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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臺灣是⼀個擁有多樣海岸地形與⽣態環境的典型海島，無論從歷史文化、地理位置或⽣態環境之⾓度，皆顯⽰

出海洋對於臺灣發展的重要性，因此能否善⽤、珍惜或發展海洋國⼒，遂成為國家富強的關鍵之⼀。有鑑於此，教

育部遂於2008年公布「海洋教育執⾏計畫」，其計畫主軸為強化國⼈海洋教育基本知能及素養，促使全⺠認識海

洋、熱愛海洋、善⽤海洋及珍惜海洋，並培育海洋產業界所需之優質⼈才，積極投入海洋產業，提升國家海洋產業

競爭⼒；其計畫理念為確立海陸平衡的教育思維、建立知⾏合⼀的教育實踐、實現產學攜⼿合作的教育願景、共築

資源共享的教育網絡、樹立本⼟接軌國際的教育理想。其推動⾯向有：建立推動海洋教育之基礎平臺、培育學⽣海

洋基本知能與素養、提升學⽣及家⻑選擇海洋教育與志業之意願、提升海洋產業之基層⼈才素質、提升海洋產業之

專業⼈才素質。針對海洋教育之主軸，可包括：課程規劃與設計、師資培訓、教學⾰新、設備改進、學⽣能⼒的養

成或培養、教學評量或證照、宣導活動、其他配套措施等（劉仿桂，2010）。

       進⼀步來說，在四⾯環海的臺灣，孩⼦們有著許多機會可以接觸到海洋，在⼤海中蘊藏著許多豐富的海洋資

源，總能引發孩⼦們對海洋無限的好奇。基隆三⾯環海，我們常有機會接觸海洋。居住在基隆的我們，海洋對於基

隆⼈可是有⼀定的影響性唷！因此，⾝為海洋城市的⼀員，我們更需進⼀步的認識海洋、了解海洋。研究者任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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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的幼兒園，常常思索如何讓幼兒驚艷海洋，於是在⾃⾝教學主題的形構上選定了以『海洋』為主題，希望藉

