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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鑫裕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助理教授

學校本位體育特色課程
之實踐 

＞以海洋運動教育為例

前言

海洋教育已被列入國家政

策。教育部於2008年將海洋議題納

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2014年延伸至「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十二年國教），海洋教育成為融

入各領域課程的重大議題，並於

2018年起正式施行。依據「十二年

國教」，中小學海洋教育應以發展

「親海、愛海、知海」的新運動與

新文化，培養一般國民的海洋通識

素養為主軸，其實施方式可藉由海

洋飲食、生態旅遊及休閒活動開

始進行，讓學生親近海洋、感受

海洋（許明欽、李坤崇、羅綸新，

2008）。此外，「十二年國教」將

課程類型區分為二大類：「部定課

程」與「校訂課程」，其中，校訂

課程則成為學校發展本位課程的主

要依據。

「學校本位課程」係指學校

為達成教育目的或符應社會、地方

需要，以學生為中心、學校教育人

員為主體，依照社會資源、學校條

件、家長期望以及學生學習之需求

等面向，採學校、社區、師生、親

師共同參與、調整、建構創造之課

程 （教育部，2001）。其課程發展

強調將決定權釋出給學校層級，讓

學校成員參與學校課程之主導，即

以學校為中心，社會為背景，透過

中央、地方與學校三者權力責任的

再分配，賦予學校教育人員權力與

責任，由他們結合學校內外資源與

人力，以學生學習需求考量，主動

進行學校的課程計畫、實施與評鑑 

（吳清山、林天祐，2009）。

在臺灣將海洋運動列為學校

本位課程的指標學校，莫過於臺東

縣綠島鄉公館國小。該校充分利用

在地環境，配合在地特色設計課

程，整合與運用社區特色資源，走

向多元化教學，並首創「海港游泳

教學」、「海上運動會」及「海底

畢業典禮」，更獲得2014年教育部

SH150優等典範學校、2015年教育

部城鄉共學計畫特色試點學校，以

及2015年全國唯一海洋教育推廣影

片特優學校等獎項肯定。無獨有

偶，以海洋為學習主題，融入生命

探索領域課程的學校，就屬臺東均

圖1　海港游泳教學（圖片來源：莊鑫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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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高級中學，該校以學生學習

