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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南安國小 

111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子計畫 3-2：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成果報告 

一、 申請計畫內容簡述（與申請計畫應相符） 

依原計畫執行，辦理綠階培訓，如期辦理完成。 

6 月 3 日(星期六) 

時間 授課內容 講師 地點 

7:50~8:00 報到  

大溪國小 

8:00~08:10 始業式 
海洋教育輔導團 

方俊欽校長 

8:10~10:10 

海洋服務(一)－ 

從蘭陽博物館看 

宜蘭縣海洋與環境教育 

宜蘭縣蘭陽博物館 

陳碧琳館長 

10:10~12:00 
親海教育－ 

逐浪蜜月灣(趴浪) 

大溪國小 

方俊欽 校長 

黃國禎 主任 

大溪國小/ 

頭城蜜月灣 

12:00~13:00 午餐-食魚教育 

13:00~15:30 
親海教育－ 

逐浪蜜月灣(衝浪) 
大溪國小 黃國禎主任 頭城蜜月灣 

15:30~17:30 

海洋關懷－龜來吧 

龜山島文化保存 

漁村文化創新與發展 

頭城龜山島文史工作者 

海波浪文創品牌負責人 

黃建圖 老師 

大溪國小/ 

合興社區 

6 月 4 日(星期日) 

時間 授課內容 講師 地點 

8:00~8:30 報到  頭城國中 

8:30~10:30 
海洋概論－ 

開蘭海路文史走讀 

頭城老街文史工作者 

邱境城講師 

頭城國中/ 

頭城老街 

10:30-12:00 
海洋服務(二)－ 

融入在地資源的 
頭城國中 林惠珠校長 頭城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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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課程發展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體驗教學設計 
新北三多國小退休教師 

許志文老師 
頭城國中 

17:00~17:30 結業式 
宜蘭縣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 

姚宗呈 校長 

二、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透過活動設計，讓種子教師於體驗中感受海洋教育的重要性，深化海洋教育概念，進

而體驗學習，設計推行教案，做中學，團隊合作，共同學習成長。課程內容主要是 

1.海洋概論：開蘭物語-從海路談蘭陽開發史，並透過走讀頭城老街.李榮春文學館，

了解宜蘭自然資源及人文歷史，說明宜蘭的地理環境如何造就豐富的

海洋資源。並提供自然、社會、人文不同面向的海洋內容，拓展學員

對海洋的認識 

2.海洋關懷：從開蘭第一城的過去，了解頭城的漁村文化發展。談龜山島遷村，了

解龜山島的歷史，漁村的記憶與海洋文化的深層意義，透過創新的方

式將歷史故事留下。從過去歷史，看現在發展的現況及瓶頸，思考未

來，談宜蘭的漁村文化。在地文化的耕耘及民間團體如何保存漁港的

發展歷史，並發揮其教育功能。 

3.海洋服務：從蘭陽博物館認識宜蘭海洋文化的保存與發展。並從學校教育出發，

以大溪國小海洋休閒學校本位課程及頭城國中海洋特色本位課程為例，

並從學校情境中了解.思考海洋與自己的關係，學習如何與海洋進行適

切互動。耕耘在地文化，運用特色課程建構與延續歷史文化，與社區

共榮共生，發揮教育功能。 

4.親海教育：介紹頭城海洋資源及水域環境，如烏石港.五漁村.東北角海岸及水域

環境，還有從事戶外海域休閒活動的天然海灣-蜜月灣，擁有豐富的自

然人文教育資源，藉由體驗趴浪.衝浪活動，瞭解水域活動的重要安全

事項與感受海洋及大自然的珍貴資源。 

5.體驗設計教學：從體驗教學的理論背景出發，了解海洋教育議題如何融入在不同

領域中，引導學員設計可在課室內教學的海洋課程，或結合戶外海洋

場域的教學活動。 

 

依活動流程及內容安排，逐一落實執行，而從種子教師分享及回饋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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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種子教師學習熱忱及對未來的期待，啟動教師對戶外海洋教育的教學量能。

本計畫圓滿順利完成。 

三、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一） 計畫無法解決之問題說明（若有，請說明所遭遇到困難或挑戰） 

1. 活動規畫多元，場域轉換多，讓課程是流動的，並隨時做滾動式修正，讓種子教

師能保持學習量能，適應活動變化，回饋反應熱烈，教學設計及分享，如期進行

中，創造自發.互動.共好的學習情境。 

2. 部份老師對於親海體驗有過往及童年的挫折經驗，故在引導上，請授課講師深化

水域安全知識層面，讓老師下水前能充份了解水域活動的風險評估及安全防護的

重要，故防寒衣.防滑鞋.救生衣..SUP 及滑槳使用介紹，詳實說明。另外，人員

配置充份，提昇救生員配比，達 1:5，提高種子教師對體驗活動的安全感，建立

具正向.安全感的成功經驗。從回饋單了解，教師反饋熱烈，肯定活動的用心。

可做為持續辦理的參考。 

3. 講師群實務經驗豐富且專業，結會歷史.時事及各項海洋專業發展的現況分享，

深深吸引種子教師的學習，期待綠階培訓做教師推動海洋教育的基礎，每位種子

教師皆能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海洋教育方式及策略，讓更多人因了解而更投入，讓

海洋教育及安全概念普及化，形塑更優質的學習資源。 

（二） 總體自我評估與檢討 

檢核計畫預期目標: 

1. 整合各級學校教師、社教機構志工、海洋產業相關人員、民間海洋組織成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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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海洋教育工作者，彙集推動力量。 