由基隆在地海洋文化，與讓幼兒探索覺察海洋的經驗，讓幼兒親海、知海、愛海，讓幼兒對海洋能有更進⼀步的認

識與愛護之⼼。本文即敘說研究者進⾏幼兒海洋教育的實踐經驗，以為幼兒園現場教保服務⼈員實踐幼兒海洋教育

之參酌。

貳、敘說幼兒海洋教育實踐經驗

       教師在設計課程時，教學信念是什麼？教學⽬標是什麼？希望透過何種⽅法將海洋教育實踐於幼兒園的教學？

關於教學理念、教學⽬標與教學⽅法的說明更形重要。有以上之設計，才能導引出教學活動的設計。以下筆者便針

對上述所⾔，分述如下：

⼀、課程設計之理念

       在『海洋』的主題中，幼兒參與了豐富⼜多元的學習活動，教師在課程設計活動時是以園內的教保模式－主題

統整學習區的概念為出發點，且幼兒課程設計採⾃編⽅式，在經由師⽣共同討論發展課程與教材，藉由「主題」引

導幼兒發現與主動學習來組織重要概念，結合全語⾔教學觀，統整各學習領域，重原則、⽅法、創造與情意內容，

進⽽導致富有意義與精熟的學習。

       對於⽣處於基隆，這個依⼭傍海的好地⽅，我們的孩⼦⽣活經驗中很幸運可以常接觸到海洋、基隆港⼝。所以

教師開始引領孩⼦探索『海洋』這個美麗⼜有趣的主題。研究者常與幼兒於每個星期⼀早上團體討論時，進⾏假⽇

分享~~幼兒會敘說：「我和爸爸媽媽到外⽊⼭看海玩沙、阿公帶我到基隆港看⼤船入港…等」，基隆是座海洋城

市，在⽇常⽣活中可以看⾒海洋、可以親近海洋，因此幼兒在參與『海洋』主題期間，幼兒能透過⽇常⽣活親近海

洋的經驗及海洋影片分享，認識海洋的特性以及常⾒的海中⽣物，進⽽知道海洋豐富資源的運⽤⽅式。在教師運⽤

海洋相關圖書及⼾外教學的經驗中，幼兒共同⾛了⼀趟外⽊⼭濱海，親近了浩瀚的海洋，卻也驗證感受了海洋污染

的情形，為求知⾏合⼀、學以致⽤，讓孩⼦對這片⼟地盡⼀份⼼⼒，最後更透過師⽣共同討論新聞報導之海洋相關

議題，並與幼兒共同討論愛護海洋的⽅法，過程中讓幼兒2－3⼈⼀組，透過討論並上臺享愛護海洋的好⽅法，並將

幼兒討論出來愛護海洋的好⽅法以實際⾏動繪畫宣傳海報，主題尾聲以統整活動~~邀請家⻑共同參與淨灘活動~~

將愛護海洋以實際⾏動落實在⽇常⽣活中。最後，期許幼兒能藉由『海洋』主題的參與，能以實際⾏動ㄧ起共同守

護基隆市這座美麗海洋城市，讓珍惜海洋資源的信念傳遞出去，進入幼兒⼼靈，也使海洋⽣⽣不息。所以，學習⽬

標如下：

       （⼀）讓幼兒願意親近海洋。

       （⼆）讓幼兒認識海洋。

       （三）讓幼兒⼼⽣愛護海洋之⼼。

⼆、海洋教育實踐於幼兒園的教學⽅法

       （⼀）透過影片的觀賞~~讓幼兒與海洋相⾒歡

       『海洋』主題開始之際，教師先藉由海洋影片帶領幼兒觀賞海洋的⽣態與⼤海中的⽣物，透過海洋影片的觀

賞，幼兒認識了熱鬧⼤海裡有植物類（海帶、海藻、⽔草）、動物類、⿂類（深海：鯊⿂、燈籠⿂；淺海：海⾺與

熱帶⿂等等）、蝦蟹類、⾙類、哺乳類（海豚、鯨、海豹）、其他類（珊瑚、⽔⺟、海星與烏賊等等），真的是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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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美麗的海洋⽣態，幼兒的⽬光都被吸引且印象深刻。當然，透過影片的介紹也喚起了幼兒⽣活中對於海洋的經

驗，例如：認識海洋的特性，幼兒分享了假⽇家⻑帶領全家到外⽊⼭濱海⼤道遊玩，在海邊看到了許多的⼤岩⽯與

⿂類。

       此外，幼兒也會問及：「老師，這是不是就是岩岸呢？海有海浪、漲潮與退潮、海⽔是鹹鹹的…等。」就這樣

在欣賞完影片後，幼兒熱烈的分享了⾃⼰對海洋的接觸與經驗，他們開始進入親海、知海，為『海洋』主題開啟精

彩的教學序幕。

       （⼆）提供幼兒多元的表現與創作—讓幼兒在探索覺察『海洋』主題活動的經驗裡，對於『海洋』議題產⽣回

應與賞析 

            1、『海洋』主題學習情境的布置表現與創作

       『海洋』主題開始之際，在教室情境與⾃然科學區裡展⽰與布置了園⽅及家⻑⼀起蒐集的海洋相關實物與模式

（各⾏各業海中⽣物圖片、⾙殼項鍊、風鈴、⾙殼陶笛、珍珠、珊瑚、海帶、⿂罐頭與船的模型等等），頓時教室

情境變得豐富了（如圖1.所⽰），幼兒更透過學習區的相關海洋的教具（刷沙⽯、串牡蠣殼、⿂骨頭觀察與海鹽品

嚐等等）與扮演區，在孩⼦通⼒合作下布置成海底世界；教室內是深海區，孩⼦穿著各式親⼦創意海洋⽣物服裝與

友伴發展扮演情節（如圖2.所⽰），讓扮演區中的海底世界好不熱鬧，每位幼兒都像極了⼩⼩編劇家，可以發展出

種種情節和友伴⼀起進入想像的天地中，⼀起有計畫的使⽤扮演道具玩扮演遊戲，展現突出的表徵和象徵性思考能

⼒唷！

圖1. 教室海洋情境布置

照片來源：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基隆市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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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孩⼦穿著海洋⽣物服裝