為中心，強調團體合作，共同學

習，不強調競爭，並強調在地文化

資源的結合及跨領域教學，讓學生

有機會走出教室，開展更多元的學

習視角，激發學生探索生命的學習

熱忱。該校10年級學生曾於2016年

以自製的8艘獨木舟，完成5小時20

公里的太平洋海上航行。

本人於2000年就在大學裡開設

海洋運動課程，一直致力於海洋運

動教育的推展，2012年轉至國立臺

東大學體育學系任教後，於2013年

首次將水肺潛水帶進臺東縣綠島鄉

公館國小，開啟另一項海洋運動特

色。從此深水游泳、獨木舟及水肺

潛水成為該校三種最具特色的海洋

運動課程，也奠定「勇闖海洋」之

學校本位課程的基礎。除此之外，

臺東均一實驗高級中學自2015年由

具公民領導教育和體育雙背景的黃

景裕校長接任後，本人獲聘擔任該

校生命探索領域課程的諮詢專家學

者，該校海洋運動課程的發展，個

人亦參與其中。因此，本人就此二

校實踐海洋運動教育的過程與成果

進行分享。

勇闖海洋──公館國小學校本位

體育特色課程

綠島公館國小自2010年起，由

時任校長姚立吉訂定海洋運動為學

校重點發展特色項目，但當時學校

並無海洋運動專業師資，且該運動

的核心基礎是游泳能力，而該校雖

為濱海學校，但學生普遍不會游

泳，因此，校長委任豐鏡洲主任尋

求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溫卓謀教

授協助，進行游泳教學事宜，發展

出「海港游泳教學」課程，學生有

了深水游泳經驗後，接著規劃2天1

夜畢業成長營「獨木舟環綠島」活

動，校長邀請海洋獨木舟業者陳嘉

峰教練協助獨木舟教學事宜，自此

開始「勇闖海洋」本位課程的前導

規劃。

2012年本人轉任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任教後，積極培訓一批戶

外探索團隊種子教師，於2013年首

次將水肺潛水帶進綠島公館國小，

教導高年級學生學習水肺潛水，開

起另一項海洋運動特色，更於2014

年首創「海底畢業典禮」，從此深

水游泳、獨木舟及水肺潛水成為該

圖2　海底畢業典禮（圖片來源：國立臺東大學官網首頁）

圖3　獨木舟環島（圖片來源：張淑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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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三種最具特色的課程，也奠定

「勇闖海洋」本位課程的基礎。

2014年9月現任校長王邇翰就

任，因豐鏡洲主任建議將運動會

改在海上舉辦，並尋求本人協助規

劃與執行，於2015年將運動會舉辦

於公館港船澳，創造全國在海上辦

運動會的首例，並於同年正式提出

「勇闖海洋」本位課程，依照低、

中、高年級，依序設計海上游泳、

浮潛、獨木舟、水肺潛水一系列的

海洋運動，成為臺灣第一所將海洋

運動教育列入學校本位特色課程的

學校。

一、「勇闖海洋」設計理念

該校發展的「勇闖海洋」本

位課程是規劃完整6年的課程，融

入各領域學科當中，依照低、中、

高年級，依序設計「勇闖海洋」的

海洋運動課程：海上游泳、浮潛、

獨木舟、水肺潛水，讓每位學生對

海洋教育能有較全面的認知、情意

及技能。該校課程設計理念，結合

「五程」教學內容（工程、課程、

教程、學程、遊程），帶孩子透過

探索體驗學習，在動態循環不斷精

進，實現「讓孩子在探索中學習課

程，在生活中實踐知識」的願景。

二、「五程教學」課程內容

 課程願景以海洋（OCEAN）

意象為核心（如表 1），經由環

境感知（Opportunity）、技能創

意（C r e a t e）、探索合作（ E x -

plore）、問題解決（Achieve）、人

文關懷素養（Native），培養孩子

帶得走的能力。

（一）課程建構論述

「勇闖海洋」課程，以孩子每

日生活的環境「海」為特色題材，

走出教室，運用技能學習和探索合

作策略，建立人文關懷素養；透過

感知環境問題，達成環境問題回應

和強化環境保育，如此不斷循環提

升，找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

共處之道，成為立足綠島放眼世界

的現代優質公民。

（二）課綱融合與課程設計

綠島四周環海，生活與海息

息相關，近年來因少子化家長漸不

讓孩子親近海洋，透過課程讓公

館孩子感知生活環境，學習水域

技能，達成與自然共生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因此於每年夏季4月到9

月時實施「勇闖海洋」課程，主題

一「白浪滔滔」游泳教學課程和主

題二「乘風破浪」水域特色教學課

程。「白浪滔滔」課程，與臺東大

學體育系策略聯盟進行游泳技能、

自救救生的概念和技能教學，直接

在校門口前海上實地教學。「乘風

破浪」課程，與臺東大學及社區業

者、志工及家長，學習浮潛、獨木

舟、水肺潛水等海洋運動技能及海

洋保育觀念。本課程除海洋運動技

能檢核外，「白浪滔滔」課程並規

劃「海上運動會」、「乘風破浪」

課程「獨木舟環島畢業成長營」和

「海底畢業典禮」，讓學生在生活

上展現學習成果，實踐美學技能。

表

五程教學課內容實踐願景目標表

課程主題 單元主題
環境感知

（工程）

技能創意

（課程）

探索合作

（教程）

問題解決

（學程）

人文素養

（遊程）

勇闖海洋

白浪滔滔
感知綠島海

洋生活環境
泳技學習 觀摩討論 游泳技能 自救救人

乘風破浪
有效利用綠

島海洋環境
水域活動 探索合作 水域技能 保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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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探索領域課程──臺東均一

