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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年國教海洋能源模組化
特色課程研發之啟示

吳靖國 *　許育彰 **　張正杰 ***

摘　要

發展特色課程乃是十二年國教中的核心方向，本文經由研發海

洋能源教學模組所得之心得和啟示，進一步覺察教學模組所具有的自

由、彈性、系統和目標明確等特質，與十二年國教特色課程所需要尋

找一種便利、彈性、自主與有效的實施途徑，兩者不謀而合。據此，

乃應用研發海洋能源教學模組之經驗，針對如何發展高中海洋教育特

色課程進行初步構想，進而提出四個發展重點：掌握海洋內涵的基本

架構、建立海洋教育的學習指標、研發海洋教育教學模組、編寫海洋

特色課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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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elation from Developing and 
Designing the Modular Featured 
Curriculum of Ocean Energy for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Chin-Kuo Wu*　Yu-Chang Hsu**
Cheng-Chieh Chang***

Abstract
One core spirit of the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is to develop featured 
curricula. Through the inspiration receiv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designing the ocean energy modules, certain features such as liberal, 
flexible, systematic, and targeted teaching are found to coincide with the 
quest for convenient, flexible, independent,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hat is 
need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designing the ocean energy modules, some preliminary 
ideas are developed, and there are four development priorities suggested: 
to grasp the basic significance of marine studies, to establish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of marine education, to develop the teaching modules of marine 
education, and to compile the manuals of featured marin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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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從 96 年起辦理「推動國民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與發展特

色學校實施計畫」，其主要是為了活化校園空間，結合在地自然資源

與人文環境，依據各校特殊條件，規劃出系列性的本位課程活動，以

延展學校的教育功能，尋找偏遠學校的存在價值與新生命力（教育部

電子報，2011），推展的重點包括：1.校園空間、社區資源設施之應用；

2. 能珍視環境資源與異業結盟運用；3. 系統性特色課程或其它教育活

動；4. 教師人力運作與社區結合關係；5. 建構分享服務和持續行銷之

策略等（教育部國民中小學特色學校資訊網，2009）。由此可以看出，

在發展特色學校的過程中，由校本課程進一步建立的系統性特色課程

乃是其中一個關鍵性要點。

教育部自 96 學年度起辦理「高中優質化輔導方案」，其主要目

的在促發高中學校團隊精進能量，協助各高中優質化及特色發展，使

所有具備潛力之學生皆能欣然就近入學，有效舒緩升學壓力，以穩健

推動十二年國教。該方案中教育部訂定的發展重點包括教師教學、學

生學習、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發展及其他項目（含行政管理、校長領

導、校園經營、學校文化、家長與社區參與、社區宣導，可依據校本

特色發展需求擇項納入）（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2012）。據

此可以看出，高中優質化方案也是在激發校內精進能量，強化學校的

特色發展，以提升高中教育品質。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為因應十二年國教的到來，乃自 101 學年度開

始推動四年期程的「高中高職旗艦計畫」，以實踐新北市學子在地就

學的希望。其有兩個主要方案：其一，「發展高中卓越方案」的重點

包括：1. 發展特色課程及建立指標性高中；2. 規劃外語人才培育及國

際交流活動；3. 推動教師精進教學及發展多元評量。其二，「發展精

緻技職教育方案」則包括：1. 設置特色群科及建立指標性高職；2. 培
育產業所需人力及落實產學訓三合一機制；3. 深耕國中技藝教育實施

計畫。

由上述可以進一步看出，國內過去使用「特色學校」一詞較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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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而「特色課程」只是闡述特色學校時的部分內涵，而到近年來才

比較普遍使用「特色課程」一詞，並幾乎與十二年國教相互連結，尤

其是在高中教育階段。但就學術上而言，卻較少針對「特色課程」進

行清晰的定義及探究，而政策上有關高中特色課程的出現都只散見在

不同的計畫或方案中，並且與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推展有密切相關，尤

其是在特色招生與特色課程之間的關係（王如哲、洪詠善，2012）。

教育部預定於 2014 年提出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並預定於 2016
年開始發布十二年國教各領域／學科／群科課程綱要。依據國家教育

研究院於 2014 年 5 月公告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草

案）」，將課程類型分為「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兩類，後者係「由

學校安排，以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國家教育研

究院，2014b：7），也正是讓學校發展其特色的部分。

根據課綱總綱草案，「課程發展要能因應不同教育階段之教育目

標與學生身心發展之特色，提供彈性多元的學習課程，以促成學生適

性發展，並支持教師課程研發與創新」（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b：
28），也就是說，學校的課程發展將愈趨於彈性與多元，並讓教師參

與課程的研發與創新。而由於筆者在帶領一群中小學教師進行研發海

洋能源教學模組（Teaching Modules of Ocean Energy）之後，有鑒於

教學模組在應用上顯現的彈性與多元，符應於課綱總綱草案強調的課

程發展內涵，故進一步藉此闡釋和提出將教學模組應用於發展十二年

國教特色課程之可能性，並根據總綱草案提及「課程設計應依法適切

融入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家庭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以及重

大或新興議題」（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b：28），故嘗試以「海洋

教育」議題為案例，進一步針對高中教育階段提出發展「海洋教育教

學模組」之初步構想。

根據上述，本文首先說明海洋教育對臺灣的影響及臺灣實施海洋

教育的概況，進而闡釋國內有必要加強海洋教育的推動，再者說明海

洋能源教學模組的研發情形，並進一步將研發的應用情形及教學模組

的特性用以發展十二年國教特色課程， 後提出發展高中海洋教育教

學模組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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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洋教育議題尚待強化

