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工作績效考核實施計畫 
 

一、依據：臺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輔導團)組織運作要點辦理。 

二、目的 

  （一）激勵輔導員工作士氣，鼓勵輔導員積極研究，增進輔導員輔導工作績效。 

  （二）發展輔導員專業知能，提升輔導員專業能力與輔導功能。 

三、考評對象：以臺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各領域(議題)輔導團為考核對象。 

四、考評期間：每學年8月1日起至隔年7月31日止。 

五、獎勵標準： 

(一)各輔導團考核結果獎勵方式如下： 

1.特優：分數達90分以上，該團團員40%人數得敘小功乙次；60%人數得敘嘉獎二次。 

2.優等：分數達85分以上，該團團員40%人數得敘嘉獎二次；60%人數得敘嘉獎乙次。 

3.甲等：分數達80分以上，該團團員40%人數得敘嘉獎乙次；60%人獲頒獎狀乙只。 

4.乙等：分數達60至79分者不予敘獎。 

5.除上揭敘獎外，各輔導團具特殊貢獻者得另案提報敘獎。 

 (二)各輔導團考核結果分數未達80分者須另提團務精進報告至本局；分數未達60分者列為

績效不良，除不予以獎勵外，隔年團員不予續聘。 

 (三)各輔導團工作績效考核結果列入精進教學業務相關經費核撥依據。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項目、考核內容與計分標準如附件（臺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工作績效考核表）所

示。 

 (二)考核方式包括輔導團自我檢核評分及輔導團考核小組複核評分。 

 (三)輔導團考核小組為本局代表1名及外聘專家2名。 

 (四)輔導團每學年依考核表考核項目自行檢具相關證明自我檢核評分，於每年8月15日前

將考核表送交教育局辦理複核；並依據複核評分結果辦理績效考核和敘獎事宜。 

 (五)複核依書面審查結果評分，評分後若需第二階段業務報告及面談再行辦理。 

 (六)流程： 

項目 時間 會議重點 參與人員 備註 

複核

線上

審查 

112..10 

1.彙整各團書面資料。 

2.檢視各小組至112年7月執行

情形檢討與成效評估。 

3.委員複審評分。 

 

考核小組： 

由教育局遴聘

之 

 

 

七、經費預算：詳如經費表。 

八、本計畫呈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初審，並經教育部核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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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工作績效考核表 
領域（議題）輔導團團名：海洋教育議題小組            

一、基本資料 

（一）召集人基本資料 

職稱 姓名 服務學校 年資 學（經）歷 完成領導人研習 團務工作職掌 

（總召兼） 

國中組 

召集人 
陳育生 柳營國中 

任副召集人起迄年

資：104年8月至112

年7月，共8年；

（含合併前） 

校長 
是 
否 
議題團無此研習 

協助督導本

輔導團之推

展 

國小組 

召集人 
黃懷慧 喜樹國小 

任召集人起迄年

資：104年8月至112

年7月，共8年；

（含合併前） 

校長 
是 
否 
議題團無此研習 

協助督導本

輔導團之推

展 

國中組 

副召集人 
林永上 北門國中 

任召集人起迄年

資：101年2月至112

年7月，共11.5年；

（含合併前） 

校長 
是 
否 
議題團無此研習 

協助督導本

輔導團之推

展 

國中組 

副召集人 
潘能耀 佳興國中 

任副召集人起迄年

資：105年8月至112

年7月，共7年；

（含合併前） 

校長 
是 
否 
議題團無此研習 

協助督導本

輔導團之推

展 

國中組 

副召集人 
林建佑 鹽行國中 

任副召集人起迄年

資：108年8月至112

年7月，共4年；

（含合併前） 

校長 
是 
否 
議題團無此研習 

協助督導本

輔導團之推

展 

國中組 

副召集人 
陳麗如 

仁德文賢

國中 

任副召集人起迄年

資：110年8月至112

年7月，共2年；

（含合併前） 

校長 
是 
否 
議題團無此研習 

協助督導本

輔導團之推

展 

國小組 

副召集人 
蔡坤良 光榮實小 

任副召集人起迄年

資：102年8月至112

年7月，共10年；

（含合併前） 

校長 
是 
否 
議題團無此研習 

協助督導本

輔導團之推

展 

國小組 

副召集人 
白政弘 大甲國小 

任副召集人起迄年

資：110年8月至112

年7月，共2年；

（含合併前） 

校長 
是 
否 
議題團無此研習 

協助督導本

輔導團之推

展 

國小組 

副召集人 
林佑霖 雙春國小 

任副召集人起迄年

資：111年8月至112

年7月，共1年；

（含合併前） 

校長 
是 
否 
議題團無此研習 

協助督導本

輔導團之推

展 

 

 

 

 



（一）輔導員基本資料  團員： 15 人 

職稱 姓名 
服務

學校 

教師

年資 

任輔

導員

年資 

學（經）歷 
輔導員 

培訓資歷 
負責團務工作職掌 

（總） 
國小組 

執行秘書 
程怡禎 

喜樹
國小 

6 3 

註冊設備組長 
 
國立臺南大教
育系 
課程與教學所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國中組 
執行秘書 

楊雅秀 
成功
國中 

22 9 

教師 
國立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兼任 
輔導員 

江安紅 
喜樹
國小 

26 4 

教務主任 
 
國立臺東師範
學院 
體育學系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兼任 
輔導員 

薛聖月 
安平
國中 

20 8 

教師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 
中文所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兼任 
輔導員 

何憶婷 
中山
國中 

23 8.5 

教師 
 
國立台灣大學
植物病蟲害所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兼任 
輔導員 

沙寶鳳 
永康
國中 

24 6 

教師 
 
南臺科技大學
教育領導與評
鑑所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兼任 
輔導員 

李欣宜 
北門
國中 

16 4 

教導主任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 
數學所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兼任 
輔導員 

楊燕山 
安順
國小 

15 4.5 

教學組長 
 
臺東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兼任 
輔導員 

游安淇 
西門
實小 

7.5 7.5 

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
政所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兼任 
輔導員 

陳儀芳 
鎮海
國小 

20 11.5 

教導主任 
 
國立臺南大學 
應用數學所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兼任 
輔導員 

邱馨慧 
西門
實小 

23 11.5 

教師 
 
國立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所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兼任 
輔導員 

蔡文都 
西門
實小 

23 3 

總務主任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教學所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兼任 
輔導員 

許惠茹 
中山
國中 

21 6 

教師 
 
國立中正大學 
教育所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兼任 
輔導員 

涂家聲 
柳營
國小 

20 9 

總務主任 
 
亞洲大學 
企業經營管理所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兼任 
輔導員 

林珣川 
東光
國小 

20 1 

教務主任 
 
臺北市立大學 
社會科教育學系
碩士班 

議題團無
初、進階
培訓 

1.協助推展、規劃、聯繫及

協調各項業務 

2.召集成員集思廣益 

3.研擬各項輔導活動主題 

4.領域教學觀摩，全市研習

課程安排、規畫及實施 

5.各項行政工作之支援 

6.書面資料整理及成果彙整 

7.建罝與管理本領域網站 

8.相關資料搜尋提供 

 



二、考核項目及指標內容 

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評分指標 

自我

檢核

評分 

複評評

分 
備註 

一、 

團務規劃

(20%) 

