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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成果報告 

 

 

一、 申請計畫內容簡述（與申請計畫應相符） 

以下針對本縣申請子計畫三之各項計畫內容及實施成果簡述如後： 

編號 計畫內容 實施成果簡述 

1 研發海洋教育教材  

1.1於 111年 1月 25日辦理「海洋生態遊戲工作坊—遇

見海洋之美」教師增能種子教師培訓計畫，發展本縣海

洋教育融入環境議題之互動學習媒材。  

1.2工作坊結合教學理論與實務及經驗分享，提昇教師海

洋教育課程教學設計能力。 

1.3教師增能工作坊所探究產出之海洋教育教學媒材，將

放置嘉義縣海洋教育中心供各界使用。 

2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 

2.1於 111年 7月 1日、2日辦理「不塑之客」-嘉義縣

110年度海洋減塑教師素養研習計畫，透過研習活動，充

實教師海洋塑膠垃圾議題知能。活動中藉由教學實務分

享，實地操作並進行教學設計及分享討論，激發教師海

洋塑膠垃圾議題跨領域融入教學創意思維 

2.2海洋教育共備社群，原訂於 111年 5月邀集縣內海洋

教育夥伴學校，一同前往外縣市進行海洋教育教學經驗

分享，但因國內疫情影響，以致無法如期辦理。 

3 
辦理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

動 

3.1由祥和國小辦理「海洋殿堂藏寶趣活動」，於 110年

10月至 111年 1月辦理六場次，合計共有 261人次參與，

透過海洋環境保護課程，讓學生了解海洋保育的重要

性，並透過參訪貝殼館，從導覽中體會貝殼之美。 

3.2「校版 110學年度學生海洋教育體驗課程活動」二所

辦理學校因疫情影響，致使無法如期辦理。 

 

二、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子計畫三實施過程以本學年度辦理各子計畫內容進行說明： 

(一)子計畫 3-1：研發海洋教育教材 

  1 執行內容：辦理「海洋生態遊戲工作坊—遇見海洋之美」教師增能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2 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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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邀請本縣關心海洋教育之國中小教師參與本場次工作坊。 

（2）邀請實務工作者分享海洋教育實施現況，並協助本縣教師發展在地教學模式。 

（3）由具有實務工作經驗之講師分享海洋生態遊戲設計理念，並協助參與教師進行教學    

   遊戲設計。 

  3執行進度： 

         月份 

工作項目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研發海洋教育教材      ○        

4實施過程具體質化說明 

  本場工作坊邀請社團法人臺灣自然研究學會鄭清海執行長及學會志工夥伴，上午時段

針對台灣海洋教育實施現況進行簡介，並實地操作各類海洋生態教育教具及桌遊進行操作

體驗，讓與會教師認識海洋生態教育可以藉由遊戲及教具操作，讓學生產生學習意願，並

與海洋教育連結。 

  下午時段介紹教材教具設計理念及方法，透過分組討論、決定議題、產出生態教材及

公開分享的過程，讓參與教師能夠將研習理論具體呈現並彼此觀摩。 

（二）子計畫 3-2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 

1 執行內容：辦理「不塑之客」-嘉義縣 110年度海洋減塑教師素養研習計畫。 

  2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邀請本縣關心海洋減塑議題之國中小教師參與本場次研習。 

（2）透過講師教學實務分享，讓參與教師認知海洋塑膠垃垃議題相關知能及其重要性。 

（3）結合實地參訪外傘頂洲，觀察近海生態及沙灘海漂垃圾。 

 3執行進度： 

         月份 

工作項目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研發海洋教育教材            ○ 

4實施過程具體質化說明 

希望透過辦理「不塑之客」-海洋減塑教師素養研習，讓國中小教師能夠正視相關議題。因

此研習活動一開始先就淨灘進行方式及注意事項與參加教師進行交流分享，希望除了在課堂之

中闡述相關課程之外，教師能夠有機會帶領學生實地進行親海及愛海的體驗課程。 

而帶領與會教師實地踏上外傘頂洲，除了一窺「移動國土」的奧秘，也得以實地觀察台灣

海廢情形，許多教師表示這場研習獲益良多，也學習到不少珍貴的知識。 

(三)子計畫 3-3：辦理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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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執行內容：祥和國小辦理「海洋殿堂藏寶趣活動」。 

