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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永續下日本海洋教育推動先驅者
公益財團法人笹川平和財團

        世界各地對於「海洋文化」有著不同的定義，廣義來說「人類與海洋互動所形成的生活方
式」，以「海洋」為軸心包含科學技術、產業經貿、社群組織、典章制度、文教活動、價值信
念等各個面向（國家海洋研究院，2019）。本文針對日本海洋文化政策進行梳理與論述，日本
屬於食魚文化的國家，日式料理的常常聽到就是「刺身」中文的生魚片，日本的水產廳於2017
年出版的《水產白皮書》提出這二十年來漁業產量增加一倍，全球海洋資源陷入枯竭危機（筧
裕介，2019），在日本食魚文化首當其衝，日本政府面臨著兩大挑戰，一為國內消費力下降，
二為國際上對捕鯨文化限制，基於兩個目標，日本政府提出海洋與海洋生物作為日本地方資源
的泉源，不過具體上如何達到保護海洋與海洋生物，抑或是如何與大海和平共處成為日本當代
社會重要的課題。根據日本「國家漁業
產品分銷促進中心」於2014年調查出3,
000名發現有55.9%的小孩對於吃帶骨
魚不擅長，甚至有些父母親也可能忘
記怎麼吃帶骨魚，加上2016年日本秋
刀魚的漁獲量已降至35年新低（國家
海洋研究院，2019），因此日本政府
開啟提升食魚文化的計畫，在公部門
如：國土交通省以及海洋政策綜合本
部進行「海洋文化」政策的教育推廣
，一為透過公私協力與海洋政策研究
財團合作，期望海洋政策研究財團扮
演智庫提供政策給日本政府政策的建
言，二為與日本財團合作如：海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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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圖一：日本公私協力下跨界合作的架構圖



        日本的共生模式來自地方振興的政策，於各個地區逐步發展出共生模式，透過地方議題
帶領來產生不同社區的議題模式（梁鎧麟、詹弘廷，2021），而日本國是一個被海洋圍繞的
國家，呼應日本內閣府、文部科學省、國土交通局的政策，主要希望在2025年完成日本的城
市、城鎮以及村落的實踐目標，強化日本產業、官方、學界、民間的跨界合作（小熊幸子，
2023），公益財団法人笹川平和財団規劃了一個計劃「海洋教育先驅者學校計畫」（日文為
海洋教育パイオニアスクールプログラム），希望日本社會能夠培養出與海共生的未來開拓
力，並透過海洋扶植「世界與地域的未來」想像力與創造力人才，故在全國各地的學校以海
洋為題材舉辦各式各樣的學習活動，之中舉辦了地域學習、體驗活動、環境保育、產業、安
全以及防災等各式各樣的視角活動，而多數探究中以發現和解決作為處理學習問題的主體，
並且與同儕共同協力當作學習主要特點（笹川平和財団，2023）。笹川平和財団在這計畫中
提出海洋教育是支撐日本學校教育的重要主軸，人類從海洋得到巨大恩惠，也意謂著帶給海
洋環境相同的負面影響，所以日本把海洋與人類共生作為國民重要課題，透過海洋教育促進
國民了解海洋與人類關係，日本規劃了保護海洋環境，並且以國際角度進行開發海洋可能性
，試著培養知識、技能、思考、判斷力以及表現力的人才為目標，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日
本提出「親近海洋」、「知道海洋」、「保護海洋」以及「利用海洋」四個重要學習目標來
達到共生模式，筆者將笹川平和財団網站內提出的四點翻譯如下圖。

學振興財團、B&G財團、公益財団法人笹川平和財団，以「補助資助」、「專業任用」以及「
業務專門化」等協助，這些財團多與國小、國中以及高中產學合作，本文鎖定海洋教育推動先
驅者「公益財団法人笹川平和財団」(以下本為稱笹川平和財団)為分析對象，透過了解個案研究
梳理與論述日本海洋教育與各地學校合作的學習發展脈絡，筆者根據小熊幸子的「日本の学校
における海洋教育の課題」內容繪製成下圖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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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在海洋教育政策下之定義與共生模式

圖二：公益財団法人笹川平和財団在海洋教育的四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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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一 親近海洋

