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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教育者年會是全球海洋教育界的盛事，尤以美國的國家海洋教育者協會

（National Marine Educators Association）組織社群最具規模。本會 2023 年首次參加之

美國國家海洋教育者年會，於同 年 7 月 22 日至 7 月 27 日（當地時間）在美國華盛

頓州貝靈厄姆西華盛頓大學(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 Bellingham, WA)舉辦，這

也是自 2021、2022 年年疫情後最大型的實體活動（2020 年停辦）。今年主題為:從海峽

到海灣：相聚於薩利希海。在六天的議程中，計有超過 400 人的參與、3 場主題演講及

9 大場次超過百篇論文及簡報發表。本會為提升臺灣海洋教育能見度、拓展國際交流，

並強化與各國海洋教育專業者之連結互動，從而了解國際最新政策趨勢與實務方向，

除主持其中一場研討發表（45 分鐘），主題為「臺灣海洋科技、教育及文化政策推動與

國際展望（ Promoting Taiwan’s Marine Science, Education and Culture Policies and 

Exploring International Prospects）」，另有一篇簡短報告（15 分鐘）－「將海洋帶入生活

-臺灣海洋教育經驗分享 Bring the Ocean into your Life -Taiwan’s Experiences in Marine 

Education」，此外，積極參與國際委員會座談、開放式會議、各場次簡報和主題演講，

與相關國際專家學者溝通交流，提升參與能量，並奠立未來進一步連繫或合作之基礎。

本報告就後續與會評估、參與策略及本次見聞可供參採處提出 3 面向建議，期作為本

會持續海洋教育政策及實務推展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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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美國國家海洋教育者協會 (National Marine Educators Association,即 NMEA) 是一

個專業、有影響力的會員組織，由來自世界各地的教師、非正式教育工作者、大學教

授、科學家等組成，每年輪由各地分會辦理盛大的年會活動，就各國海洋教育的議題與

經驗進行論文發表及討論分享。 

參與該年會為本會出國計畫項目之一，惟前三年均受疫情影響，會議取消或因國

際旅運限制未能成行，爰 2023 年係本會首次參與，其議程摘述如下 

一、 時間及地點：112 年 7 月 22 日至 7 月 27 日，於美國華盛頓州貝靈厄姆西華盛頓

大學舉辦。 

二、 本屆主題為「從海峽到海灣-相聚於蕯利希海」(Strait to Sound: Gathering at the 

Salish Sea)，包括： 

（一） 主要講者與議題： 

1. Dana Wilson, Lisa Wilson 主講「Lummi Nation 觀點：人與水資源的關係」

（Lummi Perspectives on the Human Relationship with Human Resources）。 

2. Susan Haynes, Liz Hoadley 與 Kelly Guarino 主講「透過合作夥伴推動海洋

探索」 (Ocean Exploration Driven Forward through Partnerships (Kelly 

Guarino, Susan Haynes and Liz Hoadley)。 

3. Lynne Barre, Jeff Hogan 與 Ginny Broadhurst 主講「過去五十年管理學到

的，用來教養下一代的蕯利希海」（Lessons learned from 50 years of 

Stewardship: Educating for the future of the Salish Sea）。 

（二） 實地參訪：Lummi Nation（原住民保留地）。 

（三） 9 大場次演講（每場次包括 3-5 個分場;每個分場約 3 個簡報發表、合計超

過百篇簡報發表；另有海報發表場次、學生會議、委員會議、國際交流會。 

由於 NMEA 長期與美國國家海洋與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簡稱 NOAA）合作，共同努力促進對淡水和海洋生態系統的理解和保護。

每年的盛會都匯聚了數百名致力於海洋、沿海和水環境的專業教育工作者，各國海洋

教育教師、學者及機關代表，於會議中就海洋教育等議題進行論文發表、演講、工作坊

等討論與分享，NOAA 不僅給予經費支持，在會議的實質參與上也不遺餘力，是相當

好的國際交流機會。過去臺灣僅有少數大學教師以個人身份與會，鑒於國際關係之建

立及最新海洋政策發展之掌握，本會積極參與並與相關國際專家學者建立溝通管道，

對未來政策規劃統合將有助益。 

貳、 與會過程重點摘述 

目前國際四大海洋教育者年會，包括 NMEA(美國海洋教育者協會)、EMSEA(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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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學教育者協會)、AMEA(亞洲海洋教育者協會)，以及 IPMEN(國際太平洋海洋教

