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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 98年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推廣成果報告 

 

序

號 
計畫名稱 計畫摘要 執行成果 

子

計

畫

一 

金門海岸、海

港繪畫饗宴

比賽 

以金門海岸海

港海邊為取材

範圍，分高中

職、國中、國

小 高 年 級 四

組，錄取最優

前三名及佳作

10名、入選獎

若干名，頒發

獎狀及獎金。 

98年 11月 5日已評審完畢並公佈成績，總計收件小

學組 60件，國中組 40 件，高中職組 10件，經專業

評審三位評審後，優勝者已經產生，作品具有以下

特色 1.表現出金門特有的戰地海景特色 2.能反應人

與自然海洋的對話省思 3.題材意函深遠，表現出漁

村與海洋一份甜美舒暢的景色 4.溫和甜美的表現海

景山色給人美好寧靜的感覺 5.生動的表現出金門以

海維生的情感藉以關懷自然生態作品能喚醒人們對

海洋自然環境的重視與關懷。6.作品展現對海洋環

境的美好關係。7.簡明生動地表達海洋生態頗具趣

味。 

各組優勝作品將裝框掛置於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以為

佈置及觀賞。 

 

子

計

畫

二 

海洋教育媒

體製作比賽 

鼓勵教師自製

海洋教育教學

媒體，增進教

師海洋教育專

業成長，利用

多 元 教 學 媒

體，發展更具

深度與廣度的

海洋教育。 

98 年 11 月 10 日已經評審完畢總計有 20 件作品參

賽，經資訊教育及海洋教育學養俱佳的評審評閱後

後，錄取 10件優勝作品，作品具有以下特色。 

1. Flash以故事情境方式教學活潑，利用學生作品

融入教學取材，讓學生更能進入課程中成為主角，

各種媒體運用靈活，課程安排貼切適當 2. Flash以

花蛤與旅遊結合的教材，能夠吸引學生進入，內容

安排與呈現完整而精良，輔以旁白使學習更為清

晰。3. html以網頁方式呈現，可攜性高；內容充實

地方特色高，能達到實際教學目標，學生回饋多元，

海岸寫生別具特色。4. Mpg 以歷史故事串場有趣，

內容充實度頗高，編劇與音樂也專業水準 5.完整記

錄花蛤季活動，結合學校與社區資源，相當不錯的

海洋教育宣導教材 6. 教學方式多元，將海洋教育融

合在地文化與生活藝術，傳遞有趣且多樣的教學模

式。 

優良教學媒體將至於海洋教育中心資訊平台，以供

老師們教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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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計

畫

三 

海洋教育教

材編撰研習

與教材編撰 

依據海洋教

育議題課程

綱要擬定編

製單元及主

題。透過研習

增進教師對金

門海洋教育教

材蒐集與編撰

的 認 知 與 體

會，提昇教師

編寫教材的知

能。 

 

於 11月 7日.8日舉辦，聘請海洋教育專家海洋大學

吳靖國教授蒞臨金門以兩天 12小時的研習，指引教

材編輯群編寫方向，以編撰出系統化、結構化、經

驗化之海洋教育教材。 

2.. 建立編輯群的重要概念：九年一貫課程的核心

思維是「課程統整」，所以海洋教育不只是提供不同

面向的海洋知識，應該要透過「海洋保育」來聯繫

不同面向的海洋內涵（如海洋資源、海洋開發、海

洋法政、海洋生態、海洋文化、海洋文藝）讓學生

學習如何與海洋適切互動。 

3.經過 12小時的研習與指導後參加的老師已能掌握

海洋教育的核心概念-海洋保育，透過精密的教案設

計，共完成 15個教案設計，成果豐碩。將來會建置

於海洋教育中心資訊平台以利老師教學時之參考。 

子

計

畫

四 

海洋人文與

文學研習 

 為了探索人與

自然的對話、

人與海洋之間

的互動衝突、

探討文學作品

中所蘊涵的海

洋世界及對海

洋的認識因而

訂定此研習 

動。 

於 98年 6月 7日辦理本研習聘請海洋教育大學吳志

雄教授擔任講座，共有 45位國中小教師參加。 

內容主要有：1.人魚傳說、美人魚。 

2.「海洋文學」界說、臺灣海洋文學發展史概說、

臺灣海洋文學作家概說。 

3.現代海洋詩賞析：洛夫、鄭愁予、劉延陵、綠原、

覃子豪、余光中、朱學恕、張默等詩人之海洋詩。 

4.古代海洋世界 、海洋神祇 、海上仙域、 海外異

世界、 海外異戀海中異生物  (山海經)、海洋現 

象的描述、  觀海的寄託等均是研習的重要內容。 

海洋文學與人文研習在講師的充分準備之下，為金

門的國中小教師開啟了另一扇文學欣賞的窗，讓老

師們更有能力、能量引領學生欣賞海洋文學之美，

進而激發老師學生創作海洋詩、散文、小說。 

子

計

畫

五 

海洋觀光休

閒研習營 

 

配合教材編撰之需要，經教育局同意更改為教材編

撰研習營，以於 11月 7-8日辦理完畢。 

子

計

城寧學區親

師生游泳與

親師生游泳與

救生研習營 

學生及親子

親子組：委由策略聯盟學校-中正國小辦理，研習時

間：10月利用三個週休日 8:00-12:00學生參加，下

午：1:00-5:00由家長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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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六 

