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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 99 年度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推廣計畫成果報告 

壹、前言 

    海洋是生命之起源，從全球逐步重視海洋議題、各國紛起串連建立守護海洋

共識，人類開始學習謙虛地重新認識海洋。我國位處海洋要地，「海洋立國」更成

為未來發展的利基與轉機，臺北縣地處臺灣本島北端，人口數約佔全國六分之一，

縣境內有九個鄉鎮市濱臨海洋，海岸線長達一百二十餘公里，對於海洋，臺北縣

民歷來在文化傳統、教育推動、環境保護、經濟發展、交通運輸、公共建設與觀

光遊憩等，向來有緊密之互動。  

 

貳、97 年度計畫---  

一、計畫重點 

(一)成立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統籌海洋教育事務。 

97 年成立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由本縣教育局專責推動海洋教育，並由教研

中心、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學校與藍星學校進行海洋教育實施之各項準備事

務。 

(二)設置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充實海洋教育資料。 

設置臺北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於貢寮鄉和美國民小學，以該校發展之具有

海洋內涵之特色課程與既有之海洋特色展示中心，以推動海洋教育教學事

務。 

(三)設立海洋教育諮詢專線，提供教學相關資訊。 

97 年 9 月於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設立海洋教育諮詢專線，協助本縣教師與家

長有關海洋教育理念溝通、教學資源資訊與海洋教育相關活動之說明等事

宜。 

(四) 建置海洋教育教學資源網站，搜集海洋教育人才資料、教材資源與教學媒

體。於 97 年建置海洋教學資源網站，目的在於搜集、整理、交流海洋教育

之各項支援系統，以網路之影響向師、親、生傳達海洋教育理念。 

(五)邀集海洋特色學校，成立海洋教育藍星學校，發展本縣海洋教育課程。 

97 年以本縣現有參與特色學校方案具有海洋相關課程之學校為課程發展之

基礎，成立藍星學校。97 年推動迄今，目前有 25 所學校參與。 

(六)編製本縣特有海洋教育相關補充教材學習手冊、學習單。 

(七)辦理教師、家長海洋生態體驗活動。 

辦理各校教師及家長團體海洋生態體驗活動，藉由實際參與海洋生態體

驗，從親近、接觸、體會到感動海洋的歷程，增加親師投入海洋教育議題

的動力。 

(八)推動海洋特色學校交流與親子遊學課程。 

結合本縣海洋新樂園之特色學校(計國中小 16 校)遊學方案，鼓勵及補助各

校參與海洋教育相關校際交流與宣傳鼓勵親子從事海洋議題等相關遊學。 

(九)推廣海洋休閒運動教育。 

結合本縣辦理「運動 333  健康 999」指標計畫之提升學生游泳能力與水上

運動，推展海洋休閒運動教育。 

 二、重要推廣活動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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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項推廣計畫統計表 
項目 數量 參加人數 辦理學校 備註 
藍星學校海洋教

育工作坊 
5 場次 250 人次 野柳國小、石門國小 

和美國小、大鵬國小 
金山高中 

每場次 50 人 

教師海洋生態體

驗 
2 梯次 100 人 和美國小 每場次 50 人 

家長認識海洋環

境活動 
2 梯次 160 人 鼻頭國小 

野柳國小 
每場次 80 人 

小計  510 人   

(二) 教材研發件數統計表 
項目 內容 件數 辦理學校 備註 
專刊 海洋運動篇 1 野柳國小 提供全縣國中小各校一

本，作為實施海洋教育參

考教材。 
海洋文化篇 1 和美國小 提供全縣國中小各校一

本，作為實施海洋教育參

考教材。 
摺頁 臺北縣推動海洋教育理念文宣

品 
1 和美國小 放置海洋教育資源中

心，供參觀者參考。 
成果專輯 介紹臺北縣藍星學校海洋資源 1 藍星學校共同編輯 提供全縣國中小各校一

本，作為實施海洋教育參

考教材。 

小計  4 件   

(三) 其他 
項目 件數 內容 辦理學校 
1.建置海洋教育資源網站 1 網址：oceanedu.tpc.edu.tw 和美國小 
2.建置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1 採購高低櫃（1 組）、白板（1）、投影機（1）、

布幕（1）、資訊櫃（1）及購置海洋圖書（225
冊）與海洋視聽媒體（124 片） 

和美國小 

 

