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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融入七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之行動研究 

陳麗巧 

基隆市碇內國中教師 

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海洋，是地球上許多生物生存於其中並賴以維生的重要環境。四面環海的臺灣，海岸線

長達一千兩百公里，與海洋關係密切。海洋蘊藏豐富水資源、替代能源、礦物資源、生物資

源及觀光資源，人類自海洋取得許多資源，如食物、鹽、能源、礦物 …。但是人類的許多作

為卻嚴重影響海洋環境，垃圾、肥料、重金屬…隨著河川流入大海，造成許多海洋汙染問題

（鄭明修，2008）。面對海洋環境日益惡化，根本解決問題的最好途徑是教育，從學習海洋

知識、接觸海洋、覺察海洋環境問題與建立環境倫理來培養學生的海洋意識，可以加強學生

對海洋環境保育的認知及責任感。 

研究者教授七年級 (國一)自然。課程以生物為主角，認識生物的組成、生理運作、生殖

方式、遺傳、演化、物種分類、生態、人類與環境等。教科書中，多以陸地生物或人類為例，

甚少特別提及海洋生物。如果將學生帶到海邊，透過適當的課程引導，應該可以讓學生與海

的距離更近，達成海洋教育親海、愛海、知海的目標。而且屠璦華（2011）的研究發現：基

隆市國中學生親海行為有助於其對海洋生態保育的態度與海洋生態保育的行為；李恒澔

（2007）的研究發現：參觀海洋相關展場的次數愈多，愈可以提升學童的海洋環境知識與態

度。可是在國中階段，單一科目老師安排戶外活動，需調整學生的班級課程與教師的任教課

表，還需徵求學校行政與家長的同意等行政流程，讓國中老師極少安排戶外活動課程。 

二、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要探討的是海洋教育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的可行性，以及實施歷程中出

現的困境與與解決之道，呈現海洋教育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中可能的實施方式，藉

由研究者設計海洋教育教學分案融入教學中，並行動研究以探討以下問題：  

(一)發展海洋教育融入七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教學方案之歷程與困境為何？  

(二)研究者在教學方案實施歷程中的成長與省思為何？ 

三、重要名詞解釋 

(一)海洋教育 

海洋教育是關於「人與海洋如何適切互動」的教育，經由教育的歷程而得以獲得人與海

洋之間的適切性(吳靖國，2008)。本研究所指的「海洋教育」，乃是針對國中七年級學生所實

施的海洋教育課程，定義為:「教師以海洋為主題設計課程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中，

引導學生去認識海洋、關懷與親近海洋，並能保護海洋環境。」 

(二)融入式教學 

教育部強調海洋教育應以重大議題的方式融入各領域教學(教育部，2009)，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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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的融入式教學設計，不以外加的時數來進行海洋教育，而是將海洋教育內容融入各學習

領域原來的教學時數中，以原來的教科書為主，而在教學歷程中進行海洋概念的延伸或補充。 

(三)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2003年頒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育部，2009)，本

研究所探討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採用之。因而本研究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以國

中七年級的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內容為基礎，培養學生科學素養及對海洋正確的價值觀與

海洋基本能力與知識，達到人與海洋永續發展為目標的教學。 

(四)流水學習法 

流水學習法（Flow Learning）是自然教育家Cornell所提倡的戶外體驗教育，強調以自然的

步驟來體驗自然，其活動步驟分為四個階段：喚醒熱忱、集中注意力、直接體驗、分享啟示。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為探討海洋教育融入七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設計與實施成效，因此以海

洋教育課程融入式設計與實施為研究主題，並以觀察七年級教學活動進行的歷程與學生學習

表現。研究內容、研究對象及研究場域、研究時間分述如下: 

(一)研究內容：本研究是透過設計七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融入海洋課程，並實施實驗教

學，進行現場觀察與有系統的蒐集資料，找出教學現場所發生的問題，並根據問題加以分析，

提出改進方案，再一次實施後，檢驗改進現象與實施後的影響。 

(二)研究對象：本研究是以研究者任教的基隆市碇內國中一0一學年度七年級兩班學生計58人

為研究對象。 

(三)研究場域：體驗教學場域為基隆市潮境公園的潮間帶。 

(四)研究時間：自2012年9月起至2013年12月止。 

貳、 文獻探討 

一、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教學內容與體驗教學 

自遠古以來，人類觀察生活與自然中的各種現象，產生好奇與探究之心，研究各種事物

與現象變化的道理，透過推論與實驗歸納出科學原理與原則，於是產生科學；同時巧妙的運

用科學原理與材料，以適應環境、改善生活，於是乃有技術 (歐陽鍾仁，1992；教育部，2008) 。

期待透過科學教育引導學生能應用所習得的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將之應用於解釋或解決日

