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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 

整合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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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重點發展 

規劃未來四年發展計畫 
辦理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整合發

展相關研討會 

研議簡化行政流程之相關措施 

分類設置專業人才庫及協作師資

(登山、攀岩、溯溪、浮潛、獨

木舟、風險管理、課程設計等) 



四年計畫發展主軸 

與撰寫重點（一）：主軸 

主軸一「課程教學」 

 

主軸二「教師專業」 

 

主軸三「資源應用」 

 

主軸四「行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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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計畫發展主軸與撰寫重點（二）：發展項目 
★1-1發展學習點及主題化學習路線 
1-2發展多元型態教材、教案或課程模組 

1-3發展與運用多元教學模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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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一 

課程教學 

 

主軸二 

教師專業 

 

主軸三 

資源應用 

 

主軸四 

行政支援 

★4-1配合中央政府辦理相關活動 
★4-2配合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活動 

★4-3發展在地特色及呈現成果亮點 

4-4○○○○○○ 

★2-1提供到校或線上專業諮詢服務 

★2-2成立教師社群及辦理增能研習 

★2-3提升安全與風險管理專業知能 

2-4 ○○○○○○ 

★3-1建構及充實網路資源平台 

★3-2辦理跨校、跨縣市、跨機構資源交流及策略聯盟 

3-3盤點與整合縣市內不同單位與機構之可用資源 

3-4 ○○○○○○ 



四年計畫發展主軸與撰寫重點（二）：發展項目 
★1-1發展學習點及主題化學習路線 
1-2發展多元型態教材、教案或課程模組 

1-3發展與運用多元教學模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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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一 

課程教學 

 

主軸二 

教師專業 

 

主軸三 

資源應用 

 

主軸四 

行政支援 
★4-1配合中央政府辦理相關活動 
★4-2配合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活動 

★4-3發展在地特色及呈現成果亮點 

4-4○○○○○○ 

★2-1提供到校或線上專業諮詢服務 

★2-2成立教師社群及辦理增能研習 

★2-3辦理安全與風險管理知能研習 

2-4 ○○○○○○ 

★3-1建構及充實網路資源平台 

★3-2辦理跨校、跨縣市、跨機構資源
交流及策略聯盟 

3-3盤點與整合縣市內可用資源 

3-4 ○○○○○○ 

1 健全組織運作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人員分工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組織及運作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 

 備註：上揭輔導團隊主要任務為輔導各縣市戶外教育

及海洋教育學校，以提供諮詢與協助。 

2 發展學習路線 

 戶外教育路線－跨部會合作之體驗學習路線 

 海洋教育路線 

 備註：業於本年度 8 月提供各縣市『發展學習路線參

考手冊』 

3 提升教學專業 
 增能課程與研習 

 教師專業社群 

4 建構資源網絡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網路平台(含人才庫) 

 跨校、跨縣市、跨機關(構)之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5 呈現推動亮點 

 彙整成果及亮點 

 配合中央政府辦理相關活動 

 配合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活動 

 

6.其他 
●發展與運用多元教學模式 
●盤點與整合縣市內可用資源 



四年計畫發展主軸與撰寫重點（三）：操作方式 

（一）四年計畫屬各縣市對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整合發展之
整體性政策，應由教育局（處）召開會議討論與決議，納入
111學年度計畫申請時一併提出。 

（二）因計畫申請書「子計畫一：設置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
中之撰寫架構係依據補助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而四年計畫四
個主軸的涵蓋內容超出計畫申請書，計畫申請書所列項目屬
必辦項目，故各縣市四年計畫中必須涵蓋所列必辦項目。 

（三）111學年度計畫申請書中子計畫一將增加「其他」欄位，
由各縣市依據四年計畫增加辦理項目。 

（四）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將組成諮詢服務團隊協助各縣市撰
寫四年計畫及年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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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計畫發展主軸與撰寫重點（四）：撰寫原則 

（一）依實際需求與條件進行規劃：上述列舉之發展項目僅提供
參考，各縣市依目前既有之基礎，配合可用資源及各方條件，規
劃具體可行之發展項目。 

（二）發展進程應依年度銜接發展：各發展項目除了銜接既有發
展情形，對於新開展之發展項目，依「建立基礎→普及各校→具
體落實→精進深化」來進行該項目在不同年度之執行內容。 

（三）連結其他計畫進行整體發展：宜從教育局處層次，整合不
同之相關計畫，進行整體性規劃，以發揮相互加乘效益，惟應依
規定區隔經費及成果呈現。 

（四）年度計畫逐年進行滾動修正：各發展項目宜因應年度實際
發展情形及教育部政策發展與年度計畫，進一步進行檢討，以最
大效益原則進行滾動修正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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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洋教育來看，其與戶外教育之間的互動，可以初步
劃分出三種類型：可被納入戶外教育的海洋教育、非臨
海學校的海洋戶外教育、不被戶外教育包含的海洋教育。 

