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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名稱 

110 年度營運計畫申請補助案-「海洋科普面面觀」 

貳、 計畫緣起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憑藉，台灣四周環海，本島加上離島

與礁岩，具有綿延的海岸線，所轄領海面積更為陸域國土面積的 4.72 倍，台灣人

民與海洋本應共生共存、緊密互動，但根據 106 年之《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指

出，直至 20世紀末台灣海洋視野，受制政策以及教育上重陸輕海，使得各級教育甚

少出現培育國民海洋素養的課程，致使海洋一直被阻隔在人民的視野和思維之外（教

育部，民 106年）。 

教育是國家大計，人才是立國根本。隨著時代變遷，教育政策上更應與時俱進。

於學校教育，自從 97年「九年一貫義務教育」首度將海洋教育納入重大議題之一，

使海洋教育向下扎根於基礎教育階段起，教育部陸續公布了「海洋教育策白皮書」、

「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議題課程綱要」及「後期中等教育海洋教育科目綱要」，109

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其內明訂十九項議題，有四項是由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延

續而來的，「海洋教育」就是其中之一；於全民教育上，109年政府統合 14個部會，

擬定「向海致敬」政策以「開放」、「透明」、「服務」、「教育」、「責任」為五大原則，

從法規調適、佈置友善環境、建構友善措施，鼓勵國人「知海」、「近海」、「進海」、

「淨海」。由此可知政府近幾年在「海洋教育」上的厚植與深化。 

現階段「海洋教育」得利於九年一貫之基礎，具備完整的內涵架構，有利於「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領域與科目課程之適切融入，為 108 課綱「素養教育」的核

心目標鋪陳出良好的契機；「海洋教育策白皮書」中提出「海洋素養」就是一種「你

對海洋影響到你，以及你會對海洋造成哪些影響的了解。」期望從教育中建立海洋

素養，並達成三個目標：「親海、愛海、知海」。(Ocean Literacy Network,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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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生館）作為海洋環境重點場域，近年來積極配合 108課綱，

開發與進行海洋環境教育課程，透過實際參與海上活動、體驗與觀察海洋生物「親

海」，了解海洋文化「愛海」，最後學習與海洋相關知識與文化「知海」，從中意識到

海洋目前遭遇的危機並反思解決的方法，以貼近 108課綱落實「海洋素養」的精神。 

本次活動以「海洋科普面面觀」為主題，科普旨在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向一般

大眾傳達科學的技術知識、相關領域的學術研究與傳播科學理念及精神等。海生館

做為教育部轄下五大館所之一對於台灣的海洋教育更是責無旁貸，此次將積極辦演

「海洋科學」與「學校教育」的橋梁，配合 108 課綱「探究與實作」（inquiry and 

practice）之精神，面向學校端，把海洋議題融入學校課程並與社會連結，讓國人

建立海洋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觀念，貼近海洋素養之精神，將海洋知識「在地

化」，讓海生館之資源「普及化」，全面拓展國人對於台灣周邊海洋知識的「廣度」

與「深度」。 

參、 執行內容與目標 

本次活動主題以「海洋科普面面觀」為發想，「面面俱到」的進行大眾科學推廣，首先

針對教育現場第一線的「學生」提出子計畫，設計符合新課綱「探究與實作」的海洋

教學教材。 

子計畫一、「海洋 Long stay」活動 (針對學生端) 

「海洋 Long stay」活動，透過旅行的意象，安排海洋教育學者、國內講師與

館內專業人員由館內出發，以屏東、台東、花蓮三縣市的學校為知識傳播場域，提

供直送到校的海洋教育，供有興趣之師生共同參與一場知識饗宴，使課堂內不再是

傳統乏味的講述式教學，讓學生享受議題融入教學的樂趣，透過「探究與實作」於

親身操作中學習到知識的魅力。 

除了上述之課程設計外，本次活動的亮點目標更著重於深入偏鄉，花東地區是

國內典型的弱勢縣市 (陳淑麗、洪儷瑜，2011)，教育部於 83 年開辦「教育優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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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並逐年檢討，直至今日縮短城鄉教育差距依舊為教育部重點政策之一，致力

於「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過去海生館有多次提供屏東縣與

高雄市的教學經驗，累積大量的教育活動能量，花東地區海岸線綿延，當地學童對

於海洋教育的需求絕不輸西部，綜上所述海生館預計前往屏東、台東、花蓮之各區

域學校，且並非全部集中於市區，讓台灣每一個角落，都能一同參與本次的科學活

動。 

為推廣海洋課程，將使用海生館自主開發之海洋特色課程，內容呈現如下： 

(一)、 「瑰麗海洋，珊瑚」： 

色彩鮮豔的珊瑚是引起學生對海洋產生興趣的亮點生物，同時也是海洋環境保

育重要的一環，台灣海域及沿岸的形成也與珊瑚息息相關，例如：岩岸裙礁。 

此次透過環境與生活經驗的結合引發學生對於科學知識的了解與運用，例如：

潮汐區域的珊瑚長期受到海浪沖刷需要比較硬的結構，而稍為深一點的珊瑚為了抵

抗水流拉扯則需要比較軟，甚至柳枝狀。 

最後以珊瑚為核心概念結合藝文領域，接著透過手作，讓學生發揮想像力刻畫

出自己心中的珊瑚，並說明為何會如此設計，提升學生的邏輯與創作能力。 

  

了解珊瑚與環境的相互影響，手做出對應環境的珊瑚。 

 

(二)、 「海中的小胖子-白鯨」： 

演化為國小高年級的自然重點，然而演化跨過的時間軸極長，缺乏實際觀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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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易使小朋友難以理解，然而海洋中的鯨豚與魚卻是非常好的演化題材，藉由鯨豚

與魚為核心概念結合海生館特別開發的學習單，不僅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更讓學

生學習完之後有一個實質的任務產出。 

鯨豚身為陸地生物，然而卻演化並發展出一套優異的保溫措施，鯨脂就是其一，

油在生活中是非常常見的物質，然而他的特性卻因為過於複雜的化學性質到國中才

會討論，但是學生真的不能理解嗎？透過簡單的油、水、清潔劑，從簡單可觀察的

現象做延伸啟發學生探究的本質。 

 

深入簡出的學習單，除了用圖像引起學習興趣外更傳達演化知識。 

 

油滴為何會圓形呢？清潔劑的作用為何呢？帶領學生由日常中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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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學藻的到」： 

硅藻土地墊已流行一陣子，然而其成份為何？為何可以吸收水分？所宣稱可以

調節水份的資訊是真的嗎？都是很值得帶領學生用來發展探究的題目。此次透過手

做課程與顯微鏡觀察硅藻土的結構探討硅藻土吸水力的秘密，還有他可以當作驅蟲

藥的原因。 

 

 

帶領學生探究矽藻的結構，為何硅藻土地墊擁有吸濕的能力呢？ 

 

透過手做了解背後的生活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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