常生活所見的問題，以及對自然與人文環境的關懷。  

教育部在課綱中明訂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須包含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自然界的作用、演

化與延續、生活與環境、永續發展五大課題:  

課題一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包含地球的環境、物質的組成與特性、地球上的生物、生物的

構造與功能五個主題； 

課題二自然界的作用包含改變與平衡、交互作用兩個主題； 

課題三演化與延續包含生命的延續、地球的歷史兩個主題； 

課題四生活與環境包含創造與文明、生活中的科技、環境保護三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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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五永續發展包含保育、科學與人文兩個主題。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由出版社依據課程綱要編寫教科書，提供教學現場的師生作為學

習的煤介，教科書是達成教育目標的工具，是課程與教學間的主要聯結，是師生對話的橋梁，

是學生在課堂上獲得之事的主要來源；教科書是教師教學的主要指引，也是學生主要的學習

材料 (吳靖國，2009：21-22) 。故研究者針對目前任教的七年級翰林版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

書選擇與海洋教育相關的單元設計融入課程。 

體驗學習教學是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習變得活動化、趣味化，不再侷限在教室，使學習

變得主動又有趣。研究者查詢體驗教學在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實施之相關研究發現，運用流

水學習法實施體驗教學的成效良好，且對學生在自然環境的認知、態度、行為有明顯提升。

例如:林惠雯(2010) 利用「流水學習法」在生態園實施「自然與生活科技」之「水中生物」

單元教學對學生學習的影響，發現教學後實驗組學生學生的學習興趣與認知能力生態保育學

習態度生態保育行為有顯著差異；蔡佩珊(2008) 以「流水學習法」為基礎發展「認識校園貓

頭鷹與鳥巢箱」課程教材，課程實施後學生對於貓頭鷹認知及對貓頭鷹態度、環境態度有正

向影響。而且劉碩琦(2003) 進行流水學習法與一般解說教學法之比較研究，發現「流水學習

法」與一般解說教學法在學生之植物認知上的學習皆有明顯效果，而且「流水學習法」在學

習認知上顯著優於一般解說教學。 

流水學習法是美國自然教育家 Cornell(1995)所發展融和知識與熱情的「體驗自然」學

習法。Cornell強調以自然的步驟來體驗自然，其活動步驟分為喚起熱忱、集中注意力、直

接體驗、分享啟示四個階段，分述如下： 

(一)第一階段：喚醒熱忱。 

從事戶外教學活動，想要成功，一定要有一個好的開始。這是一個暖身的活動，拉近老

師和學生以學生及和環境間的距離。 

(二)第二階段：集中注意力。 

學習有賴專心，則是注意力和敏感度的培養，以上兩個階段都是為了下一個階段的親身

體驗活動所做的準備工作。 

(三)第三階段：直接體驗。 

此學習法最重要的一環，強調每一個人運用自己的五官和心靈去領略自然，獲得第一手

經驗的重要性。帶領學生看到、聽到、摸到、經歷，親自理解自然價值。 

(四)第四階段：分享啟示。 

    實際和自然交會的體驗，內心產生對自然的靈感和啟示與人分享，將實際上與環境互動

所感受到的歡欣、啟示、領悟、鼓舞等情感和同伴分享。將自己深刻的體驗和感想，以口述

的方式和大家分享，經由分享的過程，個人內心深刻的體會得以釐清和強化。(方潔玫譯，1994) 

研究者任教的地區--基隆市，為臺灣重要港口，相關的海洋教育資源豐富，有海岸生態

環境、景觀、文化與多樣性的海洋生物，以及海洋教育展場與體驗場所，例如:海洋科技博物

館、陽明海洋文化館、和平島、潮境公園等。Cornell 強調以自然的步驟來體驗自然，透過一

連串的戶外活動，引導學生產生對環境的尊重與喜愛，故研究者將海洋教育的課程以流水學

習法融入於自然與生活科技的教學中，並採用其四階段流程設計教學。 

二、海洋教育與教學相關理念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1988)，將海洋教育視為教育的一種過程，在此過程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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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識海洋的環境，以及組成海洋生物、環境間的交互作用，以產生知識、技能和價值觀，

以期能重視與解決目前或未來海洋環境與生態的問題。林瑞榮(2011)認為中小學階段海洋教

育乃是要促使學生學習到海洋相關知識，培養海洋人文素養，對海洋產生情感認同，提升對

海洋相關議題的關懷態度與能力，並能發展將來對海洋保育及海洋永續開發的具體行動力。

吳靖國(2009)提出「海洋教育」是有關「人與海洋如何適切互動」的教育，經由「教育」的

歷程而得以獲得人與海洋之間的「適切性」。 

根據教育部於2008年5月28日公告的中小學海洋教育課程綱要中指出海洋教育課程目標:

