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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成果報告 

 

一、 申請計畫內容簡述（與申請計畫應相符） 

附上當時申請時之內容簡述，若有調整，請說明調整原因。 

(一) 子計畫 1-1—健全組織運作 

        1.內含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成員分工表、戶外與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

與會人員定期召開會議研商與檢討戶外與海洋教育工作成效。輔導團

隊會反映各校實施海洋課程的教學狀況與遇到之困難等。 

(二) 子計畫 1-2—發展學習路線 

         1.海洋四季路線共四條，分別是—春繽、夏舟、秋岩、冬澳。海洋教育

路線是春繽與夏舟；戶外教育路線是秋岩與冬澳。 

         2.由海洋教師團隊共同研發路線，發展課程規劃，模組課程依季節選擇。 

         3.連結各領域課程，教師進行跨領域課程共備，模組課程產出。 

         4.對各路線進行微調，調整至每個路線均有五個學習點。 

(三) 子計畫 1-3—提升教學專業 

         1.辦理研習配合國教署精進教師教學計畫，本學年度由輔導團海洋教育

議題小組申請辦理教師研習至少 2 場次。 

         2.內容以海洋科技創客、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教學及 SUP 實作等課程為

主，本學年海洋科技創客改成認識馬祖魚貝類之課程。 

(四) 子計畫 1-4—建構資源網路 

        1.研發戶外與海洋課程，豐富網站平台。 

         2.委外管理維護本縣戶外與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網站能將在地化的

戶外與海洋知識及戶外與海洋教育相關課程、活動訊息，透過網網相

連的特性與各地分享。 

         3.以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為戶外與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學校，並建立策

略聯盟學校。 

(五) 子計畫 1-5—呈現推動亮點 

         1.建立雲端資料夾、成立 line 共備社群，定期進行成果資料之蒐集、彙

整與檢討。 

         2.蒐集、整合、編輯與推廣具地方特色之縣本海洋教材，設計並製作特

色海洋小物。 

         3.配合中央與地方辦理相關海洋活動。如：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會、全國

海洋週、海洋科普繪本創作。 

二、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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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子計畫 1-1—健全組織運作 

 1.邀請本縣各校校長及承辦人員參與會議，透過討論凝聚共識，健全本

縣戶外與海洋教育推動小組運作，推動與推廣本縣戶外與海洋教育工

作。 

      2.建立戶外與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策略聯盟學校及推廣學校之夥伴關

係。 

      3.每學年至少辦理 2 次戶外與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會議，期初邀請小組委

員及各校承辦人員研商年度戶外與海洋教育工作計畫；期末辦理年度

執行成效檢討。 

  (二) 子計畫 1-2—發展學習路線 

       

(一)戶外教育路線－跨部會合作之體驗學習路線 

場所得參考本署簽署合作備忘錄之各機關（構），詳細資料公告於戶外教育資源

平臺 https://outdoor.moe.edu.tw/index.ph 

路線名稱 海洋四季─秋岩、冬澳 

學習點 
芹壁聚落(永康、安康步道)、短坡山、后澳螺蚌山步道、后澳聚

落 

路線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規劃重點 

 

路線 課程規劃 結合領域 議題 梯次承

載量 

秋岩 

北竿地景之旅: 

中山國中→永

康、安康步道→

上村→短坡山

→塘后沙灘→

后澳聚落→后

澳螺蚌山步道 

 

跨領域課程統

整 

自然科學 

社會領域 

藝術領域 

海洋教育 

戶外教育 

國防教育 

環境教育 
30 人 

冬澳 

聚落與廟宇踏

查: 

芹壁聚落→天

后宮→五靈宮

廟→橋仔聚落

→漁業展示館 

→橋仔碼頭 

跨領域課程統

整 

語文領域 

社會領域 

藝術領域 

海洋教育 

戶外教育 

本土教育 

環境教育 30 人 

1. 由海洋教師團隊共同研發路線，發展課程規劃，模組課程依

https://outdoor.moe.edu.tw/index.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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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選擇。 

2. 連結各領域課程，教師進行跨領域課程共備，模組課程產出。  

3. 邀請教師、學生及社區民眾一起參與體驗活動並進行全宣

導，推廣優質生態旅遊戶外與海洋教育路線。 

4. 行文至各校，邀請外校老師帶領學生一同參加戶外與海洋教

育路線。 

 