1.能調查分析全市領域教師

需求(4%) 

1.檢附年度規劃計畫 

2.為附件一，敘明執

行重點措施及特色

作法。 

4％ 
  

2.能針對本市領域教師需求

提出因應措施 (4%) 
4％ 

 結合 

附件二 

3.能因應上年度團務缺失，

檢討改進措施 (4%) 
4％ 

 結合 

附件二 

4.年度領域輔導團執行規劃

能創新突破 (4%) 
4％ 

  

5.配合中央及地方教育施政

重點規劃團務工作 (4%) 
4％ 

  

二、 

團員增能 

(20%) 

1.全領域輔導團參加國家教

育研究院籌備處國教輔導

團人才培育及認證課程 

(8%) 

輔導團總召集人(國中組、

國小組、副召集人)員認證 

□是 □否 

初階/進階輔導員認證共 

  人；比率   

召集人有認證（2%） 

輔導員初、進階二者

平均比率 

a.認證比率達50%至

未滿80% （3%） 

b.認證比率達80%以

上（6%） 

議題

團無

此項 

 此項由輔

導團幹事

複審 

2.當年度依規定派員參加領

域相關增能研習(含國家教

育研究院國教輔導團人才

培育及證證課程) (4%) 

派員參加研習率達

100%（4%） 

派員參加研習率未

達100%（0%） 

  此項由輔

導團幹事

複審 

3.參加本市輔導團團務會議

及專業成長研習 (8%) 

 

達應出席人數未滿

70% （3%） 

達應出席人數之70%

至未滿90%（5%） 

達應出席人數之90%

至100%     （8%） 

8％ 

 此項由輔

導團幹事

複審 

三、 

研發教材

教法及評

量方式

(25%) 

 

1.有效教學策略教材與媒體

(9%) 

自編領域教材件數 

自製領域教學媒體件數 

敘明執行重點措施及

特色作法 

總計達 
 3件(含)以下(3%) 

 4-7 件 (6%) 

 8件(含)以上(9%) 

 

9％ 

 上傳至本

市相關平

台。 

2.差異化教學方案及素養導

向命題 (8%) 

推動課中差異化教學方案 

  14 案 

進行素養導向教法教案或命

題      案 

總計達 

 1件         (3%) 

 2件以上     (5%) 

 3件(含)以上 (8%) 

 

8％  檢附相關

實驗方

案、教材

教法等資

料 



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評分指標 

自我

檢核

評分 

複評評

分 
備註 

3.參加領域教學各項競賽及

作品徵集活動 (8%) 

參加全國性徵選     件 

參加全市性徵選     件 

總計達 

 1件         (3%) 

 2件         (5%) 

 3件(含)以上 (8%) 

8％  檢附相關

作品資料 

四、 

資源整合

及建立

(20%) 

1.建置充實領域網頁，並發

揮交流互動與諮詢輔導功

能(6%) 

此項以團務相關網頁

內容為主 

6％  海洋教育

網路平臺

（含人才

庫） 

網址：

http://ne

w-

marine.tn

.edu.tw/ 

2.蒐集建置領域專業教學人

才庫(6%) 

6％  同上 

3.運用數位平台資源進行教

材研發或資源分享(8%) 

1. 提出該學年度協助

各校使用平台相關

數據或辦理平台研

習場次 

   有數據或辦理研 

     習（4%） 

無相關資料    

  (0%） 

2. 學生使用後進步情

形分析 

 1校         (1%) 

 2校         (2%) 

 3校(含)以上 (4%) 

4％  1. 檢附相

關研習

成果 

2. 提出學

生使用

後進步

分析報

告 

五、 

其他特殊

績效及貢

獻(15%) 

 

1.協助教育局推動教育政策

(如 PBL、ILSP、國際教

育、雙語、本土語、

SDGs…等活動) （5%） 

 5％  1.符合考

核內容事

項均可提

報 

2.檢附相

關資料為 

附件五 

2.獲獎事蹟（5%） 
 3％  

3.建立及發展輔導團特色

（5%） 

 5％  

 

召集人簽章：             自我檢核評分合計：82              複核評分合計： 



 

附件一團務規劃 

指標內容 敘明執行重點措施及特色作法 

1.能調查分析全市領域教師需求 ●教師需求： 

一、本市教師在海洋教育相關專業知能普遍欠缺，且議

題融入領域課程易造成教學進度壓力，尤其國中階

段。 

二、本市未臨海學校，在海洋教育議題的課程規劃與知

識相對薄弱。 

●執行重點措施及特色作法： 

一、備課平台：建置海洋教育平台，蒐集並分享教師備

課觀課議課成果，提供教師教學上的參考題材。 

二、編撰市本教材及教學影片放置於海洋資源網站，提

供教師教學上的參考。 

三、藉由分區到校諮詢服務，結合新課綱教育精神傳達

目前海洋教育的推展重點及發展情形，並分享介紹

協作平台、市本教材及海洋資源中心等資源。 

2.能針對本市領域教師需求提
出因應措施 

於附件二中說明。 

3.能因應上年度團務缺失，檢
討改進措施  

於附件二中說明。 

4.年度輔導團執行規劃能創新
突破 

一、深入了解各項海洋政策並積極將有關海洋議題的課綱

內容融入教學活動。 

二、持續發展並實踐在地性海洋教育課程及教材（結合海

洋繪本教學、海洋文學走讀、全民挑好海鮮及市本教

材轉化核心素養課程產出）。 

三、提升教師海洋科學教育教學專業知能與效能。 

四、透過產官學合作模式紮根並推廣海洋教育。 

五、藉由建置教學資源網及協作平台提供教師各項海洋教

學資源。 

5.配合中央及地方教育施政重

點規劃團務工作  
一、建立海洋教育推動機制：成立海洋教育推動小組， 

組織地方推動體系，逐年建置海洋教育延續性發展 

內容，作為永續推動海洋教育之基礎。 

二、發展富海洋元素之課程：整合地方海洋教育之自然、 

社會、人力等相關資源，結合戶外教育規劃海洋體驗

課程與教材，協助學校將海洋元素融入校本課程。 

三、提升學校師生海洋素養：研發提升海洋素養之教學 

方法，辦理海洋教育教學觀摩，協助教師組成海洋 

教育專業社群，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四、促進海洋教育資源交流：鼓勵山海學校策略聯盟， 

