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106 學年度補助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推動海洋教育計畫申請書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 106-110 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 

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海洋教

育作業要點 

貳、計畫目標 

一、成立海洋教育推動委員會，組織推動體系，逐年建置海洋教育延續性發展內容，作為 

    永續推動海洋教育之基礎。 

二、合本市海洋教育自然、社會、人力等相關資源，結合戶外教育，規劃海洋體驗課程 

    及市本教材，協助國民中小學將海洋元素融入校本課程。 

三、培訓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協助組成海洋教育專業社群、創新海洋素養教學、促進相互 

    觀摩學習，以提升學生海洋素養。 

四、辦理跨校、跨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交流，建立資源共享機制。 

五、定期維護及充實海洋教育網路平臺，建立海洋教育社群網絡，並促進學校師生運用網 

    路平臺。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敎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教育局、高雄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七賢國民中學) 

三、協辦單位：高雄市海洋教育 32 所核心學校(含原策略聯盟學校:旗津國中、中洲國小、

旗津國小、興達國小、南安國小、蚵寮國小、中芸國小)、高雄市海洋局、正修科技大

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肆、歷年推動成果 

本市擁有河、港、海的豐富海洋環境，加上歷史的演變，造就今日高雄地區多元的文化

特色，故「海洋」因素在高雄的發展有其重要的影響，高雄市推展海洋教育，目標在於涵養

以生命為本的價值觀、以海洋為本的國際觀與地球觀，進而奠立海洋臺灣的深厚基礎。高雄

市海洋教育思維植基於在地文化特色及精緻創新的意念，充分利用水岸城市的優勢，並持續

97-99 年的形成準備期及推廣深耕期，已經完成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設置、海洋教育資源的蒐集、

海洋教育人才資料庫建置、海洋課程教材發展、親師海洋教育知能參訪及種子教師培訓和相

關教育資源分享平台運作等。101 年度開始至 104 年度在教育部以及本市教育局、海洋局的

支持下，教育活動方面持續推動高雄市沿海人文、生態課程訪察活動及海洋教育巡迴列車，

並開始培訓生態解說員學生志工，讓海域的意象自然而然地融入每一位學生的生活之中，從

認知、感受進而產生對海的關懷，為海洋找到永續且美好的生存之道，培養對海洋環境的責

任感，進而成為具有海洋素養的公民。  

本市海洋教育自 104年度起由教育局主導並匡列經費配合貴署補助款(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統籌)辦理教師增能、資源建置、課程創新、多元活動等面向之推廣活動，並規劃三年推廣計

畫，包含海洋科學、海洋文化、海洋資源、海洋社會等面向，從直接臨海的 32 所海洋核心學

校推廣至 64 所鄰海學校(距海 3 公里)，到第三年全市海洋學校。另外引進大學資源，協助建

構更優質的海洋教育資源網站，展現本市豐富的海洋教育內涵。「愛河學園」及「旗津海洋學



園」的成立則希望透過海洋核心區域學校資源整合，讓區域聯盟、策略聯盟學校更具海洋教

育競爭力，未來將發展特色課程模組，研發具有在地特色的海洋課程，並辦理多元體驗活動

推廣，引發學生認識、親近海洋的動機，實現海洋首都的願景，培育出卓越的海洋領導人才。 

 

伍、組織運作 

一、本市海洋教育整體發展架構 

 

 
 

二、本計畫推動組織及分工 

    (一) 海洋教育諮詢小組 

組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小組任務 

諮詢小組 

周照仁 高雄海科大前校長 校長 總顧問 

何能裕 看見台灣基金會 顧問 海洋教育業務輔導及諮詢 

方力行  正修科技大學教授 教授 海洋教育業務輔導及諮詢 

王兆璋 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 院長 海洋教育業務輔導及諮詢 

黃榮富 高雄海科大水圈學院 院長 海洋教育業務輔導及諮詢 

游登良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 海洋教育業務輔導及諮詢 

陳勇輝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科教組 海洋教育業務輔導及諮詢 

 



