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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 97 年度推廣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計畫 

自然與文化交織的海洋饗宴 

一、依據： 

(一) 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推廣計畫 

(二) 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議題課程綱要 

(三) 教育部補助辦理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推廣計畫作業要點。 

(四) 嘉義市教育發展綱領『人文第一、科技相佐、精緻創新、國際視野』 

二、目標： 

(一) 蒐集整合在地海洋資源，增進海洋與環境特徵認識。 

(二) 提升海洋教育知能，發展海洋教育課程 

(三) 加強海洋教育活動，培養海洋活動興趣。 

(四) 希望學生能知海、親海、愛海，具有海洋素養公民。 

三、背景說明： 

(一) 嘉義市地理環境：本市位居台灣西南部嘉南平原北端，為鄰近沒有靠海

的縣市。周圍與嘉義縣相鄰，地形除東邊一部份屬竹崎丘陵地帶外，其

餘均為肥沃之平原，地勢由東向西緩降，地形平坦廣闊。 

(二) 嘉義市主要河川為八掌溪、朴子溪，分別流經本市南、北面，形成與嘉

義縣之天然界線；主要用水資源為八掌溪之蘭潭水庫與仁義潭水庫。 

(三) 劣勢對策與優勢條件： 

1.劣勢對策：本市有關海洋教育資源非常少，沒有靠海，一切交通都以陸

上汽車、火車、高鐵為主。學生日常生活所接觸跟海比較相關的只有海

鮮。嘉義市要發展海洋教育初期以石頭博物館、八掌溪、蘭潭水庫與仁

義潭水庫為出發點，然後以大嘉義的觀點規劃與嘉義縣東石、布袋外傘

頂洲結合。最後安排至屏東海生館及到澎湖做各項研習教學活動，全面

推動海洋教育活動。 

2.優勢條件：本市共有 8 所國中、19 所國小，學校數不多，要全面發展海

洋教育不難，第一年辦理以親近、體驗、欣賞為主。吸引同學喜愛、親

近海洋，未來設計課程、活動以認識海洋了解海洋為主。 

四、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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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施原則  

1. 分工合作原則：本府教育處、國民中小學分層負責，積極配合。 

2. 彈性多元原則：因地制宜、彈性運用時間，發揮學校特色。 

3. 延續連貫原則：各項辦理方案應周延可行且具延續性落實。 

4. 動靜兼顧原則：為提升海洋教育成效，除提供靜態資料外更應重

視動態活動之設計。 

5. 教學導向原則：各項活動或計畫應以教學導向、學生中心為原則。 

(二) 嘉義市推動海洋教育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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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 97 年度推動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專案小組成員名單與分工 

編

號 
職稱 姓名 現職 執行任務 

1 召集人 余坤龍 教育處處長 
1.召集籌組本執行小組 

2.召開本執行小組會議 

2 副召集人 林良慶 教育處副處長 
督導本市海洋教育執行小組工作進

展與推動 

3 總幹事 曾泳家 學管科科長 
綜理規劃並推展本市海洋教育之業

務 

4 副總幹事 林文平 課程督學 
協助綜理規劃並推展本市海洋教育

之業務 

5 
資 源 中 心

召集人 
張金龍 大業國中校長 規劃並推動相關行政事務 

6 委員 邱順命 北興國中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7 委員 黃顯智 嘉義國中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8 委員 何憲昌 蘭潭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9 委員 李舜隆 興安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10 委員 沈煥東 僑平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11 委員 陳建州 南興國中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12 委員 莊正祥 蘭潭國中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13 委員 郭義騰 民生國中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14 委員 劉昭志 玉山國中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15 委員 徐淑美 北園國中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16 委員 陳聖謨 嘉大附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17 委員 潘憲忠 博愛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18 委員 陳榮昌 垂楊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19 委員 于曼蓉 大同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20 委員 陳畇蓁 志航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21 委員 查顯良 嘉北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22 委員 翁崇文 育人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23 委員 陳火川 興嘉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24 委員 賴玉成 崇文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25 委員 許忠和 民族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26 委員 許寶蓮 宣信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27 委員 林秀香 北園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28 委員 朱麗乖 精忠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29 委員 江月寶 世賢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30 委員 陳文瑜 林森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31 委員 吳秋鋒 港坪國小校長 推動海洋教育各項工作內容 