國民中小學應塑造「親海、愛海、知海」的教育情境，讓學生親近海洋、熱愛海洋與認識海

洋。藉由海洋休閒或參與生動活潑的海洋體驗活動，分享其體驗經驗，從親近海洋歷程，導

引熱愛海洋情操與增進探索海洋知識的興趣。 

三、 海洋教育融入教學相關研究 

    研究者探究海洋教育融入教學相關研究，一些研究顯示在國中小階段實施海洋教育教學

活動可以增進學生在海洋方面的認知，也可以提昇學生對海洋的態度；當海洋知識越正確，

表現出來的海洋保育態度也越積極正面。在實施海洋教育的教學活動，不要只是在教室內進

行，教師可利用多元化的課程設計，如：室內課程之網路連線、影片教學、閱讀、教學簡報，

輔以戶外教學課程。這樣的課程設計不僅可讓學童的學習印象更加深刻，更藉由親近海洋的

過程而喜愛海洋，並激發學生對海洋有興趣，繼續探索海洋的奧秘。(林淑敏，2006；林昱翰，

2011；洪家蓁 ，2011；李恒澔，2007；李明嘉，2006；吳信德，2009；洪家蓁，2011；陳采

綸，2006；黃沁華2012 )但是相關研究對象多為國小學童，鮮少以七年級融入海洋教育之研

究，故研究者想設計融入任教之七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海洋教育課程，探究課程實施 

方法與流程。 

參、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海洋教育教學方案緣起於研究者想要帶給學生與海洋正向互動體驗經驗，研究者透過課

程設計與現場教學，系統地蒐集資料與進行現場觀察，找出教學現場所發生的問題，並且根

據問題，加以分析，提出改革方案，加以實施後，仔細地檢驗改革的影響，由於本研究結合

「行動」和「研究」，故採用「行動研究法」來進行研究。 

二、研究參與者 

    研究者完成海洋教育課程設計後，邀請具課程設計相關背景的教師參與專家座談，共同

檢視海洋教育教學的課程設計。李老師畢業於花蓮教育大學社會科教學研究所，在國小教學

年資超過二十年，參與教科書的編輯、國小社會領域輔導團，常參與海洋教育工作坊活動；

李老師協助檢視教學活動設計，提供建議。在每一次循環教學結束後，針對教學過程進行檢

討，請專家教師提出修正意見，以利調整下一循環的教學安排。 

    在教學現場安排協同研究者郭校長參與觀察與記錄，郭校長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教育

系，完成修習教育研究所的四十學分班，在教學年資超過二十年，擔任校長 15 年，曾經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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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教育局課程督學；研究者在進行教學時，郭校長進行觀察記錄，並在課後與研究者針

對教學流程及學生反應進行討論。 

三、研究流程 

    流程的規劃分為:初期的問題界定、中期的行動研究以及後期的報告撰寫三個階段，如圖

3-1 所示： 

 

 

 

 

 

 

 

 

 

 

 

 

 

 

 

圖 3-1行動研究流程圖 

四、研究場域 

(一)七年甲班、乙班 

本研究執行於研究者任教的七年級年甲班、乙班，甲班有28名學生，其中男生17人，女

生11人；乙班有30名學生，其中男生15人，女生15人。兩班學生活潑聰明，喜歡閱讀、運動，

上課時勇於發表自己內心的想法，也能專心聆聽其他同學的發言。只是大部分學生由於家長

忙於工作及對學科課業成績的重視，鮮少安排休閒活動。 

(二) 體驗教學場域 

    研究者的體驗教學以基隆市八斗子潮境公園為課程進行之海灘，先針對此場域說明如下： 

    潮境公園位於八斗子半島東側，北寧路369巷旁，臨望海巷海灣（或稱為換番大澳），原

為垃圾掩埋場。潮境公園現為海洋科技博物館管轄。進行淨灘體驗與觀察潮間帶生物課程的

分析情境，確立研究主題 

 文獻探討 

擬定海洋教育課程教學計劃 

專家座談 

執行海洋教育課程教學計劃 

行動反思 

蒐集與分析資料 

撰寫研究報告 

問

題

界

定 

行

動

研

究

階

段 
報

告

撰

寫 



6 

海蝕平台位於長潭里平浪橋下，此處潮間帶廣闊、潮差僅50公分，適合進行海岸體驗活動(潘

美璟，2005)。 

肆、 教學設計與實施 

一、課程設計 

(一) 初步規劃 

研究者認為國中小學實施教學應善用校外有利資源，臨海的基隆本身就有很好的環境。

於是將海洋教育有效的融入正式課程與利用海洋教育相關社教館所，就成為研究者想要設計

海洋教育融入第一版教學方案的初衷。 

設計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課程是以參訪海洋教育展場及潮間帶生物觀察為主要體

驗活動，包含潮間帶尋寶、探訪區域探索館、教室外的海洋教育、海洋環境議題四個主題: 

