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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概要

一、計畫緣起：

海洋保育教育是透過引導民眾認識海洋、守護海洋，瞭

解海洋生態保育觀念，甚至對海洋環境問題有所瞭解，從中

引導大眾思考並帶出保育行動，是相當具有教育意義的直接

互動作為。因此，推動海洋教育可讓國人親近海洋、認識海

洋、善待海洋，透過教育宣導源頭減量、末端清除、以及擴

大行動達到海洋保育的網絡。

海洋相關學習的領域相當廣泛，包括科學、人文、藝術、

教育及法政領域，但專門從事海洋教育的人數相當有限，且

過去各地方限於經費、人力的吃緊，以及海洋的相關資訊散

佈於各區域，成為推動海洋保育的瓶頸。海洋保育教育的教

案設計除了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主題外，也有許多「海龜」、

「珊瑚礁」、「海洋污染」、「海洋保護區」…等可以作為

海洋教案的探討主題。「海洋教育」針對屏東縣轄內國中小、

高中職、大專院校及社會教育，依據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海

洋教育推廣方式，藉以瞭解海洋的豐富資源以及海洋所面臨

之困境。盼藉由保育推廣讓民眾瞭解海洋所蘊含的豐富價值，

也讓學生學習更多海洋環境相關知識，從小學會愛護這片土

地以及守護海洋生態，期許喚起民眾海洋保護的環境意識及

行動力。

因此，透過海洋保育教育推廣計畫，辦理 1.屏東縣海洋保

育教育推廣研習活動；2.開發海洋動植物繪本及明信片，可轉

換各種教學的方案資源；3.屏東縣海洋巴士巡迴探索營-海洋

驛站科普 x 體驗系列活動，進一步擴大宣導至民眾有共同海洋

保育的生活方式與目標，讓我們共同促進海洋永續發展機會。

二、計畫年期：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15 日

三、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四、協辦單位：大仁科技大學



五、總計畫經費：690,000 元

六、經費來源：

(一) 中央款： 621,000元

(二) 地方配合款：69,000 元

(三) 其他：

七、計畫目標：

(1)提升海洋公民保育的認知與意識，強化海洋人文素養及

海洋生態保育。

(2)推動在地化之自然生態教育及保育工作，提升海洋保育

意識。

(3)往下扎根到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學進行海洋保育教育，

培育小小海洋保育志工種子。

(4)提升海洋公民保育的認知與意識，強化海洋人文素養及

海洋生態保育。

(5)讓民眾瞭解海洋保育生態，體認健全海洋生態的重要性，

進而熱愛海洋、守護海洋。

(6)強化在地觀光特殊產業者，推行海洋保育教育宣導，並

透過多元活動及推廣宣導，激發遊客參與海洋保育及守

護海洋運動，達事半功倍之效。

八、計畫內容概述：

本計畫為了建立國人海洋保育生態的認知與意識，採取

結合各類性質不同的措施，讓民眾瞭解海洋保育生態，及體

認健全海洋生態的重要性，並透過在地觀光特殊產業者，推

行海洋保育教育宣導觀念，激發遊客參與海洋保育及守護海

洋運動，進而培養熱愛海洋、守護海洋之理念，以求海洋能

夠永續發展，資源不虞匱乏。其計畫範圍概述如以下：

(1) 海洋保育主題教育推廣或教育研習 2場。

(2) 海洋保育教育教具、教材或教案開發 1 式。

(3) 其他創新海洋保育教育推廣(至少 5場)。





貳、 重點工作項目

一、 工作項目及經費：

工作項目

經費(元)