育者協會)。另包括拉丁美洲海洋教育者聯盟(RELATO)、加拿大海洋教育聯盟(CANOE)、

澳洲海洋教育者聯盟(AMEN)、印尼海洋教育者協會(IMEA)等區域性社群，各協會成員

之間也有密切的交流。臺灣從 2015 年起陸續有大學教師以學者個人身份參與 AMEA、

IPMEN、NMEA 會議及發表。其中美國 NMEA 每年舉辦一次之年會，是規模相對盛

大、參與人數眾多的場次，輪流由其分會在美國各主要城市舉行。本次會議地點所在的

西華盛頓大學，是全美最北的學校，在全華盛頓州九所公立大學中名列前茅，部分公車

除直接駛入校園，並設有五個以上的站點，可見其遼闊；其位於貝靈厄姆（Bellingham）

小鎮人口數未及十萬，距離美加邊境海關僅有不到一小時的車程，臨太平洋的蕯利希

海，有錯綜的地形、水道及各式船隻，亦有傳統印第安原住民領域的社區 Lummi Nation。 

本次 NMEA 的年會雖然是與學校合作，但主要是硬體的借用，並借重其與社區的

關聯性，而實際會議安排均由協會自行處理。為期 6 天的盛會需運用大量的志工及會

員協助，其最大支持者 NOAA 除了派員參與，也實際協助發表會的進行，例如擔任主

講、協調各資助計畫參與人、甚至加入會場工作如場控計時等，現場所見無分邀請的專

業人士、政府機關人員或會議主辦，與會者間均相當熱絡熟稔。 

以下依各日議程及實質參與場次分別說明如下：（所有議程詳見附錄一） 

 

  



3 
 

 

一、 7 月 22 日 Sea Grant Educators Network Meeting 
Sea grant 是 NOAA 提出的一項重要計畫，由聯邦政府與大學合作，旨在結合科學

與社區，尋求有效的解決方案，其內容性質類似國家海洋資助學院計劃，透過研究－推

廣－教育的整合模型，以補助團隊或競爭型計畫的資助，協助沿海及五大湖區民眾取

得教育資源，培養參與海洋、社區和經濟的下一代專業人員。Sea Grant 的教育組合包

括本科系和研究生教育、教師教育、K-12 課程開發和項目、獎學金、民眾為主的非正

式教育、行業特殊培訓項目等等。 

目前 Sea Grant 建置有 The Bridge 網站（http://masweb.vims.edu/bridge/）收集線上

海洋教育資源，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有關全球、國家和區域海洋科學主題的準確有用

的資訊，並成為研究人員教育推廣的聯繫點，合作夥伴除了 Sea grant 本身、還有國家

海洋學合作夥伴計劃 (the National Oceanographic Partnership Program, NOPP) 和國家海

洋教育者協會 (NMEA)-亦即本次會議的主辦單位。 

本日由佛羅里達大學 Mike Spranger 介紹 Sea grant，本會國家海洋研究院詢問參與

該計畫之機會，Spranger 教授表示相當歡迎，目前亞洲已有韓國跟印尼加入國際合作平

台，並期待能組織臺灣 Sea Grant 系統加入國際合作團隊。 

 

二、 7 月 23 日 NMEA 委員會會議、報到、歡迎活動及

啟動會議 
委員會會議（開放國際人士參與旁聽）與啟動會議 

7 月 23 日 9 時至 15 時為委員會會議，並確認明(2024)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將

