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海洋教育領域輔導團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分區到校輔導紀錄 
 

一、基本資料 

1.參與學校 

(1)主辦學校：北門區北門國中 

(2)參與學校：佳里國中、佳興國中、學甲國中、竹橋國中、後港國中 

西港國中、將軍國中、北門國中 

 
2.服務日期：101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 

3.服務時間：下午 1：30～3：40 

4.參加人數：28 人 

5.紀錄人：北門國中  陳嘉偉 

 
二、海洋教育輔導團 

1.輔導團領隊：成功國中張晉福校長 

2.輔導團成員：佳興國中校長  江俊賢  西港國中校長  林永上 

成功國中組長  陳勁志  中山國中  何憶婷 

和順國中  黃宗群   歸仁國中  馬文一 

 
三、到校服務諮詢紀錄 

1.海洋教育輔導團國中總召—張晉福校長 

感謝各位老師們的參與。自 1982 年聯合國提出「海洋法公約」、「海洋憲章」，台灣

也在 2001 年後陸續提出：「海洋白皮書」、「海洋政策白皮書」、「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並於 2007 年訂定「海洋教育」議題課程綱要。在課程綱要中涵蓋海洋休閒、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海洋科學、海洋資源五大主題軸，發展出 16 細類及 116 條能力指標，期望

培育「親海、愛海、知海」的學生。 

海洋教育不僅與自然領域有關，其中的海權、海洋經濟產業都與社會領域的教學內

容相關，希望各位社會科教師能在課程中儘量進行融入教學。此外，也要進行游泳教學，

或在體育課或在暑期輔導課都可以。 

 
2.海洋輔導團國中輔導員—中山國中何憶婷 



(1)閱讀課：進行小說閱讀 

《代號：小魷魚》：一本由旅英作家林滿秋在調查台灣漁村兩年後，寫下的一本充

滿濃濃台灣漁港味道的兒童成長小說，主角林順英的每個同學都有一個海洋生物的綽號，

帶出每種海洋生物的特性，而同學們的家長職業有近海、遠洋漁業，也順勢介紹這些職

業的辛苦、風險及遭遇的危機。文末，孩子們長大了，也從漁業面臨的危機中找到新契

機，仍繼續從事與海洋相關的職業。 

書籍由「愛的書庫」借出，讓學生在週末閱讀，閱讀課中教師可以設計提問與學生

討論書中有關海洋教育的部分。 
 
(2)暑期輔導課與科普閱讀社團：科普短文閱讀、影片欣賞 

《揭開海蛇的神祕面紗》除了讓學生認識海蛇，更重要的是明白觀光活動如何與海

洋保育達成平衡。文章篇幅為一頁，另一頁設計六題提問，教師可以讓學生一段一段朗

讀，瞭解每一段段落主題，最後藉由筆記策略與學生一起將文章結構整理後，再回答提

問。 

《海浪裡的塑膠垃圾》是一篇科學人雜誌的科普文章，閱讀過程中可以搭配塑膠垃

圾對海洋生物造成危害的照片，最後整理文章結構，討論提問。 

《魚線的盡頭》是一部紀錄片，片長 83 分鐘，觀看完後，透過閱讀理解策略，老

師又指引學生瞭解整個影片結構：無魚的現實狀況、海中大型魚類消失的原因及影響、

及人類可以採取何種行動避免漁業枯竭。最後的評量，則是讓學生以記者身份完成一則

海洋保育的相關報導。 
 
(3)融入教學 

如果老師還是沒有時間可以推海洋教育，也可以利用融入教學，例如：國一地理的

第三章為海岸與島嶼，教師上課時可以搭配海洋保護區投影片進行融入教學，讓學生瞭

解沙岸與岩岸的海岸風貌、經濟利用，同時又瞭解國家海洋保護區的分級政策。 
 
(4)如何備課 

以科普閱讀推動海洋教育時，可以選用科學人文章，篇幅不必太長，有圖表更佳。

學校內也可以成立教師社群，共同備課。此外，今天分享的教案資料，大家有需要可以

逕行由海洋輔導團網頁下載！ 

 
四、散會 

 
  



臺南市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輔導團辦理「分區輔導到校服務」 
滿意度調查問卷 

 
一、基本資料 

領域名稱 承辦學校 日      期 備      註 
（參加人數） 

海洋教育 北門國中 101／11／22  13：30～16：30 28 人 

 

二、滿意度調查（請打ˇ）％ 
                項目 

問卷內容 
非常滿意 滿意 尚滿意 尚需加強 建議事項 

1.時間安排 81% 12% 7%  
 

2.課程內容 88% 12%   
 

3.對教學上的幫助 80% 23%   
 

 

三、教師回饋意見 

1.下次您最想參加研習主題／方式？ 

(1)參訪活動（例：井仔腳燕鷗） 

(2)人權教育 

 

2.您希望增能的課程或教學方式？ 

(1)實做教學課程 

 

3.其他建議： 

(1)希望可提供相關海洋教育教材或影片供老師使用給學生看 
  



 

 

 

 

 

 

 

 

 

 

 

 

 

 
何憶婷老師分享以閱讀配合地理課教學課程推動海洋教育的實例 

 

 

 

 

 

 

 

 

 

 

 

 

 

 

 

 
張晉福校長進行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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