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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旨在陳顯海洋教育的重要性與發

展，並對教師在進行海洋教育教學時提出一

些建議。基此，本文首先闡述海洋教育在臺

灣當前教育實踐的重要性，並敘述其發展歷

程，最後並試圖提出對現場教師進行海洋教

育教學的建議，冀圖豐富我國海洋教育的內

涵。

臺灣，一座美麗島嶼，四面臨海，以

海洋立國，生活在臺灣的我們，培養知海、

親海與愛海態度更是當前刻不容緩之事，如

何才能達成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提及塑造具海洋風味的精緻文化，發展海洋

思維的全民教育，讓臺灣成為擁有文化美感

與文明質感的現代海洋國家，是臺灣當前海

洋教育亟需努力的目標（董家寧，2010）。

而要進行海洋教育，首應瞭解「海洋」的內

涵。對此，吳靖國（2009：1）指出：

海洋教育：重要性、發展與建議
施宜煌／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學系助理教授

上述兩者概念應用於教育場域，在於

「自然海洋」所探究的重點在於海洋知識的

絕對物理結構，即「客觀的求真」，猶如房

子的鋼骨構造，有其一定的客觀計量標準與

設計程序；而「意識海洋」所談論的焦點則

為學生對海洋既存的認知與想像，即「主觀

的求美與求變」，猶如房子的內部陳設，能

有許多改變的可能與創意的發想（甘文淵，

2010）。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教

育部 （2007：2）指出：

本文意圖闡述海洋教育的重要性，並敘

述海洋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情形，最後並對教

師在進行海洋教育時提出一些建議。在海洋

教育的重要性方面，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揭

櫫海洋教育的重要性：（1）海洋資源是國力

富強的關鍵；（2）海洋專業人才的重要性；

（3）海洋教育是教育的內涵之一；（4）海

洋教育可實現人類的永續發展；（5）海洋教

育為環境教育推展的基礎。最後，則從教師

專業與教師教學等層面提出教師在進行海洋

教育時的一些建議，希冀精緻化海洋教育的

教學品質。

關鍵詞：海洋教育、環境教育、教學

「海洋」英文字通常使用「ocean」與

「marine」。依《簡明牛津英語字典》

及《韋伯第三版新國際字典》所載，

「ocean」主要有三種意涵:(一)含蓋大

部分地球表面或環繞在陸地的連續鹽分

水體；(二)地理上被區隔開來的水體範

圍；(三)很大面積的海。故「ocean」

一詞通常指的是具體、自然的海洋。而

「marine」一詞的意涵涉及船舶的總稱

(客貨船、商船隊)、航海(海運)業、艦

隊、水兵與海軍等等，其所指的是人們

與海洋互動而產生的各種事物。由此可

掌握「海洋」的意涵包含兩個主要面

向：其一指自然之物，另一指人為的事

物。也就是說，「海洋」不只指稱自然

存在的海洋，而且也包含人們與自然

存在的海洋互動後，所衍生出各種海     

洋事物及事務。所以，從「認識海洋」

的角度來看，當人們接觸海洋時，將出

現兩個不同面向的海洋：一是「自然界

中存在的海洋」，另一是「人們意識

中存在的海洋」。這兩者間有著密切關

係，但也有極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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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07）《海洋教育政策白皮