一、海洋教育的重要性

以下從海洋對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從臺灣需要海

洋教育的理由、以及從海洋教育帶給學習者的成長等三方面來說明海

洋教育的重要性。

（一）海洋為國家與社會帶來什麼影響？

海洋帶給人類的發展和福祉不僅是物質、空間、權力層面上的

（行政院研考會，2006；邱文彥，2000），也是文化與心靈層面的（吳

靖國，2011；Carson, 1998; Kellert, 1996），尤其更涉及了永續生存

的層面（吳靖國，2011；邱文彥，2000；邵廣昭、楊瑞森等，1998；
蔡錦玲，2009）。從《海洋白皮書》（行政院研考會，2001）、《海

洋政策白皮書》（行政院研考會，2006）及《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教育部，2007）中可以進一步掌握出「海洋」對社會及國家所帶來

的影響：

1. 海權—海洋是國家領土的一部分，是國家行使權力的範圍，

所以「聯合國海洋公約」將海洋區域劃分為內水、領海、鄰接區、專

屬經濟海域、大陸礁層及公海等。

2. 國防—控制了海洋即可加大安全縱深，遏止來自海洋的威

脅，故海洋與國家安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3. 物資—全球約有一半以上人口聚居於海岸地區，80％的生物

資源生活在海中，每年可提供 1 億多噸的水產品，養活 63 億的人口。

4. 能源—海中除了石油，還蘊藏著風力、潮汐、溫差、海藻、

甲烷水合物等新興能源。

5. 經濟—海洋產業對國家經濟發展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以

夏威夷州為例，1992 年間為該州帶來 29 億美元的收益，創造 18,000
人的就業機會。

6. 休閒—海上觀光遊憩產業，包括生態觀光、賞鯨、海釣、潛

水等，更是當前十分熱門的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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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氣候—海洋環境是一個循環的動態系統，藉著風浪流，維繫

環境生態的交互作用，穩定全球氣候變遷。

（二）為何要實施海洋教育？

上述七項指出「海洋」的重要性，而如何透過教育歷程讓國人了

解這些重要性，以及進一步建立人們與海洋的適切互動，據以便顯現

出「海洋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說，海洋是臺灣生存的命脈，政府

與民眾都必須正視海洋教育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張子超，1998）。整

理和歸納實施海洋教育的理由，可以從下列五個層面來進行說明：

1. 個體生活之需要

從個體在生活中的需求來看，透過海洋教育可以讓人獲得三項基

本生活知能：(1) 保護自身安全：因為臺灣四面環海，學生卻不會游

泳，對水感到畏懼；(2) 擴展生活範圍：因為「國家領土已不再停留

在陸地的邊緣，而是要擴充到包括外圍的經濟海域」（吳京，2005：
13）；(3) 涵養海洋氣質：包括培養冒險患難、開疆拓土、包容博大、

善養萬物、創新求變等海洋性格（方力行，2000）。

2. 物質資源之需要

人口成長造成未來食物來源擴增及每人可利用土地逐漸減少，海

洋便以食物供給者的角色而逐漸被開發（Anonymous, 1974）。也就

是說，由於陸地物質資源的匱乏，進而關注於轉向開發海上資源，所

以海洋教育的主要焦點則被放在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3. 環境保育之需要

海洋不但蘊含著生物循環系統的食物鏈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氣流

循環系統的生存氣候問題。然而，有感於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破壞，

不但造成生物系統的失衡，影響了地球生物的生存，同時影響人類自

身的生存，所以從海洋保育的角度提出海洋教育，並透過保育教育、

環境教育、環境體驗（陳光雄，2005）等策略來推動。

4. 國家發展之需要

臺灣早期對海洋教育的重視，主要見解在於國家發展之需要，

故提出「…在今日歷史性轉移海島之後…。由認識自身所處現實海洋

環境起，進而開發環境、利用環境、拓展環境，方可躋於總體海權國

家之林」（光復大陸月刊社，1977：37）。這是從國家發展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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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來強調海洋教育，這種以「海洋立國」的海洋教育主張也顯現在

2008 年教育部頒布的中小學海洋教育能力指標的規劃上（教育部，

2008），也顯現在學者對海洋教育的基本論述中（李坤崇，2007；蔡

錦玲，2006）。

5. 發展專業之需要

另一個思考中小學實施海洋教育的理由乃從培育海洋科技專業人

才來著眼，故將海洋科技人才培育過程分為基礎教育及專業教育兩階

段，認為「基礎教育階段屬內化海洋之全民教育的一環，也是專業人

才培育的根本」，所以在基礎教育階段「應重視海洋相關之啟發性課

程，引導學生對海洋相關專業產生興趣，並建立海洋科學、海洋生物

科學的基本知識」（蔡錦玲，2007：122）。

（三）海洋教育能為學生帶來什麼成長？

「海洋教育」屬於「教育」範疇，應該回歸教育本質來思考（吳

靖國，2009），也就是應該回歸於學習主體，找出海洋教育可以為「學

習者」帶來什麼成長（吳靖國，2010）。在教育部頒布的中小學海洋

教育課綱中，將「臺灣以海洋立國」做為海洋教育目的，缺乏從「學

習主體」出發來進行相關論述：

由於政權輪替的時代背景，啟動海洋教育本來就充滿著政治味

兒，「臺灣以海洋立國」明顯反映在中小學海洋教育課綱中，

加上當時教育領域的學者幾乎對海洋專業領域是陌生的，所以

建構課綱的思維偏向於國家立場與海洋專業立場，缺乏教師立

場以及對「學習主體」的關懷。（吳靖國，2012：68）

也就是說，如果海洋教育只從社會國家的角度，或偏向於政治

性的論述，對於中小學教師而言，將無法真正感受到海洋教育可以帶

給學生的成長和幫助，因而無力將海洋教育落實在課室裡的師生互動

中。真正回歸於學習者的成長來思考海洋教育，才能夠讓海洋教育落

實在課室間的師生互動中，而回歸於「教育專業」的範疇。

上述實施海洋教育的五個層面的理由，個體生活之需要、物質資

源之需要、環境保育之需要、國家發展之需要、發展專業之需要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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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的，都可能發生在課室之中，但卻不可能一次提供給學生，而

