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年度全國國民中小學 

海洋教育成果交流研習會計畫摘要及重要執行成果報告 

~嘉義縣海洋教育執行成果~ 

壹、 計畫摘要 

一、 年度計畫 

(一)本年度推動重點： 

1. 104嘉義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辦理項目： 

海洋教育週-繪本閱讀/影片欣賞活動 

「招待海洋的客人」-辦理海洋教育教學資源共享實施計畫 

親師生海洋漁村體驗研習實施計畫 

2.健全組織：賡續本縣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推動小組運作。 

3.善用資源：善用嘉義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及資源教室教學內容與設備。 

4.增進知能：蒐集本縣海洋教育教學參考資料 

5.辦理活動：結合社區大學、東石鄉自然生態展示館等社教機構策略聯盟及嘉

義縣生態環境保育協會、船仔頭藝術村文教基金會等地方環境生

態保育機構辦理民眾參訪活動。 

6.整合資源：整合蒐集本縣海洋教育教學資源、資料與活動及人力資料庫建

檔。 

7.成果評量及評鑑：透過學校自我評鑑機制及訪視評鑑方式推動。 

(二)計畫目標 

1. 展現並宣導海洋資源中心執行成果，以資源中心及特色學校力量推展在地海

洋教育。 

2. 整合縣內教育處、觀光局等單位、瑞峰國小及布新國小兩所位於山區及海區

之學校及社會領域輔導團等資源，扮演海洋教育資源整合平台，提供諮詢及

圖書、媒體借用分享服務。 

3. 結合社區大學、東石鄉自然生態展示館等社教機構及嘉義縣生態環境保育協

會、船仔頭藝術村文教基金會等民間機構規劃跨區策略聯盟，建置海洋教育

支援網絡及資源共享平台。 

4. 加強校際間及跨縣市海洋教育經驗觀摩及交流研習，提升教師、學生海洋教

育知能，以落實深耕在地海洋教育。 

 

二、海洋教育資源網絡 

(一)組織架構 

本中心採任務編組，置召集人 1 人，由教育處處長或副處長兼任；副召集人 1 人，由教

育處主管學管科科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教育處主管學管課科員兼任；總幹事一人，

由本中心所在學校校長兼任；副總幹事一人，由本中心所在學校主任兼任；聘請指導教

授若干；並設課程研發組、研究創新組、教材彙編組、網站維運小組，各置組長一人， 

組員若干人，由總幹事就專長教師遴聘之，負責各項業務之規劃與推動。 組織架構圖如

下： 



 

(二)實施狀況 

1.充實海洋資源中心，服務全縣各級學校： 

(1)持續蒐集、更新海洋教學資源並建檔：包含蒐集海洋教學資源、資料

與活動上網、建檔等（含各校歷年海洋教育成果電子化） 

(2)104年度結合世界海洋日，推廣海洋教育相關活動，讓全縣各國中小

師生了解海洋保育的重要性，辦理全縣中小學學 6月 8日海洋日當週

學習時間執行繪本閱讀/影片欣賞及心得撰寫活動，提升教師、學生

海洋教育知能，增進全縣師生之海洋素養與海洋相關基本知能，並將

成果公告於中心網站，加強校際間分享，以落實深耕在地海洋教育。 

(3)辦理嘉義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貝殼館導覽服務並公告周知，持續服

務縣內親師生和海內外民眾，推廣海洋教育知能。  

2.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更新： 

(1)承繼現有之資源中心網站，請網路管理組成員定期維護，持續充實

海洋教育素材，有效整合本縣海洋教育相關資源，並推廣海洋教育資

源中心，使其成為支援海洋教育教學之資訊平台。 

(2)每季定期更新網站資料和即時發布海洋教育相關資訊，活絡海洋教

育資源分享平台之應用，同時並以公告及行文方式周知，提供教師了

解及善用海洋教育教學及學習資源，並彙整教師對海洋教育相關問

題，給予諮詢及解決的管道。 

(3)網站建置海洋教育教學、教案分享園地，藉由影音或文字的紀錄與

分享，激盪教師多元的課程設計及更具體的課程發展。 

3.結合策略聯盟辦理「嘉義縣水域運動推展計畫－輕艇暨獨木舟體驗營」，

與社區資源結合，互助合作、共享資源，發展多樣化水域活動，提供親

師生參與水域運動之機會，並建立安全之水上活動知識，以提升從事水

域運動之能力，促進水域活動正向發展。 

 