概述

1. 屏東縣海洋保育教育推廣研習活動
300,000

屏東縣海洋保育教育推廣研習活動部分，完成辦理 3場次，活動主題分別為

「悠遊海洋」、「同一片海洋」及「海洋保育之路-珊瑚時光機」。

2. 開發海洋動植物繪本及明信片，可轉換各種教學的方案資源

120,000

完成設計海洋繪本 1款，主題為「海洋的魔法呼吸

，海洋明信片部分設計了 3款。海洋繪本印製 300份及海洋明信片每款印製

1,000份，共計 3,300份。

3. 屏東縣海洋巴士巡迴探索營-海洋驛站科普 x 體驗系列活動

270,000

海洋巴士巡迴探索營-海洋驛站科普 x 體驗系列活動共完成辦理 6場次，共計

166 人次參與。

參、 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 重要成果說明

為了推動屏東縣海洋保育教育的可持續發展，藉由「112

年度屏東縣海洋保育教育推廣計畫」，

計畫分為三大部分：「屏東縣海洋保育教育推廣研習活

動」、「海洋動植物繪本故事與明信片」及「屏東縣海洋巴

士巡迴探索營-海洋驛站科普 X 體驗系列活動」。

本計畫於屏東縣海洋保育教育推廣研習活動部分，完成

辦理 3場次，共計 113 人次參與，研習營分別於 112 年 3 月 24

日在墾丁悠活渡假村、112 年 8 月 25 日於大仁科技大學以及 9

月 22 日於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後場辦理，活動主題分別為

「悠遊海洋」、「同一片海洋」及「海洋保育之路-珊瑚時光

機」，透過研習活動，學員們與其他海洋愛好者一同學習、



互動和交流。透過專業講座、影展欣賞和實地考察，帶領學

員深入瞭解了海洋生態系統的脆弱性和保育的重要性。

海洋動植物繪本故事與明信片部分，海洋繪本主題為海

洋的魔法呼吸，主要以微藻精靈帶領故事中的主角，進入海

洋中的大家庭-海洋的生態系，並在最後帶入魔法海洋藍碳世

界，不僅可以幫助調節地球的氣候，還能保護海洋生物的家

園，可持續的保持海洋生態平衡，並在這一次的旅途，收穫

了愛、快樂和對地球的保護。於海洋明信片部分，設計了 3款

精美的海洋明信片，明信片不僅展示了海洋生物的美麗圖像，

使其成為教育和傳播海洋保護意識的有力輔助工具。海洋繪

本印製 300份及海洋明信片每款印製 1,000份，共計 3,300份，

供未來政府機關推廣使用，讓更多的人能夠接觸到海洋教育

的知識和資源。此外，藉由「海洋的魔法呼吸」海洋繪本教

案的設計，期望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讓未來學校教師能夠

輕鬆地應用在實際的教學中。

屏東縣海洋巴士巡迴探索營-海洋驛站科普 X 體驗系列活

動的部分，共完成辦理 6場次，共計 166 人次參與，參與的對

象成員包括學生、教師及遊客，透過海洋驛站與學校端合作，

共同推動海洋文化扎根及海洋社會教育，引導參與者進行淨

灘、教育參與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減少塑膠使用，以及鼓勵

支持海洋保護的實踐策略，活動過程也透過海洋生物教具，

將教育融入到互動和體驗之中，讓參與者在寓教於樂的過程

中對海洋保育產生了深刻的認識和興趣。這種結合教育和行

動的方法為參與者提供了一個轉化學習為實際貢獻的機會，

進而推動了一種可持續的海洋保育文化。新聞媒體、臉書及

網路報名系統貼文曝光相關圖片如圖 1 至圖 3 所示。



圖 1、屏東縣海洋保育教育推廣研習活動新聞稿及網路曝光



圖 2、屏東縣海洋保育教育推廣研習活動新聞稿及網路曝光(續 1)



圖 3、屏東縣海洋保育教育推廣臉書及網路報名系統曝光



成果目標與

效益

指標

(依原核定工作

計畫書或新增)

成果

(值)
說

明

可量化效益

一、屏東縣海洋保
育教育推廣研習活
動

3場次/113 人次

於 3 月 24 日、8 月

25 日辦理 2場次研

習活動，並於 9 月

22 日加辦 1場次研

習活動，共計 3場
次，共計 113 人次

參與。

二、開發海洋動植
物繪本、明信片並
進行推廣

海洋繪本 1款、
明信片 3款

海洋繪本印製 300
份及海洋明信片每

款印製 1,000份，共

計 3,300份

三、屏東縣海洋巴
士巡迴探索營-海
洋驛站科普 x 體驗
系列活動

6場次/166 人次

完成辦理 6場次，

分別於興海海洋驛

站及琉球海洋驛站

辦理，共計 166 人

次參與。

不可量化效
益

(1) 積極推動強化海洋教育，讓民眾重視許多海洋永續的政策、措

施與行動。

(2) 鼓勵民眾參與海洋體驗、海洋活動、培養海洋思維、豐富海洋

教育。

(3) 提升海洋公民保育的認知與意識，強化海洋人文素養及海洋生

態保育。

(4) 統合政府資源量能，拓展相關產業界之合作機會，促進我國海

洋發展。

(5) 強化海洋健康指數，並提升公私協力，多元發展海洋資源與管

道，促進向海致敬。

(6) 提升擴大媒體宣導，引領國人自發性維護海洋、並提高曝光率

與能見度，對於海洋發展成效具直接助益。

 (二)效益分析(請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檢討執行成效)