32 執行秘書 張明正 大業國中教務主任 協助推動相關行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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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洋教育三年整體計畫： 

(一)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二)資源中心學校：大業國中 

(三)承辦學校： 

1.鄰近八掌溪、石頭博物館：大業國中、興安國小 

2.鄰近蘭潭水庫：蘭潭國小 

3.社會領域中心學校：嘉義國中、僑平國小 

4.其他：北興國中 

(四)經費來源：教育部、市政府補助 

(五)發展圖像：配合本市教育發展綱領中之「人文第一、科技相佐」願景。 

 

推動

重點 
辦理項目 

年度 
承辦學校

97 98 99 

充實 1. 成立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子計畫ㄧ ● ● 大業 

33 副執行秘書 張毓敏 大業國中總務主任 協助推動相關行政事務 

34 副執行秘書 李森源 大業國中教學組長 協助推動相關行政事務 

35 行政組長 廖玲瑜 大業國中會計主任 協助經費核結審查事務 

36 行政副組長 
蘇淑媛 

蔡豐洲 

大業國中會計佐理 

大業國中事務組長 
協助經費採購及核結行政事務 

36 種子輔導員 邱上容 大業國中教師 具有海洋教育背景教師 

37 輔導員 蔡旻修 大業國中教師 具有自然科教育背景教師 

38 諮詢教授 李忠潘 
國立中山大學 

海環工程系教授 

本市海洋教育相關專業知能諮詢

與服務 

39 諮詢顧問 陳仁德 石頭博物館館長 
提供海洋生物化石相關專業知能

諮詢與服務 

40 諮詢教授 蔡樹旺 嘉義大學教授 
本市海洋教育相關專業知能諮詢

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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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2. 擴充海洋生物教室設備 

 ● ● 

興安 

蘭潭 

僑平 

3. 海洋教育教學網站建置 ●   大業 

增進

教學

知能 

4. 成立海洋教育國教輔導團，設置種子輔

導員﹝配合精進課程教學能力計劃﹞ 
● ● ● 大業 

5. 研發國中小銜接一貫且結合本市的海洋

教育課程、教材及教學媒體 
● ● ● 各校 

6. 《認識海洋》教師知能培訓班 ●子計畫二   蘭潭 

7. 海洋教師進階研習  ●  嘉義 

8. 認識潮間帶生態及澎湖人文景觀校長研

習活動 
●子計畫三   北興 

辦理

活動 

9. 主題探究網路競賽 ●子計畫四  ● 僑平 

10. 海洋教育暑假國中學生研習營 ●子計畫五 ●  大業 

11. 海洋生物探索體驗活動  ● ● 興安 

12. 認識古老海洋生物化石之旅教學活動 ●子計畫六  ● 各國小 

13. 東石鰲鼓濕地生物多樣性生態觀察教學

活動 
●子計畫七 ●  各國中 

14. 國中小海洋遊學營活動  ● ● 各國中小

製作

媒體

與教

材 

15. 「優良海洋教育議題教學活動設計徵選

活動」 
● ● ● 各國中小

16. 規畫設計海洋生物特色發展課程   ● 興安 

17. 辦理海洋教學主題課程數位教材製作  ●  蘭潭 

蒐集

建檔 

18. 與附近大學校院結合組成策略聯盟 ● ● ● 大業 

19. 建置本市海洋教育專家人才資料庫 ● ● ● 大業 

20. 調查本市可運用的海洋教育資源 ● ● ● 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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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展示

