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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聯合國⾃1994年實施「海洋法公約」針對海洋⼈才培訓進⾏現況闡述與解決策略的具體建議，世界先進國家如美

國、⽇本、澳洲與歐盟皆相繼公布了海洋⽩⽪書，致⼒發展海洋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臺灣⾃2001年公布《海洋⽩⽪

書》宣⽰我國為「海洋國家」，教育部體認國⼈⻑期對海洋的認知不⾜，以及海事⼈才在供給與需求端產⽣落差，隨於

2007年頒布《海洋教育政策⽩⽪書》明確揭⽰具體推動⾯向，接續於2017年頒布修訂版⽩⽪書，提出建立推動海洋教

育之基礎平台、培育學⽣海洋基本知能素養、提升學⽣及家⻑選擇海洋教育與志業之意願、提升海洋產業之基礎與專業

⼈才素質，揭櫫臺灣教育發展應向海洋扎根，整合產官學研共同的海洋教育資源，培育符合業界需求的⼈才，增加學⽣

就業及產業競爭⼒（教育部，2007、2017）。

　　然⽽，⼈才培育是國家永續發展與提升國際競爭⼒的關鍵，⽽教育更是⼈才培育的搖籃，《教育部⼈才培育⽩⽪

書》提到，我國因產業的轉型與外移，在⼈才領域及階層出現變化，但在⾼等教育蓬勃發展下，雖有培育⾜夠的⼤學⼈

⼒，卻未能反映在社會與產業的需求，同時技職教育也因為轉型科技⼤學的緣故，重學術輕技術，造成學⽤落差（教育

部，2013）。⽽我國對於海洋專業⼈才的培育歷程可分為「基礎技術」與「⾼級技術」，前者是以技術型與綜合型⾼級

中等學校為主，後者則是普通型⾼級中等學校延伸⾄⼤專校院，無論是技職校院或是⾼等教育，絕⼤部分的學⽣畢業後

就需要投入職場。因此，各教育階段應具備「職業準備觀」，作為增進學⽣⾯對社會職場挑戰的適應能⼒。

　　由此可知，若要養成學⽣具備在職場競爭的核⼼能⼒，便須從國⼩教育階段養成「職業尊重」的⼈格興趣，且對海

洋有充分的了解，建立學⽣與家⻑正確的價值觀；直到中等教育階段則以安排「職涯探索」的課程融入，輔導學⽣依其

性向、興趣選擇適性的海洋系科；最後，進入到技職與⾼等教育階段再以「職業表現」的產學合作，養成務實致⽤的職

場技能以完備教育階段應具備的⼈才培訓。為此，如何落實海洋職涯試探教育，並加強親職教育及校園宣導，使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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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對於海洋產業及職場有正向認識，是為提升海洋⼈才培育及產業結合的重要課題。

貳、職涯試探與教學發展的推動契機與歷程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與優質銜接」等五⼤理念是⼗⼆年國教的推動精神，其中「適性揚