1.潮間帶尋寶：融入教科書第四章第四節動物界、第五章第三節生態系，透過實地尋找潮間

帶生物的活動，了解海洋生物與陸地生物的差異，並觀察生物如何融入環境之中不被獵食者

發現，親身體驗海水漲退潮、海岸環境之多樣性與人工化的情形。 

2.海洋科技博物館之區域探索館參訪：融入教科書第六章第一節人類與環境，透過參觀海洋

相關展場，認識基隆在地海洋文化與生活連結。 

3.尋找學校外的海洋教育資源：融入教科書第六章第一節人類與環境，分組(5人一組)蒐集海

洋教育相關學習資源，模擬規畫校外教學活動。讓學生學習海洋體驗活動的過程中，認識基

隆在地的海洋學習場所。 

4.海洋環境議題探討：融入教科書第六章第一節人類與環境、第六章第三節保育與生態平衡

分組(5人一組)蒐集所抽到海洋環境議題資料，統整後以簡報檔向同學報告說明。議題—A海

上垃圾島、B西元2048無魚可食、C臺灣的海岸利用現況、D臺灣的魚獲現況、E養殖漁業對

環境的影響、F墨西哥灣漏油事件與溼地生態保育態度之相關情形。 

(二)建構教學模式 

研究者透過文獻探討，尋找海洋教育融入七年及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的單元為第二冊第

五章生物與環境生態及第六章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以流水學習法四階段為教學步驟，設計

以海洋為主題的教學活動，並運用影片、小組討論、小組探索等教學策略建構教學模式如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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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海洋教育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模式圖 

課程著重在對海洋環境的基本認識，如潮間帶的環境特性，進而瞭解海洋生物生活於特

定環境、瞭解水域或海洋生態系的特性等。透過淨灘及觀察潮間帶生物體驗活動，讓學生合

作完成任務及淨灘垃圾記錄，了解海洋環境惡化情形。應用潮間帶環境為媒材融入學習領域

的教學，並採用 Cornell 的流水學習法（Flow Learning）的四階段進行海洋教育的教學設計。 

二、教學實施 

(一)第一次循環教學的歷程 

    在第一循環課程實施前，研究者完成初步課程設計後，延請專家教師共同進行討論與修

教學步驟 教學重點 
   教學策略 

運用講述、播放影

片，輔以相關圖片與

報導引發學生學習

動機 

喚起熱忱 
海洋環境現況 

運用小組積分計算及

教師錄影、錄音之策

略讓學生聚焦於學習

主題 

集中注意 思考解決方案 

運用小組合作觀

察、討論、探索、

學習單等教學策

略，讓學生覺察問

題，尋找答案 

。 

海洋環境體驗活

動 
  直接體驗 

運用小組討論、發

表，讓學生進行回

饋與省思 

能表達體驗海洋活

動中學到的海洋知

識、接觸海洋的感

受。歸納人與海洋

正向互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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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力求本研究教學設計的適切性。在 2012 年 5 月 10 日利用專家座談提出教案的修正，經

討論提出以下的修正方向與建議： 

1.四個教學主題連貫性薄弱，應重新規劃更切合體驗教學的課程 

專家教師對第一個主題：潮間帶尋寶，肯定體驗活動有助於學生學習。但是它與其他三

個主題連貫性不高。而且第二個主題：區域探索館的展示內容為漁村生活及人類對海洋的利

用等，與融入的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單元目標連結薄弱。第三個主題：學校外的海洋教育資

