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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通訊-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的場域運用

社區永續發展的海洋教育課程實踐

課程結合場域的實務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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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野柳國民小學

張錦霞  校長

        近幾年教育部積極推動戶外教育，希望孩
子透過戶外學習了解生活的真實世界，而最貼
近孩子生活經驗的就是自己生長學習的社區。
野柳國小位於北海岸上，臨東海，緊鄰野柳地
質公園，學區是典型的漁村社區，也是推動海
洋教育五大學習主軸的全方位優質學習場域(圖
一)，因此被賦予新北市和教育部的海洋教育創
新課程與教學基地，積極推動海洋教育的課程
實踐。學校海洋教育課程結合社區永續發展 ，
善用社區海洋環境資源之場域運用，實踐「親
海、愛海、知海、護海」的生活海洋行動，讓
孩子體驗探索多元的海洋戶外學習，深耕人與海洋的永續教育。

        108課綱重視素養導向的終身學習，讓孩子從教室的文本知識建構擴增為鏈結生活實踐
跨域整合的自主學習，而學校讓孩子以浸潤式的校園情境來進行在地化、生活化結合社區永
續發展的實作課程，將社區環境特色建置在校園中的情境牆面和學習空間，透過幼兒園、小
一至小六和樂齡中心的校訂課程設計(表一)，讓學生在情境脈絡中認識自己以海為生的家鄉，
並適時融入國際海洋教育議題，讓孩子能立足本土、放眼國際。學校團隊共同研發及建構具
統整性的海洋教育BEST教學與學習模式，規劃具教育價值、在地文化、資源保護和永續發展
的學習內涵來符合學生學習的需求，從建構學習(Building)-建構在地知識進行學習培力，透
過體驗探索(Experiencing)-生活環境的實際走讀來進行實作評估，到解決問題(Solving)-導
引學生自主學習解決問題和發表分享，最後以團隊行動(Team-Working)-讓學生展現團隊行
動和思考反省以實踐夢想，落實結合社區永續發展的生活實踐。

圖一、野柳國小海洋教育學習場域空拍圖

前言

以在地場域營造全校系統性海洋教育學習的校園環境

盤點在地資源並凸顯特色與意象

  https://www.sdgs.ntnu.edu.tw/國民中小學結合社區永續發展輔導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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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門口高聳著代表漁村嘉鱲魚的海洋意象情境設計，白色的獨木舟、馬賽克岩石拼
貼的女王頭和石蓴公主，每天迎接這群海洋之子，隨風的叮嚀耳語告訴孩子們守護家鄉海洋
的重要性。一樓的漁事文化館中展示各式各樣不同的漁船，擺設不同時期的各種捕魚工具和
設施，學生們能在館中擔任小小解說員，介紹不同世代捕魚的傳承交替，解說即將消失的文
化資產—金山蹦火仔 的操作流程，或是和參訪者互動猜一猜每一種捕魚工具的先人智慧創思
，也可以感性地說一說家人捕魚的甘苦談。在學校的風雨走廊中有相互呼應的野柳地質學習
牆和世界地質學習牆，讓學生在地與國際的學習接軌，透過不同的地質結構和地形特色，帶
領學生走入多樣性的地質學習課程，也了解在地海岸地質地形演化的歷程。樓梯間和多功能
教室的漁村風景彩繪，讓學生更細緻的發現家鄉的美，而海洋文化和社會的潛在學習就在這
欣賞或穿梭中帶給學生在地的人文和產業發展的印象。另外，校園中的海洋意象展演舞台、
潮間帶生態學習區和海洋特色廁所，運用海廢浮球和空間彩繪，以豐富的海洋生物創作讓孩
子和大海對話。而一排排歷年來孩子們創作的獨木舟、水域安全櫥窗和海洋教育宣言刊版，
也帶動孩子們海洋教育的境教學習。透過脈絡化的解說導覽和實作探索，讓孩子更認識自己
的家鄉，並在分享和實踐於課程的行動歷程中，強化對社區海洋永續發展的能量。

表一、野柳國小結合校園學習場域的海洋教育解說課程

場域運用結合社區永續發展的戶外海洋教育課程實踐

國家文化資產網/民俗/金山磺火捕魚蹦火仔。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folklore/20150916000001