才」是指透過適性輔導，使學⽣了解⾃我性向與興趣，以及社會職場與就業結構的基本型態，並藉由性向探索與⽣涯輔

導來引導學⽣多元適性的升學與就業（教育部，2014）。研究者所服務的國立臺灣海洋⼤學臺灣海洋教育中⼼視「職涯

試探」為啟動⼗⼆年國教的重要關鍵，於2015年起，以「職涯發展」為構思之點，根據海洋教育統計調查資料庫，進⾏

科系與產業的系統分析，歸類出「海洋教育職業發展模型」，編撰海洋職業⽣涯發展宣導⼿冊，藉以正確傳達職涯發展

之相關訊息，提供全國國中、⾼中及⾼職學⽣、教師與家⻑使⽤，強化海洋職涯知能，提升海洋職業的正向價值觀。

　　由於宣導⼿冊僅能提供資訊參考，便以「職場接軌」為銜接之線，於2016年發展海洋職涯試探課程，拓展學習管

道，研發海洋職業探索宣導影片，並結合即時反饋系統融入職涯課程，形成「海洋職涯試探KAHOOT!教學包」，提供

更精緻與正確的海洋職業訊息，讓各級教師進⾏教學應⽤，了解產業需要的相關職能，藉以增加學⽣對於職業探索的動

機，輔導未來就業的可能性與連結性。

　　再者，以「升學輔導」為推廣之⾯，於2017年以教學包為基礎，辦理分區職涯試探種⼦教師培訓研習，建立對於海

洋職業之認識，體驗海洋職涯教學應⽤策略，招募種⼦教師建立「巡迴服務」與「講師指導」團隊協助各地⽅進⾏海洋

職涯發展宣導服務，有助於提⾼與輔導學⽣從事海洋產業的比例。

　　最後，在2018年則以「試探教學」為紮根之體，分別依據不同教育階段之需求，在國⼩端以遊戲與實作體驗將海洋

職涯融入⽣涯教育，在國、⾼中端則依⼈格特質、技能與價值觀之類別分析，配合「Holland事業興趣及性格類型」代

碼進⾏職業配對的教學活動，協助規劃學⽣投入海洋相關產業的準備，以發展學⽣對於職涯的探索並建立升學及就業輔

導機制。

　　綜合上述可知，海洋職涯試探教學發展是以⻑期推動認識海洋職業⽣涯深入校園為⽬標，透過「職涯發展（點）-職

場接軌（線）-升學輔導（⾯）-試探教學（體）」的四⼤推廣實務，引導學⽣從認識、探索到體驗的階段，進⾏個⼈興

趣專⻑對應海洋職涯的可能性，同時以職業試探掌握升學及就業的適配性，並促進學校教育與海洋產業接軌，提⾼學⽣

選擇海洋升學管道與從事海洋產業的教育願景，作為強化海洋產業⼈才培育之教育⾏動。

參、海洋職涯試探教學發展實務分享

　　臺灣是四⾯環海的海島國家，推展海洋職涯試探教學課程時，最常遇到現場教師提出對於海洋職業的陌⽣，如果⾝

為教師的我們都不知道海洋的職業環境與就業機會，那麼該如何讓學⽣認識海洋職業與進⾏職涯探索。本文就以進⾏

「海洋職涯試探教學發展」推動歷程進⾏相關教材與實務分享。

⼀、海洋職業⽣涯發展宣導⼿冊

　　「海洋職業⽣涯發展宣導⼿冊」是依據國內主計處⾏業分類標準，透過海洋教育統計調查資料庫，針對國內海洋⾼

職與⼤專相關科系所畢業⽣之流向進⾏趨勢分析，將海洋產業與科系進⾏明確的分類與定義，發展出「海洋教育職業發

展模型」（如下圖1）。其中包含漁撈業、⽔產養殖產業、⽔產加⼯產業、船舶建造與維修產業、海洋與海岸⼯程產

業、海洋科研與管理產業、海運產業以及休閒觀光產業等八⼤產業，為傳達職涯發展之訊息，邀集現職教師共編撰國

中、⾼中與⾼職等三冊，提供全國教師輔導學⽣未來升學及就業⽅向之⽣涯規劃的參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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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海洋教育職業發展模型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海洋⼤學臺灣海洋教育中⼼（2016）

