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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113年度藍階/進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實施計畫 

壹、 依據 

教育部 113年 1月 3日臺教綜(二)字第 1132100004號函「第六屆海洋教育推手獎」徵件

及宣傳暨「海洋教育者培訓機制與海洋職涯試探教學發展」規劃與推動計畫」。 

貳、 目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受教育部委託規劃「海洋教育者培

訓計畫」係以三階海洋教育者組織架構，整合國內從事海洋教育之人員，建構海洋教育專業內

涵，彙集眾人推動力量並組成海洋教育輔導團，服務各縣市海洋教育相關推展業務，以期建立

永續海洋教育推動機制。本次藍階/進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旨在能讓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或

已經擁有推動海洋教育豐富經驗者進一步獲得專業成長，以協助更多人推動海洋教育工作，故

培訓目的在於強化參與者之海洋教育專業內涵，促進海洋教育的專業知能。本次課程預計達成

之目的如下： 

一、提供授課、示範、體驗與實作，建構藍階/進階海洋教育者專業知識及能力展現。 

二、培養藍階/進階海洋教育者專業素養導向，強化溝通協調與資源整合的推動要領。 

三、增進藍階/進階海洋教育者活動企劃與社群領導，提升課程設計與活動規劃技巧。 

四、落實海洋教育者分級培訓與運作，促進地方推動海洋教育諮詢與輔導機制。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 

肆、 參與對象及人數 

一、已完成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者，且有意願進一步成為海洋教育課程推廣人

員。 

二、全國各級學校之現場教育人員或現正從事推動海洋教育相關工作人員。 

三、為求培訓課程之教學品質，本梯次以 30位學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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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課程時間 

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24日(三)至 7月 28日(日)，五天四夜(含住宿)。本次培訓課程須全

程參與，可申請 35小時教師研習時數。 

陸、 報名及聯絡方式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月 30日(日)止，7月 2日(二)寄發錄取通知。 

二、 報名方式：請至 https://tmec.ntou.edu.tw/p/405-1016-101374,c6270.php?Lang=zh-tw填

寫報名單。 

 

三、報名費用： 

(一) 本次培訓課程所需之費用(如：講師費、住宿費、交通費、課程材料費、餐費

等)均由本計畫項下支應。 

(二) 惟個人自出發地至集合地點之來回車資由個人支應。 

四、聯絡方式： 

(一) 承辦人：郭佳玉計畫專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二) 承辦人電話：02-24622192分機 1247。 

(三) 承辦人信箱：chiayu@email.ntou.edu.tw。 

柒、 研習義務與說明 

一、為配合教育部海洋教育者培訓計畫之進行，在培訓過程中需填寫相關問卷，課程進行

時將錄影、錄音作為後續分析，上述資料僅作為研究使用不對外公開。 

二、培訓課程期間內所拍攝之照片，本中心將作為後續教育推廣及成果紀錄使用，報名即

同意授予肖像權。 

三、報名者個人資料本中心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善盡隱私權保護責任與義務，

僅限於海洋教育者培訓計畫相關之個人身份識別、聯繫、統計及學習認證資料登錄目

的之用。 

四、完成本次培訓課程之報名程序，本中心將函請所屬服務單位核予公假登記。 

五、建議攜帶個人筆記型電腦，以便參與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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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員住宿為二人一室，由主辦單位安排。 

七、因含戶外活動且為愛護地球，請準備遮陽帽、防曬衣褲、環保水瓶及環保餐具。 

八、完整參與培訓課程發給結業證書。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教案設計或活動企劃，本

中心將提供審查意見，完成修改者，將列入臺灣海洋教育中心「藍階/進階海洋教育

者」人才庫，成為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捌、 培訓課程辦理方式 

一、課程主軸 

藍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是以能協助培訓與組織海洋教育專業學習社群，並以

服務各縣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辦理教師增能研習及種子教師，故以海洋自然、

人文、社會等專業知識面向，輔以社群領導、活動企劃與教案研發等專業素養能力，

建構一個創新思維的互動討論社群，達到共展創意與探索彼此的實務經驗，凝聚群體

智慧結晶，朝向落實海洋教育者分級培訓與運作機制。 

有鑑於全球倡議淨零排放之趨勢，今(113)年度藍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以氣候

變遷為主題，從了解海洋的衝擊與調適加深海洋知識的學習，並整合環境倫理價值與

教學資源，發揮與創造以永續海洋為核心之教學活動。 

二、課程流程及地點 (本中心在不影響學員權利下保留課程變動及時間調整之權利) 

第一天：7月 24日(三) 

時間 行程 地點 

09:30-09:50 報到 

基隆市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09:50-10:00 開幕式 

10:00-12:00 
海洋社群領導(一) 

團隊凝聚力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海洋增能(一) 

博物館教學資源應用 

17:00- 車程前往北投會館&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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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7月 25日(四) 

時間 行程 地點 

08:00-10:00 
海洋社會學科(一) 

海岸管理與未來 

臺北市 

捷運北投會館 

10:00-12:00 海洋活動企劃 

12:00-13:30 午餐 

13:30-17:30 

海洋自然學科(一) 