於波士頓辦理第五十屆年會。 

15 時 30 分由國際委員會成員至大會委員會進行交流報告。包括來自澳洲、日本、

瑞典、菲律賓等國與會人員向大會委員會簡要報告背景與分享議題。 

16 時會議報到，亦象徵為期五天的會議正式開始，並於會後進行歡迎晚宴。會中

各國與會者交流海洋素養與海洋教育發展方向。 

本次共計超過 400 名來自各國的海洋科學家與教育者分享包括海洋教育、氣候變

遷、海洋保育教育、海洋數據應用、海洋教案設計、博物館海洋教育、水產養殖教育、

海洋教育社群、海洋教育研究、海洋素養評量，以及海洋藝術教育等 181 篇報告。臺

灣本次到訪者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師生為主，含本會及所屬人員約 10 人；亞洲地區另

有來自日本、香港、澳洲、菲律賓等地的專家學者。。 

 

三、 7 月 24 日主題演講、研討會（含本會發表）、青年

研討會 
主題演講 

特別邀請當地設有領地的原住民族 Lummi Nation，由長老、議會領袖、不同經歷

的族人 Dana Wilson, Lisa Wilson 等，描述長年為保存既有傳統智慧及維護生活形態和

領域，進行的各項努力、與聯邦政府間的蕯利希海漁權協調，及爭取水族館虎鯨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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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海域等計畫，並以青年族人返鄉及綬帶活動，呈現精神和智慧的傳承，令各方與會者

印象深刻。會議主席提及臺灣積極參與國際海洋教育活動，專題演講也提到臺灣海洋

科學研究與海洋教育對於原住民文化保留的肯定。 

 

研討會 

本日為密集演講及專題，而本會首次參與 NMEA 年會，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透過

單一完整場次的簡報介紹及發表，介紹及推廣臺灣在海洋國家的願景，與投入海洋教

育所作的各項努力，並讓世界更認識臺灣。以下將實際參與場次的內容重點及可茲借

鏡處摘述說明如下。 

 

（一）本會發表： 

▲發表主題：臺灣海洋科技、教育及文化政策推動與國際展望（Promoting Taiwan’s 

Marine Science, Education and Culture Policies and Exploring International Prospects，簡

