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實十二年國教看待海洋教育的核心素養 
                                                  陳昌維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小輔導主任 
                                                 論文摘要 
   海洋教育以陸地的思維來看待海洋的需求，台灣四面環海，海洋教育在十二年國教的融入中應以海洋為中心為思考，轉換思維，重視海洋汙染、海洋濫捕、
海洋生態、魚源枯竭等問題，喚醒對於海洋的尊重與責任。 
   本論文以心理層面、環境層面、文化層面來分析海洋教育，十二年國教的海洋教育內含應兼顧：心理層面以愛海的寬闊、知海的奧妙、親近海洋；文化層
面以認識海洋文化歷史，海洋宗教信仰、海洋文學藝術；環境層面以暸解海洋生態、珍視海洋資源、重視海洋環境汙染、海洋與氣候變遷。 
    翻轉思維，以海洋的視野來看待十二年國教的實施，釐清海洋與人的關係、海洋專業深入、成為海洋的主人。 

壹、前言 
   台灣四面環海，先民陸續渡海來台開墾，成為台灣
人，我們該謙虛地認識我們周遭的環境，認識海洋對於
我們的影響，達成海洋教育白皮書中的｢海洋立國｣，藉
著十二年國教實施之際，海洋教育成為翻轉的契機。 
   從海洋教育的核心素養：海洋的休閒、海洋的歷史、
海洋的經濟、海洋的文學、海洋的藝術、海洋的民俗信
仰、海洋的資源、環境的保護與生態保育等觀點來審視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所要達到的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適性楊才、多元進路、優質銜接等目標建構一個屬於以
海洋為核心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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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五大主題軸及細類數量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國中階段 

1.喜歡親水活動，並
重視  親水的安全性。
2.喜愛閱讀並分享海
洋的 故事。 

3.認識水的特性及其
與生活的關係。 

4.瞭解河流或海洋環
境保護與生活的關
係。 

  

 1.具備游泳基本技能， 
並分享親水活動的樂趣。

 2.瞭解家鄉的水產相關
職業。 

 3.欣賞海洋文學與藝術
作品，認識海洋民俗活
動或信仰，並嘗試創作
海洋文學、藝術作品。 

 4.認識常見的海洋生物。
     5.瞭解家鄉常見的
河流或海洋資源及其保
育方法。 

  

1.熟練游泳基本技能。 
2.瞭解臺灣海洋資源開
發的概況。 

3.瞭解臺灣海洋文化，
並領略海洋冒險、進
取的精神。 
4.瞭解海洋自然科學的
基礎知識。 

5.瞭解臺灣基本的河流
與海洋資源，並積極
參與海洋環保活動。 
6.涵養熱愛海洋情操與
增進探索海洋知識的
興趣。 

  

1.熟練水域求生技能，並
從事  水域休閒運動。 

2.瞭解海洋產業的結構與
發展，以及主要海洋法
規與海域主權。 

3.比較臺灣與其他國家海
洋文化的差異。 

4.具備海洋自然科學的基
礎知識及瞭解海洋科技
發展。 

5.認識常見的海洋資源與
可再開發的再生資源。 

6 涵養人與海洋和諧共處
的價值觀，培養熱愛家
鄉，熱愛海洋的思想情
感。 

  

參考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海洋教育) 修訂說明 

       目標分類 
年段 

  
認知 

  
  情意 

  
行動 

低年級 3 2 0 

中年級 3 1 1 

高年級 4 1 2 

國中階段 4 1 1 

貳、翻轉思維-海洋教育融入十二年國教課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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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二年國教海洋教育核心素養 
   九年一貫課程海洋教育議題融入以情意層面為主軸，
走向認知層面，個人認為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中應拉近
學生對於海洋真實的認識，應從海洋認識的生命開始，
聖經創世紀第一章第六節：｢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
將水分為上下｣。第九節：｢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
處，使旱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地球是最初從有水
而開始的，水是生命的起源，以地球為其角度，海洋是
生命的起源，從生命的演變開始，可以讓學生更了解水
對於地球的重要性，施宜煌（2012）認為海洋教育為環
境教育推展的基礎，林瑞榮（2011）認為海洋教育是一
種生活教育、人格教育、是一種民族精神教育，海洋教
育應把客觀變為主觀，彰顯海洋課程主體性。 
   海洋科學、海洋休閒、海洋文化、海洋資源依舊有其
必要性，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了解海洋；回應海洋政策
白皮書｢海洋立國｣的理想，個人認為應從海洋國際社會
中來看待台灣，林瑞榮（2011）年認為海洋教育是一種
世界觀教育，海洋是無國界的，世界上許多國家視海洋
為海洋國土觀念，藉著海洋可以貫串整個世界，以海洋
為主的國際教育是至可以不重視的。 