照片來源：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基隆市幼兒園

            2、作品創作

       另外，在⼩組活動中幼兒透過不同歷程活動有了不同的表現，陸續將⾃⼰對海洋的感受展現記錄在作品中（例

如海邊有沙灘，老師帶領幼兒⼀起討論沙的形成，並動⼿在園內的沙坑進⾏篩沙活動，再觀察、比較沙⽯的研究，

在篩沙的過程中幼兒討論了很多⽅式及各種可以將沙⼦變細的⽅法，所以有洞的⼤⼩籃⼦、捕蟲網、壞掉的紗窗等

全派上⽤場，孩⼦分⼯努⼒的⽤不同的⼯具想辦法篩出適合做沙畫的細沙，在過程中孩⼦獲得的經驗是洞愈⼩的⼯

具篩出來的沙是最細的！

       篩沙之後緊接著要染沙（如圖3.所⽰），有了細沙就能創作沙畫了嗎？孩⼦討論到沙⼦只有⼀種顏⾊不夠，於

是各⾊顏料現⾝，孩⼦再次發揮分⼯合作的精神，在⼀盤盤的沙⼦中慢慢加入顏料，並⽤萬能的雙⼿開始攪拌搓

揉，讓有顏⾊的沙⼦變均勻，最後擺在陽光下讓⾊沙慢慢曬乾，⼀盤盤美麗的「⾊沙」完成了。

       最後，帶領幼兒動⼿創作『創意沙畫』（如圖4.所⽰），幼兒能先在卡紙上以淺⾊油蠟筆創作海洋⽣物的圖

畫，創作的過程中幼兒能⼩⼼翼翼的將雙⾯膠膜⼀⼀的慢慢的撕掉後，選擇⾃⼰喜歡的⾃製⾊沙顏⾊為整幅圖畫增

添不少的⽣氣喔！接著，老師⼜提供了海棉泡泡的素材，幼兒能開⼼的裝飾沙畫周邊的部分，讓每幅創意沙畫都有

獨具⼈特⾊，在創作作品中能⼀窺幼兒對構圖及配⾊的⽤⼼與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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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幼兒染沙

照片來源：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基隆市幼兒園

圖4. 幼兒創意沙畫

照片來源：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基隆市幼兒園

       接著，透過認識海洋的功能，老師帶領幼兒⼀起親⾝體驗在陸地上的蛙⼈競⾛遊戲（如圖5.所⽰），幼兒能雙

腳穿著蛙鞋，然⽽當幼兒嘗試⾃⼰實際體驗⾛⼀⼩段路，才了解原來穿蛙鞋⾛路可不是⼀件簡單的事喔！在這過程

中要使⾝體在動態⾏進中保持平衡，幼兒展現不錯的⾝體平衡感、應變能⼒，以及能覺察各種⽤具的安全操作技

能。

圖5. 幼兒蛙⼈競⾛遊戲

照片來源：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基隆市幼兒園

       另外，也搭配補⿂歌的伴唱，老師引領幼兒⼀同來挑戰『⽵竿舞』，在活動中幼兒在老師的引導下能配合捕⿂

歌和友伴以泡棉塑膠管為竿⼦，依著節奏做出開合的⼿部動作，在⽤腳配合節奏時，其跳躍、配合開合的點踏動作

和整體的靈活度也能勇敢挑戰，接著還有老師介紹海底也有火⼭喔！引發幼兒⾃⼰動⼿創作火⼭，在活動中幼兒能

聆聽老師引導的製作步驟後，⾃⼰動⼿進⾏火⼭造型的捏塑，但因為使⽤油黏⼟來創作，在捏塑的過程中幼兒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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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姆指與食指的「推與捏緊」的動作，將油黏⼟能緊密的包裹著量杯，捏塑出漂亮的火⼭造型後，老師更進⼀

步透過實驗活動讓幼兒認識了⼩蘇打與⽩醋的化學作⽤進⽽產⽣氣泡，猶如火⼭岩漿冒出，幼兒在實驗中還發現⽩

醋量的多寡將會是影響氣泡冒出的關鍵因素唷！

       幼兒藉由實際各項海洋主題活動的參與，進⽽探索海洋資源的豐富度，更覺察到海洋環境的重要性！

       （三）『海洋』主題的⾼峰活動──守護海洋你我⼀起來

            1、淨灘活動

       最後，透過學習區與⼩組活動統整海洋的學習經驗，『海洋』主題也漸入尾聲。在主題統整活動時，孩⼦經由

學習活動對海洋可說更為了解與喜愛，⽽藉由⼾外教學的經驗，幼兒⼀同到基隆市外⽊⼭沙灘⼀趟，親近蔚藍的⼤

海，卻也看到感受到了海洋汙染的情形，為求知⾏合⼀、學以致⽤，讓幼兒能對海洋盡⼀份⼼⼒。因此藉由『海

洋』主題的統整活動—淨灘活動，我們將把孩⼦化⾝為海洋守護天使（如圖6.所⽰）。

       再者，老師引導幼兒於⼩組活動中，2－3⼈⼀組，⼀起合作繪製愛護海洋的宣傳海報（如圖7.所⽰），配合此

次統整活動到外⽊⼭淨灘活動，將更是落實愛護海洋⽅式的⼀個好機會，當天邀請家⻑與幼兒⼀起親⼦淨灘趣（如

圖8.所⽰）~~在親⼦合作努⼒下，當天⼤家都相當賣⼒的使⽤夾⼦將沙岸上的垃圾找出來，看到幼兒找到或夾起⼀

個垃圾時，臉上就露出滿滿的成就笑臉！⼤家都動⼿為⼤⾃然盡⼀份⼼⼒，期許這樣良善的種⼦能在每位幼兒的⼼

中逐漸發芽、⽣⻑、茁壯，就從個⼈做起，相信每個⼈⼩⼩的⼒量，匯聚起來就能讓浩瀚蔚藍的海洋永久保有、保

留美好的⼀⾯。

 