（二）海洋教育路線 

路線名稱 海洋四季─春繽、夏舟 

學習點 橋仔聚落、芹壁聚落、烏龜島、中島、大坵島 

路線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規劃重點 

 

路線 課程規劃 結合領域 議題 梯次承

載量 

春繽 

大坵尋鹿趣： 

橋仔聚落→採

海帶體驗→大

坵島繞島尋鹿

→大坵大王廟

與紫菜田 

跨領域課程統

整 

自然科學 

社會領域 

藝術領域 

海洋教育 

戶外教育 

生命教育 

環境教育 
30 人 

夏舟 

舟遊北竿： 

芹壁沙灘→烏

龜島→橋仔聚

落→大坵島→

中島→生態賞

鷗 

跨領域課程統

整 

自然科學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 

海洋教育 

戶外教育 

安全教育 

環境教育 

防災教育 

30 人 

1. 由海洋教師團隊共同研發路線，發展課程規劃，模組課程依

季節選擇。 

2. 連結各領域課程，教師進行跨領域課程共備，模組課程產出。  

3. 邀請教師、學生及社區民眾一起參與體驗活動並進行全宣

導，推廣優質生態旅遊戶外與海洋教育路線。 

4. 行文至各校，邀請外校老師帶領學生一同參加戶外與海洋教

育路線。 

（三）經費概算表 

此項目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離島建設基金：探索海洋，體驗戰地

－推動海洋遊學特色學校計畫)。 

 

  (三) 子計畫 1-3—提升教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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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連江縣 110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

-0423認識馬祖魚貝類及磯釣實作。 

 

 

          2.連江縣 110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

-0528海洋教育課程設計分享與水域安全立式划槳 SUP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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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子計畫 1-4—建構資源網路 

      1.定期更新與維護中心網站，能將各校戶外與海洋教育課程、活動訊息，

透過網站與各地分享。 

      2.結合策略聯盟校辦理獨木舟特色遊學課程，與社區資源結合，互助合

作、共享資源，發展多元水域活動，提供親師生參與水域運動之機會，

並建立安全之水上活動知識，以提升從事水域運動之能力，促進水域

活動正向發展，今年因疫情緣故停止辦理。 

      3.結合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民間學術團體及縣府各局處資源，共同對

本縣海洋生態、景觀、產業、人文及相關資源進行了解與收集，做為

教學或推廣海洋知識及生態保育觀念使用，如:淨灘活動、了解海洋廢

棄物、海洋教育週等知識。 

      4.東引國中小結合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連江縣政

府產業發展處與東引鄉公所進行石鯛放流。 

      5.馬祖國際藝術島是連江縣政府結合文化總會共同策劃完成，使用藝術

串連與人之間的關係與情感。 

      6.暑期環境營隊由連江縣環資局主辦，廣受全縣學校學生好評，對於環

境教育有更多一步的理解。 

  (五) 子計畫 1-5—呈現推動亮點 

      1.辦理海洋教育週活動：辦理全縣海洋教育週,以強化海洋資源中心的

整合與聯繫功能,擴大海洋教育策略聯盟學校的參與、交流與合作，

於次週彙整各校活動內容，進行線上成果展。 

      2.核派及鼓勵教師參加全國海洋教育成果交流會議及海洋教育相關教 

師研習：配合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學年度計畫，推派教育

處、學校承辦教師及各校種子教師參加各項研習與會議，透過觀摩交

流以推廣本縣海洋教育工作。。 

      3.製作 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成果海報、簡報及影片：申請戶外與海洋教

育計畫補助，製作本縣 110學年度海洋教育成果海報，以供教師交流

團隊赴台成果觀摩解說、宣導使用。 

      4.海洋科普繪本創作：辦理海洋科普教育融入教學並設計「保護海洋」

（涵蓋「守護海岸」、「食魚教育」、「減塑行動」3 個範疇）相關主題

課程。由教師透過教學歷程指引學生進行海洋科普繪本創作，並實際

於教學中實施，經檢討後修正完成繪本，繳交繪本之學校有：敬恆國

中小(兩件)、中山國中、東莒國小、東引國中小國小部。其中東引國

小繪本—黃金島傳奇—榮獲特優獎項，本中心預計於下學年度將獲獎

之繪本印刷成冊出版。 

三、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一)計畫無法解決之問題說明（若有，請說明所遭遇到困難或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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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疫情緣故影響跨校、跨縣市之校際交流，交流機會減少許多，教師

