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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技博物館國小中年級教學模組之研究-以海洋科學廳為

例 

郭志富、張正杰 

 
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研發以「海洋科技博物館」之「海洋科學廳」做為校外教學場

所的海洋科學教學模組，並藉由實驗教學活動來瞭解此教學模組對國小中年級學

生在學習海洋科學方面的成效與影響。研究者針對基隆市某間國小四年級 95 名

學生，進行實驗教學；課程分為室內教學課程與校外教學參觀課程。在實驗教學

期間，研究者透過室內課程教學、校外教學參觀活動、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習環境

量表、海洋科學學習態度問卷、海洋科學廳課程回饋表和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習成

效量表等研究工具，評量「海洋科學」教學模組的實施成效。 

研究結果顯示：1.學童的海洋素養概念經過教學模組教學後，學習成效成效

顯著提高；2.學童對海洋科學的學習態度，經過教學模組教學後，顯著提升。研

究結果可供我國海洋教育相關人員參考，以提升海洋教育實施之成效與學生海洋

素養。 

 

 

關鍵詞：海洋素養、海洋教育、博物館學習、海洋科技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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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四面環海，是一個島嶼性質的國家。海洋對於臺灣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可說是臺灣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因子。由此而論，認識海洋、親

近海洋、善用海洋應該是臺灣國民應該具備的重要知識。但教育部的課程規劃中，

並沒有將海洋教育列為正式的學習領域，雖然教育部從 2004年就開始規劃與推

動中小學的海洋教育，在 2007年頒布了《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也 2008年公

告中小學海洋教育課程綱要，但在 97課綱最終只是將海洋教育納入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是要融入各學習領域學習的。 

在我國 2006年頒布的《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指出，國民中、小學相關

海洋概念之課程比例尚未達 5%。而海洋教育是以重大議題融入中小學各領域或

各學科的方式來進行，因此除了培養教師有把海洋融入教學領域或科目中的良好

設計能力外，提供教師必要的資源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羅綸新，2012）。 

而在教師們面臨這些實施海洋教育上的困境時，運用親海場所讓教師帶領學

生親自體驗或參訪來認識海洋、愛護海洋、親近海洋，成為實施海洋教育的另一

好選擇。而博物館或科學教育中心「是終身學習環境，它們在人類學習中起重要

作用。」（Plakitsi，2013）如果教師能利用相關的博物館或科學教育中心來對

學生進行海洋教育，相信可以更加有效。 

研究者所在的基隆市除了將海洋教育列為中小學的發展重點，自九十五學年

度起，更在全市國中小推展海洋教育，將海洋教育列為基隆市中小學的發展重點；

各學校也發展出不同的特色課程，像是基隆海洋日活動，也是持續實施；可見海

洋教育在基隆的推展成果是顯而易見的、深具效果的，但唯獨缺乏適當的海洋教

育場館提供教師利用。 

而2013年完工並開幕正式營運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正好為教師實施

海洋教育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的校外教育場館資源。簡國良（2011）也指出：教師

願意帶領學童進行海洋教育戶外教學課程，利用既有的海洋教育場館資源確實提

高了學童的學習意願。所以本研究試著利用現有的海洋教育場館資源（國立海洋

科技博物館的海洋科學廳），來探討以其設計的「海洋科學」教學模組，是否能

提升學生在學習海洋科學時的學習興趣、學習態度，能否增加學生的海洋素養與

海洋知識，進而達到提供教師實施海洋教育的參考。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研發以海洋科學內容為主的教學模組，此模組之教學方式，

採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的海洋科學廳做為教學主軸，呈現出引導式的教學

模式，故稱為「海洋科學」教學模組。由於本模組是以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做為

學習探索的環境，希望藉由實驗研究法，來了解國小中年級學生，對此課程教學

設計的觀點和看法，並提供國民小學未來在利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進行海洋教

育的課程設計與發展之參考。本研究目的如下： 

1.了解教學模組實施後，學生的學習成效之前後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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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教學模組實施後，學生對海洋科學的學習態度之前後差異。 

 

貳、文獻探討 

 

