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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啟動「三軌共構」的 2.0 版海洋環境教育─成立「海洋教育課程與教

學發展規劃小組」，揭示海洋教育與國際、產業、人才培育接軌 

(圖文/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武曉霞提供) 

為加速因應海洋環境與生態衝擊，並具體落實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結合 12 年國教進

行整體發展，教育部 108 年 4 月 8 日召開第一次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諮詢會議，決議以前

期十二年海洋教育的推動成果為基礎，擬訂更具前瞻性發展方向，期待讓海洋教育能夠與

國際接軌、與產業接軌、與人才培育接軌，並宣示結合 12 年國教新課綱，邁入「海洋環境

教育 2.0」，讓國內海洋教育的推動走入新紀元，也更豐富台灣海洋國家的內涵！ 

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第一次諮詢會議由教育部范政務次長巽綠主持，邀請十多位長期

致力海洋教育的專家學者、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代表、基層教師，會同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教育部綜合規劃司等同仁，諮詢研議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的前瞻性議題。 

教育部 96 年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至今 12 年以來共規劃了三期共 12 年的「海

洋教育執行計畫」，並由國教署協助各縣市成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每年持續補助維運經-

費，並導引各縣市因應區域資源發展海洋教育特色，將推動的內容逐漸落實於課程與教學。 

范政務次長表示，海洋教育推動多年來已經獲得初步成效，但是仍然需要海洋教育中

央教材的導引、師資能力的持續提升、獎勵制度的有效建置；尤其在發展方向上需要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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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確地與國際、產業、人才培育接軌，因此教育部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才能將海洋

教育落實於課程與教學，以培養海洋國家具有高度海洋素養的國民。 

海洋教育白皮書撰稿者、高雄科技大學副校長俞克維指出，當人們從海洋魚蝦體內都

可驗出塑膠微粒，影響食品安全，海洋教育刻不容緩。繼聯合國活動去年主題「避免塑膠

污染」，今年 6 月 8 日世界海洋日將以「性別與海洋」為主題。對此，教育部也正密集規

劃在世界海洋日前後推出符應海洋環境主題的全國海洋教育週，以及後續海洋教育推手獎

等系列活動。 

與會學者專家也提出未來海洋教育在課程與教學發展上的方向，包括增加政策強度及

說明、新課綱中的海洋教育實質內涵可連結國際海洋素養內涵、海洋教育環境教育相互融

入、編輯海洋教育全國性教材、海洋教育師資培育、協助各縣市發展在地海洋元素、連結

職探中心推展海洋技藝教育、直接補助教師團隊發展特色教學、盤整既有資源發展教學包

以提供教師便捷運用、媒體製作科普教材、保育食農親水愛海永續發展素材以及尋求跨部

會合作提供場域親身體驗學習教學資源等，皆備具時代性與前瞻性策進作為。 

國教署彭富源署長亦指出，在短期內教育部可進行相關工作，使海洋教育政策論述精

緻運用，且以學生為主體來研發教材與學習媒材，並強化海洋教育師資及建立海洋教育人

才庫。國教署為了讓各縣市的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能夠具有研發與輔導之能量，除了尊重

已經設有海洋教育輔導團之縣市的運作模式，對於尚未設置輔導團之縣市，將協助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增加課程研發與推廣功能，讓各縣市的海洋教育都能夠發揮研發、創新、推廣、

增能的功能。 

范政次表示，這是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第一次諮詢會議，未來將成立「教育部海

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規劃小組」，進一步彙整學者專家提供的意見，並持續擴大蒐集各

方見解，以連結國際、連結產業、連結人才培育為方向，規劃出前瞻、整體、具體可行的

發展策略，在迎接 108 新課綱的同時，一起邁入「海洋環境教育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