年段                 幼兒園

課程實施

學習主題

情境地點

情境地點

螃蟹生態解說

漁事文化館 貝殼學習櫥窗 水域安全櫥窗 世界地質學習牆

貝殼生態解說 水域安全救生設備操作 世界地質解說

三年級二年級一年級

年段                 四年級

課程實施

學習主題

情境地點

潮間帶藻類收態解說

潮間帶藻類學習牆 漁事文化館 地質學習牆舞台 漁事文化館

漁事文化解說 野柳地質地形解說 漁村文物和技藝解說

樂齡學員六年級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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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藉由臨海的優勢環境和20多年與社區
合作推動海洋教育的經驗，深化校訂海洋教育
課程的發展，依據海洋教育白皮書、108課綱海
洋素養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基礎，邀請專家
學者輔導，鏈結在地的戶外學習環境資源(圖二)
，共同推動跨域整合和結合社區永續發展的海
洋教育五大學習主軸課程，關注戶外學習的安
全風險評估 和海洋藍碳 議題，落實海洋的永續
發展。以野柳國小為地域中心，盤點場域資源
及其特色，連接課程及年段合宜的戶外教育及
海洋教育場域運用，發展以場域結合課程的五
大議題面向，深化戶外海洋教育之課程實踐：

        (一) 在海洋休閒面向：運用社區的海王星碼頭進行水域安全學習，體驗海泳、浮潛和獨木
舟課程，讓孩子們認識在地的水文、學習水域安全和體驗多元的海洋休閒技能學習；我們在維
納斯海岸進行潮間帶生態探索課程，認識不同的藻類和生物；結合野柳漁港的搭遊艇釣小卷和
海洋世界的海底隧道生物觀察，進行不同的海洋休閒學習體驗。

         (二) 在海洋文化面向：每年參與社區保安宮在野柳漁港舉辦的元宵節神明淨港文化祭 ，讓
孩子體驗搖輦轎、跳水和搭漁船淨海巡洋活動；也結合野柳地質公園在農曆4月16日辦理的迎
媽祖回娘家活動，讓孩子觀察在地信仰習俗和潮汐現象，感受多元的海洋文化節慶特色和傳承
家鄉的海洋生命故事。

圖三、海王星碼頭戶外海泳課程 圖四、海王星碼頭獨木舟課程

圖二、野柳國小海洋學習主軸課程與社區環境的場域連
結實務運用面向

盤點在地資源並凸顯特色與意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戶外教育資源平台/安全管理
https://outdoor.moe.edu.tw/home/reference/securitylist.php
農業部 農業科技決策平台/農業經營海洋藍碳應用前景與展望：台灣契機
https://agritech-foresight.atri.org.tw/article/contents/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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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在海洋科技面向：學校向外延伸地質公園學習場域發展海岸地質地形解說導覽課程，
讓孩子認識不同的地質地形演化與海洋的關係；在海王星碼頭生態保育區進行竹叢礁軟絲復育
和珊瑚的棲地營造的跨域整合學習行動；也在維納斯海岸進行潮間帶生態監測等戶外課程，讓
孩子在「生活海洋‧海洋生活」中探究海洋議題並透過生活行動守護家鄉海洋。

       (三) 在海洋社會面向：規畫社區漁村組織的生活導覽，讓孩子走訪萬里區漁會、安檢所
、野柳漁港、瑪鋉居和咕咾石屋等，透過五感覺察的體驗探索和訪談在地耆老，讓孩子們了
解在地人文歷史、社區的海洋機構組織和依海取材的特色建築等漁村生活。以有感的走讀學
習來深耕人與土地的情感連結，感受家鄉的獨特味道。

野柳神明淨港文化祭https://newtaipei.travel/zh-tw/calendar/detail/1183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圖五、參與保安宮野柳漁港神明淨港 圖六、野柳地質公園迎媽祖文化課程

圖七、野柳漁港學習課程 圖八、瑪鋉居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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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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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在海洋資源與永續面向：讓孩子走訪野柳漁港旁的漁貨市集、社區餐廳、漁產販售商
店和加工廠等，透過認識和調查不同季節性的水產品，結合海鮮選擇指南 推廣從餐桌上永續海
洋；也結合永續發展目標SDGs12和SDGs14讓孩子推廣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和關心海洋生態，
在海王星碼頭進行多樣性魚種放流來恢復海洋生態，也在社區餐廳和漁產販售店推動慢魚運動
和食魚紅綠燈等生活中的食魚教育，以行動守護海洋生態永續。