召 集 人 ： 王 建 龍 處 長 

總 幹 事 ： 謝 彩 琴 校 長 

 
執行秘書：侯美玲老師 

 
副總幹事：許秀芬主任 

行政統合組 

組長： 

張家瑜主任 

研究創新組 

組長： 

蔡明蒔主任 

教材彙編組 

組長： 

李敏慈主任 

網路管理組 

組長： 

曾繁碩組長 

諮詢委員： 

蘇銀添老師 

林明傑老師 

張景泓老師 

副 召 集 人 : 邱 月 櫻 科 長 

 

策略聯盟： 

布新國小 

侯崇博校長 

郭育彰主任 

瑞峰國小 

謝世達校長 



貳、 重要執行成果報告 

編

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概述 活動對象 人次 主要成果敘述 

1 海洋教育資

源中心參訪 

1. 邀請講師授課，推展

海洋教育應有的知能 

2. 由海洋資源中心小小

解說員進行貝殼館資

源導覽。 

3. 學員進行實際體驗活

動 

4. 學員們彼此分享學習

成果與交流討論 

本縣親師

生及外縣

巿與海外

一般民眾 

200

人次 

 全年約有 20場參訪活

動 

 成果： 

1. 善用並推廣嘉義縣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及資源教室教學內

容與設備。 

2. 增加民眾基本海洋

知能 

2 海洋教育週

-繪本閱讀/

影片欣賞活

動 

1.結合世界海洋日，於

學校課程或相關活動

中融入海洋教育，增

進全縣師生之海洋素

養與海洋相關基本知

能。 

2.加強校際間及跨縣市

海洋教育經驗觀摩及

交流研習，提升教師、

學生海洋教育知能，

以落實深耕在地海洋

教育。 

縣內公私

立國中、

小全體師

生 

135

校，

逾

1000

人 

 透過海洋教育知能之詮

釋，增進師生專業知能。 

 結合教學理論與實務及

經驗分享，提昇教師海

洋教育教學能力。 

3 「招待海洋

的客人」-辦

理海洋教育

教學資源共

享 

以函文邀請全縣國中小

及幼兒園提出參訪申請

方式辦理。 

1. 招待客人活動中邀請

講師授課，推展海洋

教育應有的知能 

2. 由海洋資源中心小小

解說員進行貝殼館資

源導覽 

3. 學員進行實際體驗活

動 

4. 學員們彼此分享學習

成果與交流討論 

， 

縣內公私

立國中、

小及幼兒

園全體師

生、家長

及一般民

眾 

五場

次，

共

200

人 

 提出申請學校共 14

所，經公開抽籤方

式，擇定 5所學校參

加。 

 已於 9月 11日上午朴

子國小、9月 15日上

午新埤國小、9月 22

日上午景山國小、9月

22日下午十字國小、9

月 25日下午過溝國小

辦理完畢。 

 成果： 

1.藉由本活動增進本

縣山海屯區民眾海

洋教育相關知能。 

2.拓展本縣民眾海洋

教育視野。 



3.提供本縣海洋特色

產業資源行銷機

會，提昇海洋產業

能見度。 

4 親師生海洋

濕地體驗研

習 

藉由濕地生態導覽、風力

發電等活動，協助本縣民

眾正視海洋生態環境問

題，加強海洋保育觀念，

並透過活動進行及相關

教育宣導，建立海洋保育

與永續利用的概念。 

縣內公私

立國中、

小及幼稚

園全體師

生、家長

及一般民

眾 

三梯

次，

共

120

人 

 已於 8/10、8/12及

8/13辦理三場體驗研

習活動完畢。 

 成果： 

1. 加強沿海漁村、社

區及學校濕地保育

的觀念。 

2. 培育優質人力資

源，落實推廣教

育，可增進民眾對

濕地保育的認知。  