研習或是交流活動只能在線上，無法採用實體的方式會降低學習的效

能與樂趣性。 

        (二)總體自我評估與檢討（說明整體效益評估與檢討） 

      1.今年度各項活動大受疫情影響，例如：全國海洋教育成果交流會議推

遲辦理，各項海洋相關研習、跨縣、跨校交流參訪以及獨木舟課程被

迫改成線上或是停辦，整體效益大幅降低。 

      2.學習路線可以不只侷限在北竿鄉，應擴大到四鄉五島整個連江縣的範

圍，需多加實地踏查，規劃出更多、更具有學習意涵的戶外路線與海

洋路線。 

四、 附件（詳細活動成果、活動照片、回饋單等） 

  (一) 子計畫 1-1—健全組織運作 

 

 

110 學年度上學期期末會議 110 學年度下學期期初會議 

 

110 學年度連江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巡迴諮詢服務 

 
 

戶外與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線上輔導東莒國小與敬恆國中小 

 

  (二) 子計畫 1-2—發展學習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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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繽—認識校園植物 春繽課程—介紹淡菜 

 

  

春繽課程—認識黑嘴端鳳頭燕鷗(神話之鳥) 

  

春繽—採海帶 

 

大坵尋鹿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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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岩—螺蚌山步道 

  

冬澳—廟宇文化導覽介紹 

  

秋岩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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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澳學習單 

  ※夏舟因疫情暫停辦理。 

  (三) 子計畫 1-3—提升教學專業 

      1.海洋精進研習課程內容均在子計畫 3-2 詳細呈現。 

      2.原定舉辦的戶外教育研習因疫情取消，下列是原定公文與計畫： 

         

 

 

       

    (四)子計畫 1-4—建構資源網路 

 
 

建構網路會議—討論與修改戶海網站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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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引國中小畢業生划獨木舟 

 

 

淨灘活動 

 

 

國際藝術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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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環境營隊 

 

 

東引石鯛放流 

 

(六) 子計畫 1-5—呈現推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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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縣內各校海洋教育成果： 

 

 

 

 

 

 

 

仁愛國小 

 

 

 

海洋水域安全、搖櫓體驗 淨灘活動 

  

黑嘴端鳳頭燕鷗機械鳥製作 社團課程—海洋漂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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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食教育體驗 社團課程—製作貝殼風鈴 

 

塘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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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狀元船祭 

  

食魚文化校園宣導講座 

  

海洋繪畫—海底世界(三年級、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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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莒國小 

 

 

 

  

海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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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聲棒製作 

 

    

中正國中小 

 

 

  

參觀藍眼淚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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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港淨灘活動 

  

探訪津沙古漁村之旅 

 

 

 

 

 

 

中山國中 

 



20 
 

 

 

  

海洋文學—八千歲亮島人 

  

認識海廢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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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學—認識馬祖藍眼淚 

  

水域安全宣導 

  

認識雌光螢 

  

海洋文學—奶油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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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新詩被國語日報刊登 

  

 

 

橋仔碼頭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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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引國中小 

 

 

 

海洋繪畫 

  

製作貝殼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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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鯛放流 

  

小小解說員 

  

獨木舟 

 

 

 

 

 

 

介壽國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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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海漂藝術品 磯釣課程介紹 

  

海廢藝術品設計 

 

 

海廢金工—筷架設計 

  

濱海生物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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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灘活動 

  

 

 

 

 

 

 

 

 

敬恆國中小—國小部 敬恆國中小—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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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部—淨灘 

  

國小部—大海的訊息 

 

 

國小部—海廢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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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週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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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環」給寄居蟹 

  

 

 

  

討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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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獨木舟體驗 

 

 

 
 

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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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廢與生活—學習單 

  

水域安全宣導 

 

 

 2.海洋科普繪本創作 

  

  

中山國中繪本—夜光藻的奇幻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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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莒國小—聽見下雨的聲音 

  

敬恆國小部—淚？不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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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恆國中部—大海的反抗 

  

  

東引國小部—黃金島傳奇(榮獲特優) 

 

※全國海洋教育觀摩會因疫情推遲至 10 月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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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成果彙整表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一 )健全

