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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灣高中海洋教育的省思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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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主任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前言—臺灣推動海洋教育的

必要性 

「海洋」對國家及社會帶來了海

權、國防、物資、能源、經濟、休閒、

氣候等方面的影響（行政院研考會編

印，2001，2006），而之所以要推動海洋

教育，主要的原因包括（吳靖國、許育

彰、張正杰，2014）：第一、個體生活之

需要，海洋教育在提供保護自身安全、

擴展生活範圍、涵養海洋氣質；第二、

物質資源之需要，因為陸地物質資源的

匱乏進而轉向開發海上資源，故海洋教

育在讓大眾認識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

用；第三、環境保育之需要，基於生態

環境系統失衡的問題，從海洋保育的角

度提出海洋教育；第四、國家發展之需

要，透過海洋教育強調以「海洋立國」

的主張；第五、發展專業之需要，從海

洋產業人才培育過程將海洋教育分為基

礎教育及專業教育，而基礎教育階段乃

是內化海洋的全民教育。再者，如果從

回歸學習主體的成長來看，透過海洋教

育可以擴展學生的思維空間、變化學生

的思維方式，以及豐富學生的思維內

容。據此，不管是從社會國家、教育思

維、學習主體等方面來看，推動海洋教

育對臺灣而言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任務。 

在十二年國教中，海洋教育成為融

入各學習領域的四個核心教育議題之

一，國家教育研究院也公告了「海洋教

育實質內涵」，因此海洋教育在未來國民

教育階段仍然受到很大的關注。就高中

教育階段而言，教育部於 101 學年度將

高中地球科學學科中心轉型成立高中海

洋教育資源中心，皆採取培養各學科之

海洋教育種子教師，以編製與推廣海洋

教育教案為主，除此之外，沒有看到較

具系統性的海洋教育推動情形，一直到

這三年來才比較明顯出現大學協助高中

學校推動海洋教育的案例。 

事實上，從高中到大學應該讓學生

在整體的生涯發展上適當產生連結度，

尤其在十二年國教政策發展上，已經給

予高中學校加深加廣之自主性課程，因

此，如何在高中教育階段試探與導引學

生相關海洋興趣，進而將興趣發展為能

力，並有機會嘗試連結海洋專業教育，

則將為臺灣未來在海洋領域人才的優質

發展上，注入一股充沛的新能量。 

二、目前臺灣高中學校推動的海

洋教育 

這三年來，臺灣在高中海洋教育

的推動上出現兩個比較重要的案例，

茲說明如下： 

(一) 大學協助高中開設海洋探索課程 

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簡稱為「臺

海大」）與基隆市、新北市部分高中職

學校建立聯盟合作關係，除了協助發

展課程與教學，也提供教師增能工作

坊，並於 2014 年開始與國立基隆高中

共同推動「海洋教育深根計畫」，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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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開設「海洋科學探索」（以先修課

程之概念，在學期末通過考核之學生

給予學分證明，在未來考入臺海大就

學後可抵免博雅課程二學分），強化高

中生海洋素養，試探學生的性向與興

趣，同時也可以先了解大學科系，選

擇適性的系所及未來職業，提早為自

己人生規劃。 

該課程推動之後，其他高中也跟

進邀請臺海大師資在自己學校開設

「海洋探索」課程，參與的學校除了

原來的高中之外，加入了新北市秀峰

高中，以及由基隆市四所完全中學共

同合開之班別，臺海大進一步統整不

同類型課程，包括「海洋探索Ⅰ」（科

學與科技）及「海洋探索Ⅱ」（社會與

人文）兩科目。也藉由這個推動方式，

促使基隆地區的基隆高中、暖暖高中

及新北市秀峰高中將海洋教育列為學

校多元選修科目，另外，新北市金山

高中也透過教師專業發展社群，逐漸

在發展海洋教育課程。 

 

(二) 研發與推廣高中海洋模組課程 

高中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設置於新

北市新店高中，負責推動全國高中海

洋教育，成立之初即引入臺海大相關

領域教授成為諮詢委員，而在臺灣海

洋教育中心於 2013 年成立之後，其互

動更為緊密，並於 2015 年由臺海大與

新店高中簽訂校際聯盟，臺灣海洋教

育中心與高中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正式

合作，共同推動高中海洋教育。 

為因應十二年國教之推動進程，

兩個中心遂自 2016 年開始合作進行海

洋模組課程之研發，預定於 2017 年完

成模組修正後，提供給各校參考及規

劃將海洋特色課程做為多元選修科目

或校訂必修科目，並由各校於 2018 年

呈報教育部核定，配合於 108 學年度

正式與新課綱連結實施，其研發與推

動進程如圖 1 所示。而因為模組課程

的研發及扮演全國高中海洋教育推廣

之角色，新店高中遂成為國內第一所

將海洋教育列為校訂必修科目之高中

學校。 

 