要研發學生的海洋素養與海洋科技博物館的教學模組，需要先藉由海洋教育、

海洋素養以及博物館學習等相關文獻的探討，以瞭解博物館學習與海洋教育、海

洋素養的關聯性。 

 

一、海洋教育 

中文的「海洋」，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解釋，是指「地球

表面除陸地外的廣大鹹水水域」。地球被稱為「藍色星球」。但據專家研究，太陽

系的行星中，目前僅確定地球擁有海洋（劉錫民、呂學揚，1990），其中孕育著

無數生命和能源，與人類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對生存在地球上的我們而言，海

洋可說是大地的母親、生命的搖籃。在認識陸地的同時，我們更不可輕忽海洋（羅

綸新、黃明惠、張正杰，2012）。 

教育部於2007年公佈「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就是在宣示國內中等學校以

下海洋教育的重要性。而從100學年度起，教育部將「海洋教育」列入重大議題，

融入國民中小學課程，其目的就是是希望強化學生的海洋素質基礎，讓學生可以

認識海洋、熱愛海洋，進而善用海洋、珍惜海洋海洋，並具備海洋國際觀的思維

與行動力，可見海洋教育的重要性日趨明顯。 

教育的目標之一，就是增進社會大眾及新生代對本土海洋生態環境的瞭解與

尊重（鍾國南、李展榮、方力行，2003）。既然海洋教育是一種教育，當然是以

「人」與「海」的關係作為主要內涵（羅綸新、林先釧與李秀卿，2005）。因此，

我們應培養學生知海、愛海及親海的能力與精神，並非只強調認知能力，技能與

情意的層面更具重要性。將海洋教育納入中小學課程，才能夠把握時機，為海洋

教育紮根。要知道海洋是臺灣生存的命脈，政府與民眾都必須正視海洋教育的重

要性與必要性，尤其是國民中小學教導海洋教育，更是刻不容緩（張子超，1998）。

教師在其教學過程中，能否運用不同教學方式及策略來達到海洋教育的目的，對

海洋教育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正因為海洋教育是「人與海洋如何適切互動的教育」(吳靖國，2009)。所以

要使用教育的方式，以海洋、海岸、周遭環境等為教材內容，教導大眾海洋知識，

改變大眾對於海洋環境的態度與行為，並且進一步改善海洋環境品質，以達到永

續經營的理想(劉長春，2007)。台灣各地都有豐富的親海場所，包括海洋公園、

博物館、海邊溼地、海岸地質公園、砲台、漁港、開放參觀的島嶼、瀑布、峽谷、

濱海公園、海洋藝術館、海洋水族館、海洋相關學校等，都是可以讓教師帶領學

生親自體驗或參訪來認識海洋、愛護海洋、親近海洋的場所（羅綸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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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達成以親海、愛海、知海為目標的海洋教育，除了在課程內進行教

學外，更需要利用相關的海洋場館進行教育，才能為國民提供正確的海洋知識與

觀點，教導國民對海洋的正確價值觀以及永續經營的概念，以期養成國民正確的

海洋素養。 

 

二、海洋素養 

中文的「素養」，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解釋，是指「平日

的修養」。而「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則解釋：素養（literacy）

在傳統的定義係指一個人的「讀和寫的能力」。 

什麼是「素養」？素是常的意思，素養就是素常的培養。這是需要時間的修

為，也就是需要長時間的學習與接觸，成為人格中的一部分。這是英美的通識教

育在住宿學院中推行的原因。因為要「素養」，所以必須與生活相結合。（漢寶德，

2011）。因此，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之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