書》進一步指出，我國教育政策問題包括四

項：（1）教育政策偏重由陸看海，致使海

洋教育長期未被重視。（2）國民海洋素質

課程偏低，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具海洋概念

均在5%以下。（3）海洋體驗場所及活動不

足，較少涉及海洋體驗。（4）海洋職業生

涯試探教育未落實，影響海洋人才培育與產

業發展。於是，教育部於2007年公布《海洋

教育政策白皮書》，又於2008年公布《國民

中小學海洋教育議題課程綱要》，並將海洋

教育設定為我國中小學課程綱要的第七大議

題，宣示我國海洋教育的重要性與實施之決

心。未來各領域及科目之教師除了必須進行

原有領域的教學，更有必要將海洋教育的內

涵融入課程與教學（李坤崇，2007a；羅綸

新、王力中，2009）。上述的作為，實豐厚

了學生對於臺灣的認知廣度，亦增添了多元

的學習內涵，也為海洋教育取得了進入校園

發聲的合法性與課程空間（beyond“whose  
knowledge”），其目的旨在達成「臺灣以

海洋立國」的理想，以喚起國民海洋意識為

教育核心，加強海洋基礎教育、推廣海洋文

化，並藉此深化海洋專業教育，鼓勵學生朝

海洋相關事業發展，以提升我國在海洋資源

開發上的競爭力，進而增能我國迎向21世紀

的全球化世界（甘文淵，2010）。是以，諸

多學者（甘文淵，2010；吳靖國，2009；
李祐宗，2010；張憲庭，2010；劉和然，

2010；羅綸新、王力中，2009）分別從國際

化與本土化編織國小社會領域海洋教育的圖

像，探討海洋教育的教科書、教師與教學。

也探討如何將海洋教育融入國中數學教學，

探討中小學推動海洋教育的目標與策略，調

查中小學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之資源需求調

查，冀望豐富我國海洋教育的內涵。而本文

則論述海洋教育在臺灣當前教育實踐的重要

性，並敘述其發展歷程，最後並試圖提出對

現場教師進行海洋教育教學的建議，冀圖豐

富我國海洋教育的內涵，讓國人瞭解海洋教

育是臺灣當前環境教育的重要議題。

二、海洋教育的重要性

臺灣是個擁有多樣海岸地形與生態環

境的典型海島，無論從文化歷史、地理區位

或生態環境的角度，都顯示海洋對於臺灣發

展的重要性。因此能否善用、珍惜或發展海

洋國力，成為國家富強的關鍵之一 （行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6）。因應海洋

對於臺灣發展的重要，海洋教育遂成為我國

中小課程的重大議題。關於海洋教育的重要

性，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明：　　　

（一）海洋資源是國力富強的關鍵

臺灣地窄人稠，陸地資源有限，海洋

蘊藏豐富資源（水、能源、生物、礦物、觀

光），無論在經濟或軍事上，掌握資源等於

是掌握國力的優勢；海洋資源的管理、運用

與再造亦需大量且專業的海洋人才。如能善

用臺灣四面環海的地理環境，配合硬體建設

及培育專業海洋人才，臺灣才能在21世紀勝

出（鄭宗文，2009）。基上原因，故海洋教

育就愈顯重要。若我們能藉由海洋教育培育

優質的海洋人才，這些人才能對海洋資源進

行有效管理、運用與再造，進而富強我國的

國力。　　　　　　　　　　　　　　　　

海洋─代表著無限的遼闊、想像與自

由，蘊藏著豐富的資源，是地球永續發

展的憑籍，而走向海洋、發展海洋國

力，則是國家富強的關鍵。臺灣四面環

海，是典型的海洋國家，也是世界公民

的一分子，應有海洋文化所具包容的特

質和全球化的思維；但以往在教育上卻

「重陸輕海」，蔚藍的海洋被漠視，使

得國人對海洋的本質感受不深，反而多

以陸地文化思維去思考，忽略了海洋文

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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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專業人才的重要性� 

認識海洋、親近海洋、保護海洋和永續

經營海洋實絕非一蹴可幾。最基本的，必須

要由人才的培育開始紮根，始能長久。只有

普及式的深入全民海洋教育，才能在各行業

深受海洋知識的洗禮，並表現於多種科技、

工藝、文學、藝術、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上

反應出海洋深邃寬廣、豐富多元的特性，進

而結合成為具有民族風格、社會特性和國家

性格的海洋文化。基此，海洋專業人才的培

育是必須、必要的（李昭興，2006）。而海

洋專業人才的培育，則有賴海洋教育的培育

成效方能顯著，故可探知海洋教育的重要

性。　　　　　　　　　　　　　　　　　

（三）海洋教育是教育的內涵之一

依《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經濟、社

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與《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主張：「建構自我；

