 

在備課的過程中，最強力的支持是來自學校共備社群。社群中，成員

主要以 line 群組聯絡，不定時分享教學相關資源，並進行同步或非同步的

跨科討論。以南島語族單元為例，這個單元牽涉歷史、地理、地球科學、

生物等各領域，這時在 line 群組貼出問題，各科教師提供各自專業，經過

交流、討論，教學難題迎刃而解。 

 

 

  

海洋守護行動 Line 群組及授課教師 Line 群組提供最佳的討論與支持 

大學教授到高中現場觀課、議課，進行溝通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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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素養學習成效評估 

 
(一) 課程評量設計 

1.以 e-Peer 平台記錄學習歷程 

以下是【C1讓海洋走進都市/ 認識大台北的母親河】的評量設計，以

引導問題的方式，帶領學生關心環境，並把想法寫出來。在 12 週海洋素

養課程中，以引導問題式的作業有 6 個，包含Ａ1餘業大亨桌遊省思、Ａ

2永續發展 SDG14、A3創意商品行銷、Ｃ1讓海洋走進都市、Ｃ2海廢與我

有關嗎？、Ｄ1海神文化與海洋信仰。另外，Ｃ3河與海的小詩創作、Ｂ1無

碳能源、Ｂ2Ｂ3海岸防護大作戰課程，則以在 e-Peer 平台公開貼文的方式

寫作業，讓同儕可以互相觀

摩學習，提升撰寫作業，互

相鼓勵球進步的動力。 

2.期末專題報告 

學期成績除了有

60%為學習單及課堂

評量(15%永續發展、

15%環保科技、15%人

文藝術、15%航向世

界)、20%為期末考素

養導向試題，還有

20% 是期末專題報

告。學生自己分組，

並有限制選擇主題來

報告(主題不重複，每

班9組有12個主題可供選擇。「每個人都要上台」，強調合作而非只有分工。 

評分標準與項目以及引導問題（以【C1讓海洋走進都市】單元為例） 

 期末報告主題搭配課程，共 12 個，每個主題皆給予引導說 

明，協助同學找到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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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度學習學習進程自評單 

本校是深度學習 NPDL 新北校群學校之一，善用評量工具來協助學生

檢視自己的全球素養（6Cs）的進程，這6個素養分別是：品格、公民素養、

協作、溝通、創造力、批判思考。我們在每個素養中，選擇了一個向度讓

同學進行檢測。 

 

 

以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的前、後測結果，可發現在所進行的 6 個向度

都呈現進步，尤其在「協作：具備人際關係及與團隊合作的技能」從3.25

成長到3.62（11.26%）；「品格：對於人生和學會如何學習採取積極的態度」

從2.70成長到3.07（13.77%）；「創造力：提出優質的探究性問題」從2.87成

長到3.39（18.27%），「批判思考：能評估資訊和論點」從3.31成長到3.64

（9.68%）；「溝通：溝通的設計有考量到受眾及其影響」從3.30成長到3.60

（9.04%），「創造力」、「品格」、「協作」、「批判性思考」、「溝通」這五個素

養有明顯的進步！ 

 

 

 

 

 

 

 

 

 

 

 

 

  深度學習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的前測（學期第一堂課）與後測（學期最後一堂課） 

結果比較，每一個向度皆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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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備註 

新課綱第一年，共備社群曾以「海洋

守護行動」課程獲得108年海洋教育

創新教學優質團隊方案特優（同年

也獲頒第一屆海洋教育推手獎），依

規定三年內不得參賽。而111學年

度，以「守護海洋、航向世界」課程

再次參加選拔。 

111學年度「守護海洋、航向世界」

與108學年度「海洋守護行動」仍以

推展海洋教育，培養學生親海、愛

海、知海的理念，但也在不斷精修、

討論之下，發展出更具素養導向、更

適合本校學生的課程。 

分析課程與核心素養三面九項的對

應如下圖所示。 

 

 

 

  

海洋共備社群獲頒 2019 海洋教育推手獎 

 111學年度海洋守護行動課程以「守護海洋 航向世界為主軸，是符應新課綱素

養導向的跨領域課程，整體課程的實踐可對應「自主行動、社會參與、溝通互

動」三面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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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整體綜合效益與反思 

一、 學生學習成果 
老師們良好的課程與評量設計，以

及用心教學的成果，很誠實地反應在學

生的進步上：學生不論是在共學平台上

貼文，或是書寫作業的質、量皆有明顯

提升。尤其是自主性貼文，一開始學生

的貼文只有三四句話，到了期末已經可

以寫成短文，甚至一篇微型報告。 

 

二、 學生課外活動成果 
學生延伸的成果，包含校訂必修海洋課程學習成果表現優異，獲選參加

學習歷程檔案分享會。學生自行組隊報名參加2022這樣教我就懂-全國科學探

究競賽，獲海洋科學組佳作等。另外，學生也踴躍參加全國海洋週相關活動，

如組隊參加2023新北市海好有你海洋擂台賽、全國海洋詩徵選活動等。 

  

 近年來學生優良表現（摘錄） 

學生的作業或自發性的貼文，質、量皆 

有明顯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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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校訂必修課程及教師團隊獲得肯定 
校訂必修進行到第四年，也累積了不少的肯定，也有新聞報導與訪談報

導課程：「新店高中海洋守護行動 獲海洋教育推手獎肯定」、「這堂海洋必修

課，讓海洋真正走進孩子的生活」(國立教育廣播電台108、109年)、「青春真

偉大-新店海洋行動」（政大電台110年)。111年參加全國高優前導學校「未來

學習研討會暨博覽會」，進行

動態發表（線上直播）及靜態

發表（海報呈現） 

走過沉寂的疫情階段後，

海洋守護行動教師社群團隊

也於112年獲得新北市教學卓

越獎佳作。 

 

四、 學生課程回饋 
再多的獎項、再多的外界

讚美，也抵不過學生給的回饋，那樣讓授課老師們感到欣慰。期末課程回饋

問卷是採匿名的方式，收集學生對於課程的意見，沒有強迫也沒有加減分的

鼓勵或威脅，學生們的回饋就是團隊老師們前進的動力。在這裏，海洋教育

在不靠海的新店高中持續發光發熱著。上過海洋課程後，學生會說，臺灣是

海島國家，我們都靠海！海洋，讓我們連結全世界！ 

 111年未來學習研討會暨博覽會進行線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