要」中，便將「素養」定義為：「素養」蘊涵於內，即為知識、見解與觀念；表

現於外，即為能力、技術與態度。(教育部，2003)。可見，「素養」除了包含「能

力」與「知識」的面向外，更蘊含了「態度」的層面。換言之，「素養」不僅僅

只重視「知識」，也重視「能力」，更強調「態度」的重要性。因此，其將「素養」

定義為「個體為了發展成為一個健全個體，必需因應生活情境需求，不可欠缺的

知識、能力與態度」（蔡清田，2010）。 

至於英文的「literacy」有的譯成素養，有的譯成知能。通常將「素養」定

義成「經由學習、歷練積累的內在涵養」，「能力」定義成「面對問題與挑戰，綜

合應用各種內在涵養有效解決問題達成目的的行為表現」（陳新轉，2012）。 

從廣義的觀點來看：素養（Literacy）一詞不只包含個人的知識與能力，更

含括了個人的態度與想法。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遷，素養已經不再是指個人的能

力與態度，更包含個人與外界的接觸，「素養」是個人與外界做合理而有效的溝

通或互動所須具備的條件（張一蕃，1997）；不僅代表一種狀況，也是一種技能，

不但具有認知及技能的成份，同時也含有情意的成份；不僅是一個明確清晰的專

有詞，在終身學習過程中更是具有其動態的意義（賴苑玲1999，2000）。 

由上述看來，素養是個人在社會中適應與發展所需具備的條件。科技化與全

球化帶來社會的變遷，改變了個人適應與發展的需求，也改變了素養所需的內涵。

就素養的內涵，是包含了知識、技能、情意、理解、態度等，必須融合各種認知

的方法，展現於日常生活之中。 

美國2004年的海洋委員會的報告裡，建議需要改進有關海洋的公共素養。該

報告並認為，加強公眾意識和海洋知識，將導致增加公眾支持對海洋的復原

（Brent S. Steel, Court Smith, Laura Opsommer, Sara Curiel, Ryan 

Warner-Steel，2005）。Cudaback(2008)認為，海洋素養最重要的定義是「一個

有海洋文化修養的人能理解海洋科學，能夠和海洋溝通，並能夠做出對情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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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定來影響海洋。」因此，學生應該了解海洋科學，也應該了解人類對海洋的

影響；而海洋素養的學習目標應該由科學內容、科學態度、管理內容和管理態度

四者所組成。除了提供學習者海洋科學的學習內容外，了解並培養學習者正確的

海洋科學態度也是相當重要的。須知，海洋教育是否能推行成功，除了海洋知識

層面的擴張外，個體的態度、行為和興趣更是影響個人海洋素養的關鍵。 

COSEE(Centers for Ocean Sciences Education Excellence，2005)指出，

「海洋是一種海洋對你的影響和你對海洋的影響之理解」，這個簡單的語句提供

了支持海洋素養概念框架的精神。同樣的，美國的海洋素養網站（Ocean Literacy 

network）也將海洋素養定義為「海洋素養是指你對海洋影響到你以及你會對海

洋造成哪些影響之理解」。也就是一種人類與海洋彼此相互影響的認識，說明人

與海洋適切性的互動。因此，具有海洋知能的基本原則為能以有意義的方式來與

他人傳達有關海洋的知能，且能對於有關海洋與其資源做出有根據且負責任的決

定。NEOSEC(New England Ocean Literacy Education Collaborative)新英格蘭

海洋科學教育協作組織在他們的網站中也提到，所謂具備海洋素養的人是「能瞭

解海洋運作的基本概念與原則」、「能用有意義的方式和海洋作溝通，對海洋及其

資源做出明智與負責任的決定」。 

COSEE與Ocean Literacy network、NEOSEC同樣的提出七項海洋素養原則： 

（一）地球擁有一個具有多種特色的大海洋。 

（二）海洋及其中的生物形塑出地球的特色。 

（三）海洋對於天氣與氣候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四）地球因海洋的緣故而能為人類所居住。 

（五）生物與生態系統因為海洋而能維持多樣化。 

（六）海洋與人類是息息相關的。 

（七）海洋仍有許多不為人知的部分。 

可見，海洋素養是指對人類和海洋彼此相互影響之理解。有海洋素養的地球

公民，除了要了解海洋科學、學習海洋科學外，更要擁有人類與海洋彼此相互影

響之認識，進而能夠根據應有的海洋素養之基本原則和基本概念，用有意義的方

式來和他人傳達有關海洋的知識，並能做出關於海洋和其資源的明智而且負責任

之決定（張正杰、羅綸新，2014）。而改善體驗式學習正是中小學教師可以透過

海洋教育場館來達成的，而以經驗學習為基礎的博物館，特別是國立海洋科技博

物館，正是提供教師進行海洋教育、提升學生海洋素養的最佳海洋教育場館。 

 