  2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邀請本縣國中小學生參訪祥和國小貝殼館並進行海洋教育課程。 

（2）邀請本校海洋教育志工分享海洋保育課程並介紹貝類相關知識。 

（3）參訪貝殼館並由小志工進行導覽課程，實體體會貝殼之美。 

(4) 進行貝殼手作 DIY課程。  

  3執行進度： 

         月份 

工作項目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海洋殿堂藏寶趣活動   ○ ○ ○ ○ ○       

4實施過程具體質化說明 

  過去一年中，學校因為疫情影響，導致許多活動無法順利舉行。然而，為了讓縣內學生能

夠順利參訪祥和國小貝殼館進行相關課程，在疫情稍緩的期間，調整各校到校參訪的日期，讓

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本學年度除祥和國小外，另有五所國小到校參訪，參訪的師生對於豐富的課程內容、小志

工精采的導覽和手作課程皆留下了許多深刻的印象。 

 

三、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以下就計畫無法解決之問題及總體自我評估與檢討進行說明 

 (一)計畫無法解決之問題說明 

1.辦理海洋教育工作坊及教師素養研習時，縣內教師參加人數不如預期。 

2.各校辦理學生海洋教育體驗課程原本計畫於下學年實施，但因疫情導致暫停實體課程，   

致使無法順利辦理。 

  (二)總體自我評估與檢討（說明整體效益評估與檢討） 

   本縣在辦理教師工作坊及教師素養研習後，從參與教師的回饋分享中，多數都能肯定主

辧單位的用心，對於課程內容及安排也表示滿意，更願意帶著學生一同探索海洋、認識海

洋。如何讓縣內更多教師願意主動參加此類的研習及工作坊，是資源中心來年希望可以進

步的地方。 

  縣內學生可以透過實地參訪、主題學習和體驗活動，對其而言是十分難得的經驗，學

生表現出的專注學習態度和學習成果分享都令老師們印象深刻。但疫情讓許多學校無法辦

理相關活動，甚為可惜，或許可以調整辦理期程及辦理活動方式以為因應。 

 

四、 附件（詳細活動成果、活動照片、回饋單等） 

(一) 研發海洋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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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過辦理工作坊，提昇教師海洋教育課程教學設計能力 

項目 具體作為 活動成果 

1. 發展本縣海洋教育

融入環境議題之互動

學習媒材 

透過工作坊結合教學理論與實

務及經驗分享，提昇教師海洋

教育課程教學設計能力 

1. 111 年 1 月 25 日辦理「海洋生態遊

戲工作坊—遇見海洋之美」教師增能

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工作坊所探究產

出之海洋教育教學媒材，將放置嘉義

縣海洋教育中心供各界使用 

 

 

 

   

「海洋生態遊戲工作

坊—遇見海洋之美」將

海洋教育結合教具操

作 

與會教師實地操作海

洋教育教具 

利用巧手和巧思將海

廢垃圾變成獨一無二

的藝術作品 

講師及志工帶領老師

設計海洋教育教具及

桌遊 

 

 (二)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 

1.透過辦理研習，激發教師海洋塑膠垃圾議題跨領域融入教學創意思維 

項目 具體作為 活動成果 

 1. 透過研習活動，充

實教師海洋塑膠垃圾

議題知能 

1.透過教學實務分享進行教學

設計及分享討論，激發教師海

洋塑膠垃圾議題跨領域融入教

學 

2.帶領研習教師前往外傘頂

洲，充實教學知能 

1. 111 年 7 月 1 日、2 日辦理「不塑

之客」-嘉義縣 110年度海洋減塑教師

素養研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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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塑之客」-嘉義縣