促進跨校、跨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交流，建立資源共 

享機制。 

五、充實海洋教育網路平臺：定期維護與充實海洋教育 

網路平台，建立海洋教育社群網路，促進並提升師 

生運用網路平台。 



附件二 

辦理研習輔導教師進修總表   

111學年度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進行推廣教學 

編 

號 
單元名稱 

教學領

域 

授課 

教師 
授課日期 教學重點 

1 

從黑鮪魚談

海洋生物資

源保育 

自然 陳育生 112.06.05 
1.黑鮪魚的生活史 

2.海洋生物資源保育 

2 
獨木舟安全

教育與操槳 
彈性 林佑霖 112.06.09 

1.教導學生正確穿救生衣的要領 

2.教導學生使用雙漿的技巧 

3 

虱目魚養

殖與獨木

舟、SUP 

體驗-

「獨」遊

雙春 

彈性 林佑霖 112.06.15 

1.認識臺南市虱目魚養殖背景、特色並體驗餵 

  食虱目魚。 

2.了解水域安全的重要與休閒活動的知識、技巧。 

3.實際體驗獨木舟與 SUP 水上活動。 

4 
潮間帶生物

的處遇 
社會 白政弘 112.05.28 

1. 透過影片，引導學生重新重視家鄉二仁溪生物的種

類。 

2. 透過各自觀察到的訊息做判斷，認識多樣的生態環

境。 

3. 知道多樣的生物後，透過好奇及喜愛，引導到環境

保護從我們自身先做起，動手淨灘。 

4. 透過垃圾的分析，了解到日常回收的重要並培養不

亂丟垃圾的習慣。 

5 
塑膠 

海鮮湯 
綜合 涂家聲 112.02.17 

1.塑膠微粒 

2.塑膠的生命週期 

6 臺灣鯨讚 自然 陳儀芳 112.06.26 

1.認識鯨豚的簡易分類。 

2.探討鯨魚對固碳、緩解氣候暖化的幫助。 

3.能覺知人類的生活習慣會對海洋生態、海洋生物 

  造成危害。 

4.能在生活中實踐海洋保育的行動。 

7 
SDGS 之海

洋教育篇 
英語 許惠茹 112.03.01 

1.了解何謂 SDGS 

2.介紹 SDGS目標14，與海洋教育相關之議題 



8 

鯨豚的前世

今生-骨之

旅 

自然 邱馨慧 112.03.08 

1. 用古海洋環境讓學生學習如何面對環境變遷所帶來

的影響與應對的方法。(環境概念知識)  

2. 生命起源於海洋，引發學生了解這些原始的祖先們

努力為了求生存而動，不斷演化改變成精良的運動

器官，才爬上陸地演化成現階段的人類。(環境覺知

及敏感度) 

3. 鼓勵學生提出如何保護鯨豚與海洋環境的實際行

動。(環境行動技能) 

9 
動物世界面

面觀─鯨豚 
自然 楊燕山 112.06.20 

1.辨識鯨豚與魚類的不同 

2.了解鯨豚的分類並判斷 

3.認識鯨豚的身體構造、生活習性與適應環境的方式 

4.覺察鯨豚對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10 水生生物 自然 林珣川 111.11.24 

1. 了解人類活動對水域環境造成的影響。 

2. 察覺浮葉性水生植物如何適應環境。 

3. 察覺挺水性水生植物如何適應環境。 

4. 認識魚類的外形主要分為頭、軀幹和鰭。 

5. 認識魚身體的其他構造與功能。 

6. 觀察魚擺動魚鰭來運動及控制方向。 

7. 察覺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生物生存。 

8. 知道拜訪水域環境需要準備的物品、觀察哪些項目。 

11 
文蛤的 

繁殖 
健康 江安紅 111.12.27 

1.從水中生物多元繁殖的方式，如何讓生命延續。 
2.任何生命都是需要經過一連串波折及考驗才能成長。 
3.原來文蛤繁延和人類不一樣。 

12 
Stamp art-

sea turtle 
英語 程怡禎 112.06.29 

1.知道與描寫海龜的英文名稱。 

2.製作海龜的 stamp art，並說出牠正在做什麼事情。 

13 
海，有什麼

「塑」 
數學 李欣宜 111.10.03 

學生能理解塑膠廢棄物對海洋汙染的現況與生成原因，

成為行動者落實減塑運動。 

14 

認識 

SDGs14-海

洋塑膠 

社會 沙寶鳳 111.12.26 
1.歸納海洋生態與人文環境互動的結果。 
2.探討人類活動對海洋生態的影響。 

15 

鯨豚的生存

危機-無所

不在的塑膠 

彈性 沙寶鳳 112.05.15 

1.海洋中的鯨豚生存危機與人類行為與海洋環境的 

  關係是什麼?海洋塑膠垃圾的形成原因與自己的生 

  活有幾分相關? 要能了解海洋塑膠形成的原因和 

  影響，需要進一步知道什麼資訊? 

2.興建垃圾焚化爐是否可以有效解決塑膠垃圾的問 

  題?要能有效減少塑膠垃圾的問題，最關鍵的策略 

  是什麼? 

3.海洋塑膠的形成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有哪些? 

4.什麼樣的誘因，能夠刺激提升減塑的意願? 



16 

創意禮物

店—老師的

十二樣見面

禮  

國語文 薛聖月 111.10.24 

1. 創意禮物店分組報告與組間互學。 

2. 教師導學：回饋學生企劃的創意主題禮物店,引導學  

生關心生活中的重要議題(家庭、海洋、環境、人

權)。 

17 
汪洋中的藍

鯨 
生活 游安淇 112.06.20 

1.學生透過繪本閱讀，引起對於英語學習的興趣。 

2.學生知道藍鯨的身體特徵與生活習性。 

3.學生能夠完成《Big Blue Whale》繪本讀後挑戰與回 

  饋。 

18 碳為觀止 自然 何憶婷 112.06.16 

1.透過教師口頭提問讓學生連結自己曾經學過有關溫室

效應的相關概念。 

2.透過影片讓學生瞭解國際間減碳的目標與減碳的方

式。 

3連結課文內容與國際減碳目標與方法，並知道自己 

  可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現減碳行動。 

19 
介紹 

龍舟運動 

健康與

體育 
蔡文都 112.06.13 

1. 透過生活經驗分享，學生能分辨龍舟以及輕艇運動的
船艇，例如：龍舟、愛斯基摩艇（Kayak），另一類是
加拿大式艇（Canoe）…等。 

2. 透過呈現的畫面中指出輕艇種類的不同處。 

3. 透過影片了解龍舟運動的的運動精神及態度。 

20 

水中蛟龍安

全行- 

水上救生及

防溺 

健康與

體育 
楊雅秀 112.06.20 

1. 了解水上活動安全守則及水中自救與安全守則。 

2. 了解「救溺五步」內容。 

3. 了解「樂游 You&Me 十招玩不溺」內容。 

4. 學會利用籃球、冬季長袖衣服及長褲、背包、 

 寶特瓶（小-約 600cc；大-約 5800cc）、童軍棍 

（代替竹竿）之教具，做成救溺器材，並實作演 

練。 

5. 能對海洋水域產生敬畏之心，要相信大自然的力量

是深不可測的。  

6. 游泳或戲水安全觀念要深植心中。 

21 鮮履奇緣 彈性 黃懷慧 112.05.15 

1.強調食物來源和可持續性 

2.引導學生瞭解營養價值 

3.探討環境議題 

4.實踐與體驗 

 

 

 

 

 

 



附件三 

研發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總表 

 

 自
編
教
材
及
教
學
媒
體 

自編教材/教學媒體
名稱 

上傳平台 網址 

1.海洋市本教材 
2.海洋核心素養教案 
3.海洋科學繪本 

海洋教育網
路平臺 

http://new-marine.tn.edu.tw/ 

全民挑海鮮 

飛番教學雲
http://odat
a.tn.edu.tw
/ebook/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
ndex2?id=3ef616166c6a46e6889136e05ed51aaa 
 

養蚵知多少～工具博

覽會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
ndex2?id=f4cf907608d14b41af2b9d64fe283ea5 
 