加強對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培養對本身

及異種文化的認知與尊重；培養積極參與

貢獻，促進人類的和諧；對自然環境的尊

重」，是教育的重要內涵。基於「對自然環

境的尊重、對文化的尊重、人與人之間的關

懷」是人類主流的價值認知，也是各國教育

的重要目標。「教育」應涵蓋海、陸、空的

宇宙觀（蔡錦玲，2009）。易言之，海洋教

育應成為教育內涵之一，海洋教育在臺灣當

前的教育實踐有其重要性，其可教育學生對

自然的尊重，此是環境教育的重要基礎。　

（四）海洋教育可實現人類的永續發展

長久以來，習以陸地為中心思維的人

類，現階段以推展海洋教育為手段，讓「海

洋」成為教育內涵，達成內化海洋的教育，

讓人人懂得「與海洋共生」，讓海洋成為人

類哲學論述的基礎之一，是人類永續發展必

走的路（蔡錦玲，2009）。而海洋不僅僅與

人類物質生存條件息息相關，同時也影響著

人類精神與文化的持續滋長。故人類對海洋

的感受、認識、利用和保護，將影響地球環

境的變化與人類文化發展，也是地球永續發

展的重點。而海洋教育乃是讓人類永續發展

的核心工作（吳靖國，2009）。基此當可窺

見海洋教育的重要性，海洋教育可實現人類

的永續發展。　　　　　　　　　　　　　

（五）海洋教育為環境教育推展的基礎

為加強推動環境教育，使全民皆能認識

環境問題，同時了解並關切資源與生活環境

間之關係，進而成為維護生態平衡及環境品

質之實踐者，以達到資源永續利用，使世代

享有安全與健康之生活環境，行政院於1992
年核定「環境保護政策要領」作為全面推行

環境教育之遵循。教育部則於2003年發布

「九年一貫課程重大議題」，將環境教育列

入為其中一個議題（劉仿桂，2010）。而海

洋教育長久是環境教育的重要議題。其實，

海洋教育並非新近發展之學科，早在1970年
代海洋教育即為環境教育的基礎學科。1972
年，聯合國首先在瑞典發布《斯德哥爾摩宣

言》（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明訂環

境教育政策，此政策開啟美國、英國、澳

洲、紐西蘭與加拿大等先進國家訂定環境教

育政策，各國亦同時將環境教育併入學校正

式課程，自此以降跨領域的海洋教育一直皆

是環境教育的重要議題（江愛華、蔡秀枝，

2009）。並且，環境教育課程理念包含需考

慮到自然的環境，而海洋正是自然環境之一

環。呂玉娟（2009）在〈臺北縣海洋教育的

未來藍圖〉一文中，指出海洋教育是環境教

育的一環，2007年臺北縣所辦理的海洋教育

研習－臺北縣95學年度淡水區【環境教育課

程��海洋教育融入教學】研習，都把海洋教

育列入環境教育的一環去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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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說，海洋教育不能只是海洋相