圖 1  高中海洋模組課程研發與推廣進程（研究者自繪） 

 

以模組課程為研發目標，主要是

因為其聚焦於某一個主題或議題，裡

面包含的單元課程各自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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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

也就是說，模組課程具有自由化、彈

性化、系統化和目標明確的優點，不

但可以給教師自由、彈性的教學空

間，也可以提供學生豐富、多元、變

化的學習內容和活動。因此，在多元

選修中可以讓海洋教育成為一個授課

2016年 

研發模組 

2017年 

修正模組 

2018年 

各校選用 

2019年 

正式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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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期的科目，也可以與其他學習內

涵整併，海洋教育只佔用半學期或三

分之一學期等，以因應不同學校之實

際需求。 

為了讓教師未來在運用海洋模組

課程時獲得更多資源和協助，遂進一

步由臺海大教學中心進行高中海洋教

學短片之製作，以及聯合書商編纂高

中海洋讀本，並以國家教育研究院公

告之十二年國教海洋教育實質內涵為

依據，將模組課程、教學短片、海洋

讀本三者整合在一起（如圖 2 所示），

為高中海洋教育建構了推廣的基礎。 

 

圖 2  十二年國教高中海洋教育套裝課程之研發項目（研究者自繪）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青島市

第 39 中學的海洋實驗班 

臺灣的教育體系對於高中海洋教

育的推動，除了上述兩種案例之外，並

沒有其他較為顯著的做法。事實上，海

洋教育除了融入學科教學、設置多元選

修或校訂必修科目之外，還有另一種推

動模式—設置海洋實驗班。這種推動模

式可以在青島市看到相當典型的案例。 

青島市第 39 中學是中國海洋大學

（簡稱「中海大」）的附屬中學，其發

展「藝術教育」與「海洋教育」兩個特

色，在藝術領域已經培養出許多藝術界

與演藝界知名的人士，而海洋教育這個

領域是在 2011 年開始成為學校特色課

程，並在 2014 年成立「海洋創新人才

培養班」自主招生，是以海洋教育專班

銜接大學海洋專業教育的典型學校。 

三年來該校逐漸建立的海洋特色

課程體系，包括基礎性課程、拓展性

課程、實踐性課程三類： 

(一) 基礎性課程：以既有的學科建立

學生基礎學科知能，不另外增加

海洋學分，只是將海洋知識、海

洋意識融入學科中。 

(二) 拓展性課程：將既有的專題講座

聚焦於邀請海洋不同領域專家，

以提供學生進行多元試探，找尋

自己有興趣的課題進行探究。 

(三) 實踐性課程：包括海洋課題研

究、海洋實地考察、海上科考和

遊學等。 

經由這三類課程形構海洋教育

「四個一工程」，即每週一次海洋專題

講座、每月一次海洋實地考察、每學

期一項海洋課題研究、每年一次海上

科考和遊學。因為高三學生面臨升學

考試，故這些課程實施在高一、高二，

讓每一位學生經歷聆聽 36 場以上的海

洋專家講座，實踐海洋考察 12 至 16

次，進行海洋課題研究 2 至 4 項，至

少 1 至 2 次海上科考。上述課程結合

海洋模
組課程 

海洋教
學短片 

高中海
洋讀本 

12年國
教海洋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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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經典書籍閱讀、生涯規劃等，促

使學生開闊眼界、激發興趣，增強研

究海洋、關注海洋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山東省青島市第三十九中學，

2014），尤其為海洋專業發展建立探索

與研究的能力基礎。其課程發展促進

學生海洋專業發展之架構如圖 3 所示。 

 

圖 3  青島市第 39 中學海洋實驗班學生發展歷程架構圖（研究者自繪） 

 