且這些層面促使學生獲得成長的屬性也不相同，可大致分為「直接影

響」與「間接影響」，前者指能直接聯繫於學習者的知情意，並結合

與反應於現實生活之中，包括個體生活之需要與物質資源之需要；後

者則必須進一步透過教育來導引才能讓學習者領略及接受，包括環境

保育之需要、國家發展之需要、專業發展之需要等。從「直接影響」

的面向來看，透過海洋教育可以擴展學生的視域，並具體反映在下列

三方面的成長：

1. 透過海洋教育，擴展學生的思維空間

在小學教科書中找不到有關於海權的概念，也缺少海洋與國際化

之間的關聯（吳靖國，2009），也就是說，國人一直都是陸地的思維

（教育部，2007），國土意識沒有延伸到海洋，海洋成為陸地的終點，

而不是陸地與陸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連結，生活空間與思維空間都

是狹隘的。透過海洋教育，重點在於讓海洋成為學生思維與生活的一

部分，而海洋不再是行動的盡頭，卻是人們邁向世界的起點（吳靖國，

2012），當海洋成為我的生活與思維空間，則每個人的生涯發展就不

會被局限在陸地，而可以開展更寬廣的未來。

2. 透過海洋教育，變化學生的思維方式

在中小學海洋教育課綱中特別強調「體驗教學」（教育部，

2008），而體驗的發生來自於經歷的事件能觸動個體，而讓個體覺察

與體悟自身內在思維與意義的改變（吳靖國，2009），對於體驗者而

言，陸地與海洋的差異在於其「立足點」的特質，陸地是穩定的，長

期以來人們習以為常地將自己的思維與行動建基於此，已經形成一種

「習性」（habitus）；然而，海洋是流動的、變化的、不確定的，進

入海洋，我們無法找到穩定的立足點，而必須讓自己隨時因應變化與

流動來持續調整自己。透過海洋教育的體驗活動，可以讓學生突破陸

地思維，重新思考和領會自身與大自然之間的不同互動方式。

3. 透過海洋教育，豐富學生的思維內容

教育的內容應該包含陸、海、空不同的範疇（蔡錦玲，2007），

然而，國內長期以來缺乏海洋內容，「教育政策以陸權思維看待海洋，

學校教育以很少教材份量來介紹，進而造成國人對海洋的認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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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對海洋缺乏認同和保護的意識」（教育部，2007：17），因此，透

過海洋教育提供不同於陸地的學習內容，如海洋生物、海洋生態、海

洋開發、海洋科技、海洋歷史、海洋文藝 ... 等，不但豐富學生的思維

內容，也促使海陸視野的交融，以培養學生更具統合與創新的眼界。

二、海洋教育仍是多數學校的空無課程（Null Curriculum）

（一）十二年國教總綱草案中的海洋教育

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4 年二月提出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草案」版本，除了技術型高中的海事水產類之外，其他內容

並沒有出現任何「海洋」相關字詞（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a），也

找不到有蘊含海洋意涵之處，也就是說，二月份版本的十二年國教課

程總綱草案已經將九年一貫課程總綱中的「海洋教育」議題刪除了。

而經歷三個月之後，「海洋」字詞終於在五月份的版本中出現（國家

教育研究院，2014b），但全文中總共只出現兩次（第 10 頁及第 15
頁），係對重大教育議題的列舉，其他內容仍然找不到海洋意涵的蘊

含。

「海洋教育」在 100 學年度正式成為九年一貫課程的第七重大

議題，這是在課綱中「從無到有」的變化。但值得關注的是，「海洋

教育」議題的出現並不是專家學者的大聲疾呼，也不是社會問題的反

應，而在如此欠缺成為一個重大教育議題的條件下，卻能夠引發教育

部投入心力進行主導，其中的重大方案包括推動海洋教育先導型計

畫、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實施兩期的「海洋教育執行計

畫」、公布「中小學海洋教育課程綱要」、輔導各縣市成立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等，尤其在 96-100 年間積極推展，投入了相當大的經費和

人力資源，事實上「政治」因素的影響是不容小覷的。

不可否認地，2004 年海洋教育開始納入中小學教育範疇及 2007
年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都與當時的執政黨有密切關聯（吳靖

國，2012）。儘管如此，十二年國教總綱草案一開始沒有納入海洋教

育，並不能直接歸因於執政政黨的更換，如果去除政治因素，則可能

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研擬小組認為可以將「海洋教育」併入「環

境教育」，所以刪除了海洋教育；其二，沒有海洋教育背景的人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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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課綱總綱草案研擬小組，所以忽略了海洋教育存在的必要性。

不管如何，「海洋教育」在目前仍然是一個十分弱勢的議題，一

方面是因為它尚未出現在決策參與者的意識中或者在決策參與者的意

識中並未產生影響力，另一方面是整體社會氛圍與條件並沒有真正與

海洋產生鍊結，也就是說，海洋還不是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二）國人仍然缺乏海洋意識