關知識的獲得，或者是表面上課程的安排而

已，更希望能透過海洋教育的目標，培養學

生正確的海洋環境價值觀；以臺灣為本的國

際觀及以海洋為本的地球觀。因此，中小學

海洋教育應讓學生藉由海洋休閒或體驗活

動，以培養學生熱愛海洋的情操與增進探索

海洋知識的興趣（教育部，2008），進而珍

惜、愛護海洋，讓海洋生生不息。如此，正

實踐了環境教育。故海洋教育可為環境教育

推展的基礎，也間接窺見海洋教育的重要

性。

總的來說，海洋資源是國力富強的關

鍵、海洋專業人才有其重要性、海洋教育是

教育的內涵之一，而海洋教育可實現人類的

永續發展，並且海洋教育為環境教育推展的

基礎。基此，當可窺見臺灣當前教育實踐海

洋教育的重要性。

三、臺灣海洋教育的發展

臺灣祖先冒險渡過黑水溝，為一十足

的海洋民族（李昭興，2006）。臺灣四面環

繞著海洋，在近代海洋拓展史上曾佔有璀璨

的一頁。16世紀，歐洲國家紛紛在世界各地

爭奪領地及海運霸權。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東

方的海運交通要道，為歐洲遠東航線的必經

之地。從臺灣歷史發展看，16世紀開始荷

蘭、西班牙為歐洲航海國家，視臺灣為與亞

洲貿易的根據地，鄭氏政權也因臺灣的土地

不足，而往海洋發展。從歷史脈絡看，海洋

貿易是近代臺灣發展的主軸之一，臺灣即具

有亞洲乃至世界貿易與航運的樞紐地位。因

而，臺灣具有海洋與國際的雙重性格，此種

性格雖在不同的統治者下有所消長，但兼

具此雙重性格則始終未曾改變（教育部，

2007；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2002；葉

珮宜，2010）。

但在清朝領臺後則受陸地思維的限制，

直至20世紀末臺灣的海洋視野，仍受制於兩

岸政治對峙與戒嚴的影響而難以伸展。1987
年解嚴以前，海洋與海岸屬於國防重地並受

嚴格管制，四周海岸有警總海防部隊防守，

除常業漁民外，一般人民不能輕易接近海

洋，以致形成國人畏懼海洋的心態，更遑論

海洋文化的發展（教育部，2007）。

此外，受中原大陸思維文化的影響，

教育也以陸權國家「由陸看海」的觀點來實

踐，各級學校的一般教育中，對培育國民海

洋素養的課程僅佔很少分量，這也使得海洋

一直被阻隔在人民的記憶和視野外（教育

部，2007）。其實，1949年政府遷臺來，在

職業學校、專科學校至大學培育的海洋專業

人才對臺灣海洋產業發展貢獻宏鉅，但因教

育政策長期以陸看海、嚴格管制海域活動、

海洋素養課程偏低、以及海洋體驗場所及活

動不足，使得中小學學生普遍缺乏海洋素

養，未能深入瞭解海洋文化、海洋休閒與海

洋產業的意涵，更遑論培養其涵養海洋永續

發展的情操（李坤崇，2007b）。

由於臺灣特有的海洋環境與民生需求，

海洋專業教育仍受到必要的重視，自1970年
代起教育部配合產業經濟發展與國際接軌，

即有計畫地發展海洋專業教育，於1980年
代達至高峰，1980年代末後隨著教育自由

化趨勢，在自由競爭下逐漸縮小規模，而

民間海事人才培訓則相對逐漸擴展（教育

部，2007）。海洋是生命之起源，1994年
聯合國公布《海洋法公約》（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對從事海洋產業人力

之知能與資格做出明確的建議，促使美國、

澳洲、日本及歐盟也相繼公布海洋白皮書，

積極朝海洋經濟、社會及文化等面向發展 
（臺中市海洋教育資源網，2011；劉和然，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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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位處海洋要地，「海洋立國」更

成為未來發展的利基與轉機。是以，在全世

界逐漸開始重視海洋議題的同時，加上我國

地理位置與四面環海的特性，2001年政府首

度提��《海洋白皮書》後，宣示我國為「海

洋國家」、以「海洋立國」，而教育部積極

配合推動海事人才培育。為落實「海洋之保

護與保全」，教育部在2004年擬定「四年教

育施政主軸」時，特將海洋教育納入行動方

案；2006年起更依據《國家海洋政策綱領》

及《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揭櫫「國家的生

存發展依賴海洋」的政策主張，擘劃海洋發

展所需優質海洋人才培育政策。並於2007年
正式公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在現有