我們在海洋中豐富的自然以及熟悉地

域社會中透過體驗各式各樣的活動，

培養對於海洋豐富的感受性以及對於

海洋的關心，透過親近海的自然、前

進海洋來培育兒童。

關鍵三 守護海洋

透過調查海洋環境、體驗海洋環境中

的保護活動以及連結海洋保育的主體

性來培育兒童。

關鍵二 知道海洋

以培育抱持關心海的自然與資源以及

加深海洋與人關係並且願意持續了解

海洋的兒童。

關鍵四 利用海洋

水產和資源、運用船舶輸送人與物，

再次透過海洋與世界的人們產生連結

並解相互理解，在持續地使用海洋同

時了解海洋培育的兒童。



        在研究編碼中發現到「目標」、「成果」、「課題」相當卓越，編碼中國小與國中結果相近
，以學校作為主導，從指導計畫、內容到兒童學生學習，公司協力策略以「海洋教育」為學習一

        從2016年到2021年有430間學校參加，總計補助了963學校，其中60%為小學以及40%國
中與高中，60%的小學位於海邊一公里海域內，多為直接接觸海洋的學校，在研究報告的統計
中，發現海洋教育學習以「體驗學習」為主，各校教師投入教師領域的專業科目，教師們試圖
將科目與海洋的研究領域串聯起來，達到海洋教育與教師和學生生活的連結，例如：在體驗學
習探究議題多為「生物觀察」，以及「環境」主題上多以調查河川的水質為主，檢驗上利用簡
易水質檢查作為實驗案例。筆者整理小熊幸子的資料整理成下表，隨著不同的教育階段有著不
同的合作模式，國小以及國中的教育階段中，多以地域民間、NPO團體組織與公家機關跨領域
合作，從事參觀導覽以及體驗學習活動，之中地方產業與鄉土料理作為體驗內容主軸，在高中
的教育階段中，多與大學機構合作，共同研發與探討學習領域上的知識並嘗試一同實驗施作。
表1：教育階段與外部合作機構的比例

        不同的教育階段探討議題也有所不同，國小以「海洋」為主體，討論「垃圾」、「問題」以
及「解決」方法為主，國中以「保護環境」、「了解自然環境」以及對環境因應的「態度」為
主，高中針對「生物多樣性」、「學習」、「水產」、「資源永續性」以及「利用」為探究議
題，取代單純以「海」與「海洋」主語相關探究。在課程規劃上，成果報告書發現在學校共同
網絡關鍵字，在課題上以「海」、「海洋」、「必要」、「學習」、「活動」、「兒童」與「
學生」，並搭配學校學年制與外部機構的合作，於活動後撰寫成新訓、專欄、口頭發表抑或是
成果分享，不同的教育階段，小學多以「合作」、「機構」、「協力」、「時間」、「確保」，
在國中多以「地域」、「合作」、「單元」、「開發」、「實踐」等學校與地域的協力關係，
高中以「知識」、「技術」、「資料」、「分析」等的知識與實驗技術面為主。

        筆者彙整參考小熊幸子的資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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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海洋教育的推廣經驗與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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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合作機構

國 小 50%以上 50%以上

50%以上

50%以上40-50%

40-50%

40-50%

30-40%

30-40%未滿40%

未滿40%

未滿40%國 中

高 中

地域民間 公家機關 大學NPO等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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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海洋的共生不要用市場或是專業主義角度來思考，而是簡單的回到人本來思考，人與
環境如何達到永續，如何從小培養以及家長如何與學生一同重新面對，社區如何提供服務都是
一種共存的策略，日本在推動海洋教育的過程中，逐漸達到環境共生的模式，從小培育學生成
為參與的行動者，而環境不單僅是學校，也包含學生家庭以及生長的地區，透過學校與社區產
業的合作，強化學生對於社區的認同以及對於海洋的了解。在教育現場的校長、主任以及教師
們，透過日本政府的補助，強化學校與海洋體驗課程的規劃，當然在海洋教育的推動當中，有
著許多海洋課題需要討論與解決，如何讓大家願意去了解海洋，願意把海洋當作自身生活的一
環，並非容易之事。小熊幸子認為有兩點未來在日本的海洋教育中可以調整，一為海洋教育目
前尚未出版公家出版的補充教材，或許未來可以透過補充教材強化教師使用，再來在日本全國
中，離海較遠的學校，如何強化這些學校對於海洋認知，以及在這些學校當中，怎麼調整學校
的制度面以及學校課程面，促使現場老師願意嘗試探究海洋議題，也是未來日本教育現場需要
精進的部分。

        在體驗活動的結果上，除了學生享受生物觀察外，並提升小孩對於海洋的關心，研究發現隨
著關心程度的提升，從海洋探究延伸到河川以及山地植物的調查，最後達到自身與社會議題的探
究，讓學生能夠適應環境並了解與環境達到永續共存。

