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度金門縣海洋教育執行成果 

壹、 計畫摘要 

一、年度計畫 

(一)105 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海洋教育教師增能研習--風帆與獨木舟運動體驗實施

計畫」，本計畫希望藉由海上運動的參與體驗，引發教師重新認識海洋，深思海洋

載體在教育上的意義，並從海上運動的角度，探討如何合理利用與保護海洋，更進

而將海洋的冒險意義，重新帶回教育現場，強化金門學生的海洋冒險精神。 

(二)105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海洋教育宣導影音徵選計畫」，鼓勵本縣各校結合 6/8

海洋日宣導活動，將各校海洋教育推廣的成果以影音方式呈現，善用資訊科技融入

海洋教育，使金門各校的海洋成果呈現更加多元。同時要讓影片上傳至 youtube，

以更創意的方式來推動海洋教育，達成另類的海洋翻轉教育，我們希望金門各校海

洋教育推廣的成果，都能讓世界各地看見。此外，辦理徵選之前，中心學校先召開

徵選說明與全國得獎影片分享，讓金門各校可以更有方向、主題與結構性的設計這

類影片，同時也達成金門各校的海洋交流，並分享彼此海洋教育推廣的經驗與呈現

方式。 

(三)金門島嶼地區長期受到海禁影響，導致現階段大多數的家長對海洋是陌生且遠離

的，因此要讓學生能有更多的海洋體驗與經驗，學校與社會教育單位一起攜手倡導

是個具體可行的方法，我們殷切希望這樣的海洋體驗是要從小培養起。同時我們更

期望金門學子對於海洋要有冒險患難的精神，因此，本中心與金門大學自去年起，

合作辦理全縣學生獨木舟運動體驗營，加強學子對海洋之熱情，並透過獨木舟運動

體驗營，讓金門地區學生瞭解並親身經驗海洋活動，來激發學生對於海洋之熱忱。 

(四)金門地區的潮差之大在台灣數一數二，也因此廣大的潮間帶自古以來便是金門島民

的海洋生計地帶之一，因此，提升金門各校師生的潮間帶相關知識，就是認識在地，

瞭解環境的開始，潮間帶的動植物除了供作島民生產利用之外，更有保育海岸與休

閒娛樂功能，正確使用潮間帶的觀念，確實很需要倡導與培養，而這就是一種永續

海洋發展的實踐。本中心積極於金門潮間帶地區發展相關戶外教學課程模組，並且

與相關社教單位、地區人士一起攜手辦理相關的戶外教學活動，讓金門相關各界一

起來推廣「正確使用潮間帶」的舉措。此外，除了原有的金門本島的潮間帶踏查之

外，我們將辦理烈嶼潮間帶的踏查，讓各有特色的大小金門潮間帶都能被看見、被

發現、被珍惜。 

(五)此外，有鑑於大二膽島開放在即，我們將辦理海洋巡禮的課程活動，讓學校種子教

師能透過這樣的巡禮與登島的活動，加深對於金門周圍海洋環境的認識，同時更要

換一個角度來看見不一樣的金門，進而提升種子教師的海洋環境覺知與敏感度。我

們也要規劃出大二膽的海島教育方案，結合登島教師的能力，發展不同特色的金門

海洋教育課程，作為日後各校申請登島時的海洋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參考。 

(六)本年度在教育推廣上，持「111」觀念進行，「1個海洋資源整合平台的宣導」、「1



個海洋教育觀念的導入」、「1個海洋教育的途徑倡導」。 

1.「1 個海洋資源整合平台的宣導」，本中心將持續宣導與推廣本縣海洋教育相關資

源、書籍、教材、教案、線上素材等，並擴大本中心網站的宣傳效果，更鼓勵各

校結合重要國際節日（閱讀日、地球日、海洋日）等進行海洋宣導，讓海洋的意

義可以融入到更多的教育議題與現場上，本中心並將積極協助本縣各校相關海洋

教育活動之推行與提供諮詢服務。 

2.「1個海洋教育觀念的導入」，本中心更認為節日活動是一時的，教育卻是長久的，