源與第四個主題：海洋相關議題的課程，雖可讓學生增加學習的廣度，但可能無法聚焦或僅

是資料堆疊。 

幾次實地探訪規劃讓學生進行體驗潮間帶生物觀察的海灘，有許多垃圾在海岸邊，甚至

在海面上漂流。故重新規劃以海洋垃圾為主題的海洋教育課程方案。 

 2.改以海洋垃圾為主題會更切合體驗教學 

親身體驗以「海岸尋”寶”去」的兩個子題活動「尋找海洋寶貝」、「淨灘總動員」為主

題，但是擔心學生誤以為只是到海灘撿拾垃圾，故在體驗活動之前加入「人與垃圾」主題活

動強化學生體驗淨灘活動前的背景知識與喚醒學生愛護海洋的意識。為了讓學生抒發對海洋

情感，故將書寫海洋情書的活動加入課程設計中。 

(二)第二版教學方案 

研究者設計以海洋垃圾為主題，利用新聞影片喚醒熱忱，集中注意於國際淨灘記錄表的

學習，到潮境公園進行淨灘與觀察潮間帶生物體驗課程，再進行分享啟示:書寫海洋情書與分

組報告。 

 (三)實施情況 

流水學習法教學四步驟在本研究中的實踐，分述如下： 

1.喚醒熱忱 

    以「傳說中的第七洲」課程，來喚醒學生關心海洋環境的熱忱。教師播放報導海洋垃圾

問題的影片時，學生開始意識到海洋垃圾問題的嚴重性，透過分組討論與記錄來表達他們認

為海洋垃圾可能對於海洋生物造成的影響。學生們能摘錄影片中所呈現的海洋垃圾對生物造

成的影響，且說出垃圾會隨著海流漂到其他國家去。運用影片導引學生意識到陸地上的我們

製造的垃圾，對海洋環境造成的傷害，透過分組討論與口頭報告垃圾對海洋生物會造成什麼

傷害，能喚醒學生關心海洋環境的熱忱。 

2.集中注意 

以「認識～ICC國際淨灘」課程，來讓學生集中注意於海洋環境目前被垃圾污染的景況。

教師介紹淨灘活動的源起、記錄表格、注意事項等。透過介紹國際淨灘活動的起源與串連記

錄及意義，讓學生能集中注意力在如何盡己之力，尋找海洋垃圾的源頭，協助改善海洋環境。

而且會追問老師講解紀錄中的分類有何用意。 

3.親身體驗 

    在學生親身體驗的過程中，志工老師的解說有助於強化學生的海洋知能。學生們針對不

同的垃圾去探討來源，運用「傳說中的第七洲」課程影片中的內容回志工老師的提問。志工

老師們協助引導學生學生們想想如何才能讓海洋恢復美麗面貌。 

    淨灘體驗讓學生能夠親身觀察到海岸邊的垃圾量，除了撿拾垃圾之外，還進行表格記錄

及稱重，能引導學生練習科學量化記錄分析的能力。而且透過親身體驗淨灘後，學生更加瞭

解海洋垃圾問題的嚴重性。 

    體驗活動的安排，讓學生能實際接觸及觀察海岸環境與生物，學生們下水時能注意腳下

礁石，互相提醒注意安全。自己找到生物的學生被志工老師讚許後，讓其他同學也跟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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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生物。 

4.分享啟示 

    以「海洋解心書」課程，在逐一回顧體驗活動的照片，喚醒學生回想淨灘活動中檢時垃

圾的經驗，誘發學生反思垃圾的源頭來自於人類。讓學生分享自己體驗活動之後的心得，抒

發對海洋情感，並從觀察及接觸自然環境中反思自身的關心海洋環境的熱忱。也鼓勵同儕能

安靜聆聽同學分享的內容，並鼓勵學生事實給予回饋，從中反省人與海洋環境的正向互動方

式。 

 (四)第一循環教學的檢討 

1.融入教科書的情形 

實施第一次的融入課程安排在學生學完第四章的五界生物分類介紹之後，先讓學生有實

際體驗海洋環境的學習之後，再銜接第五章生物與環境認識生物間的交互作用、生態系的能

量流動與物質循環等抽象概念。 

因為學生尚未學習生態系的基本概念，在體驗活動進行時常無法回應志工老師的提問。

但是在實驗教學課程之後，課程上到教科書第五章生態系的生物與環境的內容時，學生會以

潮間帶體驗為例，連結課本中所說明的生物間的交互作用、生態系的能量流動與物質循環等

抽象概念。於是決定調整在另一班的教學適合選擇上完第五章生態系之後才融入此教學方

案，可能較能連貫第六章的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互動與環境污染問題，並引導保育概念的建立