光復桃花源-發現遊
學新樂園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
ndex2?id=67857a06608141e4aac7c3b42921ee42 
 

臺灣鹽博物館之旅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
ndex2?id=fb91ed1eb40c47efb5457844164b93b1 

 

海洋教育相關議題融
入社會領域課程之分
享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
ndex2?id=8236e34fcac440aa9a94746022e5faf4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ndex2?id=3ef616166c6a46e6889136e05ed51aaa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ndex2?id=3ef616166c6a46e6889136e05ed51aaa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ndex2?id=f4cf907608d14b41af2b9d64fe283ea5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ndex2?id=f4cf907608d14b41af2b9d64fe283ea5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ndex2?id=67857a06608141e4aac7c3b42921ee42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ndex2?id=67857a06608141e4aac7c3b42921ee42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ndex2?id=fb91ed1eb40c47efb5457844164b93b1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ndex2?id=fb91ed1eb40c47efb5457844164b93b1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ndex2?id=8236e34fcac440aa9a94746022e5faf4
http://odata.tn.edu.tw/eBookTagApi/Intro/Index2?id=8236e34fcac440aa9a94746022e5faf4


自 

編 
教 
材 
（教
案） 

自編教材（教案）名稱 

2023臺南海洋教育輔導團「好魚慢食 海洋永續」教案教具設計研發 

教案名稱 主要學習主軸 教學對象 編輯成員 

魚而水中游 食魚教育 國小低年級 黃懷慧 

吐沙蚌家族 食魚教育 國小低年級 江安紅 

我是蚵學家 食魚教育 國小中年級 陳儀芳 

塑膠海鮮湯 食魚教育 國小中年級 涂家聲 

頭好壯壯，愛之魚 食魚教育 國小高年級 林佑霖 

食當季，吃在地，永續食育
愛海洋 

食魚教育 國小高年級 林珣川 

不識完丸課程模組 食魚教育 國小高年級 
邱馨慧、涂家聲、
程怡禎、張瑾玥 

餐桌上的軟體動物 食魚教育 國中組 陳育生 

飛魚的未來 食魚教育 國中組 潘能耀 

虱目魚你相遇 食魚教育 國中組 
薛聖月、許惠茹、

楊雅秀 

減塑你我他 海洋減塑 國小低年級 安淇、燕山 

當海洋廢棄物和手作創意碰
在一塊 

海洋減塑 國小中年級 蔡文都 

我對大海的承諾 海洋減塑 國小高年級 邱馨慧 

鯨豚的生存危機與建立減塑
行動方案 

海洋減塑 國中組 沙寶鳳 

海，有什麼「塑」 海洋減塑 國中組 李欣宜 

儘速淨塑 海洋減塑 國中組 何憶婷 

 

 



附件四 

新聞資料 
 
南市推動海洋教育連4年獲獎    黃偉哲盼培育更多海洋公民 
發稿單位：台南市政府 

發稿時間：112年4月25日16:45 

台南市參加教育部2022年海洋教育推手獎，今年再度獲獎，連續4年獲佳績，充分展現海洋

教育「厚實力」。台南市長黃偉哲在今(25)日市政會議表揚教育局及獲獎團隊校長及老師，

同時勉勵團隊持續深化海洋教育，培育出更多親海、愛海的海洋公民。 

 

黃偉哲表示，台南市海岸線長達69.3公里，呼應行政院「向海致敬」政策，市府從養殖漁業、

漁村文化、社區創生及海洋體驗教育推動，因此連續4年海洋教育獲獎的成功絕非偶然，而

是大家努力的結果。 

 

黃偉哲指出，台南市在課程研發、教師專業成長以及海洋活動體驗都有卓越表現，因應偏鄉

小校特別多，教學團隊能夠整合海洋教育資源，讓學生都有機會充分接觸學習相關知識，相

當不易。 

 

教育局表示，台南市有完整成熟的輔導團，110年度更在南區喜樹國小設置「戶外教育及海

洋教育中心」，同時成立諮詢團隊，研發戶外與海洋體驗學習路線與課程，推廣具地方特色

之海洋教育教材「台南鯨讚」，涵括國小低、中、高年級及國中階段課程，所有教材及影視

媒材也都建置於戶外及海洋教育網站，提升師生的海洋教育素養。 

 

教育局進一步表示，台南市目前已發展13套教材，除將持續開發、深化之外，也持續強化跨

校合作及交流，讓非臨海學校學生也能有豐富的海洋教育體驗。另外，規劃與鯨豚中心、海

保署等單位共同推廣海洋教育，深化台南海洋教育風貌，培養學生成為具行動力的海洋公民。 

   
 

  

https://www.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13370&sms=9748&s=8539879


南市發起國家海洋日守護行動 黃偉哲盼喚起海洋環境永續意識 
 

發稿單位：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發稿時間：112年6月11日11:05 

發稿人：葉泯萱 

 
台南市政府今(11)日在黃金海岸舉辦「國家海洋日 Fun海旅程」活動，現場展示海廢循環再
利用與海廢變藝術作品，還結合民間力量進行淨灘活動響應環保，更特別邀請潛海戰將潛入
海底清理垃圾，市長黃偉哲親自出席，展現維護海洋環境的執行力，期盼透過淨灘活動與海
洋教育，來鼓勵民眾親近海洋、擁抱海洋及守護海洋。市議員林美燕、蔡筱薇及李啟維也到
場共襄盛舉呼籲海洋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黃偉哲表示，最近大家最關心的是台南的旱象問題，但除了水資源要好好珍惜，海洋環境也
需要大家共同守護，尤其台南市有超過60公里的海岸線，大家更應該一起來保護海洋環境。 
 
黃偉哲指出，解決海洋污染，要從教育方面紮根著手，近年來南市府積極推行海洋環境教育
與淨灘活動，盼藉此提升市民的海洋保育及環保意識，進而力行改善海洋生態。 
 
環保局表示，黃金海岸是相當熱門的觀光旅遊勝地，常常吸引許多遊客到此一遊，也因此時
常在海灘留下不少廢棄物，呼籲大家在開心到海邊遊玩的同時，也要記得將垃圾隨手帶走，
切勿隨意棄置廢棄物，大家一同守護海洋生態，以行動珍愛海洋環境。 
 
環保局指出，台南市的海岸線近70公里，南市府長期致力維護海洋環境，並且成立環保艦隊
及潛海戰將，110年總共清理了6.4公噸的海洋廢棄物，111年清理了約7公噸的海洋廢棄物。
此外，透過分析得知海洋廢棄物中，占最大宗的分別是玻璃瓶、寶特瓶、飲料杯。 
 
今日 Fun海旅程淨灘活動參與對象包含海保署、教育局、南市區漁會、南縣區漁會、南區區
公所、環保局、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遠東百貨、二仁溪沿岸發展協會、水環境守護志工隊及
潛海戰將等相關單位團體。 

 

 

 

 

 

 

 

 

 

 

 

 

 

 

 

 

 

 

https://www.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13370&sms=9748&s=8553420


111年度戶外教育（海洋部分）優質課程模組、優質教學案例獲獎名單 

 
 

 
 