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中對國內以往海洋教育的發展情形，

提出了三個面向的檢討（教育部，2007：15-20）：

　第一、在「海洋素養問題」方面，包括：傳承陸地思維文化的

影響、長期施政以陸看海及嚴格管制海域活動、國人未積極參與海洋

社會。

　第二、在「教育政策問題」方面，包括：教育政策偏重由陸看

海、國民海洋素養課程偏低、海洋體驗場所及活動不足、海洋職業生

涯試探教育未落實。

　第三、在「人才與產業落差問題」方面，包括：人才培育類別

與產業供需在量的落差、人才培育與產業供需在質的落差、學校研發

能量未能落實於產業界、海事學校面臨發展困境。

教育部從 2004 年提出《教育部 2005-2008 教育施政主軸》的〈確

立海洋臺灣的推動體系〉行動方案、2007 年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

書》、2008 年頒布中小學海洋教育課程綱要，以及從 2007 年開始推

動兩個四年期的「海洋教育執行計畫」，經過將近十年之後，白皮書

中進行的三項檢討「海洋素養問題」、「教育政策問題」、「人才與

產業落差問題」都解決了嗎？甚至初期擬訂的十二年國教總綱草案中

沒有出現任何「海洋」字詞，更直接反映出「教育政策問題」的嚴重

性。

「懼海」是臺灣民眾生活與文化中形成的一種集體潛意識，推動

海洋教育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傳統文化與價值上的包袱，它影響著主政

者的思維慣性，以及影響國人的生活眼界，進而影響了學生在生涯發

展上的開展面向，想要轉化這種價值思維並不容易，因為它涉及了必

須對國家體質進行徹底地檢視，從（1）臺灣在海洋上的政治地位；

（2）國際產業結構與臺灣產業結構的關聯；（3）對臺灣生存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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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4）對整體教育投資的檢討…等，一直到（5）促進全民認識

海洋價值的途徑等（吳靖國，2012）。

《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中對於推動海洋教育的理想是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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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4），然而，

在面對臺灣傳統文化與價值上的這種集體潛意識，絕不是透過這些年

來辦理一些活動就可以達成的，尤其民眾對海洋意識的覺察與海洋價

值的轉變，至少需要有三個世代的教育歷程（吳靖國，2012），所以

需要進行一系列的研究、建置、推動與發展，尤其應該建立永續的機

制來持續進行反省、改善與深化。

海洋教育的推動，一開始是從鄉土教育來進行轉型，也就是說，

幾乎都是以臨海學校做為推動的主軸，所以各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幾乎也都設在臨海學校，但由於學校條件與特質的差異，臨海學校發

展出來的推動模式無法被應用於非臨海學校（不是以漁村為社區的學

校），再加上國中與高中課程結構上的限制，讓這些年來海洋教育的

推動大都集中在臨海的小學中，絕大部分非臨海學校的校本課程中仍

鮮少出現海洋教育，教師對海洋的覺察與感受仍然十分薄弱，也就是

說，海洋教育對於非臨海學校而言仍然是一種空無課程，而非臨海學

校所占的比率卻遠大於臨海學校。

參、海洋能源教學模組的研發與啟示

一、教學模組的研發

（一）海洋能源教學模組的研發歷程

為了促進海洋專業知識的科普化，希望讓海洋能源議題可以進入

中小學，乃著手研發海洋能源教學模組，自 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歷經約兩年，其過程先從海洋科普教材之蒐集和整理，再經教學模

組之設計與實驗，以下乃將研發歷程主要階段進一步說明：

1. 組成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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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學教師與中小學教師共同建立海洋能源科普轉化平臺，並成

立「海洋能源科普教學工作坊」，定期每月召開會議，其中大學教師

包括海洋能源專業背景教師及教育專業背景教師，而由大學教師提供

海洋能源專業知識及教材教案編寫方法，並由中小學教師根據教育現

場的實際需求，組成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高年級與國中等四組，

分階段進行教材與教案的編寫、試教與修正，以實際切合中小學教學

現場的需要。而由於海洋能源議題並非中小學教師之專業，故必須透

過工作坊進行教師增能，並且在研發過程中透過大學海洋能源專業背

景之教師，對其編纂內容之正確性給予指導。

2. 蒐集海洋能源教學素材

四組分別依學生身心發展之階段性特質，編纂適合學生閱讀之海

洋能源素材，並經過研發團隊中大學教師的審閱和修正，各階段素材

內容大綱如下：

（1）國小低年級：「何謂能源及能源的種類」、「能源與

人類的關係」、「潛力無窮的海洋」、「能源智慧王」。

（2）國小中年級：「能源知多少」、「認識海洋能源」、「臺

灣的海洋能源」、「節能減碳一起來」。

（3）國小高年級：「臺灣的海洋能源」、「海洋能源的開

發」、「海洋能源的開發對環境的影響」、「海洋環境的保育與行動」。

（4）國中：「能源的種類與應用」、「海洋能源技術面面

觀」、「海洋能源的開發與應用」、「能源應用與環境生態」。

在編輯完成海洋能源素材初稿之後，各組嘗試在自己班級設計與

實施教材內容，並進行修正與調整，又於 2012 年 12 月召開心得發表

研討，邀請中小學校長、主任及教師參加，進行實務上的討論。

3. 建構海洋能源學習指標

為了讓各組研發教學模組時能夠依循螺旋式的教學設計，乃透過

文獻整理及研發團隊討論後，建構出「中小學海洋能源學習指標」，

其內容項目包括「知識與技術」、「價值與影響」、「保育與省思」

等三類共 11 項，如下：

（1）知識與技術：

　　  (1)-1 能認識不同類型的能源（包含海洋能源）。



59十二年國教海洋能源模組化特色課程研發之啟示　吳靖國　許育彰　張正杰

　　  (1)-2 能了解海洋能源與臺灣的關係。

　　  (1)-3 能認識海洋能源的開發條件與技術。

　　  (1)-4 能認識開發海洋能源面臨的問題。

　　  (1)-5 能理解開發海洋能源運用的原理。

（2）價值與影響：

　　  (2)-1 能了解節約能源的重要性。

　　  (2)-2 能了解海洋能源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如低污染、

生活空間、視覺影響 ... 等。

　　  (2)-3 能了解海洋能源開發與利用情形。

　　  (2)-4 能了解開發海洋能源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3）保育與省思：

　　  (3)-1 能省察自身進行節約能源的具體做法。

　　  (3)-2 能了解開發海洋能源時應該進行的保育做法。

4. 教學模組之研發、試教與修正

各階段之教學模組初步設計完成之後，乃邀請海洋能源專業背

景之審查者及具中小學教案設計專長之審查者分別提供審查意見，讓

教案設計者進一步思考與修正教案內容，據以再進入教學場域進行試

教，並在試教之後透過工作坊會議進行檢討與修正。

（二）海洋能源教學模組的內容 - 以國中為例

在科普素材整理之後所召開的心得發表研討中，與會人員指出海

洋能源在國小低年級與中年級教材中極少出現，沒有必要再分為兩個

階段進行研發，因此在教學模組的研發上遂整併為一組。

國小低中年級組（1-4 年級）融入的海洋能源學習指標包括 (1)-
1、(1)-2、(1)-3、(2)-1、(2)-2、(3)-1 共 6 項，研發的教學模組有「能