海洋教育基礎上確立我國海洋教育未來發展

的目標、方向及策略（林偉文、賴美辰、鄭

麗玲、江孟鴻，2010；教育部，2007；劉和

然，2010）。

因為政府於2007年公布了《海洋教

育政策白皮書》，關於海洋教育的議題也

如火如荼的進行。為因應《海洋教育政策

白皮書》，教育部也在2007年於六大議題

外，新增海洋教育議題，以「海洋休閒」、

「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科      
學」、「海洋資源」等五大主軸進行課程的

規劃與設計。然對都會型學校在實施上似乎

無法達成所設定的課程目標：「國民中小學

應塑造『親海、愛海、知海』的教育情境，

讓學生由親近海洋、樂愛海洋與認識海洋」

（林偉文、賴美辰、鄭麗玲、江孟鴻；教育

部，2007）。

其實，《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乃教

育部為配合國家發展海洋政策及因應國際海

洋保育思維，於2007年所公布，其中第二項

「培育學生海洋基本知能與素養」中提及增

列高中職與國中小課程綱要的「海洋教育」

重要議題。這個政策發展讓「海洋教育」成

為中小學的正式課程，其內涵遂由傳統職業

導向的「培育專業人才」擴大為全民應該獲

得的「基本文化素養」（教育部高中數學學

科中心，2011）。《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為我國首度揭櫫以海洋為核心之教育政策文

