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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1、 申請計畫內容簡述（與申請計畫應相符） 

梗枋溪口一帶，曾經也是沙灘地形，在現代道路開通以前，先民更在海邊留下行徑足跡1，時過

境遷，梗枋溪口南側，亦即梗枋國小外之海濱，現今「因海水上升，廣大沙灘與古道早已沒入海

中」環境與生態已然改變。另外近年來外澳至烏石港一帶，因「突堤效應」，逐漸成了廣大的沙灘，

更南方的頭城海水浴場則反而沙灘流失，不復當年盛況2，至於海岸的生態與資源之利用也產生了變

遷。為促進學生對海洋之愛護瞭解，預計帶領學生實地進行淨灘體驗，親身觀察體驗梗枋在地海岸

環境，另透過所整理得來之海廢進行創作，促進人們對於海洋保育之重視，也促進人與海洋間的關

聯。本校為推廣海洋教育課程，申請海洋教育「子計畫3-1.研發海洋教育教材」與「子計畫3-3.學

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3-3內容簡述與目標如下： 

子計畫3-3海廢不廢——淨灘與海廢創作體驗    

海廢不廢—淨灘體驗：至梗枋國小附近梗枋溪口海攤，進行淨灘體驗。透過活動前中後之引

導、實踐與討論，讓學生了解海岸環境與環境汙染問題，並透身體力行的淨灘體驗，引起深刻的思

考象。 

海廢不廢—海廢創作：透過海廢創作，探究常見的海洋廢棄物內容與成因，並透握藝術創作，

在真正丟棄之前，再次給予新生命，並透過作品呼籲人們對海洋保育的重視。 

 

2、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子計畫3-3—— 

本課程分成兩個部分，兩次上課都邀請「海邊接力賽」主理人江昀蒨老師帶領學生。原定第

一次上課，是要到梗枋溪口進行淨灘活動，第二次上課才針對淨灘活動所整理出的廢棄物，進行

海洋廢棄物創作。 

然而在預定進行淨灘活動的當日，發生了 0403花蓮大地震，沿海地區都發布了海嘯警報，因

此在上課前學校與老師討論後，及時將下次海廢創作課程調整至當日，亦即課程順序進行對調。

上課內容即是海洋廢棄物創作，材料來自老師之前所帶領的淨灘活動中，蒐集到的寶特瓶，帶領

學生創作美麗的花朵——永生花。學生是初次嘗試創作此類型的藝品。過程中學生戰戰兢兢，興

味十足。最終每個人都做出了屬於自己的永生花，永生花名字雖美，卻隱喻著塑膠廢棄物在海洋

中的危害，它可以是這麼美麗的藝品，也可以長久不壞，給世界環境帶來萬年的影響。在介紹課

程的過程中，老師也帶領學生認識淨灘工作的重要與意義，簡而言之，總是希望大家能珍惜海洋。 

第二個部分，原本預計活動在前一次進行的淨灘活動，因地震的因素與海廢創作課程調整順

序，然而當日仍因為天氣不佳，陰雨連連且風大浪急，因此淨灘活動現場調整為「淨街」，將原

訂的地點梗枋溪口，改為梗枋溪口上的岸邊。在行前的室內課程，就先帶領學生討論，海灘與海

岸邊的垃圾廢棄物，有不少部分即是從河川流入海洋的，而河川的垃圾除了直接丟棄的以外，也

有不少部分是來自於人們活動的範圍中，因各種原因流入河川，再流入海洋。因此淨街也同樣有

意義，希望能從源頭減少。過程中孩子們跟老師冒著風雨在梗枋溪口路邊淨街，孩子們各個都很

投入，也一邊登記撿拾垃圾的類別。回到教室後，大家一起檢視所撿拾的物品統計結果，並分享

感受。孩子們發表的感想讓人動容，相信這兩次的體驗課程，一定可以讓孩子們有深刻認識我們

海洋面臨的處境。 

 

                                                      
1 可參閱頭城鎮公所編印《2021 映象頭城》，P.24-P.33。 
2 環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node/3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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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1) 計畫無法解決之問題說明（若有，請說明所遭遇的困難或挑戰） 

略 

(2) 總體自我評估與檢討（說明整體效益評估與檢討） 

因為有戶外課程，在面對天災地變影響時，應該有充足的應變策略與聯絡機制，本次課程應變

順利，調整合理，可謂額外的經歷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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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下表可自行增列) 

項次 活動名稱 活動主題 活動日期 場次 
總人

數 

活動檢討 

(請簡述) 

1  

海廢不廢-海

洋廢棄物創作 

☐水域休閒運動 

☐產業技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藝術文化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場館參訪 

☐其他      

113.04.03 1 25 原定該活動為系列

活動的第二次內

容，因為天災因

素，調整順序。所

幸事先有所準備，

應變得宜。 

2  

海廢不廢-淨

灘活動 

☐水域休閒運動 

☐產業技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藝術文化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場館參訪 

☐其他      

113.04.10 1 25 當日活動遇到天候

不佳，為了師生安

全，調整淨灘地

點，改為從源頭減

量的概念，亦是應

變調整之情況。 

總計 

活動層級 縣市層級  場，校本層級 2 場 

總計場次 2  場 

參與人數 50   人次 

活動對象 

國小 2 場，國中  場 

家長/社區民眾  場 

臨海學校  場，非臨海學校  場 

對外交流 開放外縣市報名  場，校際交流  場 

活動主題 

水域休閒運動  場，產業技術  場 

環境探索  場，食魚教育  場 

海洋保育  場，藝術文化 1 場 

職業試探  場，淨灘活動 1 場 

場館參訪  場，其他  場 

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執行成果： 

.1.i.1.1.i.1. 請擇優1至2校之體驗課程活動，簡述學校辦理之課程活動設計，並提供3-5張成果照

片。 

.1.i.1.1.i.2. 請重點彙整辦理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之回饋單。 

體驗課程活動設計與成果照片 

1.海洋廢棄物創作體驗 

(1)講解海洋廢棄物的前世今生 

(2)利用海洋廢棄棄物進行創作賦予新生命 

(3)海洋廢棄藝術創作及創作後心得分享 

   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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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淨灘體驗活動 

(1)活動行前安全教育、準備與行進 

(2)淨灘拾取垃圾、觀察生態 

(3)拾取垃圾之整理與心得討論分享 

  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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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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