(二)海洋教育推動小組 

組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小組任務 

推動小組 

范巽綠 局本部 局長 召集人 

王進焱 局本部 副局長 副召集人 

黃盟惠 局本部 副局長 副召集人 

葉建良 國中教育科 科長 執行秘書 

鄭義勳 國中教育科 專員 副執行秘書 

陳佩汝 高中職教育科 專門委員兼科長 委員 

劉靜文 國小教育科 科長 委員 

鍾毓英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科長 委員 

楊智雄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科長 委員 

葉妮娜 督學室 主任 委員 

蘇宏盛 海洋局海洋事務科 科長 委員 

孫春良 觀光局觀光發展科 科長 委員 

林香吟 高雄市立瑞祥高中 校長 委員 

羅振宏 高雄市立七賢國中 校長 委員 

王彥嵓 高雄市立彌陀國小 校長 委員 

柯盛洋  教育局國中教育科 候用校長  承辦人 

    (三) 資源中心及聯盟任務 

單位 成員 工作職掌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七賢國中 

1.建置維護海洋教育資料網絡系統。 

2.辦理海洋教育教師進修增能研習。 

3.辦理海洋教育週活動。 

4.結合資源辦理海洋議題及科普活動。 

5.規劃人才資料庫、分享平台及成果彙編。 

6.提供海洋教育巡迴輔導諮詢服務。 

課程資源中心 

瑞祥高中 

前鎮國中 

彌陀國小 

1.發展市本海洋課程。 

2.培養市本海洋課程種子教師。 

水域資源中心 
鹽埕國中 

光榮國小 

1.發展市本海洋水域活動。 

2.培養市本海洋水域活動種子教師。 

核心學校 32所 

1.研發各校校本海洋教育教材。 

2.協助辦理海洋教育體驗活動。 

3.辦理學校周邊資源盤點彙整。 

4.發展學校海洋教育亮點特色。 

臨海學校 64所 
1.推動海洋教育學校策略聯盟。 

2.辦理各校海洋教育校本課程。 

     



(四)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工作小組 

組織編制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備註 

組長 羅振宏 校長 七賢國中(鼓山區) 中心學校 

組員 何茂通 校長 明義國中(環教召集人) 輔導團 

組員 張振義 校長 旗津國中(旗津區) 策略夥伴 

組員 蕭淑美 校長 中洲國小(旗津區) 策略夥伴 

組員 楊勝任 校長 旗津國小(旗津區) 策略夥伴 

組員 林漢斌 校長 興達國小(茄萣區) 策略夥伴 

組員 莊錦英 代理校長 南安國小(彌陀區) 策略夥伴 

組員 陳建利 校長 蚵寮國小(梓官區) 策略夥伴 

組員 陳見發 校長 中芸國小(林園區) 策略夥伴 

行政統合 黃啟賓 教務主任 七賢國中  

行政助理 章順慧 教學組長 七賢國中  

資訊平台 龔偉琄 資訊組長 七賢國中  

協辦 李姵晴 老師 福山國中(環境議題專輔) 輔導團 

協辦 傅志男 老師 四維國小(環境議題專輔) 輔導團 

活動推展 廖芷稜 教務主任 旗津國中  

活動推展 周嘉慶 教務主任 中洲國小  

活動推展 邱永平 教務主任 旗津國小  

活動推展 薛芳明 教務主任 興達國小  

活動推展 劉宗光 教務主任 南安國小  

活動推展 陳玉霖 教務主任 蚵寮國小  

活動推展 陳俊強 輔導主任 中芸國小  

 

三、本計畫推動策略 

本學年度以「山海共學」為目標，透過實踐四大主軸、八大內容、十六項策略，

達成｢山海河港學校共學，校際交流參訪學習｣目標︰ 

 