環進行規劃，學校、學生家庭以及地方居民共同協力規劃，因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由來的故
事，透過課程參與了解地方產業，提升學生對於故鄉的認同感。同時也發現當學生進入大專
院校後，隨著義務教育結束而學生移居到城市圈，同時將對於家鄉認同與自豪一併帶到城市
中，達到人、社會與環境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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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海洋教育的現場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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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臺灣海洋大學的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所辦理「水晶奇幻海洋」研習，光是名字聽上去就
十分奇幻非常引人入勝，帶著興奮的心情趕緊報名，希望可以參加到這次奇幻之旅，最終很幸
運地錄取了這次的研習。這次課程的目的為結合SDGs14保育海洋生態的主題，透過環氧樹脂
之灌注操作、LED 燈條之簡單電路以及剩餘木料再利用之燈座拼接，完成最後的成品。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教育中心辦理此一工作坊主要也是因應 108新課綱，海洋教育跨
領域素養導向課程發展，增進學科教師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教學專業知能，提供教師
多面向思考能力並及時融入國際海洋素養架構，培養教師課程設計能力。也希望藉由本次研
習的作品帶給孩子們後，能夠激發孩子們更喜歡海洋、善待海洋，進而愛護自然環境成為文
明又環保的行動小尖兵。

        樹脂的選擇有許多種，大家開始時可能會有選擇障礙，這邊建議可以參考販賣樹脂的商
家做出來的模型成品，作為選擇的依據，會比較好判斷有沒有符合自己的需求。樹脂可加入
有顏色效果的染劑或是有螢光效果的螢光粉等，加入完畢後，依據不同種類的樹脂，要加入
的硬化劑比例也不大一樣，這次講師選擇的是3:1的比例 ( 3份樹脂配上1份硬化劑 )，調配前
要注意，是依照重量比例不是體積。加入後輕微攪拌均勻即可，切忌用力過大，之後得到的
成品會產生許多空氣泡泡在裡面，當然如果您要的是這種效果，那您就可以放手任意攪拌。
此次研習講師準備了真空抽取器 ( 圖1 )，可以將調配好的樹脂放入鍋內，透過此機器去除尚
未凝固的樹脂中所產生的泡泡。這邊有個小提醒，若是抽真空的容器受損，找尋替代品使用
前請務必詢問廠商，抽真空的鍋子是比一般家用的更厚更重的，若使用平時家用煮飯用的器

        以下將針對研習操作過程，分為樹脂灌注過程、木料拼接過程以及電路接合過程分享其
操作心得與注意事項。

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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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陽明高中國中部/楊宗翰教師

海洋教育教師社群發展經驗與實踐工作坊

水晶奇幻海洋-鯨之旅環氧樹脂實作研習心得分享SDGS-14

樹脂灌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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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活動

具，有可能會承受不住壓力，鍋子會變形損壞。這次的研習為了節省時間，講師有先幫大家
預先灌注底層深藍色海底部分，我們研習的成員則負責灌注上半部透明海洋的部分。在灌注
之前，要先使用UV膠，將講師提供給大家的海洋生物，黏在下半部海底部分，待UV膠凝固
後灌注上半部。UV膠需要用UV燈加以凝固(圖2)，使用要注意避免眼睛直視過久，另外使用
腳踏的開關，也可以避免忘記關燈的情況發生減少危險，最後提醒灌注的時候，要注意是否
平放於桌面(圖3)，並且緩慢倒入避免成品內部有氣泡產生。這些都完成之後，便放入烤箱加
速凝固(圖4)。從烤箱內取出要脫模的時候要注意溫度以及邊緣，剛從烤箱取出來，作品的溫
度很高，要小心不要燙傷，尤其如果要讓學生操作此步驟，一定要讓他們戴上手套；另外脫
模的過程也要注意作品邊緣部分，有些銳利的角度(圖5)，也要提醒學生們小心。

        講師提供的木料已透過雷射切割機預先裁切，我們學員只需要拼接後砂磨即可，如果是讓
學生操作的話，有幾個小提醒可以注意一下。首先要注意上木工膠時不要抹太多，拼起來以後
若有溢膠的情況，溢出部分，請學生記得要用濕抹布擦掉切勿使用衛生紙；鑽孔時要提醒學生
確實做好固定再開動機器避免物件飛出；砂磨邊角可先畫線避免砂磨過頭，造成成品左右不平
均。組裝完成後要套上若干條橡皮筋增加固定的力量。