3. 引導民眾關懷濕地

與海洋的議題，培

養正確的環境價值

觀。 

5 訓練海洋資

源中心小小

解說員 

藉由訓練解說貝殼館資

源導覽課程，激發學生對

海洋議題學習動機，培養

學生具備「親海、愛海、

知海」的學習成效。 

國小學生 40

人 

 開放學生自由報名 

 持續利用每週三晨光

時間進行小小解說員

培訓課程 

 成果：提升學生海洋教

育知能，落實深耕在地

海洋教育。 

6 104年嘉義

縣濱海水域

活動獨木舟

體驗營實施

計畫 

(策略聯盟-

布新國小辦

理) 

提供民眾水域運動-獨木

舟體驗及學習的機會，並

提升水中安全認知及自

救能力，讓民眾將水域運

動列為終生運動之選擇，

進而達到倍增運動人口。 

國小三年

級（含）以

上自由報

名參加 

30

人 

 已於 103 年 7 月 23、24

日分上下午三梯次辦

理完畢 

 成果：以簡單易學的水

域活動-獨木舟，引發民

眾參與興趣，進而扎根

學校水域運動基礎，並

養成民眾水域休閒風

氣，倍增本縣水域運動

人口。 

7 104年嘉義

縣濱海水域

活動輕艇水

球體驗營實

提供民眾水域運動-輕艇

水球體驗及學習的機會，

並提升水中安全認知及

自救能力，讓民眾將水域

國小三年

級（含）以

上自由報

名參加 

30

人 

 已於 103 年 8 月 1 日、

2 日分上下午三梯次辦

理完畢 

 成果：以簡單易學的水



施計畫 

(策略聯盟-

布新國小辦

理) 

運動列為終生運動之選

擇，進而達到倍增運動人

口。 

域活動-輕艇水球，引發

民眾參與興趣，進而扎

根學校水域運動基礎，

並養成民眾水域休閒

風氣，倍增本縣水域運

動人口 

8 104年嘉義

縣濱海水域

活動帆船體

驗營實施計

畫 

(策略聯盟-

布新國小辦

理) 

提供民眾水域運動-帆船

體驗及學習的機會，並提

升水中安全認知及自救

能力，讓民眾將水域運動

列為終生運動之選擇，進

而達到倍增運動人口。 

國小三年

級（含）以

上自由報

名參加 

30

人 

 已於 103 年 9 月 12 日、

13 日分上下午三梯次

辦理完畢 

 成果：以簡單易學的水

域活動-帆船，引發民眾

參與興趣，進而扎根學

校水域運動基礎，並養

成民眾水域休閒風氣，

倍增本縣水域運動人

口。 

 

參、 執行問題或反思回饋 

一、資源中心推動各校課程教學融入海洋議題，因本縣六班小型學校數多達 65％，加上

山區學校居多，就區域性而言都較著重山區地理條件之議題內容，部分海區學校比

較積極推展海洋議題課程，形成全縣推動成果之普遍性不足。 

二、經常性宣導海洋議題與地域性之相關性並無完全相關，可以各領域教材之分析延伸

乃洋議題之意涵，作為教學主題的內容。 

三、親師生濕地體驗性質場次參與熱烈，透過海洋環境現場的參訪及操作，帶領家長教

師及學生對於海洋生態保育的討論與省思有深入的互動與省思。 

四、邀請本縣各校學生參訪安排到本校資源中心參觀各項典藏資源，因名額有限，各校

反應希望能增加補助車資名額，協助偏鄉小型學校經費不足之窘境，以提升親師生

海洋教育相關知能。 

五、鼓勵本縣各校學生透過環境教育參訪安排到本校資源中心參觀各項典藏資源，透過

本校小志工導覽，及簡易 DIY 藝品製作，引領學生跳脫教科書陳述性的內容能更開

闊海洋議題視野。 

六、往年精進教學專案計畫可以辦理教師海洋教育融入課程相關之增能研習活動，因經

費問題，104年度無法於年度內辦理，未能引導更多教師參與海洋議題教學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