三、博物館學習 

中文的「博物館」，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解釋，是指「一

種陳列各式各樣物品，並永久保存及研究的場所。」國際博物館協會在國際博物

館協會第11屆會議上，將博物館正式定義為：「博物館是一個非營利性的，為社

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常設機構，並向大眾開放；博物館收集、保存、研究、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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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展示有關人類的有形和無形的遺產，其環境是為了學習、教育和欣賞的目的。」

可見，博物館存在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人們學習與教育的場所。 

同樣的，漢寶德也將博物館定義為一個「專為服務社會和促進社會發展而設

置的非營利性永久機構，藉此來提供社會一個研究、教育和娛樂的場所，並從事

蒐集、保藏、研究、傳播及展覽有關人類及生活空間中的各種事物」(林正弘、

張沛華，1995)。 

至於英文的museum翻譯為博物館，也可翻譯為博物院，是安置文物典藏的建

築物或機構，蒐藏並維護具有科學、藝術或歷史重要性的物件，並透過展示（常

設展或特展），使公眾得以觀看這些物件。 

而現代博物館的功能，可從早從Harrison(1967)所說的看出端倪：「博物館

是奇怪的邊緣地帶：論及教育，他們並非學校；論及研究，它們並非大學；論及

價值，它們並非商店或銀行；論及治療，它們並非醫院；論及休閒娛樂，它們並

非遊樂場。如果博物館有意做到，博物館可以提供各類群體各類需求。」 

博物館屬性多元，是推廣文化、教育與科學的最佳平台，豐富典藏是講述人

文或科學的絕佳場域，博物館更扮演社會性、文化性的角色。因此博物館為具有

高度精神價值之文化機構，世界各國不僅重視其收藏、研究、展示、教育之傳統

功能，更視之為文化指標及城市標誌。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博物館不單是個人

終身學習之寶庫，其日益彰顯之文化觀光與創意加值角色功能，也成為民眾觀光

朝聖或休閒娛樂熱點。 

既然博物館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教育與學習，利用博物館來進行學習與教學，

並成為教育者應了解的重點。 

Plakitsi（2013）指出：社會中的科學，主要是指在科學博物館和科學中心，

其中來自普通市民遊客也參與學習科學。此外，許多學校在做科學博物館和科學

中心的科學課程。有許多室內活動，讓學生和老師相互交流和學習科學，以及眾

多的戶外科學活動的地方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作為公民的教師，學生和家長互

動。 

Kokkotas＆Plakitsi（2005）也指出「博物館教育包括教育」，並提出博物

館教育的三項特性： 

1.在博物館內，無論古老或現代的博物館，目的在教育普羅大眾。 

2.使用博物館作為一種多元文化和跨學科的學習手段。 

3.每一種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價值且等同於其他任何文化的價值，並可持續

發展。 

事實上，博物館與學校兩者有一共同目標，就是提供學習環境的機會(漢寶

德，1999)，因此博物館被視為學校外非制式教育的學習場所，非制式教育除不

像學校學習是在特定環境中進行外，其教學對象、教學方式、教學方法、教學評

量也有所差異(黃嘉郁，2000)，藉由其社教機構功能的發揮，不僅彌補校科學教

育不足，對全民的科學素養提升及文化建設的拓展，也有將當程度的推動作用(張

譽騰，1987)。因此學校常利用博物館的展示做為課堂外學習的工具，補充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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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不足，施明發(2000)將台灣博物館的教育活動分成二類，分別為館內活動和

館外活動，館內的基本教育活動，主要指館內所舉辦的教育活動；館外的教育活

動，為協助學校或服務社會的教育活動。 

由此可知，因為博物館是提供公眾學習的場所，所以博物館應該以「學習取

向」來取代「教育取向」。而博物館的學習應該是自發性的學習行為、是主動的

探索的學習，是因自發學習而產生教育的功能。 

但是博物館被視為學校外非制式教育的學習場所，非制式教育除不像學校學

習是在特定環境中進行外，其教學對象、教學方式、教學方法、教學評量也有所

差異(黃嘉郁，2000)。而且博物館提供許多科學教育資源，如：館藏、研究設施

展示品及相關的研究設施，其多樣性、系統性及精良，不是一般中等以下的學校

所能望其項背(黃達三，2002)正因為如此，利用博物館進行教學可以彌補學校科

學教育不足，對全民的科學素養提升及文化建設的拓展，也有將當程度的推動作

用(張譽騰，1987) 