圖6. 守護海洋的天使

照片來源：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基隆市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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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繪製愛護海洋的宣傳海報

照片來源：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基隆市幼兒園

圖8. 家⻑與幼兒⼀起親⼦淨灘

照片來源：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基隆市幼兒園

            2、語文活動

       在語文活動中，教師帶領幼兒學習和友伴⼀起閱讀圖書中環保的議題，透過討論分享，幼兒說：不亂丟垃圾、

不亂倒汙⽔、不捕捉⿂苗、⽯油不外洩、保護保育類海洋⽣物等）。藉由閱讀圖書的語文活動討論，幼兒更加認識

海洋，也對海洋更興愛護之⼼。

三、教學省思

       這次幼兒海洋教育實踐，研究者也有⼀些教學省思，深刻體認⽣活即教育、教育即⽣活，海洋對居住在基隆市

的市⺠有著深厚的文化情感，這次進⾏『海洋』主題，老師藉由相關海洋的訊息設計成主題活動，讓幼兒能透過參

與活動進⽽知海，更能藉由⾃⼰的⼩⼩⼒量傳遞出愛海的信念，進⽽落實⽣活教育的重要性！但因主題進⾏的時間

有限，只有10週的教學時間；故主題的內容無法帶領幼兒進⾏更為深入的探究，實為遺憾之事。

參、結論－讓幼兒驚艷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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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國⺠中⼩學九年⼀貫課程綱要於重⼤議題之中新增「海洋教育」⼀項，豐厚了學⽣對於臺灣的認知廣

度，亦增添了多元的學習內涵，也為海洋教育取得了進入校園發聲的合法性與課程空間（beyond “whose

knowledge”），其⽬的旨在達成「臺灣以海洋立國」的理想，以喚起國⺠海洋意識為教育核⼼，加強海洋基礎教

育、推廣海洋文化，並藉此深化海洋專業教育，⿎勵學⽣朝海洋相關事業發展，以提升我國在海洋資源開發上的競

爭⼒（⽢文淵，2010）。然⽽教育部（2017）《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綱》所揭櫫六⼤學習領域，包含⾝體動作

與健康、認知、語文、社會、情緒及美感等六⼤領域。但是並無海洋領域，⽽是將海洋議題融入於六⼤領域中，以

達致幼兒海洋教育的理想。

       其次，研究者在幼兒海洋教育實踐經驗之說明後，將以此為基礎進⽽提出如何融入『海洋』主題於教學的具體

⽅法、建議，說明如下：

⼀、『海洋』主題影片的觀賞與介紹

       藉由⽣動活潑的『海洋』主題影片之觀賞與介紹，讓幼兒深刻認識海洋的樣貌，達到知海的教育⽬的。

⼆、提供幼兒『海洋』主題多元的表現與創作

  　  設計適合的海洋教育課程；規劃教室環境、決定主題名稱與順序是重要的 （葉惠禎，2010）。⽽提供幼兒

『海洋』主題多元的表現與創作活動，讓幼兒在探索覺察『海洋』主題活動的經驗裡，對於『海洋』議題產⽣回應

與賞析，達到知海的教育⽬的，便是適合的海洋教育課程。

三、進⾏『海洋』主題的⾼峰活動

       例如可以實際進⾏淨灘活動，讓幼兒實際表現出愛護海洋的⾏為，進⽽達到親海、愛海的教育⽬的。

       最後，研究者相信，⼀起參與『海洋』主題後，幼兒對海洋有⼀定的認識與情感，並能驚艷海洋，期許這樣良

善的種⼦能在每⼀位幼兒的⼼中逐漸發芽，就從個⼈做起愛護海洋，相信每個⼈⼩⼩的⼒量，匯聚起來就能讓浩瀚

蔚藍⼜美麗的海洋常伴在我們的⽣活之中，讓幼兒認同⾃⼰⽣活環境的在地海洋文化，進⽽欣賞⾃⼰的在地文化之

美，這是⼀種美麗深刻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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