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 111學年度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 

子計畫 3-3：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 港都風華-自然與人文 學校名稱 溪南國小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基隆市 

地點：國立海洋教育博物館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 

▓有住宿 ☐未住宿 

課程實施單位 ☐班級 ☐班群 ▓學年 
參與學生數 41 

參與教師數 4 

外部協作師資 

共_______位 

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_____位 

☐安全風險管理_____位 

☐其他：__________面向師資_____位 

 

協作師資資訊 

（若多位師資，

請自行新增） 

姓名  
師資類型 請選擇師資類型 

單位  

聯絡資訊  教學類型 請選擇教學類型 

專業證書  教學專長 請選擇教學專長 

 

協作師資資訊 

（若多位師資，

請自行新增） 

姓名  
師資類型 請選擇師資類型 

單位  

聯絡資訊  教學類型 請選擇教學類型 

專業證書  教學專長 請選擇教學專長 

 

課程類型 

☐水域休閒運動(如獨木舟、浮潛等)☐產業技術(如養殖場參觀、漁法體驗等) 

☐環境探索(如潮間帶踏查、水質調查等)☐食魚教育(如綠色海鮮課程等) 

☐海洋保育(如軟絲復育、珊瑚復育等)☐藝術文化(如鯖魚祭、海廢創作等)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場館參訪☐校際交流 ☐其他＿＿＿＿＿＿ 

ㄧ、計畫實施過程記錄 

本計畫實施過程之相關紀錄，包含教師之文字、影像紀錄，以及教師於

實施過程中之反思。 

    本計畫的「海洋科學學習中心」將以「人與海洋的關係」作為主

軸，以週遭環境資源(漁村、港口、海灣、潮間帶及生態步道)、多元的

展廳內容(科學、船舶與海洋工程、水產、環境、文化、深海、區域探

索及兒童廳)、豐富的典藏資源(海洋生物、深海生物、船舶、深海岩

石、深水礦物及海洋探勘器具)及各類專長的海洋學家(海洋生物、船舶

與海洋工程、海洋化學、海洋物理、水產養殖、海洋地質及海洋文化)

作為教學資源，並結合學校中生物、語文、社會及歷史等課程的內容，

建構一個不只適合作為教師海洋科學專業成長的平臺，亦是適合學生學

習海洋科學的場域。 



     

二、學生學習表現 

學生參與課程之學習成果示例，例如學習單、觀察紀錄、心得撰寫、繪

圖表達等。 

 



 
 

三、成效檢討與建議 

說明執行此計畫之整體效益評估，以及所遭遇到之困難或挑戰，並給予

建議。 

1.海科館導覽精彩，本次選擇近海生態區作為導覽重點，包含河口養

殖、珊瑚礁，講者的介紹非常精彩，建議預約導覽。 

2.深海區是課本較少介紹到的生態區，該區的營養來源為海底火山，高

溫高壓的環境造就許多有特色的生物，館內導覽結束後應該再由帶隊老

師帶去深海區介紹，才不會讓學生錯過這學習機會。 

3.有海洋科技展廳，有許多科學教具，建議學生可以動手操作。 

4.本來規劃有忘憂谷行程，不過因為下雨取消，事實也證明時間不夠去

忘憂谷，在規劃時時間應該要更寬鬆一點 

 

四、計畫經費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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