圖1.真空抽取器
鍋子為特製的勿使用家用鍋子

圖4.用烤箱加速凝固
建議挑選各部份可受熱均勻的烤箱

圖5.脫模囉
燙&四個邊角銳利可能會刮手要小心

圖2.UV燈使用情況
使用腳踏開關可空出雙手操作

圖3.灌注樹脂
注意桌面是否平整及樹脂使用量

木料拼接過程：



        由於使用現成的LED燈板，只有DIY線材的部分，學生
若已經有基本的操作基礎，提醒他們要小心不要將正負極
接錯(圖6)、避免空焊、走線勿遮掩LED上方、先穿線再焊
接等一般注意事項即可。

        本此工作坊課程結合了SDGs14宣導海洋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課
程以各式鯨豚保育為主題利用3D列印之鯨豚模型透過上色過程藉以讓參加學員更了解鯨豚的
特徵與生態環境，再結合環氧樹脂之灌注操作，並搭配校園回收之生活科技課程剩餘木料利
用拼接方式製作夜燈燈座，最後結合省電LED燈條之簡單電路教學完成焊接，最終完成奇幻
水晶之鯨豚夜燈。最後強烈建議若是有看到灣海洋大學的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所辦理的各項研
習而且時間也許可的話，一定要報名參加唷。絕對會讓你收益良多的，再次感謝海洋教育中
心。

        所有零部件都完成之後，美麗的海洋水晶環氧樹脂即完成 ( 圖7&圖8 )。實際操作結束後
，和同伴與講師稍微討論了一下素材以及成本，學員材料成本一套大約在130左右，然而教師
部分還要備有真空機、烤箱、UV燈、焊接器具與基本手工具等，若全部新購大約也需要2萬
5千元左右，考量校內若是沒有特別經費的話，建議分學期分年度用分批採購為佳。這邊建議
烤箱要尺寸大一些，而且要上下都能均勻加熱的款式，如這次講師所用的烤箱，可以一次放
入20個加熱，實務上可以減少批次等待的時間。另外要注意的是，灌注用的矽膠模型也是耗
材的一種，當矽膠越來越難脫模成功的時候，就需要換新的矽膠模型了。最後在這邊提供一
些器具與材料的關鍵字，有興趣的夥伴可以透過這些關鍵字上網拍賣網站搜尋：LED燈板、
5W、可調光燈板、真空脫泡機、翻模。

圖7.完成的樣子擺在桌上就很有氣勢 圖8.開燈後的樣子非常美麗唷

圖6.焊接LED燈板小心不要焊錯

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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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接合部分：



海洋新知

        除了地圖之外，開車旅行保障長途旅行安全抵達目的地的必備之一是穩定可靠的汽車導
航系統。藉著多重衛星交叉的定位科技，駕駛只需輸入目的地，導航系統(GPS)就會以使用
者所在之處為出發點，設定前往目的地的各種路線建議提供駕駛參考，一旦啟動導航系統，
系統就會引領駕駛前進的方向並且在轉換改變方向之前，提前指示駕駛需變換的方向和路徑
；萬一駕駛不慎錯過轉彎路口，導航系統會隨即修正路線，指示駕駛重返正確的方向。在導
航系統協助之下，駕駛對於陌生的路段也可以放心向前行，最終平安抵達目的地。

        棲息在汪洋大海的海洋生物亦有類似汽車導航功能的機制，只是各種環境變動與人為因
素常會干擾海洋生物的導航與遷移的方向，受影響程度輕者只是導致迷航多繞遠路，嚴重者
可能會讓海洋生物賠上性命。

        海龜是汪洋中出了名的導航高手。幼龜一孵化隨即離開出生的沙灘邁向汪洋大海，開啟
浪跡天涯四處漂流的生活，隨著年齡的成長，年輕個體會棲息在沿岸淺海區的珊瑚礁附近覓
食成長，直到性成熟時，會重返原出生地點附近海域求偶交配；雌海龜趁黑夜爬上沙灘高潮
區挖洞產卵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只要是海龜的出生地，不管多偏遠汪洋中的蕞爾小島，雌
海龜都能準確地從一望無際的汪洋大海中返回原出生地，導航能力的效益令提出演化論的達
爾文亦讚嘆不已。

        指南針是藉由感應地球南北向磁場來指示方向的工具，而地球磁場的強度與角度會隨著
地理位置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科學家深入研究海龜生活史發現海龜的導航能力與地球南北向
的磁力場息息相關。

        在沙灘上剛出生的小海龜除了藉助海面上來的微光爬向大海之外，同時也記錄下出生地
所在沙灘的磁場資料，簡單來說，類似於人類利用經緯度當做地標一樣，海龜一出生立刻存
取出生地的地理磁場資料方便未來重返使用。科學家為了證實海龜與地球磁場的關係，將小