8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的整合發展（一）：內涵 

從環境的角度來看，森川里海本來就是一體，重點在
於讓孩子體驗自己與環境的關係，從中促發孩子內心
和行動的改變。 

內涵上的整
合發展之重

點 

在新課綱中，海洋教育的五個學習主題是以學科內容
進行劃分，戶外教育則是以內心價值發展來劃分，兩
者的結合很恰當。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兩者沒有必要融合為一，就如同目
前課綱中劃分出不同學習領域一般，各自運作但透過跨
領域來達成共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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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的相關負責人需要瞭解補助要點及年度計畫
中各子計畫的內容，以及各子計畫之間的關聯性。 

組織運作上 

的整合發展
之方向 

各縣市教育局（處）要能盤點現有相關資源及相關
執行狀況 

應該由教育局（處）定期召集會議，瞭解執行狀況，
並邀請相關之輔導團或執行單位共同參與。 

才能對教育中心如何運作獲得基本的掌握。 

才有辦法進行系統性思考及統整性規劃 

才能相互了解及促進彼此的聯繫和統整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的整合發展（二）：組織運作 



海洋教育與戶外教育的三種互動類型： 

1. 可被納入戶外教育的海洋教育：以海洋場域為出
發點的課程，可以成為戶外教育的一部分。 

2. 非臨海學校的海洋戶外教育：以非臨海的戶外場
域為出發點，從中找出海洋的元素，例如超市、
市場、老街等。 

3. 不被戶外教育包含的海洋教育：如海權、海洋法
規、海洋產業與經濟發展、海洋歷史文化、海洋
職涯發展等，可以在教室內授課，也可以連結戶
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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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整合發展（三）：研討會 11 

各縣市辦理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整合發展相關研討會： 

●討論重點一：釐清兩者的整合與區隔 

1.可被納入戶外教育的海洋教育：以海洋
場域為出發點的課程，可以成為戶外教
育的一部分。 

2.非臨海學校的海洋戶外教育：以非臨海
的戶外場域為出發點，從中找出海洋的
元素，例如超市、市場、老街等。 

3.不被戶外教育包含的海洋教育：如海權、
海洋法規、海洋產業與經濟發展、海洋
歷史文化、海洋職涯發展等，可以在教
室內授課，也可以連結戶外參訪。 

●討論重點二：在不同面向上的整
合發展 

1.在師資上如何進行整合發展？ 

2.在教學上如何進行整合發展？ 

3.在資源上如何進行整合發展？ 

4.在行政上如何進行整合發展？ 

要能結合在地性！ 



研議簡化行政流程措施（一）：建構多元學習模式 12 

套裝路線 

學習模式 

剛開始規劃與

執行戶外教育

之教師 

尚未將戶外教
育融入學習領
域進行課程規
劃之教師 

實施彈性課程

或專案之教師 

學習點 

學習模式 

能將學習點之
學習內容融入
領域教學之教

師 

能串聯學習點
進行主題化課
程規劃與實踐
之教師 

自主規劃 

學習模式 

較長期投入戶
外教育課程且
有能力帶領學
生進行自主學
習之教師 

有興趣挑戰深

化戶外教育課

程發展之教師 

案例 

手冊 

推廣 



研議簡化行政流程措施（二）：招標與採購 13 

套裝路線 
學習模式 

學習點 
學習模式 

學習 

點 

地理

特色 
自然

生態 

歷史

文化 

經濟

發展 

休閒

觀光 

科學

知識 

文學

藝術 

確定內容 
•各縣市
設置幾
條路線 

招標 
•進行公

開招標 

公告說明 
•向各校
說明使
用方法 

提供應用 
•校外教
學、班
級授課 

•設定相
關需求
與條件 

•由廠商
培訓導
覽人員 



研議簡化行政流程措施（三）：定型化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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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各班

個別需求 

不同類型

戶外教育 

定型化契約：

讓老師專心於

規劃與實踐戶

外教育教學 

影響老師實施戶
外教育的因素： 

1.行政流程麻煩 

2.安全考量 

3.人手不足 

4.課務無法處理 



建置分類設置專業人才庫及協作師資 

1.人才庫的精緻化： 

專業分類：登山、攀岩、
溯溪、浮潛、獨木舟、衝
浪、自行車、風險管理、
校本課程、教學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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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作師資： 

(1)專業技能協作師資 

(2)教學實踐協作師資 

(3)校務陪伴協作師資 

提供各校對應需求找到 

適合人才 

促進教學能力以符合 

授課老師需求 



全國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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