2. 建構海洋教育專業內涵，提供共同核心素質，以提升海洋教育工作者之素質。 

3. 協助各縣市建立人才庫，促進系統性人力資源整合，並組成縣市海洋教育輔導

團隊。 

4. 培訓學校中海洋教育推廣教師，深入校園推動，以建立永續從事海洋教育之機

制。 

本次活動大致達預期目標，期能深化教師海洋教育的概念，本次活動教師組 line

群組，盼形成長期性的支持群組，做為海洋教育教學的互動學習平台，互相支持

鼓勵。本次參與培訓人員中，有多位外縣市及跨教育階段-國小.國中.高中的伙

伴，透過培訓，與縣內種子老師的交流互動，讓教學經驗有更多元的想法被看

見。期望兩天的綠階種子教師培訓學習，可以延伸未來更多發展的可能性。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四、 附件（詳細活動成果、活動照片、回饋單等） 

附件 1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活動日期 場次/梯次 人數 

 

海洋服務 

親海教育_海洋運動.觀光

休閒_趴浪 

 

☐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工作坊/

相關活動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112.06.03 

上午 
1 25人次 

親海教育_海洋運動.觀光

休閒_衝浪 

海洋關懷 

討海文化保存 

漁村文化創新與發展 

☐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工作坊/

相關活動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112.06.03 

下午 
1 25人次 

宜蘭漁業管理 

食魚教育 

☐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工作坊/

相關活動 

112.06.03 

112.06.04 
1 2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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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運動.觀光休閒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中午 

親海教育 

水域安全教育 

☐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工作坊/

相關活動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112.06.03 

下午 
1 25人次 

海洋概論 

海洋關懷-開蘭海路文史

走讀 

海洋服務-融入在地資源

的海洋教育課程發展 

☐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工作坊/

相關活動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112.06.03 

上午 
1 25人次 

體驗教學設計 

教學教案操作體驗 

☐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工作坊/

相關活動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112.06.04 

下午 
1 2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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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活動歷程（詳細活動成果、活動照片、回饋單等） 

(一) 海洋概論-分享在地團隊如何將龜山島遷村的故事、漁村的記憶與海洋文化的深層

意義，透過創新的方式留下。而從過去歷史，看現在發展的現況及瓶頸，思考未

來宜蘭的漁村文化及教育功能。 

  

圖片說明：漁業與環境教育 圖片說明：生物調查與海洋 

  

圖片說明：宜蘭漁業管理 圖片說明：漁法演進的漁業文化 

  

圖片說明：海鮮指南 圖片說明：海洋的永續與管理 

  
圖片說明：漁業產業關係 圖片說明：成為維護海洋永續的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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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洋關懷、開蘭物語-從海路談蘭陽開發史，透過走讀頭城老街、李榮春文學館，

了解宜蘭自然資源及人文歷史 

  

圖片說明：城隍廟裡的開蘭物語-先民的故事。 圖片說明：街頭巷尾裡的歷史，其來有自。 

  

圖片說明：歷史衍生文化，淵遠流長 圖片說明：大樹下的開蘭海路發展故事與遺跡 

  

圖片說明：頭城老街中的史料與教學素材 圖片說明：市場中的食魚教育。 

  

圖片說明：古蹟中的開蘭歷史。 圖片說明：走讀頭城老師-李榮春文學館.尋找開

蘭歷史與文化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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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食魚教育 

  

圖片說明：在地學校發展與學生學習/結合在地

海洋特色課程發展。 

圖片說明：窯烤爐的設計與海洋意象融入及食

材的應用。 

  

圖片說明：說明與操作 圖片說明：食物旅程/認識在地.吃在地。 

  

  

 

圖片說明：海鮮與披薩_生活中的食魚學問與操

作。 

圖片說明：食材中的故事/海帶麵/現撈小卷的鱻

與鮮/魩仔魚羹的故事 

  

圖片說明：市場中的海味/生活的日常。 圖片說明：食魚教育…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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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親海教育 

  
圖片說明：水域安全教育 圖片說明：潮汐.水流.氣象的搜尋 

  
圖片說明：操槳行前訓練 圖片說明：團體動力.團隊合作。 

  

圖片說明：航向大海。 圖片說明：SUP 立槳 

  
圖片說明：救生員配比及水域安會裝備， 圖片說明：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體驗學習，了

解場域與教學設計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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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服務-從蘭陽博物館認談宜蘭縣海洋教育與宜蘭海洋文化保存.推展場域 

  

圖片說明：館長介紹蘭博及宜蘭海洋歷史與發

展。 

圖片說明：蘭陽博物館的規畫發展與海洋教育

的關係。 

  

圖片說明：航向大海的理念分享 圖片說明：蘭陽博物館的教育理念與規畫 

  

圖片說明：海洋關懷無所不在 圖片說明：互動提問，主動學習。 

  

圖片說明：海上勇者-堅持的信念 圖片說明：海洋教育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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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體驗教學設計-  

  
圖片說明：林惠珠校長說明海洋教育概念及學校

課程設計原則 

圖片說明：從體驗感受認知活動設計的重要 

  
圖片說明：共識凝聚與教育實踐 圖片說明：分享與討論 

  
圖片說明：許志文老師指導課程設計與分享 圖片說明：分組討論.報告.交流.學習。 

   
圖片說明：各組說明設計大綱與學習心得分享 圖片說明：合作學習，綠階培訓圓滿結訓。 

 

 



12 

(六)回饋單 

 



13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