1. 提高社會對海洋保育的認知和重視：透過教育和宣導活動，
使民眾更加了解海洋生態的重要性，從而增強對海洋保護的
認知和責任感。



2. 培養未來的海洋保育人才：透過在學校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
推廣，培養對海洋有熱情的年輕一代，鼓勵學生成為海洋保
育的倡導者和實踐者。

3. 促進社區和觀光業的參與：透過與在地相關業者合作，將海
洋保育融入旅遊體驗中，不只提升遊客的參與度，並有助於
推廣保育理念。

4. 增強海洋生態健康與可持續性：隨著社會大眾保育意識的提
升，可以預期對海洋保育及環境的影響將更加積極，有助於
保護和恢復海洋生態系統。

5. 推動環境友好的經濟發展：透過海洋保育教育和活動的推廣，
提升社會對海洋可持續發展的重視，進一步在海洋環境保護

和經濟發展之間找到平衡。

肆、 執行中遭遇困難及因應對策

1. 執行過程當中有一些插曲，例如研習活動有的人網路報名
之後當天可能不克參加，辦理海洋巡迴探索營時，有時候
因颱風、浪大等天氣因素遊客臨時取消小琉球行程，因此
可以實施報名費用和出席退款策略，鼓勵真正有興趣的人
報名並出席。此外，也可以發送提醒通知和教育材料給參
加者，提前建立報名者對活動的興趣和期待，藉此提升報
名人員的承諾感。

2. 建立活動的應對計劃，為海洋教育推廣辦理活動時，遇上天
氣因素可以制定備用的方案，例如在潮間帶導覽時，遇上壞
天氣時可以提供室內活動並多準備互動的方案作為替代計畫，
可以根據天氣或其他不可預見因素進行調整。

伍、 未來推動方向與建議

1. 藉由多元推廣的材料，透過不同的視覺藝術及教案，來教育
大眾關於海洋保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設計有吸引力的繪
本及明信片，可以作為教育工具，也是民眾喜歡收集和分享
的紀念品。

2. 強化合作夥伴關係，與當地學校、社區組織和企業合作，共
同推廣海洋保育教育。另一方面，並逐步建立在地海洋公民
科學家的網絡，幫助在地海洋監測的支持及資源。



3. 於暑假期間舉行研習活動及海洋巡迴探索，一是暑假時教師
比較有時間，二是暑假期間也會有比較多遊客及學生來參與，
藉此推廣給更多的民眾參加。

4. 海洋生態資源永續經營方面，海洋生物資源復育是非常重要
的一環，有了這些生物是很好的推廣方式，並將課程或活動
融入寓教於樂，帶給國人有更好的海洋保育教育推廣的效益。

5. 未來可強化海洋教育推廣宣導模式，以更多元的方式帶動各
個海洋相關產業，可以與政府機關、屏東縣各區漁會，墾丁
國家公園管理處、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屏東縣海岸巡
單位、潛水協會、觀光協會、NGO團體、各級學校、企業
等單位聯手合作，激發民眾、遊客等參與守護海洋永續運動，
藉此共同守護海洋生態並提升活動深度及廣度。

填報單位：屏東縣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                    

單位主管：陳仕元 所長                     

 填報人及連絡電話：鄧豫琪/08-7320415# 7225                    

 填表日期： 112 年 12  月  6  日

＊備註：執行機關可視需要增加項目



附件 1 可提供本署運用之相關圖片或照片，並提供授權使用書

請提供至少 4 張供本署宣傳運用，圖像需清晰，另電子圖檔需 2MB 以上， 

並以單獨電子檔方式提供。





攝 影 著 作 授 權 使 用 書

本計畫無償授權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得以上映、播送、口

述、傳輸、展示、散布、印刷等公開方式，重製本計畫「112 年度

屏東縣海洋保育教育推廣計畫」攝影著作 6幅如附，並得為製作

相關宣傳品之使用。

受委託(補助)單位：屏東縣政府 （簽章）

授 權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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