源與生活」、「再生能源」、「海洋能源」、「小小發明家」等四個

單元；國小高年級組（5-6 年級）融入的海洋能源學習指標包括 (1)-1、
(1)-2、(1)-3、(1)-4、(2)-1、(2)-2、(2)-3、(2)-4、(3)-1、(3)-2 共 6 項，

研發的教學模組有「臺灣能源知多少」、「海洋能源的開發」、「海

洋能源開發對環境的影響」、「海洋能源投保了沒」等四個單元；國

中組（7-9 年級）將上述 11 項海洋能源學習指標都融入，研發的教學

模組共六個單元，期內容簡要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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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生質能：透過影片的引導認識生質能，並藉此讓學生探

索海洋生質能，讓學生了解海洋生質能之定義、認識臺灣海藻生質能

源的研究與推廣、認識海洋生質能產業科技，延伸其對解決能源短缺

的重要性，並進而認知海洋生質能開發情形及對環境可能之影響。

2. 海洋溫差發電：先透過影片認識海洋溫差發電，了解其發電

原理，引導學生探討何種物質的物理性質適合選擇做為「工作流體」

將溫差能轉化為動能進而發電，了解各國海洋溫差能的研究與推廣現

況，認識臺灣開發海洋溫差能源的可能性與開發海洋溫差能對環境生

態的影響。

3. 波浪發電（海蛇）：結合八年級「聲音與波動」章節，其教

材內容以水波作為範例，為使學生能與日常生活經驗做連結，而由於

新的科技—海蛇（Pelamis）即是利用波動的原理，與發電機聯結而產

生電能，也讓學生認識科學家如何利用巧思而善用海洋資源。

4. 潮汐發電與潮流發電：所有再生能源中，以陸上水庫的水力

發電開發 早也 成熟，而海洋能源中同樣也是以利用水位差發電的

潮汐發電 為成熟。但是潮汐並不是只有造成水位的高低變化，也有

因漲退潮造成靠近陸地及遠離陸地的潮流能源。希望可以引導學生認

識及了解海洋潮汐能及潮流能，並介紹海洋能源的比賽。

5. 海流與海流發電：從漂流木受到洋流的影響，介紹洋流的力

量與成因，並透過洋流的能量來了解世界各國對於洋流能的應用，進

而讓學生了解臺灣擁有世界上第二大的洋流系統 - 黑潮。如能好好的

規劃與善用，黑潮可以為臺灣帶來可觀的能量來源，並解決現有的能

源問題。

6. 鹽差能：讓學生了解臺灣四面環海，蘊藏著潛力無窮的海洋

能源，其中全省淡水河川和海水間鹽度差正是鹽差能的來源，藉此了

解海洋能源在生活用電上的重要性。鹽差能利用簡單的化學原理，將

化學能轉換成電能，這正是科學家亟欲尋求的簡易替代能源。

二、研發教學模組後的啟示

（一）教學模組的特性與應用

「教學模組」是以某一主題貫串於教與學活動的組合，其中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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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教學活動都與主題相關但又獨立存在（許育彰、方琮民，2011），

教學模組的設計者根據主題相關概念之知識架構，參酌相關的教學理

論或模式，設計出多元化的教與學活動（賴慶三、楊繼正，2001），

而教學使用者，可因應教學對象、教學目標、教學時數、教學資源等

實際教學需要，依自己專業判斷來進行選擇、組織合適的教學單元與

活動，以促進 好之學習成效（林生傳，1988；賴慶三、楊繼正，

2001），由此可以看出教學模組的彈性。

再者，教學模組具有明確性，不但是一個單一主題的教學

計畫（Russell, 1974），而且用以協助學生完成某種明確的目標

（Goldschmid & Goldschmid, 1972），教師可以進一步根據許多

目標明確的單元來自行組合教學模組，以達成更大的任務與目標

（Warwick, 1987）；另外，教學模組還具有一種目的導向性，它是以

「探討及解決議題」所組成的教學活動，在探究的過程中，師生可以

視實際的需求自由選擇與運用， 後的目的是使學生能夠對「議題」

有更切實的認識，或獲得更精湛的技能（陳文典，2001）。

據此可以進一步了解到，同一個教學模組中可能會有幾個教學單

元設計，教師可以從中選取其中一個或多個單元，任意組合實施的順

序（Russell & Lube, 1974），並進行適度調整，以有效實施於自己的

教學中；教師也可能為了協助學生釐清一個新議題，而從不同的教學

模組中分別挑選出幾個教學單元，重新調整、修改及組成另一個適合

於釐清這個新議題的教學模組。

另外從教學方式來看，教學模組的教學沒有固定的形式，可以實

驗活動、參觀活動、主題調查報告、分組討論或舉辦展覽、比賽 ... 等
的方式來進行教學，也就是依照所選取模組之特性，靈活運用各種教

學方式，它採用更多元、更豐富的教學活動，來提供學生行動學習，

如動手作、寫報告、參與科展、戶外教學、個別研究、獨立學習等，

可以設計於大團體或小團體（洪文東，2006；陳文典，2001）。事實

上，教學模組具有取代教科書中比較僵化的內容與形式之功能，在活

動內容或進行方式上都比教科書的設計來得活潑與有趣，而比較能夠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進一步歸納，「教學模組」主要是用來釐清某一個主題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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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材料上的選擇上應該以釐清此主題或議題的需要為考量，它