　　宣導⼿冊分別以不同教育階段所對應之「⾼中職群科–⼤專院校類科–社會就業產業」三⼤⾯向進⾏介紹。⾸先，根

據適合就讀該群/類科之⼈格特質，如：性向、興趣、學習特質與⽣活經驗進⾏分析；其次，說明該群/類科主要學習內

容與畢業所需的相關證照；再者，依據升學與就業進路圖，進⾏各階段性的任務與職業類別的解釋；最後，邀請就讀或

任職於相關產業之學⻑姐，分享學校所學與職場就業的關係，並提供學弟妹未來若要從事相關產業應具備的職場態度與

技能的經驗歷程（宣導⼿冊連結，請⾄http://tmec.ntou.edu.tw/p/412-1016-6262.php?Lang=zh-tw）。

⼆、海洋職業探索宣導影片

　　⾯臨⼗⼆年國教的啟動，⽣涯發展已然成為全⺠的教育，為了讓教師、學⽣與家⻑更了解海洋職涯之科系、學校、

就業⽅向與⼯作範疇等訊息。藉由宣導影片的拍攝深入了解海洋產業的⼯作環境、職務內容、職場技能需求與產業前景

趨勢，同時配合職場薪資、環境穩定、⼯作挑戰、⼯作時數與職場發展的雷達圖分析，了解職涯探索的可能性。另外，

雖然現在國⼩學⽣還不具備進入職場的條件，但為了讓學⽣提早為⾃⼰做好⽣涯準備，仔細觀察與認識海洋職場的⾯

貌，了解產業⼯作內容、責任與義務，特別製作動畫版的宣導影片，讓國⼩學⽣多看、多聽、多了解，並找出興趣與職

業的連結點，透過宣導影片的推廣，提早培養探索職業的能⼒，思考未來可以從事的海洋職業之路（宣導影片連結，請

⾄http://tmec.ntou.edu.tw/p/412-1016-6263.php?Lang=zh-tw）。

三、海洋職涯試探Kahoot！教學包

　　由於上述宣導⼿冊與影片僅能提供⽣涯發展的參考⼯具，唯有研發教學活動與課程，才能產⽣職涯試探的真正效

果，⽽傳統的課室教學多以簡報、影片或其他資源來豐富課程內容，但單向的知識傳遞，無法表達學⽣學習後的想法與

意⾒。因此，教師若能將課程轉化為雙向互動式問答教學，如以影⾳、圖像、競賽與評量統計等多元內容的「即時反饋

系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RS）」可使教師明確掌握學⽣的學習狀況外，亦蒐集學⽣對於課堂回應的學習資

料，隨時給予回饋與修正提升學習動機（黃建翔，2017）。

　　「Kahoot！」便是⼀種趣味性極⾼的即時反饋系統，透過文字、圖片與影片穿插的提問，搭配時間倒數的背景⾳

樂，加上完成問題後提供各選項答對⼈數、個⼈得分與團隊排名等立即性回饋，為枯燥的傳統課堂帶來學習上的刺激與

挑戰，⼤幅提升學⽣課程參與的主動性與學習態度（王怡萱，2016）。為強化學⽣對於海洋職涯發展的觀念，並結合上

述職業探索宣導影片，以IRS即時反饋系統的教學活動，讓國、⾼中學科教師或⽣涯輔導教師利⽤晨間、週會或正式課

程中進⾏教學應⽤或職涯輔導。最後，應⽤「漫步在⼤學」⼤學校系查詢系統與「104/1111⼈⼒銀⾏」求職網站，⿎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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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了解產業的多樣性及發展趨勢（整體教學實施情形如圖2）。以海洋職涯試探與發展為主題的課程設計，著實讓教

師可藉此改善在教學現場上以陸看海的政策觀，以及海洋場所活動體驗不⾜之困境，透過Kahoot！活潑互動的教學有助

於師⽣在海洋產業職涯之認識，培養深厚的海洋通識素養（教學包課程資源連結，請⾄http://tmec.ntou.edu.tw/p/405-1016-

38051,c6264.php?Lang=zh-tw）。

四、國⼩⽣涯融入、國⾼中興趣對應之海洋職涯試探教學⽰例註[1]