參、98 年度計畫 

一、計畫重點 

(一) 延續並充實 97 年形成準備期之各項內涵 

1.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圖書、設備、情境建置與相關設施。 

2.延續辦理 97 年各項教師、家長、學生海洋教育知能講座、推廣體驗活動。 

(二) 與各公、民營海洋場館及大專校院相關系所建立海洋教育支援體系 

(三) 辦理校長、主任與教師海洋教育議題理念宣導、增能與課綱說明研討會。 

(四) 辦理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透過辦理海洋教育種子學校(藍星學校)工作坊，帶動縣內教師增能與培 

      訓具有海洋運動(浮潛)證照教師。 

(五) 辦理縣市交流參訪活動 

      藉由參訪其他縣市海洋教育資源場館與推動海洋教育作法，促進本縣海         

      洋教育之推動。 

(六) 完成海洋教育中心支援平台 

      充實並推廣本縣海洋教育資源網站之內容與運用，並宣傳資源網路成為  

      推動本縣海洋教育之資訊與資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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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辦理海洋體驗遊學與生態教學活動 

      透過縣境內海洋特色學校遊學、校際交流與推展水域運動，帶動安全的 

      海洋運動風氣。 

二、重要推廣活動與成果 

(一) 辦理各項推廣計畫統計表 

編號 項目 數量 
參加 
人數 

參加對象 辦理學校 備註 

01 教師海洋生態體驗 2 梯次 100 人 中小學教師 和美國小 每場次 50 人 
02 家長認識海洋環境活

動 
2 梯次 95 人 本縣家長 中角國小 

老梅國小 
60人28個家庭

(中角) 
35人15個家庭

(老梅) 
03 藍星學校海洋教育工

作坊 
4 場次 120 人次 藍星學校校

長、主任、承

辦人 

和美國小 
米倉國小 
貢寮國中 
鼻頭國小 

每場次 30 人 

04 中小學教師與學生海

洋環境與生態議題講

座 

教師 10場
學生 20場

2300 人 中 小 學 教

師、學生 
各承辦學校 教師每場 30 人

學生每場 100
人 

05 促進中小學校長海洋

教育知能研習 
1 梯次 76 人 97、98 年新任

及調任中小

學校長 

和美國小  

06 推動中小學海洋教育

全縣教務主任研習 
2 場次 217 人 中小學教務

主任 
和美國小  

07 推動中小學海洋教育

教師增能研習 
3 場次 300 人 中小學教師 大鵬國小 

澳底國小 
八里國小 

每場次 100 人 

08 推動中小學海洋教育

中級潛水種子教師培

訓 

1 梯次 10 人 中小學教師 和美國小  

09 推動中小學海洋教育

參訪 
1 梯次 40 人 藍星學校 和美國小  

小計   3,258 人    

(二) 其他 

編號 項目 內容 辦理學校 

01 海洋教育資源網站 1.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維護、美編、版面更

新、新功能模組開發，為期一年。 

2.98 年度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專線電話費。 

和美國小 

02 建置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 
1.設置海洋教育多功能展示櫥櫃。 

2.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空間海洋意向佈置。 

3.購置海中專用相機。 

4.購置播音設備、壁扇。 

和美國小 

 

肆、99 年計畫 

一、計畫重點 

(一)延續並充實 98 年教育推廣期之各項內涵。 

1.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圖書、設備、情境建置與相關設施。 

2.延續辦理 98 年教師、學生海洋教育知能講座、推廣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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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各公、民營海洋場館及大專校院相關系所建立海洋教育支援體系。 

(三)辦理教師海洋教育教師增能研習。 

透過海洋教育相關課程觀念及臺灣生態環境議題等專題演講結合本縣海洋

特色學校實務經驗分享方式，提昇教師海洋教育知能。 

(四)辦理海洋教育運動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透過辦理海洋教育運動種子學校培訓課程，帶動縣內教師增能與培訓具有

海洋運動(潛水及浮潛)證照教師。 

(五)辦理海洋教育教學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透過海洋活動體驗及能力指標深化，進而產出相關課程設計，並透過授證