四大主軸 八大內容 16項策略 山海共學目標 

增能 
學者專家諮詢 

教師專業成長 

1、研習增能：海洋通識教育課程講習、磨課師

線上課程。 

2、踏查增能：左營軍港踏查、東沙群島踏查。 

3、訪問增能：韓國海洋教育參訪。 

4、體驗增能：大鵬灣、興達港體驗。 

落實各級學

校教育 

推動山海實

施增能 

資源 
網絡平台建置 

校本資源盤點 

5、教育資源：海洋資源中心規劃推動本市海洋

教育業務、海洋教育資源網站維護、研發行

動 APP。 

6、校際資源： 96 校資源盤點、海洋教育教案

甄選、海洋知識庫建置。 

7、山海資源：規劃城鄉共學資源整合。 

發展海洋教

育特色 

接軌國際發

展趨勢 



8、社會資源：產業資源盤點、研擬海洋產業專

班。 

課程 
課程創新研發 

特色課程多元 

9、市本課程：課程發展中心以市本三級課程研

發為目標，培育種子教師協助推動。 

10、聯盟課程：海線聯盟創新課程、愛河學園特

色課程、旗津海洋學園主題課程。 

11、主題課程：海洋教育巡迴列車、主題特色遊

學課程。 

12、環境課程：環境教育課程。 

推動多元課

程教學 

落實海洋永

續扎根 

活動 
主題探究實作 

多元活動體驗 

13、水域活動：水域活動中心負責推廣水域相關

活動，培育種子教師協助推動。 

14、主題活動：海洋教育週、海洋科普繪本、海

洋詩、手作木船工作坊。 

15、體驗活動：國中小學生蓮潭 i海遊學趣、愛

河帆船季。 

16、成果活動：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海洋教育

嘉年華、海洋知識擂台賽。 

主題活動體

驗探究 

實作知能踴

躍參與 

 

陸、計畫內容 

一、執行項目一：  

 1. 內容說明: 辦理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 

  (1) 持續健全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之運作機制，檢討及精進海洋教育推動策略。 

  (2) 推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及全國海洋教育週之相關活動。 

  (3) 參與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 

  (4) 定期充實海洋教育網路平臺（包括專家人才資料庫），並強化師生使用網路平臺資

源。 

  (5) 必要設備之維修及更新。 

 2. 具體執行項目 

  (1) 召開海洋教育推動委員會、資源中心會議，規劃、檢討、精進本市海洋教育推動策

略。 

  (2) 提供資源中心海洋教育圖書及光碟影片借閱。 

  (3) 辦理 106 年海洋教育週之相關活動(如附件一-1)。 

  (4) 辦理 106 年「海洋科普繪本創作」徵選活動(如附件一-2)。 

  (5) 辦理 106年「海洋美學---詩情話意話海洋」海洋詩甄選活動(如附件一-3)及成果發表。 

  (6) 辦理 106 年高雄市海洋知識競賽(如附件一-4)。 

  (7) 辦理 106 年高雄市海洋教育嘉年華(如附件一-5) 。 

  (8) 辦理 106 年高雄市「海洋教育巡迴列車」(如附件一-6)。 

  (9) 參與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 



  (10) 持續充實、更新本市海洋教育資源網路平臺（包括專家人才資料庫）。 

  (11) 蒐集彙整本市海洋教育成果宣導資料。 

  (12)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設備之維修及更新。 

 3. 實施方式 

  (1) 每學期召開海洋教育推動委員會、資源中心會議，進行海洋教育人才資料庫彙整、

海洋教育資源分享平台及成果彙編、執行成效檢核並討論下學期及下學年度海洋教

育推廣重點。 

(2) 將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海洋教育相關書籍約 830 冊、光碟影片 90 片於本市海洋教     

育網站公布細目並由各國中小提出借閱申請，每次 40 冊、影片 5 片宅配到校服務，     

每次借期為 1 個月。 

(3) 海洋教育週發揮各校創意，辦理以推動海洋科普相關活動，可包含主題演講、體驗

活動、海洋教育影片賞析、海洋教育文本閱讀、繪本導讀等活動，並將海洋教育週

實施 果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前交換或寄送紙本一份(實施成果表)與光碟(實施成果電

子檔)至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4) 辦理 106 年「海洋科普繪本創作」徵選活動: 各校教師邀集學生組成「海洋科普繪

本創作小組」（每創作小組之學生至多 4 位、指導教師至多 2 位，可跨年級組成），

以「海洋科普」為範疇選定主題進行繪本創作。 

(5) 辦理 106 年「海洋美學---詩情話意話海洋」海洋詩甄選活動: 由教師規劃將海洋體

驗融入課程，透過教學實踐歷程帶領及指導學生進行海洋詩創作。 

(6) 辦理 106 年高雄市海洋知識擂台賽: 本市各國中小自由組隊參加，核心學校務必組     

隊參加，共計錄取 90 校，若額滿依照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7) 辦理 106年高雄市海洋教育嘉年華: 以海洋教育核心學校為主，積極參與表演活動、