既然博物館可以做為學校外非制式教育的學習場所，彌補學校科學教育的不

足、提升全民的科學素養。同樣的，美國海洋保育諮詢委員會在其舉辦的「海洋

與安全研討會」中，建議正式海洋教育應透過各中小學、學院及大學的教育；而

非正式海洋教育則應透過媒體、網路、大眾水族館或博物館，以及各項相關公、

私立的機構與組織來傳達關於海洋環境上新的科學知識給大眾。因此，中小學教

師利用海洋教育場館來進行非正式海洋教育的實施，正是提升學生海洋素養的最

佳方式。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研發適合我國小學階段之海洋科學教學模組，進而評估學生的學習

成效，故以實驗教學的方式，實際探討海洋科技博物館展示廳對學生學習之影響，

採用實驗研究法之單一組前後測設計（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Borg & Gall,1989），了解教師和學生對於博物館教學的看法及感受。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基隆市國民小學四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海洋科學」教學模

組對國小中年級學生學習海洋教育之影響，根據本研究目的與問題及相關文獻之

分析整理，建構本研究架構。研究架構如下圖1： 

 

圖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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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基隆市某公立國民小學四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總數共95人，探討

實施「海洋科學」教學模組教學後，學生對「海洋科學」教學模組的學習成效、

學習態度、學習環境與課程回饋。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了解基隆市國民小學四年級學生對於「海洋科學」教學模組的學習

成效、學習態度與感受，參考相關文獻，編製「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習環境量表」、

「海洋科學學習態度問卷」和「海洋科學廳課程回饋表」，以了解學生對實施教

學模組教學前後的學習態度與實施教學模組教學後對學習環境的看法為何，以及

學生對於教學模組的課程回饋；另外也自編了「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習成效量表」，

透過前後測了解學生在實施教學模組後的學習成效為何；也自行編製教學PPT和

教案、學習單。以上內容均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加以修訂，完成初稿；並在問

卷初稿編製完成後，委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問卷內容的代表性與適當性，據以作

為專家內容效度。 

 

1.學生個人基本資料 

學生的個人資料部分，採單選題方式，從相關文獻整理出與海洋教育學習相

關的背景因素，共六題，分別為學生的性別、家中主要經濟負擔者職業類別（是

否與海洋有關）、學生海洋節目的收看狀況、學生海洋節目的喜好狀況、學生親

海經驗與學生對海洋認識的自我認知等。 

 

國小中年級 

背景變項 

1.學生性別 

2.家長職業 

3.海洋節目

收視狀況 

4.海洋節目

喜好狀況 

5.親海經驗 

6.海洋認識

自我認知 

海洋科學廳 

教學模組 

室
內
課
程 

室
外
課
程 

海洋科技博物館

學習成效問卷 

海洋科學學習態

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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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洋科學學習態度問卷 

「海洋科學學習態度問卷」參考黃俞菁（2003）的「對地球科學態度量表」，

並針對國小學生做問卷題目的修正。問卷共計14題，分成二個向度，分別為：對

海洋科學的態度、對參與海洋科學討論活動的態度；並以「非常不同意」、「不

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五種程度，來表達對每個題目的認

同程度。題目都採取正向題意之文字敘述，例如「我對海洋科學很有興趣」，並

依序依序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給予1分至5分，向度說明如表1。 

 

表1 海洋科學學習態度問卷試題說明： 

向度 

（題數與題號配置） 

向度內容說明 實驗教學信度

值範圍（α值） 

對海洋科學的態度 

（6題，1~6） 

了解學生對於海洋科學教育課

程以及有關海洋科學知識、議題

所持的態度和觀感 

0.91 

對參與海洋科學討論活動

的態度 

（8題，7~14） 

了解學生在課堂上或日常生活

主動參與討論海洋科學，所持的

態度與觀感 

0.93 

總題數（14題）  0.95 

 