協助推廣海洋教育教學活動。 

(六)辦理海洋教育數位教材甄選比賽。 

   透過辦理數位教材甄選比賽，鼓勵教師進行海洋教育數位教材開發，增加

海洋教育教學資源。 

(七)完成海洋教育中心支援平台。 

      持續充實本縣海洋教育資源網站內容，並推廣資源網路成為推動本縣海洋

教育之資訊與資源平台。 

(八)辦理學生海洋環境與生態議題講座。 

    透過動態活動與影像教育素材，讓學生暸解臺灣近年來嚴重的海洋生態破

壞問題，使海洋生態保育觀念在校園中紮根。 

(九)編印海洋教育教材及補充資料。 

      彙編本縣海洋教育資源及教材（如：海洋教育課程設計、海洋教育數位教

材成果彙編等），提供學校推動之參考。 

(十)辦理藍星學校策略聯盟工作會議。 

      透過藍星學校策略聯盟工作會議討論，分享推動海洋教育經驗及協助辦理

臺北縣海洋教育推廣業務。 

(十一) 辦理家長海洋教育增能課程。 

    由本縣藍星學校運用解說導覽及參觀體驗活動介紹各自獨特的海洋特色，

使家長體認海島臺灣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及文化，並瞭解海洋教育之重要。 

二、重要推廣活動與成果 

(一) 辦理各項推廣計畫統計表 

編號 項目 數量 
參加 
人數 

參加對象 辦理學校 備註 

01 教師增能研習 20 場次 600 人次 本縣中小

學教師 
貢寮國小等 20
所承辦學校 

每場次約 30 人 

02 海洋運動種子教師

培訓 
2 梯次 12 人次 本縣中小

學教師 
和美國小 中級潛水 7 人 

浮潛教練 5 人 
03 數位教材比賽 1 梯次 預計 60 人 本 縣 中 小

學教師 
福連國小 出版教材成果專

輯及 DVD 
04 教學種子教師培訓 1 梯次 30 人 本 縣 中 小

學教師 
大鵬國小 3 天，18 小時 

05 學生海洋環境與生

態議題講座 
30 場次 3000 人 中 小 學 學

生 
各承辦學校 每場次 100 人 

06 藍星學校策略聯

盟工作會議  
2 場次 60 人次 藍 星 學 校

校 長 、 主

任、承辦人

和美國小 每場次 30 人 

07 家長增能研習  3 梯次 150 人次 本 縣 國 中 野柳國小 每場次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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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長 鼻頭國小 
福隆國小 

小計   3,912 人次    

(二) 其他 

編號 項目 內容 辦理學校 

01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設

備充實 
一、 海洋資訊展示說明牌 16 組。 

二、 牆面裝修美化 78 平方公尺。 
和美國小 

02 海洋教育數位平臺  一、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維護、資料增刪、美編、版

面更新、新功能模組開發，為期一年。 

二、99 年度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專線電話費。 

和美國小 

03 海洋教育出版教材  1 冊，各校實施後海洋教育成果，數量 450 本 和美國小 

 

伍、臺北縣海洋教育資源網絡(教育局、資源中心、藍星學校、專家學者) 

  一、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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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組成策略聯盟 

策略聯盟機關名稱 參與學校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VS 藍

星學校策略聯盟教育夥

伴關係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25 所藍星學校 

藍星學校策略聯盟 

和美國小、金山高中、萬里國中、石門國中、豐珠國中小、貢寮國中、

福隆國小、福連國小、澳底國小、貢寮國小、鼻頭國小、瑞濱國小、野

柳國小、大鵬國小、中角國小、乾華國小、石門國小、老梅國小、中泰

國小、天生國小、瑞平國小、八里國小、屯山國小、竹圍國小、米倉國

小等共 25 所藍星學校 

 

陸、計畫執行問題與反思回饋 

     經過三年推動海洋教育計畫，計畫執行問題如下： 

一、 非臨海學校實施海洋教育資源不足，影響實施意願與成效。許多學校校內外

人力、物力皆無海洋教育相關資源，影響學校海洋教育推動。 

二、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人力不足，中心學校僅增加一名 2688 支援教師人力，無

法負荷每年辦理之多項活動。 

三、 家長對海洋教育認識仍不足，部分家長對海洋教育抱有危險與不重要之觀

念，影響學校海洋教育推動。 

四、 海洋教育定位未明，影響教師參與海洋教育各項計畫活動動機。海洋教育未

來如資訊教育或本位課程等每週有固定節數，持續推動，或如法治教育、人

權教育等最後僅是融入各領域實施，此皆影響老師參與意願。 

 

柒、反思回饋 

    三年來，臺北縣海洋教育推動在教育部與臺北縣政府經費補助，教育局、海洋

資源中心、藍星學校通力合作，與所有學校、教師、學生、家長與社會各界共同參

與下，已達成設置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完成調查並彙整建置本縣海洋教育相關教育

資源及專家人才庫、成立海洋教育藍星學校策略聯盟、提昇教師教學效能、辦理海

洋體驗活動，讓學生、教師與家長更認識親近海洋、編印海洋教育課程數位教案教

材及教學媒體等成果，希望在 100 學年度正式實施海洋教育時，所有人都已做好準

備。並寄望教育主管機關能妥善規劃未來海洋教育實施方式，使海洋教育能永續推

動，讓我國成為名符其實的海洋國家，所有國民都是海洋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