策劃展示內容、設計創意活動等，辦理團體校外教育活動參與盛會。 

(8) 辦理 106 年「海洋教育巡迴列車」: 106 年 6～10 月，每梯次課程時數 2 小時，上課     

內容有海中的孤獨行者～鯊魚、漁市～海鮮指南紅黃綠、漁港介紹～認識高雄漁港，     

核定 30 校，每校 50 位學生、老師及家長，共 1,500 名。 

(9) 參與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 

(10) 集結海洋教育相關網站及社群資源為本市海洋教育社群網絡（將原資源中心網路平

台移至合作大學---正修科技大學），並定期更新網站所需資料和即時發布海洋教育相

關訊息，主動提供學校推廣海洋教育所需資訊服務，以活絡海洋教育資源分享平台

之應用。 

  (11) 蒐集彙整本市海洋教育成果宣導資料。 

  (12)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設備之維修及更新。 

  

4. 執行進度（甘特圖） 

                    期程   

 工作項目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1.海洋教育資源中心運作               

2.資源中心海洋教育圖書及光 

  碟影片借閱 
              

3. 106 年海洋教育週相關活動               



4. 106 年「海洋科普繪本創作」 

  徵選活動 
              

5. 106 年「海洋美學---詩情話意 

話海洋」海洋詩甄選活動 
       

       

6. 106 年高雄市海洋知識競賽               

7. 106 年高雄市海洋教育嘉年華   
        

    

8.海洋教育巡迴列車               

9.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 

 習活動 
              

10.資源網路平臺充實、更新               

11.彙整本市海洋教育成果宣導 

  資料 
              

12.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設備之維  

  修及更新 
              

  

5. 具體產出指標 

活動項目 預估場次 預估參與人數 預估效益或產出 教育價值 

1. 海洋教育資源中 

心運作 

1. 推動委員會

每年開會 2次 

2. 各資源中心

每學期開會

2-3次 

約 200人次 

海洋教育人才資 

料庫彙整、海洋 

教育資源分享平 

台及成果彙編 

執行成效檢核並討論

下學期及下學年度海

洋教育推廣重點 

2. 資源中心海洋教  

育圖書及光碟影

片借閱 

借閱校數預估

國小 30所，國

中 15 所(以偏

遠學校優先) 

約 1,350人次 

提供偏遠或山區

學校借閱、辦理海

洋教育書展或影

片教學 

活絡海資中心資源流

通、補充現有推廣資

源落差 

3. 海洋教育週相關

活動 

各校繳交活動

成果 
全市高國中小 

彙整全市推展成

果並上傳資源中

心網站推廣 

發揮校際交流、觀摩

學習效果，擴大海洋

教育推廣綜效 

4. 「海洋科普繪本

創作」徵選活動 

全市徵選，高

中及教師組自

行報名 

國小預估 30組 

國中預估 15組 

辦理海洋科普教

育融入教學設計

並實際運用於教

學中實施，經檢討

與修正完成繪本。 

教師透過教學歷程指

引學生進行「海洋科

普繪本創作」 

5. 「海洋美學---詩情

話意話海洋」海洋

詩甄選活動 

全市高中職、

國中、國小參

賽 

全市高中職參

賽至少 30件，

國中 100件，國

小 300件 

在體驗教學後導

引學生進行產出

與表達，並透過公

開展覽以達到鼓

勵與交流之效 

促進海洋美學融入領

域教學，提升學生多

元敘述能力，藉由本

活動鼓勵教師透過教

學設計導引學生親海

及進行海洋詩創作 



6. 海洋知識競賽 

國小組:106 學

年度五、六年

級學生參加，

國中組 : 106

學年度七至九

年級學生 

共計錄取 90隊 

(國中 30隊，國

小 60隊參加初

賽) 

培養具備海洋和

環境統整能力的

學生，激發學生主

動關懷環境、鄉土

和世界的情懷 

落實九年一貫課程海

洋教育議題融入領域

教學 

7. 海洋教育嘉年華 

一場 (結合海

洋知識競賽決

賽及海洋詩成

果發表) 