110年度海洋減塑教師

素養研習計畫 

介紹本次研習課程主

軸 

講師介紹沙岸生態及

海岸生態 

講師與參加教師一同

前往外傘頂洲 

 

 

 

   

踏上外傘頂洲實地觀

察海岸生態 

觀察外傘頂洲沙岸特

色及海廢垃圾 

參與教師一同合影 研習課程介紹海洋環

境桌遊教學與應用 

 

3.1由祥和國小辦理「海洋殿堂藏寶趣活動」，於 110年 10月至 111年 1月辦理六場次，合

計共有 261人次參與，透過海洋環境保護課程，讓學生了解海洋保育的重要性，並透過參訪貝

殼館，從導覽中體會貝殼之美。 

 

 

(三) 辦理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 

1.透過海洋環境保護課程，讓學生了解海洋保育的重要性 

項目 具體作為 活動成果 

1.辦理「海洋殿堂藏

寶趣活動」 

1.透過海洋環境保護課程，讓

學生了解海洋保育的重要性，

並透過參訪貝殼館，從導覽中

體會貝殼之美。 

邀請本縣國中小學生參訪祥和國小貝

殼館並進行海洋教育課程，並分享海

洋保育課程並介紹貝類相關知識與進

行貝殼手作 DIY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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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22祥和國小

海洋殿堂藏寶趣活動 

110.11.16過路國小

海洋殿堂藏寶趣活動 

110.11.19新埤國小

海洋殿堂藏寶趣活動 

110.12.17大同國小

海洋殿堂藏寶趣活動 

 

 

 

   

111.1.07大崙國小海

洋殿堂藏寶趣活動 

111.2.25下楫國小海

洋殿堂藏寶趣活動 

參與活動學生學習單 參與活動學生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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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海洋教育課程成果彙整表 

3-1 研發海洋教育教材(下表可自行增列) 

教材名稱 教材簡介 教材性質(可多選) 

海洋生態創意桌遊 將海洋生態與環境議

題，融入創意桌遊，激發

學生學習海洋教育課程

興趣。 

☐教學策略■書面教材☐影視媒材☐其他

＿＿＿＿＿＿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國小高年級

☐國中階段 

☐縣本教材☐校本教材☐跨縣市 

☐地方特色課程☐非臨海學校融入校內課

程 

  ☐教學策略☐書面教材☐影視媒材☐其他

＿＿＿＿＿＿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國小高年級

☐國中階段 

☐縣本教材☐校本教材☐跨縣市 

☐地方特色課程☐非臨海學校融入校內課

程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活動日期 場次/梯次 人數 

海洋生態遊戲工作坊-

遇見海洋之美 

V 工作坊/會議 

☐教材推廣課程/活動 

111年1月24

日 

1 30 

 ☐工作坊/會議 

☐教材推廣課程/活動 

   

 

3-2.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下表可自行增列)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活動日期 場次/梯次 人數 

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

訓課程 

☐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工作坊

/相關活動 

V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111 年 7 月 1

日-7 月 2 日 

1 30 

 

 

 

 ☐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工作坊

/相關活動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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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下表可自行增列)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可多選) 活動日期 場次/梯次 人數 

海洋殿堂藏寶趣特色課

程 

(祥和國小、過路國小、

新埤國小、大同國小、

大崙國小、下楫國小) 

 

V 縣市層級 

V 校本層級 

V 國小 V 國中 

V 家長/社區民眾 

☐開放外縣市報名 

☐水域休閒運動 

V 產業技術 

V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V 藝術文化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V 場館參訪 

☐校際交流 

☐其他＿＿＿＿＿＿ 

110 年 10 月 22 日 

 

110 年 11 月 16 日 

 

110 年 11 月 19 日 

 

110 年 12 月 17 日 

 

111 年 1 月 7 日 

 

111 年 2 月 25 日 

6 200 

 ☐縣市層級☐校本層級 

☐國小☐國中☐家長/社區

民眾 

☐開放外縣市報名 

☐水域休閒運動 

☐產業技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藝術文化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場館參訪 

☐校際交流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