海洋教育的推廣除了節日式的活動外，更要省思在十二年國教將啟動的當下，「海

洋教育」到底可以為金門的教育帶來何種契機與曙光？什麼又是長久式的海洋教

育推廣呢？這樣的問題意識正是驅使本中心今年要強化宣導「海洋教育的深層生

態學觀念」—即海洋與金門是一體的，這是不可分割的連載體，沒了海洋就不叫

金門，在此觀念之下，海洋對於金門人而言，不只是教育上的議題，更是與我們

的生活息息相關。面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每位島民對於海洋不可以是冷漠與陌生

的，金門島嶼居民想要的安土重遷與長治久安，這樣的一切都要仰賴島民如何在

「人-海關係」上的拿捏與治理。尤其當代氣候變遷之下，小島居民對於海洋的

認識更不能輕忽，也唯有將這樣的海洋教育觀念帶入各校中，方能突破海洋教育

常被當成是一時的議題，也才能讓金門教學現場的老師更加瞭解教海洋就是在教

生活，海洋是金門島民一輩子的、世代的環境載體，更是我們同島一命的生活的

場域。 

3.「1個海洋教育的途徑倡導」，本中心將強化金門海洋教育推動的路徑，即親海（體

驗）→知海（認識）→愛海（覺知）→護海（行動），主因在於本縣國中小學生

太缺乏海洋體驗了，加上此階段學生的抽象認知能力正在建構中，因此我們認為

體驗為出發點就是一種基礎，我們從學生在書寫金門海洋的過程中更可得到驗

證，常常發現具體的海洋體驗就是絕大部分學生寫作的來源與架構。在此體驗之

下，學生方能描述出更多的海洋特色，所以引導更完整的認識海洋就是第二步，

進而到第三步就是引發學生的對於海洋的情意覺知，最後讓學生具體展現出海洋

行動與技能。然而，這種線性教學途徑也並非絕對一階一階引入，教師可以決定

其中的步驟與目標，或是在部分海洋議題中整併些許目標，故本中心認為教師在

金門海洋教育的教學途徑中，要抓住「海洋體驗」、「海洋理解與覺知」、「海

洋行動與技能」三個關鍵要素。 

二、海洋教育資源網絡 

  「攜手一起走，夥伴向前行」是本縣海洋教育推展的重要觀念與永續之道，因此，本

中心更積極與本縣觀光處、水產試驗所、金門農工、金門大學、金門國家公園、社區團體、

地方人士等，一起合作推廣海洋教育，這種的多元合作與策略聯盟的結合，則彰顯了海洋

的「多元」與「融合」意涵，更是本縣海洋教育推廣單位共享資源與尋求互助的最佳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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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海洋教育教師

增能研習--風帆

與獨木舟運動體

驗實施計畫 

1. 海洋休閒技能融入課程

說明。 

2. 風帆陸上操作與說明。 

3. 風帆水上操作與應用。 

本縣各國

中小教師 

40 1. 教師能認識與體驗

風帆運動。 

2. 增加教師不同的海

洋休閒技能。 

2. 105年度金門縣海

洋教育走向與宣

導 

1. 說明本縣海洋教育走向。 

2. 鼓勵各校積極有創意與

精緻化的推動海洋教育。 

本縣各國

中 小 校

長 、 主

任、組長 

80 1. 海洋教育本縣政策

面宣導。 

2. 分享各校成果與經

驗。 

3. 105年度寒假體育

育樂營(獨木舟) 

1. 與金門大學合作辦理。 

2. 水域安全宣導。 

3. 學生陸上操作。 

4. 學生下水練習與實作。 

本校國中

小學生 

70 1. 提供本縣學子寒假

期間的海洋休閒機

會。 

2. 增加學生親海的體

驗。 

3. 強化學生水上運動

http://ocean.km.edu.tw/ 

資源展現平台 

http://ocean.km.edu.tw/


技能。 

 

