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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嘉義市政府辦理「108 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書 
 

壹、海洋教育政策指標成果摘要【如有符合該項目成果者再填入即可】 

 政策指標 成果簡述（件數、執行日期、參與人次、教

案教材名稱等具體描述） 

1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定期更新專家人

才資料庫資訊。 

定期上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更新資訊。 

2 根據海洋教育學習內涵及各學習領域課

程綱要，編纂國小中年級版海洋教育參

考手冊，提供教師教學使用。 

108 年 10 月印製八掌溪嬉遊記 120 本，分送

嘉義市各國中小學(共 28 所)，提供教師海洋

教育教學參考。 

3 研發國小、國中跨學科／領域主題式教

案。 

109 年 3 月 26-27 日辦理綠階海洋教育者培

訓計畫，研發跨領域海洋教育教案。 

4 發展海洋特色課程（含非臨海學校融入

校內課程推動）。 

109 年 5 月下旬召開海洋教育會議，協請嘉

義市各國中小事先規劃海洋教育週宣傳活

動，訂 6 月 8 日-6 月 12 日為海洋教育週，

進行相關宣導，融入課程與生活，內建海洋

素養。 

5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之教師研習

開放行政人員參與。 

1.108 年 10 月 23 日辦理「玩出海洋教育的

專業素養」。 

2.108 年 10 月 24 日辦理各校海洋教育承辦

人員暨種子教師增能研習、全市國中小諮詢

服務。 

3.108 年 11 月 5 日-7 日辦理「山海探索八

掌行-親師生體驗海洋教育活動」。 

4.109年 4 月 29日-30日辦理「海洋文化看

廟趣」。 

5.109年 5 月 6日全市國中小諮詢服務。 

6 成立或擁有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108 年 10 月 21 日召集對海洋教育有熱誠之

六位同仁，每月聚會一次，分享教學經驗，

探討海洋素養與課程如何結合，進而運用於

生活，強化學生面對未來挑戰應具有的知

識、能力與態度。 

7 成立或擁有具輔導海洋教育功能之團

隊，並研發海洋素養教學策略。 

成立海洋中心領域小組:校長擔任召集人，教

務主任為副召集人，海洋團兩位專任、兼任

輔導員，特商請國立嘉義大學水生生物系教

授、國立中山大學海工所教授協助規劃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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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解惑、課程規畫之諮詢，再聘請在海

洋教育經驗豐富之前輩先進，幫助教師將海

洋教育融入教材，提供海洋素養教學策略，

進而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8 鼓勵學校運用海洋職涯發展相關教材及

媒材。 

嘉義市無海洋職涯相關科系之職校，操作上

有其窒礙難行之處。 

9 鼓勵各級學校配合辦理世界海洋日或教

育部海洋教育週相關活動。 

109 年 5 月下旬召開海洋教育會議，協請嘉

義市各國中小事先規劃海洋教育週宣傳活

動，訂 6 月 8 日-6 月 12 日為海洋教育週，

進行世界海洋日-6 月 8 日相關宣導，融入課

程與生活，內建海洋素養。 

 

貳、背景說明 

一、四年計畫中的發展項目與進程 

主軸 發展項目 

對應作業要點

類別(如註解) 
發展進程 

一 二 三 107 108 109 110 

主軸一：健全海洋教

育推動組織與運作機

制 

定期辦理嘉義市海洋教育維

運會議 
ˇ       

主軸二：編輯與推廣

本市海洋教育教材 

嘉義市海洋教育教材彙編與

推廣 
 ˇ      

主軸三：協助非臨海

校本課程融入海洋元

素 

定期辦理海洋教育戶外體驗 ˇ       

主軸四：推動海洋教

育者專業社群發展 
持續推動海洋教育專業社群  ˇ      

主軸五：研發海洋素

養教學模式 

定期辦理海洋教育教師專業

成長研習 
 ˇ      

主軸六：建置海洋教

育網路資源分享帄臺 

持續更新充實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網站 
ˇ       

 ※註解：第一類－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必辦） 

    第二類－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必辦） 

    第三類－推動跨縣市海洋教育合作計畫（選辦） 

二、本學年度計畫內容 

（一）項目 1「定期辦理嘉義市海洋教育維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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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學年度：籌組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建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分享與服務之機制。 

