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新竹市推動海洋教育重要執行成果報告 

壹、前言 

新竹市的海岸線北起南寮里，南至南港，長約十七公里，屬離水堆積海岸，上千公頃的潮間帶是

北台灣最大的海濱溼地。「涓滴細流流河湖，條條河湖通大海」，海洋中心將建構以新竹市在地河

湖.溪流海洋為地理核心的海洋教育資源，發展國中小跨領域海洋教育素養導向課程、建立與推

廣海洋教育戶外探索教學，透過工作坊的實作課程，提升教師之教學力、與品質力。並開發實作、

體驗、親海以及在地河湖探索、行動學習課程，增加學生、家長、與新竹市民眾的自然生態知識、

對生物多樣性的概念，體認其珍貴，激發愛土、愛鄉、愛海情懷，進而願意以實踐力行，支持參

與珍愛海洋、保護海洋、永續海洋，愛海保育的行動家。 

貳、背景說明 

一、整體發展架構 

       

 

 

 

 

 

 

 

 

 

 

 

二、整體推動策略 

  (一)籌組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 

與不同專家及輔導團組成推動小組，結合新竹市資源及地方發展，建立新竹市在地特色的 

海洋教育，並定期召開會議檢討與改善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 

  (二)建立海洋教育資源共研.共議與溝通分享服務之機制： 

    1.協助各校教師將海洋教育融入課程教學中，由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藉由跨領域輔導團設 

      計的”到校服務推動海洋教育~課程計畫”，實際將各領域融入海洋教育的教學課程與觀 

      摩，以利各校推動海洋教育及各校師生海洋教育教學品質。 

    2.藉由”海洋互動網路平台分享計畫”使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與國內海洋網站、 

     各縣市海洋教育教學資源網站連結。並架設海洋教育數位資料、庫蒐集輔助教材、教學媒 

     體、教案設計，建置 E 化教學資源平台，各校推動海洋教育與學生學習海洋知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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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及融入各領域有效教學能力，舉辦海洋教學公開授課，邀請優秀教 

        師現場演示教學，經由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研討活動，透過海洋教學公開授課與專 

        家指導增進教師課室教學觀察與討論能力，進而增進自我落實多元、有效、創新、教 

        學素養與技能，發展有效海洋教學教材。 

   (四)  辦理「新竹市海洋節」之新竹市特色海洋教育推廣活動： 

        結合新竹市地理背景--十七公里海岸線、紅樹林公園、香山濕地、金城湖賞鳥區、南 

        港半月型白沙灣、南寮漁港、海山漁港、青草湖等生態資源，設計在地化的海洋教育 

        課程，並與海洋輔導團結合工作坊，以此落實全面對學生、家長、與新竹市民眾推廣 

        地方文化內涵與海洋教育的「新竹市海洋節」。 

   (五)  辦理跨校『小河湖到大海洋~科學繪本創客社群工作坊』，發展研發新竹市本位海洋課 

        程，成立跨校『小河湖到大海洋幸福繪本晨讀擂台工作坊』，邀請各校海洋種子教師 

        與圖書設備組長，活用各校圖書設備資源，深入研究在地海洋文化發展，並透過一系 

        列探究與趣味擂台競賽活動，共同創作海洋本位課程教材，實踐『海洋在地化、在地 

        海洋化』新竹愛海教育。 

   (六)  發展『小河湖到大海洋~用行動 i 青草湖』海洋獨木舟戶外探索遊學主題課程:海洋智 

         慧方舟. 創客行動教學，獨木舟特色遊學系列課程。海洋教育中心團隊教師結合全市 

         海洋輔導團與海洋教師社群，創客製作獨木舟、船屋，研發獨木舟海洋教育課程，並 

         結合優質行動智慧學習，期許能讓親.師.生有更多元的探索與體驗，形塑愛護在地河 

         湖海洋環境資源之優質模範海洋城市。 

三、核定執行項目 

(一)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定期會議   

(二)到校服務推動海洋教育～課程計畫 

(三)海洋教育創新教學模組競賽、作品徵集暨公開觀議課 

(四)海洋互動網路平台分享計畫   

(五)深耕課程～小河湖到大海洋科普創客繪本.創客獨木舟社群工作坊 

(六)新竹市海洋節 

(七)用行動 i 青草湖~海洋獨木舟戶外探索遊學主題課程  

(八)『海洋新竹.城市幸福』海洋教育週 

參、執行成果與檢討 

一、執行成果彙整（如課程發展、教學實踐、研發成果、活動內容與照片、意見回饋等） 

編

號 

活動名稱.內容概述 

與對象人次 
照片 

一 海洋創客行動獨木舟工

作坊 

 全市各校教師一起

發揮創客研發能

力，運用行動學習.