4 422 地球日-海洋

書展與作品展 

1. 與金城國中圖書館合

作，展出本縣海洋教育資

源中心圖書。 

2. 並搭配地球日，設計閱讀

海洋主題書展。 

3. 設計學習單利用有獎徵

答活動，增加書展的趣味

性。 

金城國中

師生與各

校師生 

1100 1. 善用本縣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圖書資源。 

2. 結合閱讀活動推廣

海洋教育。 

 

5 105年度獨木舟活

動體驗營-國中小

場 

1. 水域安全宣導。 

2. 獨木舟由來與認識。 

3. 陸上操作與說明。 

4. 下水實作、環湖檢測、分

組競賽。 

本縣各國

中小 

160 1. 提供本縣學子獨木

舟運動體驗機會。 

2. 引起學生對於海洋

休閒的動機。 

3. 增加學生的海上經

驗。 

4. 結合金門大學辦理。 

6. 105年度大小金門

潮間帶踏查 

1. 大小金門不同潮間帶認

識踏查。 

2. 潮間帶的生物與觀察。 

3. 關心金門潮間帶與海岸

的議題。 

本縣各國

小 、 國

中、高中

職 

140 1. 提供潮間帶觀察機

會。 

2. 倡導正確觀察潮間

帶的方式。 

3. 結合水試所、地方社

群團體、國家公園合

作辦理。 

7. 105年度金門縣海

洋教育週系列活

動。 

配合海洋週活動，本縣相關

海洋教育推動統整如下: 

1.國小學童獨木舟活動 

2.海洋教育週，認識離岸流 

3.大金門潮間帶觀察 

4.全國海洋詩徵選 

5.金門縣海洋影音徵選 

6.風帆運動體驗 

7.淨灘活動 

本縣各國

小 、 國

中、高中

職 

2400 1. 統 整 海 洋 教 育 活

動，強化世界海洋日

的重要性。 

2. 多元利用與展現金

門海洋教教育的特

色。 

8. 105年度大膽登島

與海洋巡禮 

1. 認識大膽島之地理環境

與歷史脈絡。 

2. 登島踏查與紀錄。 

3. 海上巡禮與認識國界。 

本縣各國

中小教師 

50 1. 與本縣觀光處合作

辦理。 

2. 開發本縣海洋教育

的新場域與新體驗

活動。 

3. 建構本縣海洋教育

活動的獨特性與新



方向。 

9 105年度本縣海洋

教育影音推廣競

賽 

鼓勵各校發揮創意，以影音

方式來呈現各校海洋教育的

特色。 

本縣各國

中小學校 

130 1. 分享各校海洋教育

推動的特色與經驗。 

2. 整合影音資源於本

縣海洋教育資源中

心網站平台上。 

 

參、執行問題或反思回饋 

 

一、行政資源之統整 

本縣推動相關海洋教育機構之間的聯繫可再強化，讓資源統整或合作，定能發揮更棒的海洋

教育推動成效。 

 

二、天候因素之影響 

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辦理之推廣教育活動，今年度各校參與度有提升，除了開發不同類型

與場域的教育活動，天候因素成為本年度許多活動的辦理上多受影響。不過，天候因素影響

之結果，亦可成為另一種海洋環境觀察的例證與引導。 

 

三、在地人才之善用 

本縣關心潮間帶與海岸議題人士甚多，更應借重這些人士的觀察經驗，來設計相關的推廣活

動課程，讓在地感動在地，從環境體驗下手，提升海洋環境的覺知，強化民眾的海洋環境知

識。 

 

四、衛星學校之建立 

本縣各鄉鎮均有海洋教育推動成效不錯之學校，應積極鼓勵與投資這些學校在海洋教育上的

推動，故本縣明年度海洋教育另一重點，即在強化這些衛星學校的扶持與支援。 

 

五、體驗課程活動之深化 

本縣獨木舟課程已從體驗，漸漸成為普及性的活動，所以，本縣積極思考獨木舟課程成為校

本或縣本課程之設計，明年將與金大合作，設計獨木舟課程之初階與進階課程，並規劃設計

縣獨木舟競賽之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