2.108 學年度：落實「海洋教育行政人員增能培訓」，辦理海洋教育相關增能工作坊及研

習計畫，提升本市海洋教育行政人員對政策之知悉。 

3.109 學年度：配合教育部之重要政策或宣導事項，擬訂規劃相關之活動。 

4.110 學年度：辦理「優良海洋教育人員選拔實施計畫」，透過實質獎勵提升海洋教育人

員尊榮感及參與力。  

甲.內容說明: 籌組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建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分享與服務之機制。 

乙.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負責掌控各計畫推動進程，及經費使用等。 

  (2)整合及協調各校建議需求，推動小組討論為明年計畫重點。 

丙.執行進度: 

月份 

項目 

7-8

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8

月 

定期辦理嘉義市海洋教育維運會

議 

            

        

丁.具體產出指標: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海洋教育維運會議，規劃本市有特色之海洋教育體

驗活動，彙整中心各項成果及召開檢討會。 

 

（二）項目 2「嘉義市海洋教育教材彙編與推廣」： 

1.107 學年度：盤點本市海洋相關產業，辦理輔導團、教育人員參觀及交流，建立合作

模式。 

2.108 學年度：蒐集海洋教育資料並轉化為學習內容，編纂海洋教育學習手冊。 

3.109 學年度：編輯海洋教育導覽地圖與進行試辦海洋教育課程及修正。 

4.110 學年度：建立學校課程運作機制進行海洋教育與運用導覽地圖學習手冊。  

甲.內容說明:盤點本市海洋相關產業，辦理輔導團、教育人員參觀及交流，建立合作模

式。 

乙. 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調查嘉義地區海港、海岸地形及生態。 

 (2)調查有關海洋教育社教機構、民間團體或資源、戶外考察地點。 

丙.執行進度: 

月份 

項目 

7-8

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8

月 

海洋教育本市教材彙編與推廣             

         

     丁.具體產出指標: 

       (1)與附近大學院校結合組成策略聯盟，建置本市海洋教育人才資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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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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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將成果彙整於嘉義市海洋教育資源分享。 

 

（三）項目 3「定期辦理海洋教育戶外體驗」： 

1.107 學年度：舉辦海洋教學戶外踏查，聘請專業教師實作指導。 

2.108 學年度：規劃本市有特色之海洋教育體驗活動，藉由八掌溪實地踏查，提供夥伴

學校之體驗解說課程。 

3.109 學年度：觀摩外縣市優異教學，提升本市推動海洋教育教學之參考。 

4.110 學年度：組織跨縣市輔導團交流活動、教師團參訪，與其他縣市有共通性的課程

或活動進行交流。  

甲.內容說明:舉辦教學研討會，聘請教授實作指導。 

乙. 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辦理全市山海探索八掌行親師生體驗活動，延續親師生體驗海洋議題，推廣本市海

洋教育活動。 

 (2)透過實地觀察、探索體驗及分享之過程，瞭解八掌溪上、中、下游生態的美麗與珍

貴。 

丙.執行進度: 

月份 

項目 

7-8

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8

月 

定期辦理海洋教育戶外體驗             

         

     丁.具體產出指標: 

辦理全市山海探索八掌行親師生體驗活動共三梯次，包含家長、各校老師及學生共 120

人次，到八掌溪起源-奮起湖、觸口、及八掌溪出海口-好美寮、東石鰲鼓等地進行課

程。 

 

（四）項目 4「持續推動海洋教育專業社群」： 

1.107 學年度：成立海洋教育專業社群，建置示範教學、教學問題研討、創新教學示例

等專業成長機制。 

2.108 學年度：辦理海洋教育專業社群專業成長研習。 

3.109 學年度：建立海洋教育優良教師人力資料庫。 

4.110 學年度：甄選海洋教育優質專業教師集中培訓，並作為輔導團優質種子教師。  

甲.內容說明: 成立海洋教育專業社群，建置示範教學、教學問題研討、創新教學示例等

專業成長機制。 

乙. 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加強校際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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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在地海洋教育為主軸。 