實驗高級中學

臺東均一是以華德福教育為教

育理念的實驗學校，2012年嚴長壽

被委請全權接任均一中小學董事長

後，即以連結臺東在地優勢的「藝

術人文」與「自然生態」為學習主

軸，「國際雙語」和「生活品格」

並重的教育思維為經絡，建立一個

跨宗教和多元化的學習校園。該校

教育理念是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強

調團體合作，共同學習，不強調競

爭，並強調在地文化資源的結合及

跨領域教學，讓學生有機會走出教

室，開展更多元的學習視角，激發

學生探索生命的學習熱忱。

圖4　生命探索領域架構圖

表

各年級課程內容與能力指標

課程主題
年級

單元主題
能力指標 課程內涵 實踐美學

白浪滔滔

（低年級）

海洋精靈

健  游泳基礎打水、漂浮、

換氣技巧教學

 辦識危險水域

海上運動會

（中年級）

海上蛟龍

健
 蛙式游泳技巧介紹及

教學

 水域安全規範及器材

介紹

（高年級）

海浪勇士

健  仰式、捷泳技巧介紹及

教學

 水域基礎急救

乘風破浪

（低年級）

浮游海面

健

生

環

 浮潛運動教學

 綠島海域常見魚類介

紹及保育

（中年級）

楫出海洋

健

自

綜

環

 獨木舟操舟技巧教學

 綠島潮間帶常見生物

觀察與保育

獨木舟環島

畢業成長營

（高年級）

潛進海底

健

自

綜

環

 水肺潛水教學

 綠島海域常見珊瑚介

紹及保育

海底畢業典禮

資料來源：臺東縣綠島鄉公館國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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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探索領域課程的發展

2015年黃景裕校長接任後即著

手課程規劃，融入臺東環境特色山

海探索課程，並結合童軍和體育，

建構生命探索領域課程，然而，該

校師資和設備尚缺，因此，黃校長

尋求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溫卓謀

教授和本人協助發展，並簽訂策略

聯盟學校，自此開啟生命探索領域

課程（如圖4）。

二、海域探索課程設計

海域探索課程是以海洋為學習

主題，透過海洋運動讓學生探索生

命。該校雖然未如公館國小將海洋

表

海域探索課程安排表

單元主題 年級 教學目標 課程內涵

游泳 年級 以任何姿勢游 公尺 基礎游泳技能

體驗浮潛 年級 在深水區操作技能 自救與求生

體驗衝浪 年級 在開放水域操作技能 海上水文判別

獨木舟海上航行 年級 自力造舟在海上航行 海上安全知識

課程分流 年級 依興趣選擇探索課程 山域、海域、自行車

 

運動列為學校本位課程，但已將其

列入領域課程中，並依不同年級訂

定學習目標（如表3），其中10年

級的獨木舟主題是海域探索的特色

課程，其課程安排一學年，每次3

天，每學期2~3次，課程內容從自

力造舟、平靜水域試航、開放水域

訓練到實際海上航行，讓學生學習

一套完整的獨木舟知識與技能，該

校學生於2016年就以自製的8艘獨

木舟，完成5小時20公里的太平洋

海上航行。

結語

這兩所學校運用在地環境資

源，以學生為中心、學校教育人員

為主體，依照社會資源、學校條

件、家長期望以及學生學習之需求

建構海洋運動教育之課程，真正實

踐「十二年國教」的海洋教育政

策，相關單位應該給予這2所學校

實質的鼓勵與支持，型塑典範，供

其他學校觀摩和參考。然而，海洋

運動教育的推行並非任何一所學校

能獨立去執行完成的事，光從學校

內在可操作的課程建構、專業師

資、器材裝備、風險控管、經費支

應等，就讓不少學校避之唯恐不

及，更遑論外在資源的尋求與配

合。因此，因地制宜是實踐海洋運

動教育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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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自力造舟（圖片來源：均一實驗高級中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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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平靜水域試航（圖片來源：均一實驗高中學級提供）

圖7　太平洋海上航行（圖片來源：均一實驗高級中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