與環境保護行為。 

2.流水學習法的適用情形 

運用影片及提問喚醒學生學習海洋的熱忱，先讓學生分組討論及報告海洋垃圾可能對生

物造成的傷害，之後引入國際淨灘活動的緣起、紀錄表格等，讓學生可將注意力集中於海洋

垃圾議題的探究上。 

親身體驗的淨灘活動與潮間帶生物觀察活動，讓學生實際為海洋垃圾進行紀錄、探究；

在潮間帶岩礁中親自搜尋生物的蹤跡，用腳踩在海水中、用手直接觸摸生物，都是讓學生印

象深刻的體驗學習。 

在分享啟示的階段，以活動照片回顧，引發學生討論彼此在體驗活動中的心得與感受，

從海洋情書的書寫中，學生安靜的振筆疾書，及其後繳出的小卡片內容中，可見到學生對海

洋的情感與不捨及想為海洋盡一份心力的承諾。 海洋情書的書寫比預計多花了10分鐘，因此

來不及進行課程的小組討論與分享，研究者另外利用半堂課讓各組報告以完成課程評量。此

次教學較規劃的時間多用了半堂課，但是受限於學生的製作PPT與簡報能力落差，未能達成

原先設定的教學目標。 

3.體驗活動的安排相關行政流程 

體驗教學流水學習的第三階段之親身體驗，戶外教學場域安全考量為優先，又易受天候

影響，加深規劃課程時的難題。潮間帶體驗活動須考量潮汐時間與上課時間的搭配以及學校

班級競賽活動的安排，這些都會加深課程實施的困難度。 

研究者規劃的體驗課程實施需要許多行政配套：實施戶外體驗教學需要調整班級課務(將

3 節自然課調整到週二下午)、教師課務(其他任教班級的課務調整)、行政流程(戶外教學活動

簽呈)、家長說明書及同意書、聯繫協同教學志工老師等各項繁雜的事務，需要有行政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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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方能成行。 

三、第二次循環教學的歷程 

(一)教案修正與調整 

1.海岸尋寶去的子題活動順序更動 

    第一循環教學進行「海岸尋寶去」體驗的主題時，協助的志工老師建議將兩個子題的活

動對調。先在岸上進行淨灘活動，撿拾與紀錄海洋垃圾，可讓學生熟悉海岸的地形與行走安

全，也會讓學生親身體會到海洋生物與垃圾共存的海灘。完成淨灘之後，再安排學生脫下鞋

子踩到海水中，親身體驗潮間帶環境。故將體驗活動的子題活動調整為先淨攤再做朝間帶生

物觀察活動。 

2.分享啟示改以代言海洋情書總結 

    在第一循環教學的分享啟示課程實施後，協同觀察者發覺學生經過親身體驗海洋之後，

對於海洋的認識及感受強烈，海洋情書的書寫需要多一些時間。故協同觀察者建議將分享心

得改以同學代言海洋情書進行。 

(二)第三版教學方案 

研究者維持以海洋垃圾為主題，利用新聞影片喚醒熱忱，集中注意於國際淨灘記錄表的

學習，到潮境公園先進行淨灘體驗後，再觀察潮間帶生物，分享啟示:回顧體驗活動照片，以

書寫海洋情書表達對大海的情感，最後以代言海洋情書方式分享。以能符應體驗活動現場的

操作，分享啟示更能讓學生有時間好好表達對海洋的感受。 

(三)第二循環教學實施情況 

1.喚醒熱忱 

    第二個班進行海洋教育課程時，教科書的進度在生態(生物與環境)單元，學生已學到生

物與環境的交互關係，學生對於生物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有基本概念，分組討論與報告海洋

垃圾對生物的影響時能與引用報導內容。 

2.集中注意 

學生對於紀錄表的分類方式，依照垃圾來源區分而非平常資源回收的材質分類，有提出

疑問，經過老師講解淨灘活動的紀錄是為了探究垃圾源頭，以期解決日益增多的漂流垃圾之

後，能認真的學習紀錄表的使用方法。 

3.親身體驗 

志工老師的解說與提醒學生帶著問題意識進行活動，有助於學生做海洋體驗活動時的感

知。學生在親身體驗的過程中帶著問題意識，對於海洋的體驗活動有較高的覺察能力。也在

實施親身體驗的課程過程中，發現學生處理附著有生物的人為垃圾時，陷入該撿或不撿的兩

難情境。學生對於附著於廢棄物上的生物心存不捨，表現出尊重生物生命的態度。 

    進行完淨灘活動後下起雨來，但學生們希望能下去進行潮間帶生物觀察 …雖然下著小

雨，學生們在雨中仍興致不減的尋找海洋生物。但是基於安全及健康考量，當雨勢變大，只

好提早結束體驗課程。 

4.分享啟示 

    教師將體驗活動的照片作成 PPT進行回顧之後，再加入生物被海洋垃圾影響的圖片及說

明，最後讓學生書寫海洋情書，表達對海洋及此次活動的心得。學生看到海洋垃圾對生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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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傷害時，會聯想到淨灘活動時撿到的垃圾，甚至會說幸好我們有去將這些垃圾撿上來，