 
 

https://outdoor.moe.edu.tw/base/news/document/0000000501/111%E5%B9%B4%E6%95%99%E6%A1%88%E5%BE%B5%E9%81%B8%E7%8D%B2%E7%8D%8E%E5%90%8D%E5%96%AE.pdf


海大辦理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評選 獲獎縣市出爐 

 

海大辦理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評選 獲獎縣市出爐 

    (本校訊) 為促進全國海洋教育推廣，鼓勵各地方政府展現海洋素養融入教育的特色成

果，教育部委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辦理「評選各直轄市、縣（市）111學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提供跨縣市間相互觀摩、交流、學習與應用的平台。獲獎縣市於

8月18日「112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暨教師研習會議」閉幕典禮中公開表揚。本年度評

選由新北市、臺南市和基隆市奪得特優，優選縣市為臺北市、高雄市、屏東縣、新竹市和澎

湖縣，另選出具創新突破表現的臺北市、南投縣、雲林縣，頒發「海洋精神獎」。 

 

「112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暨教師研習會議」於臺北市長安國小舉行 

https://mprp.ntou.edu.tw/p/404-1017-90302.php?Lang=zh-tw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張正杰主任表示，本次評選項目共分為「網路平臺」、「書面成

果」、「縣市推廣暨教學成果展示」三大項目，其中「網路平臺」與「書面成果」項目分別

邀請5位評審委員進行評分；「縣市推廣暨教學成果展示」項目則於8月16日至8月18日，由

各地方政府代表，於臺北市長安國小舉行的「112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暨教師研習會

議」中，向另外5位評審委員介紹海洋教育推動特色。會議現場亮點學校、教學團隊及海洋

教育人員齊聚，是各縣市互相交流學習的絕佳機會。 

 

推動海洋教育評選包括「網路平臺」、「書面成果」、「縣市推廣暨教學成果展示」三大項目 

    獲得特優的新北市「青春小伴旅」串聯各場域，新增新店烏來線、瑞芳貢寮線等戶外

學習路線，以遊戲體驗方式，讓活動充滿探索與挑戰，吸引力十足。臺南市以親近海洋、接

軌國際為願景，持續發展海洋特色課程如「好魚慢食、海洋永續」等教材，提供非臨海學校

課程推動素材，助教師專業社群蓬勃發展。基隆市則延續過去幾年的優異表現，運用數位科

技導入海洋教育學習，「2023 海洋教育創意小主播-海洋相關職業報導」競賽富有創意，並

深度結合民間資源，透過實地走訪及親海活動，讓學生更加認識在地特色。 



 

 

  

 

推動海洋教育榮獲特優縣市：(左上起)新北市、臺南市、基隆市 



    此外，本年度特別頒發「海洋精神獎」，鼓勵縣市積極創新突破，跨域結合。如臺北

市發展元宇宙 Web VR 淡水河課程，利用城市數位優勢，持續推展海洋天使計畫，讓特教生

也能參與海洋教育活動。南投縣展現出相當亮眼的成果，藉由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成功整合，

與在地場域及產業深度結合。雲林縣發展策略聯盟，與縣內外各單位、民間團體合作，如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共同研發海洋ｘ科技課程，與在地養殖業者、雲林區漁會合作「雲林鯛民」

課程，讓學生了解在地產業生態運作。 

 

全國各縣市海洋教育師資向評審委員介紹推

動特色 

 

亮點學校與教學團隊跨縣市交流海洋教育推

動經驗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藉由成果展頒獎，鼓勵各縣市展現海洋素養推動成果外，也能加深

對海洋教育的重視。期盼透過此活動能讓海洋教育獲得更多的關注，讓永續教育浪潮迭迭不

息。 

訊息來源：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更多相關報導請見： 

自由時報、中央社 

維護單位: 媒體公關暨出版中心 
更新日期: 2023-08-21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402945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chi/349015


推動海洋教育 基隆、新北、台南獲特優  

 

教育部委請台灣海洋教育中心辦理「評選各直轄市、縣（市）推動海洋教育成果」，

圖為奪得特優的基隆市海洋教育團隊。（圖為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提供） 

2023/08/21 16:17 

〔記者俞肇福／基隆報導〕為了促進全國海洋教育推廣，教育部委請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台灣

海洋教育中心辦理「評選各直轄市、縣（市）111 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本年度評選

結果，由基隆市、新北市、台南市奪特優，優選縣市為台北市、高雄市、屏東縣、新竹市和

澎湖縣。 

台灣海洋教育中心主任張正杰表示，本次評選項目共分為「網路平台」、「書面成果」、

「縣市推廣暨教學成果展示」三大項目，其中「網路平台」與「書面成果」項目分別邀請 5

位評審委員進行評分。 

獲得特優的基隆市則延續過去幾年的優異表現，運用數位科技導入海洋教育學習，「2023

海洋教育創意小主播-海洋相關職業報導」競賽富有創意，並深度結合民間資源，透過實地

走訪及親海活動，讓學生更加認識在地特色。新北市「青春小伴旅」串聯各場域，新增新店

烏來線、瑞芳貢寮線等戶外學習路線，以遊戲體驗方式，讓活動充滿探索與挑戰，吸引力十

足。 

另外，台南市以親近海洋、接軌國際為願景，持續發展海洋特色課程如「好魚慢食、海洋永

續」等教材，提供非臨海學校課程推動素材，助教師專業社群蓬勃發展。 

此外，本年度新增「海洋精神獎」，鼓勵縣市積極創新突破，跨域結合。如台北市發展元宇

宙 Web VR 淡水河課程，利用城市數位優勢，持續推展海洋天使計畫，讓特教生也能參與海

洋教育活動。南投縣展現出相當亮眼的成果，藉由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成功整合，與在地場

域及產業深度結合。雲林縣發展策略聯盟，與縣內外各單位、民間團體合作，如與國立虎尾

科技大學共同研發海洋ｘ科技課程，與在地養殖業者、雲林區漁會合作「雲林鯛民」課程，

讓學生了解在地產業生態運作。 

台灣海洋教育中心藉由成果展頒獎，鼓勵各縣市展現海洋素養推動成果外，也能加深對海洋

教育的重視。期盼透過此活動能讓海洋教育獲得更多的關注，讓永續教育浪潮迭迭不息。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402945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8/21/4402945_1_1.jpg


 

 

教育部委請台灣海洋教育中心辦理「評選各直轄市、縣（市）推動海洋教育成果」，

圖為奪得特優的新北市海洋教育團隊。（圖為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提供） 

 

教育部委請台灣海洋教育中心辦理「評選各直轄市、縣（市）推動海洋教育成果」，

圖為奪得特優的台南市海洋教育團隊。（圖為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提供）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8/21/4402945_2_1.jpg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3/08/21/4402945_3_1.jpg


 

為了促進全國海洋教育推廣，辦理 112 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暨教師研習會議。

（圖為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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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辦理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評選 獲獎縣市出爐 

發稿時間：2023/08/21 12:13:32 

(中央社訊息服務20230821 12:13:32) 

全國各縣市海洋教育師資向評審委員介紹推動特色 

為促進全國海洋教育推廣，鼓勵各地方政府展現海洋素養融入教育的特色成果，教育部

委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辦理「評選各直轄市、縣（市）111學年度推動

海洋教育成果」，提供跨縣市間相互觀摩、交流、學習與應用的平台。獲獎縣市於8月18

日「112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暨教師研習會議」閉幕典禮中公開表揚。本年度評選