書，其政策意指係立足於強化各級學校之海

洋素質基礎上，以培育產業界所需優質人      
才為主軸，該書整體而言架構共分五章；首

先敘明國際與我國的海洋政策及發展趨勢；

其次闡述並分析海洋教育的環境現況；第三

章討論當前推展海洋教育之問題；第四章整

合提出我國海洋教育的策略目標及規劃具

體策略。期透過整體政策的架構，完成我

國海洋教育藍圖的整合性佈局（教育部，

2007）。

而為了落實《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教育部乃進一步擬訂具體策略及編列預算，

經行政院核定《海洋教育執行計畫》，其中

列出「依據海洋教育課程綱要及分段能力指

標，編撰海洋教育相關教科書及補充教材」

具體策略，希望協助各校真正將海洋教育落

實到校園之中。而教育部也接續公布中小學

海洋教育課程綱要及高中職海洋教育課程綱

要，並逐步協助各校從100學年度開始全面

性地分階段來推動及落實於校園中（教育部

高中數學學科中心，2011）。

相信藉由整體海洋教育政策的推展，

將可充分落實臺灣人才培育的成效。首先，

可以培育產業界所需優質人才，並積極投入

海洋產業的生產，提升國家海洋產業的全球

競爭力；繼之，導引全民認識海洋、熱愛海

洋、善用海洋及珍惜海洋。回顧過往並前瞻

未來，教育策略應更發揮臺灣的海洋環境特

色，塑造具海洋風味的精緻文化，發展海洋

思維的全民教育，讓臺灣成為擁有文化美

感與文明質感的現代海洋國家（教育部，

2007），成為生生不息、富有生命力的美麗

新世界。



教育與發展

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94 第29卷第5期　101．10

四、對教師進行海洋教育教學

　　的建議

這幾年來，海洋教育在教育部政策性導

引及地方教育行政機關的共同努力下，各級

學校已逐漸覺察它的重要性，並開始從事教

師增能活動，且讓從事海洋職業的相關人員

能有更多機會與學校接觸，甚至成為各校推

動海洋教育的社會資源。事實上，各級學校

在推動海洋教育時，各有其所面臨的困境及

必須解決的難題，但共同面對的核心問題是

「師資問題」。教師的能力與意願乃是影響

各校落實海洋教育的根本因素，所以如何協

助教師，讓教師有能力及有意願從事這項教      
學任務，這乃是得以順利推動與落實海洋

教育的關鍵 （教育部高中數學學科中心，

2011）。而教師在進行海洋教育時，自身應

對海洋教育有著初步的認識，亦即教師須負

有海洋教育的素質；其次，將海洋教育理念

融入相關學習領域，並從事行動研究與教學

創新，將科技融入海洋教育教學中，發展富

有體驗性的海洋教育課程。最後，教師應學

習海洋教育種子教師的教學經驗。茲就本文

對教師進行海洋教育教學的建議進一步歸結

詳論如下：　　　　　　　　　　　　　　

（一）對教師專業的建議� 

1.教師須富有海洋教育的素質 
盧美貴（2006：146）指出：「教師是

教學的靈魂人物」。教師必須具備海洋教育

的素質（認知、態度、辨思力），瞭解海洋

教育的內涵與教學目標，才能配合環境、課

程與教材，將海洋教育的內涵與精神，藉由

教學傳遞給學生（鄭宗文，2009），讓學生

認知海洋教育的內涵。因為，教師是進行海

洋教育教學的靈魂人物。故，教師須富有海

洋教育的素質。

教師可透過教育部、縣市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研討會、讀書會與行動研究等方式，

從不同的面向認識海洋教育，透徹海洋教育

（鄭宗文，2009），提升自身海洋教育的素

質。此外，相關單位可辦理教師海洋教育研

習：如辦理教師海洋教育議題知能研習、海

洋文化知能研習、海洋生態多樣性教育種子

教師研習、教學觀摩與海洋教育教學工作坊

等等，提供教師研習機會，增進教師創意教

學經驗交流與整合（臺中市海洋教育資源

網，2010）。相信上述作為，皆能提升教師

海洋教育的素質，進而體悟海洋教育的精神

理念，並將其實踐於教學中。

2.教師須從事行動研究與教學創新

在傳統上，教學現場的教師角色一向

被視為是消極的，不必參與課程發展，只能

照本宣科；不必試驗新教法，只能墨守成

規；不必作研究，只要能接受別人生產的知

識（歐用生，1996）。據此觀點，對於生

產、創造知識，教學現場教師似乎處於被動

的角色。然若教師具備行動研究的能力，進

而達至「教師即研究者」的理想。此種由教

師所建構適合教學現場情境的海洋教育教學

理論，當俾利學校海洋教育的實踐。再者，

要有效並成功地實踐海洋教育，最重要的是

教師需具備教學創新的能力。有了教學創新

的能力，教師的教學才不會一成不變，才會

讓自己的教學更多樣化，實踐更多元化的教

學，讓學生感受學習的樂趣。

總之，為提升海洋教育的成效，且讓理

論與實務有對話空間，教師應從事行動研究

與教學實驗創新，不斷檢討改進學校海洋教

育推動品質及教師教學成效，活化學校海洋

教育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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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應學習海洋教育種子教師的教學

            經驗

各校可成立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團隊：遴

選優秀種子教師，建立創意種子教師團隊，

成立種子教師社群，提供其培訓課程或方

案，並於培訓結束後讓其回到服務學校將所

學融入各科教學，再由其到各校推動，長期

而持續地培養種子教師 （臺中市海洋教育

資源網，2010）。讓種子教師將其教學經驗

分享給其他教師，並且鼓勵教師學習海洋教

育種子教師的教學經驗，深化自身對於海洋

教育的認知。讓海洋教育的種子，可以漫延

臺灣各地校園生根、開花與結果纍纍。　　

（二）對教師教學的建議� 

1.教師應將海洋教育理念融入相關學習

            領域  
九年一貫課程並沒有規劃出海洋教育領

域課程，故要實施海洋教育課程連結，須以

融入相關學習領域為原則，課程的設計應注

意縱向的延續與橫向的連結。主題式海洋教

育課程可以在空白課程或彈性課程時實施，

或配合校慶、寒暑假時間辦理海洋體驗營、

海洋教育參訪等活動。以相關的學習領域課

程來看，皆有適當的學習內容可以培育學生

的海洋通識素養與能力，例如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課程的氣象、水資源、河川、海洋地