3.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習成效量表 

「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習成效量表」係依照「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議題課程綱

要」中的中年級海洋教育分段能力指標，由研究者自行編製題目，如表2。 

 

表2 海洋教育分段能力指標之參照 

海洋教育分段能力指標 參照題目 

4-2-1 認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性。 9、10、15、16、19 

4-2-2 說明水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及其重要性。 5～7、13、14 

5-2-6 瞭解海水含有鹽。 8、11、12、20 

5-2-7 關懷河流或海洋生物與環境，養成愛護生物、尊重

生命、珍惜自然的態度。 

1～4、17、18 

 

「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習成效量表」主要分成海洋科學和海洋資源兩大類，次

主題分為認識水的性質、認識海底地形、認識五大洋、認識海洋探測、了解鹽的

重要性、認識海水的特性、認識海洋食物鏈、認識海洋資源和認識海洋的未來九

項主題，共計20題。每一題除題目敘述外，答案皆有四個選項，詳細如表3。 

 

表3「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習成效量表」雙向細目表 

項目 Bloom 認知層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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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記憶 理解 應用 高層次 

海 

洋 

科 

學 

水的性質 15、16 1   3/20 

海底地形 3、4    2/20 

五大洋    2 1/20 

海洋探測 5、7   6 3/20 

海 

洋 

資 

源 

鹽的重要性 12、20 11  8 4/20 

海水的特性    9、10 2/20 

海洋食物鏈 17、18    2/20 

海洋資源 19  13 14 3/20 

比率 60％ 10％ 7％ 23％ 100％ 

 

4.教案、教學PPT與學習單 

一、教案 

教案（海洋教育戶外參觀教學活動設計）設計為研究者自編，主題為海洋科

學廳參觀教學，活動名稱為揭開海洋的神祕，實施節數為10節共400分鐘，主題

軸為海洋科學和海洋資源，細類分項為海洋物理與化學、海洋地理地質、非生物

資源、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護，並參照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議題課程綱要中海洋教

育分段能力指標。 

活動設計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室內課程，先透過教學，建立學生基本

的海洋知識與素養；第二階段為參觀海洋科技博物館的海洋科學廳，讓學生進一

步學習到海洋科學的相關知識。 

室內教學課程主要是利用自編的教學PPT，並配合圖片與影片，教導學生認

識和海洋科學、海洋資源有關的內容。參觀課程則是帶領學生參觀海洋科學廳，

透過參觀展示區內容與實際操作展具，讓學生了解海洋科學的重要，並學習海洋

科學的知識，進而培養對海洋教育的興趣。 

二、教學PPT 

教學PPT主要參考海洋科學廳五個展示區的各展示板之教學內容，配合適當

的影片與圖片說明，加以設計而成。 

三、學習單 

學習單「揭開海洋的祕密」是以學生耳熟能詳的卡通動畫「航海王」做為設

計主軸，分成三大主題：海洋的面貌、海洋資源、海洋科學，透過文字說明與題

目，增強學生參觀教學後的學習成效。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經研究分析後獲得以下結果。 

一、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習成效量表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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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習成效量表」前測之結果 

前測用來瞭解學童在接受教學模組之教學前，其原本海洋素養概念的情況。

本量表答對題數從 0 分到 20分，答對題數較高表示其海洋素養概念較佳。在整

理有效樣本及進行評分後，發現基隆市某公立國小四年級學童在前測的答對題數，

從 0分到 20分，平均數為 7.43（標準差 2.868）。前測答對題數人數統計表，答

對題數為 7分的人最多，有 16人；答對題數最高分為 17分，有 1人；最低分為

2分，有 4人；而只有超過 22%的人，答對題數在 10分以上。 

2.「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習成效量表」後測之結果 

「後測用來瞭解學童在接受教學模組之教學後，其原本海洋素養概念的情況，

本量表答對題數從 0 分到 20分，答對題數較高表示其海洋素養概念較佳。在整

理有效樣本及進行評分後，發現基隆市某公立國小四年級學童在後測的答對題數，

從 0分到 20分，平均數為 15.63（標準差 3.291）。後測答對題數人數統計表，

如下表。由表可知答對題數為 18分的人最多，有 15人；答對題數最高分為 20

分，有 6人；最低分為 7分，有 3人；有超過 70%的人，答對題數在 15分以上。 

3.「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習成效量表」前測與後測結果之分析 

由下表統計結果發現，比較前測與後測答對題數後，後測與前測答對題數上

達統計之顯著差異（t=-17.287，p<0.001），且後測高於前測（後測 M=15.63，

SD=3.291；前測 M=7.43，SD=2.868）。顯示學生在後測的學習成效優於前測的學

習成效，如下表 4。 

 