由新北市、臺南市和基隆市奪得特優，優選縣市為臺北市、高雄市、屏東縣、新竹市和

澎湖縣，另選出具創新突破表現的臺北市、南投縣、雲林縣，頒發「海洋精神獎」。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chi/349015


112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暨教師研習會議開幕儀式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張正杰主任表示，本次評選項目共分為「網路平臺」、「書面成果」、

「縣市推廣暨教學成果展示」三大項目，其中「網路平臺」與「書面成果」項目分別邀

請5位評審委員進行評分；「縣市推廣暨教學成果展示」項目則於8月16日至8月18日，由

各地方政府代表，於臺北市長安國小舉行的「112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暨教師研習

會議」中，向另外5位評審委員介紹海洋教育推動特色。會議現場亮點學校、教學團隊及

海洋教育人員齊聚，是各縣市互相交流學習的絕佳機會。 

獲得特優的新北市「青春小伴旅」串聯各場域，新增新店烏來線、瑞芳貢寮線等戶外學

習路線，以遊戲體驗方式，讓活動充滿探索與挑戰，吸引力十足。臺南市以親近海洋、

接軌國際為願景，持續發展海洋特色課程如「好魚慢食、海洋永續」等教材，提供非臨

海學校課程推動素材，助教師專業社群蓬勃發展。基隆市則延續過去幾年的優異表現，

運用數位科技導入海洋教育學習，「2023 海洋教育創意小主播-海洋相關職業報導」競

賽富有創意，並深度結合民間資源，透過實地走訪及親海活動，讓學生更加認識在地特

色。 

此外，本年度特別頒發「海洋精神獎」，鼓勵縣市積極創新突破，跨域結合。如臺北市

發展元宇宙 Web VR 淡水河課程，利用城市數位優勢，持續推展海洋天使計畫，讓特教生

也能參與海洋教育活動。南投縣展現出相當亮眼的成果，藉由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成功

整合，與在地場域及產業深度結合。雲林縣發展策略聯盟，與縣內外各單位、民間團體

合作，如與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共同研發海洋ｘ科技課程，與在地養殖業者、雲林區漁會

合作「雲林鯛民」課程，讓學生了解在地產業生態運作。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藉由成果展頒獎，鼓勵各縣市展現海洋素養推動成果外，也能加深對

海洋教育的重視。期盼透過此活動能讓海洋教育獲得更多的關注，讓永續教育浪潮迭迭

不息。 



基隆市推動海洋教育榮獲特優

新北市推動海洋教育榮獲特優



臺南市推動海洋教育榮獲特優 



 

112年教育部海洋教育推手獎榮獲個人獎、地方政府獎，其中地方政府獎已連續獲得五連霸  



附件五 

特殊績效及貢獻 

指標 說明 

1.協助教育局推 

  動教育政策 

1.支援「全臺首學課程博覽會-2023創新、跨域、未來」說課活動由鹽

行國中沙寶鳳老師分享海洋塑膠議題課程設計，與線上老師互動。 

2.協助彙整本市參加111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會議展示資料 

3.協助建置111年海洋教育網頁 

2.獲獎事蹟 

1.教育部函  中華民國111年9月27日臺教綜(二)字第1112100889號函 

111年「教育部海洋教育推手獎」臺南市榮獲-地方政府獎 

2.112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會暨教師研習榮獲-特優 

3.112年教育部海洋教育推手獎榮獲個人獎、地方政府獎，其中地方政 

府獎已連續獲得五連霸。 

4. 

 111年度戶外教育優質課程模組等-特優 

      設計者-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邱馨慧 

      教案名稱-風在校 

 111年度戶外教育優質教學案例佳作- 

設計者-臺南市南區喜樹國小-黃懷慧、李月媚、臺南市安平區西

門實驗小學-邱馨慧 

教案名稱-走讀府城欣賞建築之美教學 

 

3.建立及發展輔 

  導團特色 

1. 建立海洋電子書庫、海洋法政常識題庫。 

2. 建置本市海洋市本教材及影片。 

3. 進行非臨海學校海洋課程研發- 市級遊學學路線、食魚教育及海洋減

塑課程。 

4. 辦理跨縣市海洋教育交流觀摩。 

5. 持續充實海洋資源網站內容，提供教師多元教學資源。 

6. 協助推動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各項計畫，提供親師生海洋休閒

文化體驗遊學活動。 

7. 辦理全市世界海洋日觀摩活動，利用多元方式喚起師生及民眾對海

洋的重視及海洋活動的參與。 

4.結語或展望 

1.研發有關提升學生海洋素養之教學模式、教材、影視媒材等。 

2.辦理有系統的產出型教師工作坊。 

3.辦理國中小海洋教育召集人增能研習，以培訓輔導團種子教師。 

4.運用宣導推廣、研發示例及辦理研習等策略，強化教師教學知能，回

歸學生學習，提升教學品質。 

5.充實並隨時更新海洋教育輔導團網站最新消息及教學資料。 

6.協助各校海洋教育小組正常運作。 

7.了解海洋相關政策並積極將課綱融入教學活動。 

8.持續發展與實踐在地性海洋教育課程及教材（結合海洋繪本）。 

9.提升教師海洋科學教育教學專業與效能。 

10.透過產官學合作模式紮根並推廣海洋教育。 

https://tmec.ntou.edu.tw/var/file/16/1016/img/858292591.pdf
https://tmec.ntou.edu.tw/var/file/16/1016/img/858292591.pdf


臺南市全臺首學課程博覽會-2023創新、跨域、未來-說課表單 

學校名稱 臺南市鹽行國中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八年級 

課程名稱 鯨豚的生存危機-無所不在的塑膠 研發教師 沙寶鳳 

課程目標
及亮點 

本課程運用學思達教學法、焦點討論法、團隊共創法、概念為本探究策略引導學生探究海

洋塑膠問題的起源，一步能重視海洋生態環境倫理，並願意維護海洋生態的多樣性，並結

合七個好習慣策略引導學生規劃減塑行動方案，完整課程為六堂課設計，但可依據實際課

堂時間與學習目標，選取2-3堂課實施。 

一、學習目標 
(一)敏銳察覺陸地上的人類行為與海洋環境的互動關係及產生的海洋環境問題 
(二)解析人類活動與海洋生態的相互關係。 

(三)觀察全球海陸分布與洋流系統，歸納人類活動與海洋生態互動的結果。 
(四)反思臺灣人民的生活和對世界海洋生態的影響 
(五)重視海洋生態環境倫理，並願意維護海洋生態的多樣性，並積極參與海洋保護行動。 
(六)使用文字、照片、言語等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海洋生態問題的結果。 
(七)聆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論 
(八)理解成員特質並相互學習與合作。 
二、關鍵提問設計 
(一)海洋中的鯨豚生存危機與人類行為與海洋環境的關係是什麼?海洋塑膠垃圾的形成原因與自己的生
活有幾分相關? 要能了解海洋塑膠形成的原因和影響，需要進一步知道什麼資訊? 
(二) 興建垃圾焚化爐是否可以有效解決塑膠垃圾的問題?要能有效減少塑膠垃圾的問題，最關鍵的策略
是什麼? 
(三)海洋塑膠的形成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有哪些? 
(四)什麼樣的誘因，能夠刺激提升減塑的意願? 