3,000人次 

展現海洋教育成

果，啟發大眾關注

海洋議題 

提升民眾對海洋教育

的關注，發現活潑多

元風貌 

8. 海洋教育巡迴列

車 
巡迴 30所學校 

每梯次 50人，

合計 1,500人 

從活動與省思中

激發熱愛海洋情

操，善用海洋、珍

惜海洋的各項資

源 

教育國民中小學學生

海洋相關的基本知識 

9.全國海洋教育成 

 果展示交流研習活 

 動 

一場次，海洋

核心學校派員

參加 

10人次 
與會人員相互分

享與學習 

透過觀摩及經驗分

享，增進海洋教育知

能 

 

二、執行項目二： 

 1. 內容說明: 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 

  (1) 盤點及建置地方海洋教育資源網絡，並落實提供各校運用於發展課程及教學。 

  (2)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定期增能，研發海洋素養教學策略，賦予推動海洋教      

育之任務。 

  (3) 研發及推廣具地方特色之海洋教育教材。 

  (4) 組成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強化課程與教學之創新及實踐 。 

  (5) 辦理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內容包括海洋法政、海洋戰略等議題，邀請校長主任等行

政人員參與。 

 2. 具體執行項目 

  (1) 推動海洋教育臨海學校校本課程資源盤點及建置。 

  (2) 推動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培訓及市本課程研發(如附件二-1)。 

  (3) 辦理海洋美學海洋詩創作教師工作坊(如附件二-2)。 

  (4) 辦理海洋教育繪本創作研習營(如附件二-3)。 

  (5) 辦理海洋通識教育課程共 3 場次(如附件二-4)。 

 3. 實施方式 

  (1) 海洋教育臨海學校校本課程資源盤點及建置: 實施海洋教育的校本課程之檔案資源

（包括現成的課程教案、教學影片、學習單、教學 ppt 檔、實作課程、戶外教育活

動課程等等檔案)之彙整並建置於資源中心或中心網站供參考引用。 

(2) 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培訓及市本課程研發: 規劃六場次的參訪、討論及模組研發課程，

依高雄市各區屬性，融入校際特色，共同討論海洋課程，展現亮點。另研擬跨域、

跨階段海洋教育市本課程，提升教學廣度與深度。 

(3) 海洋美學海洋詩創作教師工作坊: 辦理海洋詩創作教師工作坊，進行海洋詩創作技巧

與範例分享、經驗交流並安排海洋詩課程共備、觀課與議課。 



(4) 海洋教育繪本創作研習營: 認識繪本多元風格、不同素材及結構與故事呈現，進行海

洋繪本創意發想並認識手工書製作、精裝書黏貼等技巧。 

(5) 海洋通識教育課程: 為提升本局各級學校教師，海洋教育通識內涵的知能，強化教師

海洋教育教學教材的豐富性，每半年辦理通識教育課程，邀請高中、及國中小學校

校長、主任、教師參與，每場次預計參加人數 120 名，共 3 場次。 

  

4. 執行進度（甘特圖） 

                    期程   

 工作項目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1. 海洋教育臨海學校校本課程 

資源盤點及建置 
              

2. 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培訓及市 

本課程研發 
              

3. 海洋美學海洋詩創作教師工 

作坊暨共備、觀課與議課 
              

4. 海洋教育科普繪本創作研習               

5. 海洋通識教育課程        
       

 5. 具體產出指標 

活動項目 預估場次 
預估參與 

人(校)數 
預估效益或產出 教育價值 

1. 海洋教育臨海學

校校本課程資源

盤點及建置 

1場次 64所臨海學校 

至少 40份校本課

程資源供參考使

用 

建置本市臨海學校海

洋教育課程資源、網

路資源、人力資源等 

2. 海洋教育種子教

師培訓及市本課

程研發 

6場次 50人 

研發海洋教育課

程模組，種子講師

進行入校示範教

學，落實海洋教育

課程 

整合本市海洋教育課

程，做為未來城市本

位課程的基礎架構，

發展高雄市海洋特色 

3. 海洋美學海洋詩

創作教師工作坊

暨共備、觀課與

議課 

2場次 

每場次 50人，

合計 2場次 100

人 

推廣海洋美學海

洋詩課程教案供

國文領域教師參

考與觀摩 

透過海洋詩課程共備

觀課議課，提升教學

實踐能力 

4. 海洋教育科普繪

本創作研習營 
1場次 以 40人為限 

針對教學與實務

進行專業探討，提

升藝文教師精進

課堂教學能力 

提供教學策略與實務

經驗分享，提升學生

對海洋教育的學習興 

趣與成效 

5. 海洋通識教育課 

程 
3場次 

每場次 120人，

合計 3場次 360

人 

提升各級學校教

師海洋教育的知

能，增加教師教學

上的豐富性與多

元性 

提升維護、保育海洋

之價值觀，建立對海

洋環境的尊重與維護 

    