二、翻轉的機會-知行合一 
    ｢海｣是象形文字，說文解字：｢海，天池也。以纳百
川者｣，海在金文的意思是萬川之母；｢洋｣在甲骨文中意
是水深而寧靜，水面安詳之意。海洋的廣義解說包含了
與水域相關區域。的從日本的海洋教育課程以親海、知
海、護海、用海為其課程主軸；這樣的海洋教育課程主
軸使學生能夠掌握海洋，九年一貫課程海洋議題修訂時
也參考日本海洋教育課程，十二年國教中個人認為應培
養出知海、愛海、親海的基本能力，從認識到掌握的過
程是相當重要的。 
   海洋教育議題能力指標研訂從民國96年1月開始至10
月修訂完成，經過文獻分析、辦理實作研習、辦理專家
諮詢會議、焦點座談、訪問專家學者、網路徵詢意見、
辦理公聽會等嚴謹歷程，其對於中小學能力指標針對8、
10、15、18歲的學生都有詳盡的描述，其研訂的遠見規
劃是十二年一貫了，但是針對推動數年來社會的變遷及
時代的進步，也需要有一些檢討的空間，以期待海洋教
育的實施能夠更加臻於完善。 
  教育部從民國97年落實海洋教育具體目標也提出推動
策略:設立海洋課程研發中心、成立專家輔導團及海洋教
育核心學校、充實教師基本培育課程、支援學校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等，歷經多年的實施，推動也有些績效，但
我們也不容置疑有相當多的限制。  
    國民中小學教師對於海洋教育的實施扮演相當關鍵
的角色，教師對於海洋教育的先備知識是否充足，能力
指標的解讀的能力是否需要加強，是否有完整的課程地
圖、教學的過程是否能夠引起有效的學習，教材的運用
及評量，周遭海洋資源的運用及課程評鑑，對於海洋教
育的實施都具關鍵。 
     綜上所述，海洋教育為新興的議題，在九年一貫課
程推動過程中有許多值得檢討與改進之處，在十二年國
教中應化被動為主動，生命的演變是從海洋到陸地，水
是滋養萬物的泉源，認識生命的演變能使學生更珍惜海
洋、認識海洋；海洋的精神應該是勇於冒險犯難，拚搏
的精神，是一種人格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生活教育，
培養學生放眼世界的胸襟，在教材教法上應貼近於學生
的需求，聯絡各地區海洋資源教育中心、海洋中心學校，
務實發揮知行合一的精神。 

叁、落實海洋教育實施層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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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境層面分析 

台灣  海洋的環境層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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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華國小樂活課程實施 

肆、五華國小重視游泳發展 

    五華國小游泳課程從民國93年起開始和新北高中
游泳池合作，推展五、六年級游 泳課程，游泳課程
共分為十級 

    教育部有鑑於加強學生游泳與防溺的能力於101年有游泳能
力121專案計畫，將游泳能力基本指標分為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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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增加 

比例 

 101年度102年度 46%（101年度）   65%（102年度）     
19% 

 102年度103年度   36%（102年
度） 

  61%（103年度）     
25% 

   五華國小從101年度起教育部頒布游泳標準後實施游泳教
學，相同的學生經過兩年游泳教學的實施，通過游泳檢測三級
的人數比例101年度與102年度比例增加19%，102年度與103年
度比例增加25%，顯示實施游泳教學的實施通過教育部三級以
上的學生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伍、五華國小樂活之星課程規劃 

           項目           

課程 

  名   稱    課程發展內容 

主題課程 淡水河逍遙遊 認識淡水河濕地生態了解 

春日樂遊線 五股濕地之旅 認識五股溼地生態及古蹟 

夏日避暑線 紅樹林之旅 認識淡水河紅樹林的植物生態 

秋日賞風線 社子島之旅 認識基隆河與淡水河交匯的社子島生態 

冬日慢活線 塭仔圳之旅 認識古蘆洲運河生態 

        項目 

課程 

  名      稱  課程發展內容 

主題課程 水域安全及慢活體驗 認識水域生態安全及二重疏洪道慢活 

春日樂遊線 新北高中游泳池水域教
學 

游泳初步學習、安全自救、腹式呼吸 

夏日避暑線 認識淡水河潮水漲潮及
退潮 

認識淡水河不同時間漲潮及退潮及淡水河
生態 

秋日追風線 認識淡水、社子島、淡
海 

認識海洋及河流生態 

冬日慢活線 認識淡水河水路的生態 乘船體驗篳路藍縷淡水河 

   綜上所述，五華國小在實施十二年國教之際，推展
海洋教育從游泳能力開始，再配合腳踏車及渡輪藍色
公路的角度認識淡水河系，發現淡水河生態與海洋生
態之間的關係，探索自己的家鄉，重新定義自然與人
的關係。 

陸、結論 
一、落實知行合一為十二年國教海洋教育核心素養途徑 
二、掌握海洋教育議題融入各領域應注意心理、文化、環境層面的 關係 
三、翻轉思維，主動探索，充實學生必備能力，以海洋生態的視野看待海 
    洋，成為海洋的主人 
四、落實環境教育的實施為推動海洋教育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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