可以被重新組裝，具有可增刪、可修改的彈性，以便教學者可以裁

剪、增刪、修改，使其成為適合自己教學的「教學模組」（陳文典，

2001；鄭嘉裕，2005；劉祥通，2002；Warwick, 1987），具有自由化、

彈性化、系統化和目標明確的優點，不但可以給教學者自由、彈性的

教學空間，也可以提供學習者豐富、多元、變化的學習內容和活動。

由於教學模組具有上述特質，可以多元地應用在實務中，以前面

所研發的國中組海洋能源教學模組為例，可以有幾種不同的應用：

1. 融入教科書的教學內容：在教科書中既有的能源議題相關教

材內容中，融入海洋能源相關概念，讓學生獲得較完整的能源概念。

例如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第一冊「7-5 科技的發展趨勢」中「活

動 7-5 拯救地球」的問題與討論一「請以新材料、新技術、新能源、

新思維為出發點，蒐集資料，並發揮想像力，說明未來科技的發展趨

勢」，便可將再生能源、生質能源、海洋能源等融入其中，此方式不

必用額外的節數來進行海洋能源教學。

2. 配合教科書進行延伸教學：在教科書中出現與海洋能源具有

相同原理之處，可進一步運用模組中的相關單元來進行該原理延伸應

用於海洋能源。例如國中南一、康軒與翰林三家版本的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中皆於八年級上學期談到相關波動的介紹，藉此可以增加一節

課來進行波浪發電教學。

3. 進行海洋能源系列教學：依「海洋生質能」、「海洋溫差發

電」、「波浪發電（海蛇）」、「潮汐發電與潮流發電」、「海流與

海流發電」、「鹽差能」等六個單元分別各教授一節課，或每一個單

元再擴充為二至三節課，成為「海洋能源」系列課程或一學期之課程。

4. 整合成為「海洋能源」一節課：從「海洋生質能」、「海洋

溫差發電」、「波浪發電（海蛇）」、「潮汐發電與潮流發電」、「海

流與海流發電」、「鹽差能」等六個單元或其中幾個單元，各抽取其

簡要內容組合成為一節課，做為對「海洋能源」的簡介。

（二）十二年國教中的特色課程

依據教育部於 2014 年五月公告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草案）」（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b），將課程類型分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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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課程」與「校訂課程」兩類，後者係由學校安排，以形塑學校教育

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也正是讓學校發展其特色的部分。以下分

中小學及高中兩方面進行說明：

1. 一至九年級的校訂課程

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稱為「彈性學習課程」，包含跨領域統整

性主題 / 專題 / 議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學生

課程，以及服務學習、戶外教育、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

習等其他類課程，每週上課節數國小低年級 2-4 節、中年級 3-6 節、

高年級 4-7 節、國中 3-6（或 2-5）節。在總綱草案中進一步指出（國

家教育研究院，2014b：9-10）：

（1）彈性學習課程由學校自行規劃辦理全校性、全年級或

班群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鼓勵適性發展，落實學校本位及

特色課程。依照學校及各學習階段的學生特性，可選擇統整性主題 /
專題 / 議題探究、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課程或是其他類課

程進行規劃，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後實施。

（2）彈性學習課程可以跨領域發展「統整性主題 / 專題 / 議
題探究課程」，強化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亦可結合性別平等、

環境、海洋、科技、品德、生命、人權、法治、安全、防災、多元文

化、閱讀素養等重大教育課題或各類社會新興議題，發展統整性主題

/ 專題 / 議題探究課程。

2. 十至十二年級的校訂課程

在高級中等學校則包括「校訂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團

體活動時間」（包含班級活動、週會、社團活動、專題演講等）及「彈

性學習時間」（包含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 / 補強性課程、

全校性／全年級／班群團體活動及重補修課程等）。因不同類型之高

中而規定學分數不相同，以普通高中為例，每週「校訂必修課程」約

有 1-2學分、「選修課程」約有 9-10學分、「團體活動時間」2節及「彈

性學習時間」3 節。其中「校訂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可以彰顯

學校的特色，進一步說明如下（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b：14-15）：

（1）校訂必修課程係提供學校發展校本特色課程，由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依據學校願景與特色自主規劃開設。其應以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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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性、專題探究、實作（實驗）、探索體驗及特殊需求等類型之課

程為主，以強化學生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例如：社區服務、公

民實踐、學習策略、小論文研究、本土語文、議題探究（性別平等、

環境、資訊、品德、海洋、生命、人權法治、安全、防災、多元文化、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等）、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探索

及體驗、特殊需求等。

（2）選修課程之課程綱要由教育部訂定或指定教育專業團

體（大學、學術團體、普通高中學科中心等）發展或由學校自行發展，

經各級主管機關或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學校選用。課

程包括加深加廣、補強性及多元選修課程，由學生自主選修。

綜合上述，課綱總綱草案中的「校訂課程」乃是讓學校得以發展

特色課程的地方，也正是學校所發展和實施的「校本課程」（school-
based curriculum）。也就是說，特色課程具有校本課程精神，學校透

過校本課程來發展其特色，而讓學校得以展現特色的則是特色課程。

從校際之間來看，之所以被稱為特色課程，其必然是不同於一般學校

的課程，或被提及而讓人想到屬於某個學校特色的課程（鄭淵全，

2003），故能展現出該校的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蘊含著課程內涵中

具有優質化與區隔性。

（三）運用教學模組來發展特色課程

從課綱總綱草案中對高中「選修課程」的說明來看，乃是一種以

學科領域為前提的選修，是對學科領域的加深加廣，以「滿足銜接不

同進路大學院校教育之預備」（國家教育研究，2014b：15），所以

學校可以凸顯某一學科領域的學習範圍或對應於大學條件而開設不同

學科領域的特色課程，也可以是數理、語文、科學、藝術等資優班或

特色班，但其課綱由教育部訂定或指定教育專業團體發展或由學校自

行發展（可能因為是草案，尚未確定其訂定之層級）。相對之下，「校

訂必修課程」則具有更大的彈性與自主性，其更能呈現校本課程之特

色；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草案）Q ＆ A」對於重

大新興議題提出的說明「學校可在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與高中校訂課

程中，規劃與新興議題有關的統整性課程，並將課程實施成果，作為

學校課程與教育評鑑的重要檢核項目」（國家教育研究，2014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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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選修課程的課綱訂定層級回歸到學校，對於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