         戶外教育是學校教育中運用生活情境讓學生和臺灣這片土地情感連結的重要學習關鍵，透
過生活化和在地化的跨域整合課程紮根，讓孩子感受家鄉人文底蘊的價值，並以在地經驗和國
際議題串聯轉化為孩子與世界接軌的學習基石。全世界只有一個海洋，野柳國小推動結合社區
永續發展的海洋教育課程，主要希望我們的孩子能與社區團隊攜手關注海洋教育議題並生活實
踐；透過戶外教育來真實學習海洋議題和關心海洋，以行動實踐守護家鄉海洋永續，並透過海
洋教育基地的課程建置，讓臨海學校和非臨海學校一起共學，利用在地場域優勢發揮海洋教育
的影響力。

海鮮選擇指南https://fishdb.sinica.edu.tw/seafoodguide/ 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圖七、野柳漁港學習課程 圖八、瑪鋉居學習課程

圖十一、社區餐廳推廣食魚紅綠燈 圖十二、海王星碼頭黃鰭鯛魚苗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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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邱瑞焜  助理研究員

博物館作為戶海教育場域運用的方法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若要建立國家級推動戶外教育的完善機制
會有五大行動策略，這五大系統包括行政支持、場域資源、課程發展、教學輔導、後勤安全。
而雖然各博物館成立的宗旨並非主要是戶外教育或海洋教育，但是在博物館所面對的少子化趨
勢及多角化經營的過程中，博物館所擁有的優質場域，還是可以協助各級學校推動戶海教育，
且相較於其他民間團體或遊樂設施場所更具教育意義與優勢。下表是以海科館為例，說明在戶
外教育五大行動策略上的發展現況與運用面向：

        博物館一直被視為非制式教育重要的機構，而現今博物館服務的範圍已跟過去都在建築
物內不同，紛紛推出親山親海的教育活動，一舉擴展博物館的服務場域，也讓民眾實際在自
然環境中學習知識及提升素養。例如：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簡稱海科館）的潮間帶體驗及
方舟一號玻璃船遊程、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簡稱科工館）的科普旅遊，都是很熱門及富有
教育意涵的室外活動。因此，博物館教育早已打破在室內看靜態展品、聽導覽的既有框架，
正朝向多元化的發展。且博物館是「課室外學習」的重要場域；博物館作為一個具蒐藏、保
存、修復、維護、研究人類活動、自然環境之物質及非物質證物之功能的機構，且為展示、
教育推廣之開放機構；可作為戶外教育之重要專業知能場域使用，提供有別課室及課本更為
具體且深入的知能習得途徑。

前言

博物館能成為協助推動戶海教育的重要推手

圖一、海科館為在八斗子半島上有廣大的園區
圖二、海科館是親子進行戶海教育的首選

以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之主要案例分享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發展現況與運用面向五大系統

行政支持
海科館近年在教育部及環境部等機關的支持下，爭取到經費辦理「未來哥倫布」
及「綠色旅遊」等親海及戶外體驗，補助弱勢族群與一般民眾參與戶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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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科館在一個開館不到10年的情況下，就能整合相關資源又擁有良好的戶外場域，而其他
比海科館早成立的博物館條件更好（例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除了原館區外，也管轄九二一
地震教育園區、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擁有更多戶海教育的場域及資
源。因此只要博物館願意投入、學校端願意與之協力合作，博物館變成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的
好幫手。

         戶外教育是泛指「走出課室外」的學習，結合五感體驗的融合學習，讓學習更貼近學習者
的生活經驗。由於博物館是非制式的教育單位，所以更能跳脫各基礎學科（例如：國語文、數
學、社會、自然等）的本位主義，以主題式的觀念來發展跨域課程。以科工館的科普旅遊為例
，其中一個「澎湖踏浪趣」活動就是設計七美雙心石滬踏查、觀察大果葉柱狀玄武岩、奎壁山
摩西分海及參觀軍事碉堡，讓遊客瞭解海洋與地質科學的原理並體驗戰地文化。

