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11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海洋教育議題輔導小組 

「海洋城市的文化與藝術」實施計畫 

學習主題─海洋文化、藝術研習成果 

 
壹、執行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貳、活動對象： 

（一）本市海洋教育輔導員一律參加。 

（二）本市國中小藝術與人文領域、社會或高年級導師。  

（三）大北門區(北門、學甲、將軍、七股、西港、佳里區)國中小至少派一名教師參加。  

參、參與人次：32 人 

肆、課程（活動）內容概述： 

1. 海洋藝術欣賞與實作-雙春國小盧佩雯老師 

2. 海洋文化– 
《我的媽呀！林小姐》-民俗亂彈執行編輯溫宗翰  

一、臺灣人是航海王後裔  

二、海洋與生活行事  

三、歲時節日中的海洋文化 

四、民間信仰中的海洋文化 

五、傳統表演藝術中的海洋文化 

      六、傳說與禁忌中的海洋文化  

       七、靠岸：作一個海島子民 

※ 海 洋文 化 –《 我 的 媽呀 ！ 林小 姐 》 課 程大 綱 補充 說 明 : 臺灣為海島國家，本島四面

環海，周圍諸多離島與之繫聯，人們生活其中，形成特殊的半 農半漁經驗；早期渡海移民來

臺生活不易，落地生根後，往往隨著環境變遷，重新錨定自己的 生活文化步調，因而形成今

日的臺灣民俗。本場演講意圖從日常生活中的民俗思維，重新探索 自己作為海島子民的文化

記憶。 

 

 

 



貳、執行成果與檢討 

一、執行成果彙整 

 研發成果： 

（一）提昇教師對海洋教育課程綱要的知能與海洋課程融入教學之能力。  

（二）整合各項教育資源與資訊，增進教師教學效能。  

（三）藉由專業知能成長活動，全面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活動內容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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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回饋（包含執行者及參與者）： 

執行者 

每年辦理不同海洋教育議題的研習及分享，希望參與者能了解海洋教育內涵、課程與
教案示例、網站資源、海洋藝術及海洋文化的概念，提供參與的老師們一個完整的海
洋教育概念與實務，希望能引導大家一同推廣海洋教育。 

參與者 

透過本次研習，對海洋藝術及海洋文化有比較完整的認知；透過輔導團主持校長的介
紹，才知道原來臺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上有許多可以利用的教學資源，還有臺
灣海洋教育中心的資源也非常豐富，也可以獲得實務上教科書內的海洋教育連結。很
感謝 2 位講師用心的分享，讓我們有了更多可以參考的教學內容。 

 質性成效 

             （一）能提昇教師海洋藝術與文化知能，深化永續海洋理念。  

             （二） 能落實海洋教育內涵，重建人類與海洋的新倫理。  

             （三）全面結合海洋教育資源，營造大臺南市海洋教育環境。  

             （四）建構海洋教育的支援網路，促進海洋策略聯盟發展。 

二、問題檢討與改善 

 過程檢討： 

參與本研習的老師對海洋藝術的教學融入比較有概念；海洋文化僅有少部分的認識，
資源的取得及運用比較不熟悉。 

 問題發現： 

研習過程中老師們認真參與研習，對海洋藝術及海洋文化基本內涵有了比較完整的認
識，透過實作及專家的講授，也獲得許多海洋教育相關的知識及資源，進而能運用在
自己的學校教學過程中。 

 解決或改善策略： 

舉辦相關研習，鼓勵老師參加，強化老師們的相關知能。 

參、附件 

 教育局公告 

 



 研習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