全球氣候變遷對漁業資源的影響 

慢魚運動建立正確的吃魚觀念 

17:30-19:00 晚餐 

19:00-21:00 
學員時間 

教學經驗交流 

臺北市 

捷運北投會館 

 

第三天：7月 26日(五) 

時間 行程 地點 

09:00-12:00 
海洋自然學科(一) 

綠的危機-溫室效應與全球環境變遷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2:00-13:30 午餐 

13:30-17:30 
海洋素養(二) 

海洋藍碳介紹、紅樹林踏查 

臺北市 

捷運北投會館 

17:30-19:00 晚餐&休息 

臺北市 

捷運北投會館 
19:00-21:00 

海洋社群領導(二) 

海洋社群經營 

21:00- 休息 

 

  



5 

 

第四天：7月 27日(六) 

時間 行程 地點 

09:00-12:00 
海洋人文(一)  

原住民的海洋教育 

臺北市 

捷運北投會館 

12:00-13:30 午餐 

13:30-17:30 海洋教學研發 

17:30-19:00 晚餐 

19:00-21:00 學員時間－教案/活動企劃討論 

21:00 休息 

 

第五天：7月 28日(日) 

時間 行程 地點 

09:00-12:00 成果發表 
臺北市 

捷運北投會館 12:00-13:00 午餐 

13:00- 賦歸 & 期待未來回流課程見！ 

三、課程內容及講師： 

課程

主題 
內容概要 授課講師 

海洋

人文

學科 

(一)原住民的海洋教育 

認識早期靠海維生的原住民，他們長久累積的海洋知識，以及

特殊的海洋文化，並且在全球氣候變遷與自然環境的衝擊下， 

體認原住民的環境永續及海洋知識的價值性。 

臺東縣東河鄉 

東河國民小學 

阮文彬老師 

海洋

自然

學科 

(一) 全球氣候變遷對漁業資源的影響、慢魚運動建立正確的吃

魚觀念 

氣候暖化亦會導致海水溫度升高，魚類生長環境同樣受到影

響，本課程將認識氣候變遷對漁業經濟的衝擊，並建立正確的

吃魚觀念，以利海洋漁業資源的永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黃之暘副教授 

(二) 綠的危機-溫室效應與全球環境變遷 

體驗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的環境教育教案，此教案透過「實

驗」、「展示」，利用「概念澄清」、「實驗驗證」等活動了解溫室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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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主題 
內容概要 授課講師 

效應，並引導學生進行行動省思，藉此提醒自身及周遭旁人應

無時無刻須具有環境公民的認知與進行環保公民運動。 

海洋

社會

學科 

氣候變遷下的海岸管理 

2015年因應氣候變遷與保護、復育海岸，以確保自然海岸零損

失，制定了「海岸管理法」。未來海岸面臨的衝擊，先認識海岸

管理的概念能有知道如何應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林宗儀教授 

海洋

素養 

海洋能幫助吸收與儲存多少被釋放到大氣的碳呢？本課程將

認識海洋的固碳機制以及重要碳匯藍碳概念，並實地前往紅樹

林區，學習如何測量與計算碳匯。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林幸助終身特聘教授 

海洋

增能 

教育 

(一)博物館教學資源應用 

應用臺灣北部海洋教育社教場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的教

學資源，了解氣候變遷對海洋生物珊瑚的影響，延伸轉換為能

從氣候議題中認識海洋的教學活動。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海洋

社群

領導 

(一)團隊凝聚力 

藉由團體動力活動，引導學員認識彼此並學習尊重不同立場的

觀點，並學習如何取得團隊共識，共同設定個人與團體的學習

目標。 

救國團探索教育中心

講師 

(二)海洋社群經營 

學習如何進行資源整合與溝通協調，以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

並引發影響他人的領導能力，分享經營海洋專業學習社群的經

驗，鼓勵未來合作。 

新北市萬里區 

野柳國民小學 

張錦霞校長 

海洋

活動 

企劃 

藉由《氣候變遷遊戲引導書：22個讓人更有效溝通氣候變遷的

系統思考遊戲》的介紹及體驗，提供學員一些參考，如何以「遊

戲」的方式推廣氣候變遷議題。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傅榆茹助理 

海洋

教學 

研發 

以教學設計為主體，導引學員將海洋自然、社會與人文課程等

專業內涵及資源整合並轉化，增進學員教學實務經驗、教案研

發與創作能力，期待後續能讓學員發展海洋教育跨域教學。 

新北市立 

新店高級中學 

陳正昌老師 

玖、 預期效益 

培訓後預期藍階/進階海洋教育者能從事以下任務： 

一、服務各縣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辦理教師增能研習及種子教師培訓。 

二、辦理海洋教育相關研發、推廣、研討等活動。 

三、帶領周圍教師或朋友投入海洋教育活動，組成海洋教育專業社群。 

四、分享海洋教育相關教學與活動資訊於網路或社群中。 

五、持續參與海洋教育相關增能研習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