組織運作 

設置戶外與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

入校輔導   2    校。 

 

1.今年輔導的學校是東莒國小與敬恆國

中小這兩所學校，因疫情關係以線上會

議形式辦理，了解兩校在推行海洋教育

課程的實際情況與遇到的困難處，並協

助他們解決。 

2.期初與期末辦理「推動海洋教育小組」

會議，報告每學期關於海洋教育相關的

內容以及相關提案與各委員們進行溝通

與協調。 

3.十一月份時參與「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

中心巡迴諮詢服務計畫」的線上視訊會

議，與委員們討論與調整計畫書內容的

實行方向。 

 

(二 )發展

學習路線 

（戶外教

育路線） 

1. 研發地方政府戶外教育學習路線 

路線名稱 秋岩、冬澳      

發展課程    2  組（內含教案、

教材、教具等） 

2. 辦理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總場次   1      場 

總人次      60   人次 

國中學生   37     人次 

國中參與校數     1   校 

國小學生      0  人次 

國小參與校數   0     校 

 

1. 運用地方資源與特色規劃戶外與海洋

教育體驗學習路線。 

2. 研擬路線之學習內容，以發展課程與

教學示例。(如：中山國中校慶前往邱

岩—螺蚌山步道學習路線) 

 

(二 )發展

學習路線

（海洋教

育路線） 

1. 研發地方政府海洋教育學習路線 

路線名稱春繽、夏舟      

發展課程 2     組（內含教案、

教材、教具等） 

2. 辦理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總場次         場 

總人次         人次 

國中學生        人次 

國中參與校數        校 

國小學生        人次 

國小參與校數        校 

 

1.夏舟課程因疫情暫時取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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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

教學專業 

（戶外教

育） 

 

1. 研發增能課程      組。 

2. 辦理研習 

 場次       場 

 人數        人次 

 參與校數       校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群 

人次       人次 

參與校數       校 

 

 

(三)提升

教學專業 

（海洋教

育） 

 

1. 研發增能課程      組。 

2. 辦理研習 

 場次    2    場 

 人數    40    人次 

 參與校數   8     校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    群 

人次    20    人次 

參與校數   8     校 

 

1.透過教師研習讓教師們對於海洋知

識、科技、保育、生態有更多的認識，

能夠與海共存，利用海漂垃圾教導學生

製作成藝術品；對於食魚教育能夠熟練

掌握；學習磯釣、SUP、獨木舟等等實用

技能，讓學習更加多采多姿、不再局限

於書本上的內容，才得以激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 

2.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升教師專業

成長。 

 

(四)建構

資源網絡 

1. 戶外教育網路平臺（含人才庫）

網 址 ：

https://www.sea.matsu.edu.tw

/                 

 最後更新日期         

2. 海洋教育網路平臺（含人才庫）

網 址 ：

https://www.sea.matsu.edu.tw

/                

最後更新日期         

 

1.一月份辦理「建構網路會議」討論新

網站的組織架構。 

2.七月底將原先「連江縣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網站更新成「連江縣戶外與海洋

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內容與整體架構

皆有調整。 

2.委外進行網站維護管理。 

1. 跨縣（市）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   北市關渡國小      

 合作項目  課程體驗交流       

2. 跨校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本縣國中小        

 合作項目  活動推廣、課程發展     

3. 跨機構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  文化處     

 合作項目  書籍刊物   

1.因疫情取消活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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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呈現

推動亮點

（戶外教

育） 

 

1.年度主題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場次       場 

 人數       人次 
2.全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場次     場 

 人數      人次 

 

 

 

 

 

 

(五 )呈現

推動亮點

（海洋教

育） 

 

1.年度主題活動 

 活動名稱全國海洋教育成果交流

會   

 日期   111.10  

 場次   1     場 

 人數    8    人次 
2.全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海洋教育週     

 日期   111.06     

 場次  8    場 

 人數  700  人次 

 

1.全國海洋教育成果交流會延至 10 月底

舉辦。 

2.海洋教育週：全縣國中小皆有參與，不

只有在海洋教育週當週實施海洋教育課

程、保護海洋、認識海廢、世界海洋日

等等海洋知識，在平時上課時就會與校

本課程結合海洋教育，讓靠海生長的學

生可以更加認識並保育馬祖的海洋生

態。如：神話之鳥、黃魚等等。 

※上表可自行增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