 (2)協助夥伴學校進行海洋教育課程規畫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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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執行進度: 

月份 

項目 

7-8

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8

月 

持續推動海洋教育專業社群             

         

     丁.具體產出指標: 

       成立海洋教育專業社群，定期安排社群經驗分享、創新教學示例等專業成長對話，並 

       將成果彙整於嘉義市海洋教育資源分享。 

 

（五）項目 5「定期辦理海洋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1.107 學年度：規劃教學經驗分享，運用教學計畫精進海洋輔導團運作。 

2.108 學年度：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合作，辦理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藉由

跨縣市教師海洋教育實地踏查，鼓勵教師依各學習領域內涵進行行動研究，提升基

礎教學能力。 

3.109 學年度：辦理海洋教育教學觀摩、教案發表或行動研究成果分享。 

4.110 學年度：將研習成果、分區座談、教學研討會、讀書報告等編印成冊，推廣海洋

教育教學與技巧。  

甲.內容說明:規劃教學經驗分享，運用精進教學計畫海洋輔導團進行。 

乙. 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以發展本市海洋教育特色為主，協請專家學者進行海洋教育課程規劃。 

 (2)遴選海洋教育專家，精進本市教師海洋教育增能研習。 

丙.執行進度: 

月份 

項目 

7-8

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8

月 

定期辦理海洋教育教師專業成長

研習 

            

         

     丁.具體產出指標:辦理海洋教育融入課程學習。 

 

（六）項目 6「持續更新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1.107 學年度：建置海洋教育學習網站，提供教師教材教法資訊服務。 

2.108 學年度：彙集並整理資源中心既有之圖書、資訊與器材、課程教材、教學媒體。 

3.109 學年度：提供學校及輔導團推廣海洋教育所需資訊服務，以活絡海洋教育資源分

享帄台之應用。 

4.110 學年度：將本市課程學習手冊內容製作為動畫影像、互動式多媒體系統，並置於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甲.內容說明: 建置海洋教育學習網站，提供教師教材教法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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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規劃嘉義市海洋教育資源分享網頁維護更新。 

 (2)規劃本市海洋教育創作競賽。 

丙.執行進度: 

月份 

項目 

7-8

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8

月 

持續更新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網站 

            

          

     丁.具體產出指標: 

      配合海洋週活動及海洋教育創作競賽，將優秀作品轉為海洋教育活動教材，並將成果 

      彙整於嘉義市海洋教育資源分享。 

 

 參、執行成果與檢討 

  一、執行成果 

  (一)彙整本市海洋產業發展情形，轉化為學生學習內容，促進師生了解在地海洋資源，引發 

     學生認識家鄉與認同鄉土發展，並能夠結合戶外教育，拓展學習場域。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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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合本府內各單位、中心學校及輔導團等資源，建置海洋教育資源整合帄台。 

(四)結合大學、社教機構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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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台。 

(五)加強校際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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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導入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藉由海洋教育在職教師增能途徑，建立增能之後的持續服務

機制，進而將海洋教育教學落實於各校校園，並將建立之運作機制，進一步提供其他縣

市參與培訓，促進跨縣市海洋教育者之連結。 

二、問題檢討與改善 

(一)劣勢對策:本市沒有靠海，海洋教育資源相對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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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擴及大嘉義的景點規劃與嘉義縣

東石、布袋外傘頂洲結合，推動海洋教育活動。 

(二)優勢條件:本市共有 8 所國中及 4 所私立中學國中部、20 所國小，學校數不多，腹地亦

小，爰可透過此優勢，發展海洋教育，辦理以親近、體驗、欣賞為主的活動，吸引同學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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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進而親近、了解、愛護海洋，未來課程設計、活動以認識海洋、了解海洋為主。 

肆、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