報詳附錄二）。 

▲發表人：李珊瑩（海洋委員會專門委員）、嚴佳代（國家海洋研究院主任） 

▲內容及討論重點：在 NMEA 與會者以教師、科學家等實作者為主的情況下，本會場

次吸引滿場聽眾，實屬難得。本場會議總計 50 分鐘，與會成員包括來自日本、澳洲、

瑞典、香港、薩摩亞、及美國等代表。臺灣海洋教育發展在全球有一定的知名度，

在簡報後，聽眾對於臺灣有專責海洋事務機關，因此對臺灣未來海洋素養推動的可

能性充滿期待。與會聽眾提問以資料開放（NODASS），未來可用以進行跨國比較的

可行性，以及對於目前海洋科學素養的推廣，如何進行合作（包括國際合作業為主。 

我國的經驗分享受到相當的迴響肯定，此外，講者也與 NOAA 與會人員討論彼此海

洋事務管理機關和轄管業務比較，NOAA 人員提到，NOAA 係隸屬於商務部下的科

技部門所管轄，因此會以科學教育推動為主，主要角色是在提供資源，並鼓勵多元

研究，亦無附屬之機關（構）。NOAA 與許多國家都有在特定議題（如,氣候變遷）進

行合作，未來如有相關議題也樂觀其成。 

（二）Concurrent Sessions 

▲發表主題： 海洋保育課程設計規劃與應用：Marine Conservation Lesson Plan Design 

and Application  

▲發表人：Hannah Yeh 

▲內容及討論重點：講者以實體教具現場指導與會者逐歩操作，並說明每一個設計環

節的意義、可運用的模組，並分享於教學場域獲得的成果與回饋。與會者可以很容

易自行上網複製使用，或依不同年級程度學生調整內容深度，是類教具創意及教育

意義是本次會議多數教師關注的部分，也大受好評。 

（三）Concurrent Sessions 

▲發表主題：「亞洲海洋教育者協會」（Asia Marine Educators Association, AMEA）對海

洋素養的參與：Ocean Literacy engagement in AMEA  

▲發表人：Tsuyoshi Sasaki 

▲內容及討論重點：本場由日本東京海洋大學佐佐木教授發表，AMEA成立於 2015年，



5 
 

是亞洲海洋教育整合與國際合作重要的平台，臺灣有多位學者為 AMEA 理監事會成

員，與臺灣有許多交流互動的機會。該場次佐佐木教授除介紹 AMEA的歷史發展外，

也分享未來相關合作機制與計畫。佐佐木教授對於本會成立後積極推動臺灣海洋教

育資源整合表示肯定，也期待本會與國際海洋科學教育單位持續合作，將臺灣海洋

資源連結國際海洋教育發展趨勢。 

（四）Concurrent Sessions 

▲發表主題： 個人在促進海洋素養的角色-NMEA and the UN Ocean Decade: Your Role 

in Fostering Ocean Literacy 

▲發表人：Diana Payne & David Christopher 

▲內容及討論重點：本項專題由康乃迪克大學的教育專員 Diana Payne 先介紹聯合國

的海洋科學十年永續發展計畫，以及 NMEA 為了與之呼應，所作的為期三年的海洋

素養推動專案，迄今透過各項實體和虛擬的會議，NMEA 已成為海洋素養的主要倡

議者；前 NMEA 主席 David Christopher 也分享希望透過會議、夥伴合作以及國際的

參與，來面對海洋十年的挑戰從根本上改變人與海洋的關係。 

 

青年研討會 

由 NMEA 學生海洋研究專題快閃報告，分別由四組學生上台報告，包括海洋生物

與環境教育課程結合、海洋微塑膠危害及減塑、浮游生物缺氧或死亡影響海水 PH 值或

酸化，以及利用水下聲景調查專案了解水下噪音影響等。因美國高中生畢業後很少直

接上大學，而是利用 GAP YEAR 去 NGO 或是旅遊，並尋找他們的專題興趣，申請大

學獎學金，本次研討會發表的均為受 NMEA 補助的學生計畫，由發表中可以感受到他

們對於議題的熱情。 

 

活動照片 

  

與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Gloria Snively教

授合影，她是海洋教育領域的活躍人物 

與美國海洋素養委員會主席Diana Payne及

David Christopher 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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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以 Promoting Taiwan's Marine Science, Education and Culture Policy and Exploring 

International Prospects為題發表 

左下圖前排左為 NOAA漁業署西北科學中心教育協調員 Casey Ralston女士 

 

四、 7 月 25 日主題演講、研討會（含本會第二篇發表）

及交流活動 
主題演講 

本場次主題為：透過合作夥伴推動海洋探索 Ocean Exploration Driven Forward 

through Partnerships 

其發表方式相當創新，首先由 NOAA 海洋探索教育專案經理 Susan Haynes 與海洋

庇護專案人員 Liz Hoadley、海洋探險信託基金教育專案主管 Kelly Guarino，及施密特

海洋機構分享共同研究的海洋探險成果，藉由影片的播放及生動的解說，與會者看到

許多特殊的海洋生物和海洋影像，這些精彩的畫面經過轉製成小卡片和貼紙，成為人

手一張的紀念小物；此外，現場更特別與 EV Nautilus 二艘研究船上的老師與學員即時

連線，以通訊影像分享研究項目及在船上生活的感受，也開放聽眾提問，氣氛十分熱

烈。此種分享的方式相當生動且有助於激起學員對海洋科學研究的與趣，值得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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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本日同樣為密集式的專題發表與討論，依實際參與的場次，摘述說明如下： 