 



二、執行項目三： 

1. 內容說明: 推動跨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合作計畫 

 (1) 研發及推廣海洋教育與其他重大教育議題，如環境教育、戶外教育、生命教育、性別

教育等，共同結合之教學設計。 

(2) 整合新興海洋議題之資源，如海洋能源、海洋與氣候變遷、海洋生態與保育、海權與

國際發展、海洋文創、海洋職涯試探等，提供各直轄市、縣（市）教師分享。 

(3) 依據設定主題，邀集兩地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參與觀摩、分享與對話，藉由相互討論與

經驗交流，提升兩地教育局及教育處在進行海洋教育課程推動與教學輔導等配套措     

施之規劃與運作上更具品質與效益。 

(4) 定期彙整海洋教育相關訊息，以蒐集國內外海洋教育新近發展、報導海洋教育相關理

念、研究及教育方法等。 

(5) 推廣海洋特色課程，包括非臨海學校融入校內課程推動等。 

 2. 具體執行項目 

  (1) 辦理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推動《海洋雙星》聯盟海洋教育教學交流活動(如附件三-1)。 

 (2) 辦理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5~106 學年度《海洋雙星》海洋教育季刊編輯出版(如附件

三-2)。 

3. 實施方式 

  (1) 《海洋雙星》聯盟海洋教育教學交流活動: 原則上每學年召開一次聯盟交流，每次會     

議進行兩~三天的行動研究研討，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性會議，或延長交流時間。

以專題行動研究方式辦理，聚焦重點為建立「海洋教育市(縣)本課程規劃及推動」

之有效運作模式，依據行動研究概念促成專業成長，期望導引兩地學校層級之課程

運作，朝向建立可行、創新且優質的課程計畫運作模式。 

(2) 《海洋雙星》海洋教育季刊編輯出版: 本期刊初期規劃係以「季刊」的型態發行，

創刊號預定出版日期為 2017 年 10 月，由高雄市、澎湖縣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小組內

成員組成編輯委員會及出版小組負責編印。 

  

4. 執行進度（甘特圖） 

                    期程   

 工作項目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海洋雙星》聯盟海洋教育教學

交流活動 
              

《海洋雙星》海洋教育季刊編輯

出版 
              

  

5. 具體產出指標 

活動項目 預估場次 
預估參與 

人(校)數 
預估效益或產出 教育價值 

《海洋雙星》聯盟海

洋教育教學交流活

動 

1場次 40人 

透過策略聯盟，相

互觀摩學習，歸納

有效課程領導模

式，傳承經驗、分

享成果 

為海洋教育課程發展

帶來創新發展，提升

聯盟之實質諮詢與分

享功能 



《海洋雙星》海洋教

育季刊編輯出版 

出版四期(每

季一期) 

高雄市、澎湖縣

高國中小 

報導兩地海洋休

閒、海洋社會、海

洋文化、海洋科

學、海洋資源等主

題活動或鄉土故

事，導引熱愛海洋

情操與增進探索

海洋知識的興趣。 

定期彙整海洋教育相

關訊息，以蒐集國內

外海洋教育新近發

展、報導海洋教育相

關理念、研究及教育

方法等 

 

柒、預期整體效益 

ㄧ、透過海洋教育資源分享、交換機制之建立，活絡資源中心各項資源及執行成果之分享

與運用。 

二、持續充實海洋教育網路分享平台並辦理海洋教育嘉年華會，藉由互動交流及學習，加

速海洋資訊的累積、擴展及流通利用。 

三、發展本市海洋教育市本課程及種子教師，整合豐富的人力與活動，形塑具在地特色的

海洋文化並累積觀光資產。 

四、藉由實地遊學、巡迴課程及海洋知識競賽、縣市交流等活動之實施，提升教師及學生

之海洋教育基本知能，培養師生之海洋意識和素養。 

捌、經費預估 

由敎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年度專案經費支應，經費明細表詳如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