將會更具自主性。

進一步分析高中階段的校訂必修課程，其係由學校「自主規劃開

設」，但在規劃與實施之際將面臨幾個難題：第一、每週只有 1-2學分；

第二、新興議題眾多；第三、應以跨領域、統整性、專題探究、實作、

探索體驗及特殊需求等類型之課程為主。也就是說，在每週 1-2 學分

中要跨領域整合不同的教育議題和學習內容，並融入各種教學設計與

學習方法，故必須由學校來進行整體思考和規劃，否則交由單一教師

或某個領域教師來規劃和實踐，恐怕難以真正能夠顯現特色，尤其更

無力於進行課程創新，而落入領域內容的補救教學，更何況必須因應

社會變遷、學校發展、學生特質等不斷進行調整，所以必須建立起特

色課程的運作機制，尋找一種便利、彈性、自主與有效的實施途徑。

而這樣的需求，恰恰好反映於上述「教學模組」呈現的特性：具有自

由化、彈性化、系統化和目標明確的優點，不但可以給教學者自由、

彈性的教學空間，也可以提供學習者豐富、多元、變化的學習內容和

活動。

在課綱總綱草案 Q ＆ A 中亦提及「政府與民間單位，可以開發

重大新興議題的參考課程指標與選用教材，以供學校規劃與實施相關

課程」（國家教育研究，2014c：3），也就是說，透過研發各個重大

議題的教學模組，可以累積成為各校發展特色課程的基礎，各校只要

因應自身的條件與需求，從這些已經研發出來的各議題教學模組中進

行挑選、重組、調整與建構出合適於自己的教學模組，用以發展自己

的學校特色，則教學模組的自由、彈性、多元、便利與有效的功能都

能發揮其中。

上述海洋能源教學模組的研發，相當符合於課綱總綱的構想，不

過這只是一個小案例，它提供學校以「海洋能源教育」為特色課程，

或者以「能源教育」為特色課程時其中的部分內容，或者以「海洋教

育」為特色課程時其中的部分內容，或者以「物理應用」、「科技發

展」、「臺灣未來」、「新興產業」…等為特色課程時其中的部分內容。

（三）建構高中海洋教育特色課程的初步構想

針對高中特色課程，在「特色招生之特色課程模式」（王如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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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詠善，2012）中提出了「兩種特色課程之課程取向」（學術／知識

中心取向、社會／實用中心取向）、「四種特色課程之課程設計原則」

（跨學科／領域課程統整模式、單一學科／領域深化模式、教學活化

取向模式、學習者／歷程中心取向）、「三種特色課程之課程協作模

式」（大學合作模式、產學合作模式、高中職校際聯盟模式）。如果

對應於上述總綱草案提及的校訂課程，其所提出的分析和建議已經涵

蓋「校訂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的範圍。

基於上述海洋教育的重要與欠缺，將這些特色課程模式的分析與

建議用於發展高中的「海洋教育」，則進一步提出建構海洋教育教學

模組的初步構想，期發展重點主要有下列四項：

1. 掌握海洋內涵的基本架構

在海洋教育教學模組的建構上，乃是提供教師因應自身需求而進

行重組與調整的基礎內容，故應該從「學術 / 知識中心取向」著手，

也就是說，教師將這些基礎性的教學模組進一步應用時，可以進一步

增減其知識內容，或者將之轉化以「社會／實用中心取向」來重構屬

於自己的教學模組。

據此，應該要先掌握出海洋內涵的範圍，包括自然海洋、社會海

洋、人文海洋三個面向，據此來呈現課程知識的基本架構，及針對各

個面向進一步劃分出知識內涵（如表 1 所示），並據以規劃教學模組。

表 1

海洋內涵架構

海

洋

內

涵

海洋面向 知識內涵

自然海洋
海洋資源（生物資源、非生物資源）

海洋生態（內部生態、沿岸生態、海洋氣候）

社會海洋

海洋法政（海洋政令、海權與海防）

海洋保育（生物多樣、永續發展）

海洋開發（能源利用、漁業利用、航運利用、休閒利用）

人文海洋

海洋文藝（海洋文學、海洋藝術）

海洋歷史（開發歷史、古蹟古物）

民間信仰（宗教祭拜、節慶習俗）

資料來源：修改自吳靖國（2008）。海洋通識課程之內涵：知識取向的探討。通識教

育學刊，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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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海洋教育的學習指標