不然被海浪沖到海洋中，不知又要造成多少生物死亡了。大多數學生能在海洋情書中表達對

海洋的歉意，承諾下次到海灘時，一定不會亂丟垃圾，也會盡量將垃圾撿起。 

(四)第二循環教學省思與修正 

    第二個循環教學的班級在課程進行及安排較為流暢，學生已學完生物圈的生物及生態基

本概念，且配合第六章環境保育單元的進行，能與課程緊密結合，學生學習單的填寫也較前

一個循環教學的班級完整及切合問題，不會辭不達意。惟體驗課程實施時遇到午後雷陣雨，

導致觀察潮間帶的課程縮短時間，這是戶外課程安排的無法事先掌控的因素。 

    親身體驗潮間帶的觀察活動，的確能有效的激發學生想要進一步愛護海洋的熱忱，日後

若再進行同樣的教學方案，可以橫向連絡其他科目的老師，實施垃圾再生的課程，好為撿拾

的垃圾再賦予新生命。也可指導透過實際淨灘紀錄統計，分析海洋垃圾來源，進一步引導學

生進行公民行動以激發學生的積極的行動力。 

四、研究者的成長與省思 

在整個研究歷程結束後，研究者根據課堂觀察、學生回饋、省思札記、專家教師和協同

教師討論結果，在教學實施困境與整個行動研究中所獲得助益及省思如下： 

(一)審慎思考教學活動設計的適用性 

透過設計海洋教育融入式課程檢視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能力指標與海洋教育能力指

標，找出相關課程設計體驗教學活動與規劃，並與專家教師討論，讓教學活動有一明確的主

軸，更能符應流水學習法四階段之流程。提升研究者對於海洋教育議題及能力指標的解讀與

融入教學設計的專業能力。 

 (二)將海洋體驗活動融入教學中豐富學生的生活經驗 

體驗活動讓學生實際接觸海洋生物及其生存環境，比在課堂上僅透過圖片與文字學習更

能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學生直接在海岸邊看到人類活動製造的廢棄物覆蓋面積之廣、淨灘記

錄廢棄物種類與數量，對於學生關心海洋環境的情感與行動有明顯的提升。 

在回饋分享時，學生們都對親身體驗活動表達喜愛。有許多學生表示有老師引導與解說，

與自己和家人到海邊玩的體驗大不相同，能實際接觸教科書中介紹的生物，收穫很多。 

(三)運用多元的教學媒材與社區資源協同教學 

    老師挑選與連結相關的新聞報導與照片，可以讓課堂活化。基隆臨近海洋，又有海洋科

技博物館志工提供專業的戶外教學解說，大大提高活動的安全性與意義性。 

    戶外體驗課程安全性為優先考量，國中學生活潑好動，在進行戶外活動時經常會顧著參

與(撿拾垃圾或尋找生物)忘了注意安全，若只有一位老師帶領體驗活動，較難關注所有學生，

有了四位志工的協助，學生的安全與行動也較能掌控。善用社教展館提供的志工協助教學，

不失為實施體驗活動的好處方。 

(四) 活絡教師之間的經驗交流 

    研究者因為進行行動研究經常與專家教師、協同教師、任教班級導師與其他科目教師討

論，針對學生的學習表現能有不同的角度觀察。而專家教師對於教案設計的邏輯連貫更是讓

研究者受益良多。協同教師在課程進行時協助觀察記錄，針對學生表現與課程進行方式提出

建議，提醒了許多研究者不曾注意的要點。研究者為了實施此次課程，詢問主任、組長、班

級導師、相關任課同事，聯絡海洋科技博物館解說預約，訂遊覽車，幫學生加保平安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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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只要有心規劃有助於學生的學習的課程，每一個人都會伸出援手鼎力相助。 

 (五) 關注個別學生學習的情形 

戶外活動時搭乘遊覽車，看到學生興奮出遊、滿臉笑容、拍照留念…的表現，在海灘上

努力撿拾垃圾、用心記錄與一邊數落亂丟垃圾破壞環境的人，在學習單上承諾一定會再去淨

灘，讓海洋重現美麗樣貌，觀察潮間帶生物時互相攙扶以免滑跤，同學滑倒時會伸出援手或

關心、安慰；在石頭間尋找生物問老師或與同學分享…….這些表現都無法呈現在紙筆測驗

或教室課堂中。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歸納前述章節之主要發現，對研究目的所欲探討的問題，