戶海教育博物館場域運用之實務案例

圖三、館區緊鄰望海巷海灣，周圍風景秀麗 圖四、館區內海蝕平台就是進行戶海教育的最好場域

場域資源
海科館位在八斗子半島上，鄰近望海巷海灣及海洋資源保育區，園區內有六條生態
體驗步道，是非常優良的戶海教育設施場所，可以辦理浮潛、獨木舟、潮間帶觀察
、地質景點導覽、賞鳥、動植物解說等等親山親海活動，可作為室內展廳的延伸。

課程發展
海科館有博士級科學教育研究人員及多名環境教育講師，在課程發展上會依照108
課綱、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戶外教育宣言的精神去研發教案，並與各級教師合作
訂定具體的指標與評估方法，以確保戶海教育的品質。

教學輔導
海科館會定期在館內外辦理海洋議題教師研習活動，邀請專家學者演講授課，並在
海科館場域內進行教案研發，提升各級教師的教學能力。

後勤安全
海科館依山傍海的場域面積超過50公頃，且每年服務超過250萬人次，有關戶海教
育所面臨的交通旅運、餐飲住宿、風險管理、緊急救護等後勤配套措施，在館內已
發展出一套極為成熟的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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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海科館開發出不少有趣的跨域課程，包括在全國北區海洋教育路線中，就有4
條就跟海科館有關，包括「潮境公園」、「船舶與海洋工程之旅」、「海洋文化踏查之旅」
、「海洋氣候變遷之旅」；而在戶外教育的示範路線中也有2條是以海科館各場域為設計主
體，其中一條路線是參訪教育中心及主題館，另一條路線則參訪潮境海洋中心及復育公園。

        以戶外教育的第二條路線「潮境地質踏查之旅」為例，這是一門設計給國小中年級與高
年級學生的課程，內容包括觀察海蝕平台中潮間帶的地質與生物、參觀海科館「潮境智能海
洋館」的珊瑚與小丑魚復育工作及復育公園地質地形觀察。這個教學活動在戶外教育部分，
設計出在長潭里海蝕平台上瞭解海蝕平台的生成原因、使用附羅盤傾斜儀量測岩層位態、研
究岩石風化侵蝕現象、觀察海岸線侵蝕變化等等；在海洋教育部分，規劃了觀察潮汐的漲退
及時間變化、認識潮間帶各種動植物、在水族館中實際觀察珊瑚與小丑魚的生物特性與復育
過程。這個課程融合了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也利用了海科館室內場館及戶外空間等場域，
所以也作為戶海教育整合的示範課程。

        海科館位在八斗子半島上，鄰近望海巷海灣，也是非常適合進行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的
場域。

        山難事件頻傳，海科館也辦理過近年戶
外教育中很熱門的定向運動，讓民眾在館區
內學習地圖辦理方法與定向能力，增加戶外
運動及問題解決的能力，以激發民眾探索環
境及觀察能力。

博物館作為戶海教育場域的未來展望

圖七、海科館利用自身場域，設計定向運動的檢查點

圖五、海科館打造潮境方舟一號可觀察海洋生態 圖六、望海巷海灣內可進行獨木舟及搭船觀察海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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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17191673B255EEA5CC866E6E6638E8906F06638422A389F6C5A3A3CD76B3F6255E6DB0580E2382D7EE&i
     con=..pdf
2. 教育部科工館2022 Wa-Sci科普旅遊系列報導。
     https://epapernews.nstm.gov.tw/DigitalMedia/Epaper/EpaperDetailC004350.aspx?KeyID=f47463b8-3860-4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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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教育優質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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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民眾在海科館場域內進行定向活動