 
三、教學架構、內容與活動(圖表或條列文字)(how) 
(一)覺察問題 

1學生進行線上測驗1:認識 SDGs 測驗，並將測驗結果填寫到 GOOGLE共編簡報 
2進行線上測驗2:你在 SDGs世界屬於哪個角色？並將測驗結果填寫到 GOOGLE共編簡報 
3分組討論鍵盤救地球的方法可以有哪些? 學生交流討論後，將小組共識填寫到 GOOGLE 共編簡報。 
4介紹「王宣茹20歲，台版氣候少女｜她的一個鍵盤行動促成全台塑膠吸管禁令」的故事。 
5.觀看影片「搶救鯨豚送牠們回家單元1」(5:21-8:20)，運用焦點討論法提問引導學生進行焦點討
論。 
(二)解析問題 
1.閱讀新聞媒體報導與觀看影片，了解臺灣處理陸地上垃圾的方式。 
2.說明垃圾掩埋場和海洋塑膠問題的關係。 
3.運用光譜表態探究策略，對於「興建垃圾焚化爐可以有效解決塑膠垃圾的問題」觀點進行思考與表

達。 
4.小組討論能有效減少塑膠垃圾問題最關鍵的策略。 
(三)澄清觀念 
1觀看影片「你看不見的微塑膠｜可能性調查署」(1:50-4:00)，思考太平洋垃圾帶(島)的形成跟什麼
人類行為相關? 
2觀察圖三北太平洋洋流與垃圾帶分布圖，推論這些垃圾可能來自哪些國家或區域。 
3概覽「我吃過的塑膠比你吃過的鹽還多 - 塑膠微粒危機」網站資訊 (運用平板或手機掃描 QR-CODE) 
歸納塑膠微粒的誕生過程，哪些項目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 
(四)建立準則 
1觀看怪咖系列影片「關於，半夜夢見林默娘乘著海湧把垃圾全丟進我的未來這件塑，好像是真的」



(0:00~15:00)，進行焦點討論，探究能夠提升減塑的意願的誘因。 

2觀察一般家庭的塑膠回收垃圾，思考塑膠垃圾與哪些生活習慣相關。 
3參考「無所不在的塑膠」、「不塑之客」網站，運用團隊共創法，小組共創減塑行動方案。 
4運用七個好習慣「以終為始」策略，建立減塑宣言。 
四、教學評量或規準 
(一)形成性評量 
1學生能完成「認識 SDGs測驗」，了解 SDGs議題與生活的關聯性。 
2學生能完成「你在 SDGs世界屬於哪個角色測驗」，了解自己在 SDGs世界中可能重視的議題，並思考
該角色能夠產生的行動。 
3課堂自學、思考、小組參與及口語表達表現 
(二)總結性評量 
1完成學思達講義中的引導思考問題 
2參與團隊共創歷程，完成減塑行動方案與個人宣言任務。 

五、省思或建議 
(一)省思 
1課程結合生生有平板實施，可以增加表達與評量的多元性，課前需要明確的規範平板使用的原則，避
免學生課堂中會分心到其他網站瀏覽。 
2靜態課堂實施後，若能搭配實際的淨灘活動以及後續行動方案實踐的反思與交流討論，可以增加課程
的深度與價值。 
3課程講義的運用需搭配學生自學、小組交流或大班表達等策略，課堂中的表達內容也是學習評量的一
部分。 

附件說明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4FS_41mutmI_yaacRdY2vYq92VzEB5R?usp=s

haring  

照片說明 

 

  

學生運用平板進行「認識 SDGs測驗」，了解

SDGs議題與生活的關聯性。 

學生運用 GOOGLE共編簡報，進行個

人表達 

 

 

觀看影片「搶救鯨豚送牠們回家單元1」後引導

進行焦點討論。 

學生進行提問小組討論，並在共編簡

報表達小組討論的共識。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4FS_41mutmI_yaacRdY2vYq92VzEB5R?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4FS_41mutmI_yaacRdY2vYq92VzEB5R?usp=sharing


111學年度海洋教育議題輔導小組 

素養導向海洋文化與藝術教學研習「海洋城市的文化與藝術」 

  

說明：盧佩雯老師講授海洋藝術課程 說明：溫宗翰老師講授海洋文化課程 

  

說明：學員們專心創作 說明：臺灣海洋文化歷史的足跡 

  

說明：學員們的海洋藝術作品 說明：輔導團員大合照 



111年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 

1111026-1111027    111年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 

  

台南市教育局與海洋教育輔導團大合照 臺南市海洋教育輔導團發表 

  

臺南市海洋教育課程發展展示 臺南市海洋教育市本教材分享 

  

透全國海洋教育成果-鯨鯊教案課程教具觀摩 海洋教育輔導團代表成果發表 

 

 



「由水產飲食文化談食安」實施計畫  

學習主題─海洋資源與永續 

112/1/05 「由水產飲食文化談食安研習」 

 
 

黃之暘教授先於會議室介紹中西方不同的食

魚文化 
黃之暘教授講授永續養殖概念 

  

由食魚文化→養殖，進一步論述到應用於生

活中的水產食材挑選方式 

介紹現在與未來食魚趨勢，培養食安與永續

資源利用觀念 

 
 

參與教師齊心合力，與親手製作的料理合照 學員認真製作虱目魚料理中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研習─「鯨豚課程成果發表」 

112/5/18 「鯨豚課程成果發表研習」 

  

邱馨慧老師分享鯨魚與氣候變遷議題的課

程，探索鯨豚對氣候變遷的重要性 

 

許惠茹老師分享運用英語繪本 The Storm 

Whale In Winter，由溫馨鯨豚小故事進行

海洋議題融入之教學 

 

  

薛聖月老師分享減塑教案，介紹生活中與減 

塑有關之企業社會行動 

張教授講解由鯨落形成的海洋生態系統對於 

環境的貢獻 

  

張教授講解台灣與鯨豚的淵源 輔導團員大合照 

 
 



建置海洋教育網路平臺 

  

臺南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頁 臺南濱海智慧王數位學習平台 

  

110年新增「漫畫慢話」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人才資料庫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人才資料庫─產業─營利 海洋教育輔導團隊21人 



辦理跨縣(市)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1)合作單位： 雲林縣戶海中心    合作項目：成果交流與經驗分享  

111.11.24 與雲林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交流 

  

教具教材展示分享 南市戶海中心黃懷慧校長分享 

  

喜樹漁村老街美食製作體驗 繪本、市本教材展示 

  

參觀喜樹阿嬤魚包包店，了解當地常見魚種 會後大合照 

 
 
 
 
 



(2)合作單位： 高雄市戶海中心合作項目： 成果交流與經驗分享  

1120203 與高雄市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交流 

  

致贈感謝狀、紀念品 高雄市王俊哲校長分享 

 

 

教具教材展示分享 海洋體驗課程活動推廣 

  

西門實小邱馨慧老師分享海洋教學課程模式 會後大合照 



 (3)合作單位： 新北、基隆、宜蘭戶海中心    合作項目： 成果交流與經驗分享 

1. 宜蘭臺南戶海中心互訪交流參訪交流(社群對話) 