提出以下結論。 

(一)設計「海洋教育」教學方案融入教學之領會 

1.體驗活動有助學生學習海洋教育 

海洋教育強調親海、愛海、知海三大目標，雖然在教室中聽課或參觀海洋展場也

能讓學生有系統的學習、認識海洋，但是海洋體驗活動讓學生有親海的第一手經驗，

對於研究者融入的七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第六章自然與保育課程，更是提供學

生在自然中學習自然的體驗。 

2.流水學習法導入教學設計能深化對學生的海洋情意 

    流水學習法的應用讓教學步驟明確，喚醒熱忱、集中注意可強化學生對海洋的覺

知感，安排實際參與海洋環境的體驗活動，讓學生在自然環境中認識海洋生物、展現

愛護海洋行動。而且學生在課堂上學得的知識與觀念能實際透過行為強化及獲得驗

證。透過海洋的體驗後的分享啟示，讓學生表達對海洋的情感與愛護的承諾，讓海洋

之美延續。 

3.專家協同討論教學設計有助於教學的安排 

商請專家教師協助教學方案設計的調整，透過多次的討論歷程，一方面理解研究

找設計的理念，一方面理解正式課程與融入海洋教育內容的關係，作了初步的設計，

再經過到戶外實施教學的場域了解教學方案的實施可行性，而作了大幅修訂。進入教

學階段，也請觀課協同教師提供觀課意見，再與專家教師討論並作調整教學方案部分

設計。在討論與修訂的過程中，讓教學設計更加符應學習目標，教學安排更加流暢。 

 (二) 研究者的專業成長  

1.教學設計要以學生為主體 

    研究者透過文獻探討，從自然與生活科技、海洋教育能力指標找出七年級的自然與生活

科技教科書中找出融入的單元，運用流水學習法設計教學方案，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有意識的

將海洋融入教學之中，增加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活動：親身體驗、分組討論、分享心得。 

2. 以不同角度及方式探究學生的學習表現 

    轉化教學的觀察角度，從學生的生活經驗深入探究，讓教學者不再急著講述完教科書內

容、進度，也學習用其他方式觀察及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體驗活動讓學生實際接觸海洋生

物及其生存環境，比在課堂上僅透過圖片與文字學習更能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學生直接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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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邊看到人類活動製造的廢棄物覆蓋面積之廣、淨灘記錄廢棄物種類與數量，對於學生關心

海洋環境的情感與行動有明顯的提升。 

3. 善用社區資源豐富教學內容 

    海洋體驗課程，引入社區資源協同教學，可以加強體驗活動的安全性。且志工老師對於

當地的環境與生物熟悉度高，解說內容又貼近生活，讓學生的學習內容加深加廣。 

4. 主動進行教師間的教學討論 

研究者因進行行動研究經常與專家教師、協同教師、任教班級導師與其他科目教師討論，

針對學生的學習表現能有不同的角度觀察。而專家教師對於教案設計的邏輯連貫更是讓研究

者受益良多。協同教師在課程進行時協助觀察記錄，針對學生表現與課程進行方式提出建議，

提醒了許多研究者不曾注意的要點。 

二、建議 

(一)對教學者的建議 

1.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可善用海洋社教單位安排體驗活動 

    國中階段的自然與生活科技有許多單元可以融入海洋教育相關內容教學，教師在學期開

始前可先擬妥融入的海洋教育教學方案，適當調整上課內容與進度，或者善用空白課程(自習

課)。以便規劃戶外體驗海洋課程。海洋社教單位(例如海洋科技博物館)提供套裝課程，讓國

中小老師申請，讓學生的學習場域不被侷限在學校教室中，處處皆可是學生學習的場所。建

議規劃海洋體驗課程時，可以利用在地的海洋展場或海岸環境為媒介，一方面增進學生的鄉

土認同，也可以省下交通安排的負擔。但須考量學生學習的課程與其提供的套裝課程的連結，

在體驗活動之前讓學生進行先備知識的學習，完成體驗活動之後，需讓學生再進行分享啟示，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2.設計不同議題與教科書內容連結的教學方案 

    本研究是以海洋垃圾為教學主軸探究學生在海洋教育的認知、情意、保護行為的學習情

形，而海洋環境相關議題相當多樣，如海堤海港建設對海流或生物的影響、工業污水海放、

消波塊的放置等。建議自然教師可針對不同議題與教科書內容連結設計教學方案，探究學生

學習成效。 

3.設計海洋教育融入不同領域的課程 

   本研究探究海洋教育融入國中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教學歷程與學生學習成效。而國中

有七大領域，如語文、數學、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等，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探究海洋教育

融入不同領域中的實施情形。或是與不同領域的教師共同以海洋為主題設計跨領域的協同教

學活動。 

(二)對學校的建議 

1.成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提升教師教學設計能力 

    研究者在進行融入式海洋課程方案的設計時，透過專家教師的提點與協同教師的教學觀

察，在教學設計之能有所提升。學校可鼓勵教師成立專業成長社群，加強課程設計與實施觀

察之對話，深入探究各大議題融入教學中的教學方案設計。將能幫助更多老師樂於嘗試不同

於講授教科書的教學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2.提供戶外教學活動之固定申請流程   

    海洋教育體驗式的教學活動，引領學生接觸並感受海洋環境的生命力，在戶外活動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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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上，教師有許多行政流程需兼顧，學校若能在相關文件上建立一固定申請流程，會讓老師

更樂於安排學生進行與生活環境連結的戶外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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