表 4「海洋科技博物館學習成效量表」前測與後測 t檢定摘要表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前測 95 7.43 2.868 
-17.287*** 

後測 95 15.63 3.291 
*** p<0.001 

 

學生的前測與後測結果，經相依樣本 t檢定進行分析，發現兩者達到顯著差

異（t＝-17.287， p<0.001），量表前測平均分數為 7.43，標準差為 2.868；後

測平均分數為 15.63，標準差為 3.291。顯示基隆市某公立國小四年級學童學童

在接受海洋科學廳教學模組之實驗教學後，其海洋素養概念有顯著的正向改變。 

二、海洋科學學習態度之分析 

1.學童在「海洋科學學習態度問卷」前測與後測之現況 

在海洋教育學習興趣量表的 14個題目中，可分為「對海洋科學的態度」與

「對參與海洋科學討論活動的態度」二個向度，細項如下表 5與表 6： 

1.對海洋科學的態度（第 1~6題） 

2.對參與海洋科學討論活動的態度（第 7~1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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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海洋科學學習態度問卷前測向度得分分析表 

向度 題號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對海洋科學的態度 1~6 6 30 20.80 4.91 

對參與海洋科學討論

活動的態度 
7~14 8 40 29.66 5.67 

量表總分 1~14 14 70 50.46 9.56 

 

表 6海洋科學學習態度問卷後測向度得分分析表 

向度 題號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對海洋科學的態度 1∼6 6 30 23.04 4.02 

對參與海洋科學討論

活動的態度 
7∼14 8 40 33.30 4.86 

量表總分 1∼14 14 70 56.34 7.98 

 

比較前測與後測之各向度分數與總得分後，可以發現後測之各向度分數與總

得分的平均分數，均比前測之各向度分數與總得分的平均分數提高。 

 

2.「海洋科學學習態度問卷」前測與後測答題之分析 

由下表統計結果發現，比較之前測與後測後，在構面一「對海洋科學的態度」

上，後測與前測之間達統計之顯著差異（t=-3.606，p<0.001），且後測高於前測

（後測 M=23.04，SD=4.02；前測 M=20.80，SD=4.91）；在構面二「對參與海洋科

學討論活動的態度」上，後測與前測之間達統計之顯著差異（t=-4.815，p<0.001），

且後測高於前測（後測 M=33.30，SD=4.86；前測 M=29.66，SD=5.67）；在總得分

上，後測與前測之間達統計之顯著差異（t=-4.761，p<0.001），且後測高於前測

（後測 M=56.34，SD=7.98；前測 M=50.46，SD=9.56）。顯示學生在後測的海洋科

學學習態度優於前測的海洋科學學習態度，詳細如表 7與表 8。 

 

表 7海洋科學學習態度問卷構面一前測與後測 t檢定摘要表 

對海洋科學 

的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前測 95 20.80 4.91 
-3.606*** 

後測 95 23.04 4.02 
*** p<0.001 

 

表 8海洋科學學習態度問卷構面二前測與後測 t檢定摘要表 

對參與海洋科

學討論活動的

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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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95 29.66 5.67 
-4.815*** 

後測 95 33.30 4.86 

*** p<0.001 

 

表 13海洋科學學習態度問卷總分前測與後測 t檢定摘要表 

量表總分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前測 95 50.46 9.56 
-4.761*** 

後測 95 56.34 7.98 

*** p<0.001 

 