救生研習 組： 

時間：10 月份

周六日 

地點：中正國

小教學水道 

             

教師組： 

時間：7月 7

日至 17日 10

天，每天 2小

時密集練習。 

地點：金寧中

小學新建之游

泳池。 

 

並於 10/31上午 8:00-12:00 家長及學生共同參加。 

游泳教學活動，教師組或學生組、家長組、均能循

序漸進，教會初學者游泳及基本自救與救人常識與

技巧。。 

除了游泳的訓練外，中正國小規劃了親子水中活動

包括: 

一、親子水中撈寶。 

二、親子水中尋寶比賽 。 

三、親子水中兩人三足比賽 。 

四、親子水中拔河賽 。 

五、親子打水比賽：用浮板 。 

六、親子團隊蜈蚣競走。 

饒富趣味性。 

教師組：委由策略聯盟學校金寧中小學於七月辦

理，參加者 30 人，經過 10 天每天 2-3 小實的學習

後，百分之 80均能學會游泳技巧及基本救生常識。 

子

計

劃

七 

海洋教育參

訪親近水世

界窺見海洋

美 

98 年 11 月

3.4.5 全金門

26位校長、老

師參訪台北縣

野柳國小、八

斗國小及和平

國小海洋教育

融入課程的作

法，以作為日

後發展海洋教

育的參考。並

安排參觀國立

海洋科技博物

館及陽明海洋

藝術博物館。 

參訪團於 11 月 3.4.5 參觀三所學校-野柳、八斗、

和平等三所國小發現這些學校在海洋教育方面真的

非常深入，又多樣化，令人嘆為觀止。難怪來參訪

取經的人士、機關、學校絡繹不絕、應接不暇。本

縣參訪這三所赫赫有名的學校後皆有滿滿的心得，

對於日後發展海洋教育有很大的啟發與激勵。 

心得與收穫:： 

參訪的校長教師開始反思金門海洋教育何去何從 

張秋沐校長認為：一、金門資源豐富可資利用，例

如金門潮汐 、金門海濱景觀 、金門漁業發展變遷、

海洋資源的初探課程、海洋探索特色活動 、賞鳥 

  二、各級學校在課程設計上的原則： 

(1)符合地區特性(2)符應學習需求：滿足不同階

段、特質的學生。(3)結合創新元素 (4)融入領域教

學 

(5)建置學習中心 (6)傳承文化經驗：  

三、塑造「親海、愛海、知海」的教育情境，

讓配合海洋教育政策學生藉由親近海洋、熱愛海洋

與認識海洋的課程素材出發，願意運用海洋與其資

源，再造海洋新文化，提昇親海人文素養。教學方

法以體驗教學、海洋觀察、實際操作、主題探索、

專題研究等方式。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整合金門縣「活動資

源」：教育局文化局、金門國家公園、水試所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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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金門技術學院、國教輔導團結合相關人力、物

力、經費資源。 

楊成業校長認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三天

兩夜的本縣國中小海洋教育赴台觀摩參訪之旅，雖

然時間短暫，但是卻不失為參訪團全體團員一次充

電與學習的良機，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取

人之長補己之短」，看看別縣市，想想本縣，相信經

過一番的觀摩與省思，對我們未來推動海洋教育要

走的方向與道路，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啟發作用。 

朱惠君老師認為：金門曾為戰地，歷經長時間的戒

嚴，地雷加上軍管，導致金門人對於海洋產生了敬

而遠之的心態。但是因禍得福，得以保留美麗而未

受污染的海洋資源。此外，金門的面積不大，交通

發達，學區聯盟策略發展可行度高，不論是全縣聯

盟，或是學區聯盟，皆是可行之途；聯盟之餘，尚

可納入各校特色，以本校為例，官澳龍鳳宮和西園

鹽場將成為我們的重要海洋教育資源。在全縣教育

夥伴齊心協力之下，也許有一天我們也可以發展在

金門的數條遊學路線，將金門經驗推銷回台灣本島。 

蔡顯慶老師認為：海洋資源豐富，自然景觀與海洋

生態千變萬化，只要政府有理想、全民有心，以金

門優良的天然條件和豐富的人文資源，再配合產、

官、學有效的整合，完整的規劃，循序漸進的推擴

發展，在天時地利人合的環境薰陶下，相信假以時

日，島上居民必定個個都樂於親近海洋、認識海洋、

熱愛海洋、善用海洋及珍惜海洋。金門也將成為全

國推展海洋教育的典範。 

林彥如老師認為：讓我省思到，與其在課堂上說

得天花亂墜，還不如實際帶孩子去戶外走一遭，除

了能夠切身看到、聽到、摸到海洋生物之外，也能

順帶提醒孩子們愛護海洋的必要性呢！野柳國小還

有配套完整的遊學課程，吸引了各地學校團體爭先

來嘗試體驗海洋文化，並將其所得回饋於社區和學

校，其良善的循環讓野柳國小將海洋教育發展得更

加蓬勃！也是刺激我們應好好觀察金門海島已有的

特色文化，然後加以激盪出各種得以發展的可能性。 

26位團員都覺得獲益良多，不虛此行。 

資源中心將會把團員的參訪心得編輯成冊，供大家

瀏覽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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