　　透過「海洋職涯試探Kahoot!教學包」的推動，配合宣導影片介紹海洋八⼤產業，再以IRS即時反饋系統的教學活

動，誘發學⽣在課堂的學習興趣，真正達到認識海洋職業的教育⽬標。然⽽，未來職業的選擇是青少年最為重要的⽣涯

議題，亦是⼈⽣⾯對抉擇的時機點，「⽣涯教育」是從義務教育開始延伸⾄⾼等與繼續教育的整體，強調在傳統的普通

教育中建立職業價值，以及具備學術、職業功能、升學與就業準備，創造具有價值的⼈⽣。

　　在國⼩階段是以「⽣涯認知」為主，進⾏⾃我與⽣涯察覺，帶領學⽣認識⾃⼰的⻑處，探索不同類型的⼯作內容，

了解⾃⼰與⼯作世界的關聯性，其課程具備活動性與豐富性的特質，以因應新世紀時代的⽣涯教育之需要（教育

部，1998）。「國⼩海洋職涯融入⽣涯教育教學⽰例」是先讓學⽣依據個⼈的興趣與專⻑進⾏海洋職涯類別的分組，並

以⼩組討論擴⼤對各職業的思考，再者以體驗與實作的活動設計，引導學⽣探索職業的⼯作內容，如以「養殖⼤富翁」

體驗⽔產養殖所需⾯臨的天災損失與技術得利職場現實、或者以「消坡塊DIY」了解對於海岸⼯程對環境維護的重要

性，藉由個⼈興趣､專⻑與海洋職涯對應，協助學⽣⾯對未來職涯選擇時的決定權（國⼩教學實施情形如圖3）。

　　在國、⾼中階段以「⽣涯試探與導向」為主，進⾏⾃我探索與⽣涯規劃，試探⾃⼰的興趣、性向、價值觀與⼈格特

質，了解各種海洋職業⾓⾊的獨特能⼒，學習如何尋找並運⽤職業世界的資訊，作為規劃職業選擇的決定權（教育

部，1998）。「國⾼中海洋職涯興趣對應教學⽰例」則是配合「Holland事業興趣和性格類型」測驗，進⾏⼈格特質、

技能與價值觀之類別分析，透過實⽤型（Realistic）、研究型（Investigative）、藝術型（Artistic）、社會型

（Social）、企業型（Enterprising）以及事務型（Conventional）等六型作為興趣對應的探索，運⽤職業⼤觀園引導

學⽣認識海洋產業，進⽽以⼤富翁遊戲進⾏職涯配對，加深學⽣對於海洋產業的印象，最後運⽤職業網路資料庫協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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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海洋科系的內容與發展進路，藉以培養學⽣建立升學⽬標設定與資料準備，提供未來投入海洋相關產業的規劃。

五、海洋職業⽣涯試探宣導講座巡迴到校服務

　　海洋職涯試探教學之推動，除編撰宣導⼿冊、拍攝影片提供下載與使⽤外，若要讓試探教學能夠真實進入校園，必

須思考教學現場的實際條件與需求，故進⼀步將推動內容轉化成為海洋職涯試探的「教學包/教學⽰例」，讓教師可在⼀

節課/單元中進⾏教學。但要如何讓學校教師有能⼒使⽤教學素材，這便是海洋職涯試探教學發展推動成敗的關鍵因素。

　　為此，邀請各縣市薦派優質教師進⾏種⼦培訓，讓現場教師了解海洋教育政策之沿⾰，透過既有教學素材的指導促

進教師的相關知能，並實際體驗海洋職涯試探教學策略應⽤擴散效應。此外，亦提供全國各縣市申請學⽣職涯宣導、家

⻑親職教育與教師增能的巡迴服務，同時邀請資深種⼦擔任指導團隊進⾏觀課、議課與評課，發揮協同教學的集體智

慧，共同精進教學策略，讓學⽣、家⻑與教師對海洋產業與職場有更為正向的認識，提升未來投⾝於海洋產業的可能性

（實際培訓與巡迴情形如圖4）。

肆、結語

　　「討海掠漁半條命」是傳統社會對於從事海上⼯作的刻板印象，加上以往海洋職業多半被認為是屬於社會階級較低

層的勞⼒⼈⼝，形成家⻑不願讓⼦女選擇就讀海洋科系或從事海洋產業的阻礙原因。隨著海洋教育的興起與⼈才培育政

策的推動，海洋開始⾛入學校教育的正式課程，進⽽影響學⽣對於海洋職業的觀感，現正處於教育翻轉時代，如何建立

海洋職涯試探的教育環境與機會，是技職教育轉型的重要課題。研究者所服務的臺灣海洋教育中⼼為解決《海洋教育政

策⽩⽪書》提及「縮短學⽤落差」之困境，以海洋職業⽣涯發展宣導⼿冊與職業探索宣導影片出發，結合IRS即時回饋

系統的教學素材，並輔以⽣涯教育及興趣對應的教學研發，提供教師知能培訓與教學指導，加上各縣市宣巡迴到校服務

的講座申請，擴增宣導的管道與⽅式，促進學⽣認識更多海洋產業的多元⾯貌，選擇適合的職業發展進路，培育優質海

洋專業⼈才之教育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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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國⼩⽣涯融入、國⾼中興趣對應之海洋職涯試探教學⽰例，⽬前正進⾏最後試教與修正階段，預計於108年底出版教學⼿冊，屆時

亦會公告於臺灣海洋教育中⼼官⽅網站–職涯試探專區，歡迎有興趣的教師可前往下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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