智慧科技，打造屬

於自己學校的一艘

船! 

 總人次 150 人 

 



二 海洋教育創新模教案模

組比賽暨作品徵集 

 全市各校教師發表

學校創新研發之海

洋本位 .特色 .戶外

探索課程 

 總人次:80 人 

 

三 海洋教育創新教學模組

公開觀議課 

 全市各校優質海洋

教育團隊，進行創

新教學模組公開觀

議課 

 總人次:80 人 

 

四 深耕課程～小河湖到大

海洋科普創客繪本社群

工作坊 

 海洋教育結合行動

學習 .探索教育 .藝

文素養，全市教師

研發多元海洋創客

繪本。 

 總人次:150人。 

 

五 2017新竹市海洋節 

 海洋中心與海洋輔

導團帶領跨校教

師、跨領域設計在

地河湖海洋學習探

索體驗遊戲課程。 

 對象:全國親師生 

 總人次:1300人次 

 



六 2018新竹市海洋運動節 

 海洋中心與海洋輔

導團帶領跨校教

師、跨領域設計在

地河湖海洋學習探

索體驗遊戲課程。 

 對象:全國親師生 

 總人次:2000 人次  

七 用行動 i青草湖~海洋獨

木舟戶外探索遊學主題

課程 

 發展中心學校 -青

草湖海洋獨木舟行

動探索遊學課程，

推廣在地河湖海洋

生態文化探索教育 

 總人次:500 人次 

 

 

二、 問題檢討與改善計畫（如過程檢討、問題發現、解決策略等） 

      新竹市是靠海最近的城市，但新竹教師身處於如此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中，對於本土多樣

海洋生態環境、經濟活動發展、人文歷史脈絡，充滿著陌生與疑惑，如何能建構出有意義、有深

度、有內涵的在地海洋素養課程、實踐孩子『親海.愛海.知海』正向理念，強化實踐、體驗、省

思….等海洋教育素養。因此，海洋中心暨輔導團致力於拓展在地海洋教育場域-讓教師熟稔海洋

戶外教學實作課程；探究海洋在地生態文化-使教師認識並認同在地本土海洋特色進而對海洋有

感、有心、有力；研發海洋教學素材與課程；提升教師海洋教學能力與核心素養；發展在地海洋

本位主題課程-強化教師研發海洋跨領域教學課程，期能深耕新竹市多元海洋優勢教學。 

問題意識 分析說明 解決策略與成效 

教師進行教學時，常為了

融入而融入，海洋課程分

割零散不完整。 

 

海洋課程融入領域教學，

應加強課程深度與內涵

並注意橫、縱向連接的關

聯性。 

 辦理全市海洋教育知能研

習-透過講座、踏查、體驗、

實作….等多元學習，增進

教師海洋教育融入教學能



力。 

 辦理分區巡迴專業服務-

了解各校海洋教學特色與

問題需求，共謀解決方法

與媒介。介紹海洋教學模

組與媒材，與海洋種子教

師共同推廣、分享每一次

海洋精進研習後的主題，

以及資源中心所發展的教

學示例課程，提供教師海

洋融入領域教學模組課

程。 

教師缺乏海洋生態.人文

歷史知識，不了解在地

海洋文化特色。 

認識與了解台灣海洋環

境特色，是開啟教師海

洋情意態度之鑰，更是

培育教師海洋專業素養

之匙。 

 辦理在地青草湖泊生態，

體驗傳統海洋人文風采與

運動，調查水上運動與競

賽發展脈絡，化實作於實

務，發展在地海洋文化特

色課程。 

教師教學無法兼顧『知

識、情意與技能』，常偏

頗於某一項度，造成學

生學習態度或是學習成

效不佳。 

教學應以學生的自主學

習出發，核心素養為主

軸，靈活運用適切教學

策略與方法，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與成效 

 辦理海洋教學公開授課，

提升教師海洋議題及融入

各領域有效教學能力。 

 辦理跨領域素養導向創客

研發社群、統整運用知能，

追求並發揮共好式的學習 

知識狹隘.能力分離，習

慣單打獨鬥，教師團隊

鮮少合作互助，教師缺

乏活用知識的方法與能

力素養。 

 

海洋工作坊嘗試以教師

社群進行，力行協作共

好，一起打開教師國際

視野，統整活域統整性

核心素養能力。 

 以教師社群模式，發揮教

師共學共好、互助協作能

力，建構團隊學習歷程，統

合運用多元智能，進行水

域輕艇運動實作體驗。經

由一系列增能活動，提升

教師了解台灣海洋湖泊文

化認知素養與情意，拓展

教師海洋多元教學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