112/02/08  111學年度「好魚慢食，海洋永續」跨縣市交流實施計畫教師研習 

  

三星國小姚宗呈校長分享宜蘭戶海中心去年

推動成果 

南安國小學生繪本導讀，夥伴們沉浸於宜蘭

的海洋文化中 

  

臺南戶海中心與宜蘭戶海中心大合照 學校互贈感謝狀、伴手禮 

  

林國賓老師介紹南方澳地理位置及歷史背景 走讀南方澳，認識漁船及漁具 

 

 

 



2. 宜蘭珊瑚法界博物館參訪交流(社群對話) 

112/02/08  111學年度「好魚慢食，海洋永續」跨縣市交流實施計畫教師研習 

  

珊瑚法界博物館－賴元淵館長介紹寶石珊瑚 介紹珍貴的紅珊瑚歷史 

  

紅珊瑚的分布及利用 日治時期紅珊瑚在南方澳的加工 

  

分享紅珊瑚雕刻作品 大合照 

 
 
 
 

 



3. 野柳國小、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參訪交流(社群對話) 

112/02/09  111學年度「好魚慢食，海洋永續」跨縣市交流實施計畫教師研習 

  

李明霞老師介紹海科館周遭環境 認識鯨豚的生態 

  

海龜點點名-暖暖高中學生擺攤，老師們熱情

參與 
認識活化石-鱟的一生 

  

贈送伴手禮 大合照 

 

 
 
 



4.  崁仔頂魚市場文化及運作發展探討 

112/02/09  崁仔頂魚市場文化及運作發展探討 

  

夜探基隆海洋文化 講師以圖片輔助說明崁仔頂魚市場的注意事項 

  

學員到崁仔頂魚市場實地踏查 學員和講師討論崁仔頂魚市場中的特色 

  

學員到崁仔頂魚市場實地踏查 半夜三點還在外面的學員 

 

 



5. 海洋大學藻類及水生動物實驗中心參訪(社群對話) 

112/02/10  111學年度「好魚慢食，海洋永續」跨縣市交流實施計畫教師研習 

 

 
涂智欽技正介紹中心養殖的小丑魚 海大水生動物實驗中心認識小丑魚的生態 

  

海大海洋生物培育館藻類資源實驗室李孟洲

教授介紹各種藻類製品 
迫不及待品嘗海葡萄的滋味 

  

認識各式藻類 贈送感謝狀、伴手禮 

 
 
 
 
 



6. 食魚教育教案設計工作坊 

112/03/30  112/06/08  111 學年度「好魚慢食，海洋永續」食魚教育教案設計工作坊 

  
食魚教育教案設計工作坊分成二組規劃及討論教案內容 

 

 

食魚教育教案設計工作坊分成二組規劃及討論教案內容 

 
 

食魚教育教案設計工作坊分成二組規劃及討論教案內容 

 

  



綠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 

 

112/02/24  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事前場勘 

  

童琳茜講師與西瓜田地主商討研習當天流程 西瓜綿的原料-小西瓜，用白色網子包覆避免

小西瓜受傷 

  

商討研習當天事宜 與巧匠臺灣鯛李宗銘講師商討當天課程流程 



112/03/11-12  111學年度臺南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 

  

何宣慶老師介紹魚的身體構造 巧匠臺灣鯛李宗銘講師示範如何抓魚 

  

李宗銘講師介紹魚塭養殖環境 李宗銘講師示範支解台灣鯛 

  

學員嘗試排列復原臺灣鯛 何宣慶老師講解臺灣鯛的骨骼排列 

 
 
 
 
 
 
 



112/03/11-12  111學年度臺南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 

  

林柏源講師介紹台江地理環境 介紹西瓜種植環境及生態 

  

學員親手製作西瓜綿 童琳茜講師教導學員撰寫教案 

 
 

學員分組討論教案架構 學員分組分享教案架構 

 
 
 
 
 
 
 



響應世界海洋日、國家海洋日，辦理海洋相關活動 

112/6/11  臺南市112年國家海洋日 

 

 

臺南市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活動擺攤 臺南市海洋教育輔導團參與活動擺攤 

  

海鮮選擇指南推廣 帶民眾認識最容易發現的海洋廢棄種類 

  

民眾熱情書寫我對大海的承諾 海鮮選擇指南─配對適合吃的魚 

 
 
 
 
 



臺南市國教輔導團 

 海洋教育議題小組 輔導小組輔導員111學年度工作紀錄表 

輔導團職稱：執行秘書 姓名：程怡禎、楊雅秀（現職單位：喜樹國小、成功國中） 

工  作  項 目 及 紀 錄 

     項     

次   目   

數 

分區到校服務 
擔任研習講師 
或觀摩教學 

團內事務(研習)執
行、團務會議出席 教材著作發表、競賽 

時間 學校名稱 時間 活動名稱 時間 事務、活動 時間 刊名 

1 
111年 
9月20日 

將軍國中 
111年 

9月20日 
何憶婷 

111年 
8月11日 

團務會議  年 月日  

2 
111年 
9月21日 

信義國小 
111年 

9月21日 
蔡坤良 
黃懷慧 

111年 
9月8日 

團務會議 年 月 日  

3 
111年 

10月18日 
山上國中 

111年 
10月18日 

何憶婷 
111年 

10月13日 
團務會議  年 月日  

4 
111年 

10月19日 
信義國小 

111年 
10月19日 

林佑霖 
蔡文都 

111年 
11月24日 

團務會議 年 月 日  

5 
111年 

11月15日 
麻豆國中 

111年 
11月15日 

許惠茹 
112年 

2月23日 
團務會議  年 月日  

6 
111年 

11月16日 
柳營國小 

111年 
11月16日 

白政弘 
游安淇 

112年 
3月30日 

團務會議  年 月日  

7 
111年 

12月13日 
沙崙國中 

111年 
12月13日 

沙寶鳳 
112年 

4月27日 
團務會議  年 月日  

8 
111年 

12月14日 
柳營國小 

111年 
12月14日 

楊燕山 
江安紅 

112年 
6月8日 

團務會議  年 月日  

9 
112年 
3月7日 

新興國中 
112年 
3月7日 

何憶婷 年 月 日   年 月日  

10 
112年 
3月8日 

玉井國小 
112年 
3月8日 

蔡坤良 
白政弘 

年 月 日   年 月日  

11 
112年 
4月11日 

文賢國中 
112年 

4月11日 
沙寶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2 
112年 
4月12日 

玉井國小 
112年 

4月12日 
涂家聲、
程怡禎 

年 月 日   年 月日  

13 
112年 
5月2日 

土城高中 
112年 
5月2日 

李欣宜 年 月 日   年 月日  

14 
112年 
5月3日 

歸仁國小 
112年 
5月3日 

黃懷慧 
林洵川 

年 月 日   年 月日  

15 
112年 
5月30日 

鹽水國中 
112年 

5月30日 
許惠茹 年 月 日   年 月日  

16 
112年 
5月31日 

歸仁國小 
112年 

5月31日 
陳儀芳 

邱馨慧 
年 月 日   年 月日  

合計     40    點(一項1點) 

召集人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