及評

鑑 

21. 執行成果報告撰寫，製作成果手冊 ● ● ● 大業 

22. 分享與檢討 ● ● ● 大業 

六、本年度推動重點： 

(一) 充實設施：充實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相關設施，海洋教育教學網站建

置。 

(二) 增進教學知能：成立海洋教育國教輔導團，設置種子輔導員。研發國中

小銜接一貫且結合本市的海洋教育課程、教材及教學媒體。包含辦理《認

識海洋》教師知能培訓班，辦理認識潮間帶生態及澎湖人文景觀校長研

習活動等。 

(三) 辦理活動：主題探究網路競賽、海洋教育暑假國中學生研習營等。認識

古老海洋生物化石之旅教學活動、東石鰲鼓濕地生物多樣性生態觀察教

學活動。 

(四) 製作媒體與教材：辦理「優良海洋教育議題教學活動設計徵選活動」等。 

(五) 蒐集建檔：包含與附近大學校院結合組成策略聯盟，建置專家人才資料

庫，調查可運用的海洋教育資源等。 

(六) 成果展示及評鑑：執行成果報告撰寫，製作成果手冊。辦理分享與檢討

成果會 

七、實施策略 

(一) 充實設施： 

1. 充實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學校相關設施。如子計畫ㄧ 

2. 擴充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蒐集採購各類有關海洋圖書及多媒體教

材。 

3. 本市海洋教育網站建置，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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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進教學知能： 

1. 成立海洋教育國教輔導團，設置種子輔導員 

2. 研發國中小銜接一貫且結合本市的海洋教育課程、教材及教學媒

體。 

a. 各校辦理：規畫設計認識海洋之教材，融入各領域教學。 

b. 課程發展學習階段目標：以激發孩子學習的興趣及探索的動

機。落實孩子認識鄉土，關懷鄉土，進而永續保育海洋鄉

土的決心。 

3. 辦理海洋教育教師進修研習，培養海洋教育教師的專業知能。 

a. 97 年度先辦理《認識海洋》教師知能培訓班：如子計畫二，

活動設計理念與重點如下: 

i. 基礎知識建立。 

ii. 觀察與體驗。透過野外實地觀察、體驗，引發學習

動機，激發學習興趣，發覺自我的不足，進而誘發

自主學習動機。 

iii. 觀察體驗活動設計：一般進行生態觀察及體驗，採

用『視覺』做觀察是我們最常見也是最依賴的方式，

除了視覺的觀察，課程設計利用較少使用的感官來

做觀察，例如『聽覺、觸覺、嗅覺』。把注意力集中

在這些感官上，我們的認知會更強烈，讓繁雜的思

緒平靜下來，進入大自然生態教室，開始展開一場

驚奇的大自然的生命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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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分享＆整合：學習訓練過程強調彼此之分享，因為

每個人對生物及環境的觀察及感受不盡相同，藉由

吸收他人經驗、蒐集各種資訊，整合多元的知識，

發揮團隊合作的精神，共同完成一份獨一無二的創

意教案。 

b. 辦理認識潮間帶生態及澎湖人文景觀校長研習活動：如子計

畫三 

(三) 辦理活動： 

1. 主題探究網路競賽：針對學生辦理的活動如子計畫四 

2. 海洋教育暑假國中學生研習營如子計畫五 

3. 認識古老海洋生物化石之旅教學活動：海洋生物介紹，常見的生

物及化石如子計畫六 

4. 東石鰲鼓濕地生物多樣性生態觀察教學活動如子計畫七，養蚵人

家、人與海洋的關係，蚵的生長，鳥類：海洋生態的觀察，沙洲

的消滅：海洋地質環境的改變等。 

(四) 製作媒體與教材：配合 97 年精進課堂教學能力計畫─合作辦理「優良海

洋教育議題教學活動設計徵選活動」。 

(五) 蒐集建檔： 

1. 與附近大學校院結合組成策略聯盟 

2. 建置本市海洋教育專家人才資料庫 (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專家學

者、民間團體、教學教師、教學資源人員…等) 

3. 調查本市可運用的海洋教育資源 

4. 整合充實海洋教學資源網站，含海洋教育教材及補充教材、研習

活動成果。 

(六) 成果展示及評鑑： 

1. 執行成果報告撰寫，製作成果手冊 

2. 分享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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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費編列與實施進度： 