另外，學校設備呈現出海洋的專業

性，包括海岸帶生物資源博物館、海洋生

物標本科教館、與南極專家連線的海洋教

室、航海模擬駕駛系統、與青島水族館共

建海洋生物科教館、有孔蟲研究專家在學

校成立院士實驗室…等，透過這些場館與

實驗室將中海大、中央科學研究院教授引

入學校，實際指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究，並

設立博士生研究室進行駐站指導高中

生，透過這個互動歷程讓高中生逐漸認識

大學及未來研究需要的相關能力。而該校

已經有 70 多位專家教授成為講座或特聘

教師，約有 20 個海洋實踐教育基地供學

生進行海洋實踐活動，100 多位駐站博士

指導學生課題，並且由國家海洋局提供專

業科考船隻協助學生海上科考。事實上，

這樣的設施、規格和機制，已經可以媲美

臺灣的高等教育。 

四、高中海洋教育是要提升海洋素

養？或導引海洋專業發展？ 

從臺海大與中海大兩校促進海洋

教育的發展方向上來看，臺海大比較

傾向於主動提供支援的角色，推動的

面向屬於海洋普通教育，主要在於提

供海洋意識及提升海洋素養，並且含

有試探高中學生未來投入學習與發展

海洋領域的意味，從實質的連結來

看，臺海大只是協助提供教授進行專

題演講及協助研發模組課程，並沒有

其他教學內涵的實質連結；而中海大

比較屬於被動因應青島市 39 中之需求

來提供協助，所以與高中校長領導理

念、視野與風格有密切相關，發展的

重點偏向於提升海洋專業教育的預備

能力，即使在專題演講中蘊含增進海

洋意識之作用，但更有效發展的是教

授與博士生透過海洋專業來協助高中

生課題研究之需要，尤其透過駐校來

和學生實質互動，所以比較能夠產生

緊密的連結。 

從社會的影響力來看，臺海大除

了提供在地高中開授海洋探索課程之

外，也協助研發全國性可以運用的海

洋模組課程，是因應當前十二年國教

政策，真正在實現促進高中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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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責任；中海大與青島市 39 中的

海洋專業教育對階發展，係針對海洋

實驗班少數高中生的職涯發展，是為

海洋專業人才培育奠定基礎的教育規

劃，所以臺海大與中海大兩校分別影

響的層面不相同。 

依臺灣目前的情形來看，高中面

對新課綱將逐漸發展出跨領域學習的

課程，目前將「海洋教育」納入授課

科目的學校，除了新店高中列入校訂

必修科目，以及基隆高中、暖暖高中

與秀峰高中列入多元選修科目之外，

俟高中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將海洋模組

課程提供給各校參考之後，是否會促

動一些高中學校願意將海洋教育納入

正式課程或成為一個科目，尚待觀察。 

以目前臺海大在高中學校開設兩學分

海洋探索課程的情形，其真正想引發學生

的興趣而願意投入海洋領域的效果是相當

有限的，也就是說，從人才培育的角度來

看，青島市39中的推動模式才是比較有效

的方式。而由於臺灣的海洋專業教育體系

中，大學教育階段尚未出現附屬中學，所

以一直沒有出現海洋專業教育對階發展的

情形。目前臺海大與在地高中職共同向教

育部申請設置臺海大附屬中學，至今尚未

定案，如果未來臺海大設立附屬中學，可

藉由參考39中的經營模式，至少應該強調

三個重點： 

第一、在理念上，高中教育階段必須

要讓學生能夠真正找到自己的興趣，並透

過相關機制進一步導引，來帶領學生進入

海洋領域發展。 

第二、附中學校應該設置「海洋實驗

班」，進行系統性規劃，讓培育的學生能銜

接到臺海大，才能進行整體性的教育規劃。 

第三、附中學校要能引入臺海大

教授及研究生，逐漸強化高中生探索

與研究能力，並有機會導引學生連結

於海洋專業發展。 

反過來看，中海大與高中學校之

間似乎還看不到支援海洋普通教育發

展的情形，也就是說，臺海大展現的

大學社會責任對全國高中海洋教育的

影響，正是中海大尚未發展出來的面

向，可以提供給中海大未來推動海洋

普通教育的參考。然而，就大學的發

展而言，如果可以對高中同時提供海

洋普通教育與海洋專業教育的支援，

兼顧全國高中海洋素養的普遍提升，

以及強化高中預備發展海洋專業的相

關能力，則臺海大將不只是在社會責

任上善盡心力，也將在海洋專業人才

培育的基礎上建立更紮實的發展機

制。 

五、結語 

大學教師之職責包括研究、教

學、輔導與服務，每一所大學並非只

是進行人才培育，也必須為人民素

質、社會風氣、國家發展等善盡社會

責任。就全民海洋教育的推展而言，

在臺灣海洋教育中心設立之後，其所

進行的各項任務都是促進社會發展的

服務性內容，大的發展方向包括：整

合全國海洋教育資源、建置海洋教育

學習平臺、協助檢討與修定海洋教育

政策、協助各縣市推動海洋教育、提

升全民海洋素養等。就高中海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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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除了與地區性高中建立聯盟，

提供師資開設海洋探索課程，進行海

洋教育教師增能之外，也協助高中海

洋教育資源中心研發新課綱所需要的

海洋模組課程，以及結合編輯高中海

洋教育短片、編纂高中海洋教育教材

等，逐漸為全國高中學校未來面對十

二年國教開設校訂必修科目及多元選

修科目提供選擇發展的方向。 

目前國內大學支援高中海洋教育

的發展主要聚焦在海洋普通教育的面

向上，對於設置海洋實驗專班，進行

高中學生海洋興趣之探索、海洋專題

研究能力之培養、海洋專業預備知能

之教育等方向，都尚未觸及，有待積

極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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