        誠如戶外教育宣言所提到的「教育是創造未來的希望工程」！博物館擁有良好的場域及
許多特殊的教育資源（例如：體驗船），在打造戶海教育優良學習環境的共同目標上，相信
教育部及文化部轄下的各大博物館（例如：海科館、科工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等）責無旁貸，只要學校主動接洽詢問，都會很樂意提
供學校相關協助；博物館未來將會成為戶海教育的最有力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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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學習路線之實地踏查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白依璇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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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日自基隆港搭乘新臺馬輪出發，於9月7日前往東引，體驗由東引國中小師長們所設計
的「東引五營神覺：擺暝五感踏查路線」；擺暝（音bā-màng ），是東引鄉在每年元宵節後
，農曆正月十七到十九間的年度盛事。這個期間，東引島上的信仰中心－白馬尊王會出巡繞
境，而沿途民眾會沿街擺案，祭祀酬神，祈求平安。沿著東引擺暝祭的路線行走，在學習路
線中，能認識在白馬尊王出巡的擺暝祭，隨歷史的變遷，逐步形成軍人與島民，共同組成遶
境隊伍，軍民共慶的特色歷史。東引國民中小學鄭子駿校長表示參與過這條學習路線，可以
「讓學生跟家鄉融入在一起，建立孩子們對家鄉的認識與認同」。北區學習路線編纂委員在
試行結束時，提出許多對路線規劃的回饋，包含將繞境路線所見的生物與地景，融入學習內
容，讓路線在農曆一月以外的時間，也能凸顯東引自然與人文的特色；考量到環境變遷與歷
史演化，納入民俗文化與環境永續發展的議題；利用東引傍山臨海的特殊建築樣貌，在語文
與文化之上，加入數學計量，如階梯、距離單位等跨學科學習；同時，規劃學習路線時，委
員也建議可以利用學習點的內容，讓學生來探究相關的知識，例如：可讓學生利用不同的工
具自主地探索，不同面相的肉身、金身，與黑面相的媽祖，所對應人們不同信仰祈求。

圖一、參訪東引擺暝祭起點白馬尊王廟 圖二、沿著擺暝祭路線巡禮東引

         設置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的北區協作中心，為彙編北區各縣市的跨縣市學習路線，本年
度以連江縣所規劃的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學習路線為例，於112年9月6日（三）至9月9日（六）
辦理「連江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學習路線試行」，冀望能藉由實際走訪學習路線的學習點，
實際體驗學習點多元的學習內容，並且將成果提供學校端與一般民眾實際使用的學習路線。



發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地址：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綜合三館三樓)  電話：(02)2462-2192分機1275

本報著作權屬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所有，禁止未經授權轉貼或節錄

11

圖三、芹壁天然環境孕育出的建築與文化 圖四、走訪大坵島梅花鹿自然生態

        活動第二天前往連江縣中山國中參觀學校的海洋教育資源與器材，與從初階到進階發展
的特色獨木舟課程。隨後進行芹壁閩東文化路線的試行，實際地認識在芹壁的灣澳地形中，
因應氣候及地形所衍生出的聚落地名、特色建築，以及宗教信仰。路線委員們則從利用戶外
環境的教學形式，與離島有限資源下衍生的能源及永續發展主題等角度，提供未來發展路線
的建議。

        活動最後一日前往大坵島進行生態考察課程，在大坵島上的動植物樣貌，表現著環境對
人行為的影響，進而能讓國中學生由淺入深地認識自己的家鄉。課程設計老師引導學生，脈
絡化地思考遊客帶來的影響與垃圾的效應，融入基本生物課程的設計，觸發學生思考該怎麼
面對梅花鹿的遊客、垃圾、動物圈養，及觀光經濟發展的問題。踏查路線時，恰巧碰上大坵
島正在舉辦拔除玉珊瑚活動，保護梅花鹿棲地活動的日子，希望能藉由鼓勵遊客協作拔除玉
珊瑚，移除快速蔓延危害其他本土植物與梅花鹿食草生長的玉珊瑚，以保存梅花鹿生態。在
這個契機之中，踏查過程亦交流由此可促動學生思考人類放養的梅花鹿，或是隨候鳥到島上
的玉珊瑚何者為外來種的問題設計及深入討論與思考。

        本次連江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路線試行活動中，透過實際體驗學習路線，以及參與委
員師長們的討論交流，從在地場域出發、串聯學習點，得到了豐富的課程體驗回饋，以及對
於地方資源與在地場域的實務運用與知能認識。誠摯地感謝連江縣政府教育處、連江縣立東
引國民中小學、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的大力協助，並且期待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能經由跨
縣市學習路線的編纂與實踐，朝著普及與落實戶外教育的目標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