為了在研發不同單元教學模組之時可以真正達成海洋教育之目

的，乃依不同海洋面向之性質，將其內涵導向於可以讓學習者獲得成

長的學科目標，並融入知海、愛海、親海三個學習內涵，進一步研擬

出海洋教育學習指標（如表 2 所示），以做為教學規劃與實踐之依據。

表 2

海洋教育的學習指標

學科

目標

海洋

面向

學習

層面
學習指標

1.
認識

與

省思

海洋

自然海洋

知海
1-1-1能認識不同地區的海洋資源，省思海洋資源面臨的問題。

1-1-2能認識不同型態的海洋生態，省思海洋生態面臨的問題。

愛海
1-2-1 能表達海洋資源與生態遭受破壞的內心感受。

1-2-2 能欣賞和表達海洋之美。

親海
1-3-1 能探究海洋科學相關議題，培養邏輯思維能力。

1-3-2 能參與及省思保護海洋資源與生態的相關活動。

2.
開發

與

保護

海洋

社會海洋

知海
2-1-1 能了解海洋法政相關內涵及臺灣面臨的相關問題。

2-1-2 能認識海洋開發相關情形，了解開發與保育的關係。

愛海
2-2-1 能省察自己的海洋倫理觀，讓自己更符合時代潮流。

2-2-2 能關懷海洋，並樂於接觸海洋保育相關訊息與活動。

親海
2-3-1能參與海洋相關活動，從中建立與海洋適切互動的行為。

2-3-2 能向他人提供海洋相關訊息，表達自己的海洋價值觀。

3.
理解

與

欣賞

海洋

人文海洋

知海
3-1-1 能理解不同海洋文化的形成及其意義。

3-1-2 能認識中西海洋文藝創作及其蘊含的價值。

愛海
3-2-1 能透過海洋精神來啟發生活、豐富生命意義。

3-2-2 能透過海洋文化及文藝來啟發對海洋的想像與表達。

親海
3-3-1能參與海洋文化活動，反省海洋文化與保育的相關問題。

3-3-2 能欣賞或創作海洋文藝作品，用以提升生活品質。

資料來源：修改自吳靖國（2014）。海洋教育體系建制—國民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面向。

載於邱文彥、黃向文（主編），科研教育與海洋文化（頁 158）。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新北市：臺灣研究基金會。

3. 研發海洋教育教學模組

進行不同海洋知識內涵之教學模組的研發時，可以參考上述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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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教學模組的研發歷程和模式，並且可以考慮採以較細部的知識內

涵（如表 1）做為教學模組之單元，包括：海洋資源中「生物資源」、

「非生物資源」二單元，海洋生態中「內部生態」、「沿岸生態」、「海

洋氣候」三單元，海洋法政中「海洋政令」、「海權與海防」二單元，

海洋保育中「生物多樣」、「永續發展」二單元，海洋開發中「能源

利用」、「漁業利用」、「航運利用」、「休閒利用」四單元，海洋

文藝中「海洋文學」、「海洋藝術」二單元，海洋歷史中「開發歷史」、

「古蹟古物」二單元，民間信仰中「宗教祭拜」、「節慶習俗」二單元，

共研發十九個單元。

4. 編寫海洋特色課程手冊

編寫特色課程手冊是為了讓教師能夠清楚如何應用研發出來的教

學模組，其中應包括如何重組自己所需的模組、如何進行設計、如何

進行教學協助等：

（1）重組教學模組：以既有的十九個單元模組為基礎，每

位教師可以依實際可用的時間及學生的程度來對這些模組進行組合和

重製，例如可以將「自然海洋」面向的內容統整成為一個單元（自然

海洋）或兩單元（海洋資源、海洋生態）或五個單元（海洋生物資源、

海洋非生物資源、海洋內部生態、海洋沿岸生態、海洋氣候）來進行

教學，其他海洋面向也都可以相同如此進行調整與重製。

（2）教學設計：可以將「海洋教育」設為單一深化的特色

課程，也可以結合不同新興議題開設「教育議題」特色課程而讓海洋

教育成為課程統整中的一部分，或者活化教學設計而採用專題研究、

方案學習、未來教室、實境模擬等方式將海洋教育融入其中。

（3）教學協作：可以與大學海洋相關系所建立合作模式，

或者可以引入海洋產業界相關資源，也可以在師資、課程、資源上進

行校際之間的合作。

肆、結語

學校發展自己的特色課程乃是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中強調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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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而且很明顯地是一種從「學習主體」出發的思維，並希望透過

學校經營特色課程而能讓學生得以自主選擇自己未來的發展，所以不

能只從學校經營與招生來思考學校特色：

特色課程固然有其學校經營與行銷的意義與價值；但是，更重

要的是學生如何在特色課程中習得有別於傳統被動聽講模式的

學習經驗，朝向多元感官認知、探索體驗、發現與解決問題等

更高層次與深度的學習。（洪詠善，2013：3）

本文掌握「學習主體」的理念重新思考海洋教育的意義，從直接

影響學生成長（個體生活之需要與物質資源之需要）與間接影響學生

成長（環境保育之需要、國家發展之需要、專業發展之需要）兩層面

來說明海洋教育的重要性，而在海洋教育的師生互動中能夠擴展學生

的思維空間、變化學生的思維方式、豐富學生的思維內容，但這十年

來的推動只是起步，國人仍普遍缺乏正向的海洋意識，遠遠不及《海

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揭示的理想，故在未來十二年國教中，海洋教育

是不可欠缺的重要議題。

由研發海洋能源教學模組所獲得的心得和啟示，覺察教學模組所

具有的自由、彈性、系統和目標明確等特質，與十二年國教特色課程

所需要尋找的一種便利、彈性、自主與有效的實施途徑，兩者不謀而

合。據此，乃應用研發海洋能源教學模組之經驗，針對發展高中海洋

教育特色課程進行初步構想，並提出四個主要發展重點：掌握海洋內

涵的基本架構、建立海洋教育的學習指標、研發海洋教育教學模組、

編寫海洋特色課程手冊。

事實上發展十二年國教特色課程的方式是多元的，應用教學模組

只是其中一種，尤其特色課程內涵融入體驗教學，進而隨著年級逐步

加深加廣，而得以真正統合上述跨領域、教學活化與學習者中心的課

程設計，故期待有更多的研發方式加入特色課程的研究與發展，尤其

針對海洋教育議題如何融入十二年國教來進行更多元的探究。但不管

如何，我們希望十二年國教特色課程經由海洋教育教學模組的實施，

而得以讓學生逐漸了解自己與海洋的生存關係、生活關係、生計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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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生命關係，而進一步獲得自身與海洋的「適切互動」與「和諧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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