學生的前測與後測結果，經相依樣本 t檢定進行分析，發現不論是「對海洋

科學的態度」構面（t=-3.606，p<0.001）、「對參與海洋科學討論活動的態度」

構面（t=-4.815，p<0.001），或是總得分（t=-4.761，p<0.001）上，均達到顯

著差異，且問卷的兩個向度與總分之後測平均分數皆高於前測之平均分數。顯示

基隆市某公立國小四年級學童學童在接受教學模組之教學後，其對海洋科學的學

習態度有顯著的正向改變。 

 

伍、研究結論 

1.學童的海洋素養概念經過教學模組教學後，有大幅度的提高 

在整理有效樣本及進行評分後，發現基隆市某公立國小四年級學童在前測20

題的答對題數，平均數為7.43（標準差2.868），平均答對率為37％，只有超過

22%的人，答對題數在10分以上。 

由前測統計結果可顯示基隆市某公立國小四年級學童原本的海洋素養概念

明顯不足，仍有進步的空間。這與在教育部海洋教育白皮書中提及的「國民海洋

素養課程偏低」成現正向的相關。 

在整理有效樣本及進行評分後，發現基隆市某公立國小四年級學童在後測20

題的答對題數，平均數為15.63（標準差3.291），平均答對率為78％，止有超過

22%的人，答對題數在10分以上。 

由前測與後測的比較顯示基隆市某公立國小四年級學童學童在接受教學模

組之教學後，其海洋素養概念明顯增進許多。 

 

2.學童對海洋科學的學習態度，經過教學模組教學後，有所提高 

在整理有效樣本及進行評分後，發現基隆市某公立國小四年級學童在後測之

各向度分數與總得分的平均分數（向度一：23.04，向度二：33.30，總分：56.34），

均比前測之各向度分數與總得分的平均分數（向度一：20.80，向度二：29.66，

總分：50.46）有所提高。 

由研究結果可顯示基隆市某公立國小四年級學童學童在接受教學模組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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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後，其對海洋科學的學習態度明顯有所增進。而研究資料也顯示，學童在「對

參與海洋科學討論活動的態度」的進步程度上更高於「對海洋科學的態度」的進

步程度。 

 

陸、未來研究建議 

1.多利用相關的海洋教育場館，進行海洋教育課程 

由研究結果發現，海洋科技博物館的學習環境和學生海洋素養的學習成效有

高度正相關，如果能夠多利用這類的海洋教育場館，如海洋科技博物館、海洋生

物博物館等，相信可以提升學生對於海洋教育的學習興趣。 

培育海洋的知能、情意及行動，有賴海洋體驗（教育部，2007）。而學校在

規劃海洋教育課程時，如果能結合校外教學活動，到這類的海洋教育場館，透過

實際的觀察、探索、操作與體驗，提高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激發學生對海洋的

認識與學習之欲望，進而培養親近、喜愛海洋的正向態度，最終期望可以培養學

生成為一個合格的海洋公民。 

 

2.多研發相關的教學模組，以協助教師進行海洋教育課程 

由研究結果發現，海洋科學教學模組的教學，確實能夠提升學生對海洋科學

的學習態度，並能夠提升學生的海洋素養。 

教育部在海洋教育白皮書裡也提到「國民海洋素養課程偏低」是造成臺灣學

生海洋素養不足的原因之一，在海洋教育無法列入正式課程、只能運用融入課程

教學的模式下，教學時數不足、教學成效不彰是無可避免的事。要如何突破這困

境，只能靠多研發相關的教學模組，如海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科

學和海洋資源等，讓學校教師可以利用這些教學模組來進行海洋教育課程。 

 

3.利用海洋相關節目，提升學生對海洋科學的學習態度 

由研究結果發現，在「海洋科學學習態度問卷」前測中，有經常收看電視上

和海洋或海洋生物有關的節目、影片的學生，其對海洋科學的學習態度，是優於

沒有經常收看電視上和海洋或海洋生物有關的節目、影片的學生。 

如果教師無法利用教育場館進行海洋教育教學，抑或無法利用類似的教學模

組進行進行海洋教育教學時，那麼在學校課程教學之中，利用時間播放和海洋或

海洋生物有關的節目、影片，而多媒體的運用也能增加課程的變化，學童在觀賞

海洋節目後，也能藉由討論與分享，認識與海洋相關的議題，提高學生對海洋科

學的學習態度，進而能加深學生的學習印象，提高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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