質變化等內容皆是海洋教育的範疇（鄭宗

文，2009）。是以，教師應將海洋教育理念

融入相關學習領域。

2.教師應將科技融入海洋教育教學

其次，在全球化世界，科技設備在學

校體系中的知識轉移及普及，也扮演一個重

要的角色。其實，毋庸置疑，教育實踐絕不

能只化約為科技的運用，然教育的實踐卻不

能沒有科技（Freire, 1993）。畢竟，科技的

進步確實可提供學校的課程與教學另一發展

空間，教師如何將現代科技融入當前海洋教

育課程與教學中，將成為海洋教育實踐的重

心。而其作法如推展應用網路教學：推動

（試辦）區域網路教學，推動教師使用網路

資訊作為教學資源，培養教師使用網路教學

之能力。以中小學種子老師為主，定時進行

網路教學活動，作為教學分享的平臺。其次

作法如教師教學媒體製作與研發：結合教師

自製多媒體競賽，鼓勵教師發展海洋相關議

題之教學媒體，包含製作教學媒體、設置網

站（臺中市海洋教育資源網，2010）。若

此，海洋教育的成效才能顯著。故，教師應

將科技融入海洋教育教學。

3. 教師應發展富有體驗性的海洋教育課

             程
在海洋教育實踐，教師應發展富有體驗

性的海洋教育課程。鄭宗文（2009：29）指

出：

就實而論，發展富有體驗性的海洋教育

課程，才能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讓學生能

在實際體驗獲得知識，教師進而實踐反省與

思考兼具的海洋教育教學。故，教師應發展

富有體驗性的海洋教育課程。

五、結語

臺灣的地理條件十分優異，陸地上固

然涵蓋各種不同的氣候、地質地形及生態環

境，在歷史的進程也孕育了豐富的人文風

貌，但一直被我們忽略的，卻是四周海域的

可利用性，我們始終忘記海洋才是臺灣最寶

貴的經濟、人文、社會和自然資源。為因應

世界潮流趨勢，教育部於2007年公布《海洋

教育政策白皮書》，確立我國海洋教育未來

發展的目標方向及策略。而中小學的海洋教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課堂上的學習

大部分僅是知識的傳授，要讓個體在思

想上有所轉變，顯現在外顯行為上，實

際體驗感受是最好的方法。學生在海洋

教育中若能親身參與，心靈更容易受感

動，內化成為深層的海洋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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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實踐了環境教育，故海洋教育可為環境教

育的基礎。

教育部（2007）擬定「海洋教育政策理

念」，旨在確立海陸平衡的教育思維、建立

知行合一的教育實踐、實現產學攜手的教育

願景、共築資源共享的教育網路及本土接軌

國際的教育理想（李坤崇，2007a）。然羅

綸新、王力中（2009）指出海洋與人類生活

密切相連，但人類對其認識實在太少。海洋

是臺灣主要領域與希望，但海洋教育仍待各

界重視，海洋教育課程必須落實。易言之，

海洋教育在臺灣教育場域仍有待加強，也窺

見海洋教育在臺灣當前教育實踐的重要性。

最後，回應本文的核心課題，本文在

陳顯海洋教育的重要性與發展，並對教師在

進行海洋教育教學時提出一些建議。這些建

議如：（1）教師須富有海洋教育的素質；

（2）教師須從事行動研究與教學創新；

（3）教師應學習海洋教育種子教師的教學

經驗；（4）教師應將海洋教育理念融入相

關學習領域；（5）教師應將科技融入海洋

教育教學；（6）教師應發展富有體驗性的

海洋教育課程。相信經由本文探究，應能提

供現場教師實踐海洋教育的方針，並開拓我

國海洋教育實踐的視域，讓學生認識海洋、

體會海洋生態之美，進而興保護海洋之心，

讓臺灣的生態環境因海洋而更為美麗，而生

活其中之人們的身心靈能變得更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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