迷途知返的海龜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陳勇輝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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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格雷姆海斯為首的科學團隊，自2013年起耗
費將近5年之久，日以繼夜地以衛星定位追蹤35隻
雌綠蠵龜在印度洋馬爾地夫小島產卵之後，返回非
洲馬達加斯加島與鄰近沿岸淺海區覓食地的路線，
發現除了每一隻個體的洄游路徑不一樣之外，有些
個體還有繞遠路的情形，用比理想路徑更長的時間
洄游更遠的距離，或是游過頭之後才又調整方向最
終返回覓食地。研究個體中，有些個體在大洋洄游
途中會偏離原有路線100公里之遠，才重新調整洄游的方向；有些個體多游了4000多公里，耗費
2 個多月才抵達原來成長的覓食地。可見海龜返鄉過程所採用路線的精準度仍有模糊的空間。
簡單來說，就是容易走許多冤枉路，花費更多的時間繞了遠路最後才抵達目的地。

        雖然理想的淺海覓食區並不止一處，然而海龜對於特定的覓食區有高度的忠誠度，即使洄
游途中巧遇其他適合的覓食區，海龜似乎並沒有改變返鄉路線或進行探索是否可以留下居住的
意願，反而一無反顧地執意返回原覓食區，對於途中適合的覓食區興趣缺缺。

        無論海龜的洄游路線為何?海龜即使在中途一時迷失方向，最終能夠返回覓食區，由此可知
海龜具有在一望無際的大洋中，持續修正洄游的方向並適時適地修正前進方向的導航能力，只
不過由上述的研究中，亦發現海龜的導航精準度並不精確，只能說僅具有粗略的地圖 ( crude 

map)，與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的微體系所產出的精準行進路線的效能難以匹敵。

海龜隨機放入無法辨別方位的黑暗圓形環境中，結果發現，大多數的小海龜都朝向特定的方
位移動。若將消磁器放置在小海龜的背殼上，小海龜游泳的方向就沒有特定的方向性，而沒
有安裝消磁器的海龜一如預測，大都朝著特定的方向，說明小海龜的導航能力與地球磁場有
關，一旦受到干擾，小海龜就會產生錯亂迷失。

        另一個實驗是科學家在20隻成熟的雌綠蠵龜頭部安裝磁鐵，其中一組在釋放前夕將磁鐵移
除，另外控制組則完全遵循自然不做任何安排。將這三組海龜用船運離出生地大約100-120公
里處釋放，之後使用衛星追蹤他們返回出生地的情況，結果發現控制組的海龜洄游路線較為簡
捷直接，而其他二組路線卻是彎彎曲曲的，好像有點找不著方向。最後結果除了一隻海龜外，
三組海龜最終都回到原出生地，若將海流帶來的影響加以消除不計，三組海龜洄游的路徑與時
間呈現出明顯的差異。這說明成體海龜導航的能力與地球磁場有密切的關係，一旦受到干擾就
會發生迷航的狀況。由此可知，成體海龜可藉由感應地球磁場地理位置的差異，從陌生海域找
到自身的地理位置決定洄游的正確方向，在過程中也藉由自身的導航定位能力不斷地進行方向
修正，最終回到目的地。

海洋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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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龜野放 海龜受傷

        海洋生物並沒有國界的概念。在眾多生物生活史的長途遷移中，往往需要跨越多重國界抵
達不同的生態棲地，才能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這就是為何保育需要跨國合作的原因。單一國
家設立的海洋保護區，可能僅僅保護生物生活史中特定時間的生活棲地，無法完整涵蓋終生保
育的目標。海龜、藍鯨、鮭魚等長途遷移的海洋生物都需要有跨國合作的保護機制，以避免一
旦生活史中特定的棲地遭受到破壞，衝擊整體族群的繁衍存續。依照生物生活史的完整需求，
規劃設立海洋保護區，是當代保育政策必要納入的議題。

海洋新知

國際合作保育的必要性

        令人難過的是，海龜即使從茫茫大海中抵達原出生地沙灘，卻可能發現原鄉棲地已破損不
堪；不是堆滿了垃圾干擾雌龜的爬行，或受到巨大的消波塊牆的阻隔，使得雌海龜無法爬過人
為障礙抵達高潮線區產卵。沙灘成為海洋觀光的休閒活動場地，觀光客通宵達旦的喧鬧歡樂聲
，亦讓海龜心生害怕有所卻步。有些沙灘因漁港防坡堤的突堤效應，改變水流流動方向與動能
，在長年侵蝕作用之下整片沙灘完全消失不見，這些都是目前讓海龜有家歸不得的慘狀。

有家歸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