※ 97 年度本市 申請教育部補助推動國中小海洋教育總經費計新台幣 1,100,000

元(資本門 300,000 元，經常門 800,000 元)；本市相對應編列經費計新台幣

110,000 元(經常門 110,000 元)。 

推動

重點 
辦理項目內容 預定進度 

經費規劃 

單位元 
承辦學校 經費來源 備註

充實

設施 

1. 成立海洋教育資源中

心 
97.1-97.12 

300000

(資本門)
大業國中 

教育部 

 

子計

畫ㄧ

2. 蒐集採購各類海洋圖

書、多媒體教材暨海洋

教育教學網站建置 

97.1-97.12 40000 大業國中 教育部  

增進

教學

知能 

3. 研發國中小銜接一貫

且結合本市本位的海

洋教育課程、教材及教

學媒體 

97.1-97.12 110000 本市各國中小 市政府 

本市國

教輔導

團協助

各校教

師開發

4. 《認識海洋》海洋教師

知能培訓班 
97.7.14-16 150000 蘭潭國小 教育部 

子計

畫二

5. 認識潮間帶生態及澎

湖人文景觀校長研習

活 

97.7 195000 北興國中 教育部 
子計

畫三

辦理

活動 

6. 主題探究網路競賽 97.5 37200 僑平國小 教育部 子計

畫四

7. 海洋教育暑假國中學

生研習營 
97.8 120000 大業國中 教育部 子計

畫五

8. 認識古老海洋生物化

石之旅教學活動 
97.4~10 

84000
3 所國中(民生、玉

山、南興) 

3 所國小(志航、宣

信、民族) 共 6*14000 

教育部 子計

畫六

9. 東石鰲鼓濕地生物多

樣性生態觀察教學活

動 

97.9 54000 3 所國中(嘉義、

北園、蘭潭) 
教育部 子計

畫七

製作

媒體

與教

材 

10. 辦理「優良海洋教育議

題教學活動設計徵選

活動」 

97.9 本市各國中小  

本市國

教輔導

團協助

各校教

師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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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

建檔 

11. 與附近大學校院結合

組成策略聯盟 
97.1-97.12  大業國中   

12. 建置本市海洋教育專

家人才資料庫 
97.1-97.12  大業國中   

13. 調查本市可運用的海

洋教育資源 
97.1-97.12  大業國中   

中心

學校

運作

及成

果展

示 

14. 執行成果報告撰寫，製

作成果手冊 
97.12 18000 大業國中 教育部  

15. 分享與檢討 

   召開檢討會 
97.12 17000 大業國中 教育部  

16.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學

校運作活動及會議 
97.1-97.12 84800 大業國中 教育部  

合計  1210000 元    

九、預期效益 

(一) 透過資源佈置設置，可使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的設施更充實，充分展現海

洋特色。 

(二) 辦理各類海洋教育研習，提昇海洋教育教師的教學知能。 

(三) 透過活動的舉辦，不但使學生認識海洋生物，更可讓學生由活動中快樂

學習，教育的學習與生活結合，且能寓教於樂，效果必更能彰顯 

(四) 培養學生親海、知海、愛海，尊重多元文化、具有在地化、國際化的視

野。 

(五) 海洋教育教學網站建置，結合資訊網路，提供教師海洋資訊充實教學活

動內容，並廣為利用。 

(六) 配合九年一貫課程海洋教育輔導團訂定年度輔導計畫，前往學校訪視與

輔導，了解實際推動實施情形，主動提供必要的協助與輔導。 

 

十、督導與評鑑 

(一) 資源中心學校推動本計畫，每年由教育處依需求辦理督導考評一次，期

末呈報教育部本市各項執行成果。 

(二) 執行本計畫之相關學校、教師，經由教育處督導考評確認後，給予敘獎

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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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講解「朴子溪紅樹林」課程的內容 講師講解「朴子溪紅樹林」課程的內容 

講師講解太聖宮的媽祖 綜合座談-校長講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