（一）本會發表（第二篇）： 

▲發表主題：將海洋帶入生活-臺灣海洋教育經驗分享 Bring the Ocean into your Life -

Taiwan’s Experiences in Marine Education（簡報詳附錄三）。 

▲發表人：李珊瑩（海洋委員會專門委員） 

▲內容及討論重點：本場次發表是以行政院近年大力推動的「向海致敬」政策，及以海

洋驛站作為教育推廣基地的執行成果進行分享。由於臺灣地理位置和政治敏感，聽

眾可理解為何會有過去海岸的管制，現行開放海洋、建立海洋意識的必要性，以及

本會成立後確立的政策方向和實務推動方式，再輔以政策前後效果和驛站影像的介

紹，讓說明更完整。 

與會聽眾提問關心臺灣周邊海域遊憩的安全性（是否為高風險的水域或有大型生物

如虎鯨等出沒）、驛站的功能以及對當地的意義，此外，講者也主動詢問在場各老師

及專業工作者們，期待政府在海洋教育的推動上應該扮演那些角色或可以再做那些？

答案是很實際的「經費贊助」，也有與會者提到，彙集資源供下載使用、辦理此類大

型國際會議，供實務界、學術界能相互交流見習，善用機關的專業網站提供整合型

的資訊及交流平台，就是最大的幫助。 

（二）Concurrent Sessions－ VR 虛擬實境的應用:The Virtual Field 

▲發表主題：「客廳中的牡礪」(An Oyster Farm in your Living Room) 

▲發表人：Emily Nicholson, Renee O’Neill, and Ford Evans  

▲內容及討論重點：本次會議至少有五場以上都談及 VR 虛擬實境的應用，所參加的

其中二個場次，都是以 VR 裝備和自行製作的影片作為實際教學應用的討論：第一

場題名為客廳中的牡礪，讓原本無從接觸牡礪養殖的學生，藉由 VR 體驗，有如置

身養殖場，能觀察到牡蠣細微的生長及水質情況，從而思考這些水產養殖與環境的

關聯。 

▲發表主題：The impact of VR marine experience on students’ marine awareness and ocean 

literacy and memory retention 

▲發表人：Chou Yi-Te and Ray Yen 

▲內容及討論重點：第二場更進一步研究 VR 等科技運用在海洋教育的效果。實證研

究的結論是，VR 應用於課程之中，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並建議未來教師在使用

VR 進行課程教學時，教師可利用高吸收率的「學習金字塔模式」進行課程，並成為

海洋教育課程的模式之一。 

（三）Concurrent Sessions--永續議題研究 

▲發表主題：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Marine Education Board Games into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發表人：Claire Chou 

▲內容及討論重點：示範如何在課程中導入並結合 SDGs14、海洋主題與雙語教育，同

時強調邊做邊學的學習歷程，可提升學生海洋知識學習，於內化後與身邊的朋友家

人分享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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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主題：(Research on sustainable fish-eating cognition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prompted by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industry education 

▲發表人：Hsin-Tsun Lai 

▲內容及討論重點：本場次是以產養殖產業轉型，作為課程設計時的示範主題，先由全

球糧食議題切入，探討永續養殖重要性，並設計食魚環節讓學生能親身品嚐水產品。

再分別從養殖業者角度，及現場養殖現況來認識養殖產業，希望透過「食魚」連結

學生對養殖產業、環境議題及環境保護意識。由於課程設計完整並兼有互動實作效

果，與會氣氛相當熱烈。 

 

國際委員會晨會 

由國際委員會主席瑞典哥登堡大學 Geraldine Fauville、IPMEN 主席澳洲 Harry 

Breidahl、AMEA 主席日本東京海洋大學 Tsuyoshi Sasaki 共同主持，討論如何繼續鼓勵

年輕人參加國際社群以增加國際能力。NMEA 本身設有學生獎學金（學生會員第二年

可申請，經審核後獲得參加年會的補助）、經營 FB 社群，也會期待經由實體參與年會

以及 FB 的持續互動，讓這個領域不斷有新血加入。 

活動照片 

本會第二場次發表 以 Bring the Ocean into your Life -Taiwan’s 

Experiences in Marine Education 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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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澳洲 Deakin 大學 Prue 

Francis 教授合影,她是澳洲

海洋素養教育的重要推手 

與佛羅里達大學教授 Mike 

Spranger 合 影 ,ab1c 是

NMEA 前主席 

與美國高桅帆船的倡議者

Nancy Richardson 合影 

 

 

五、  7 月 26 日主題演講、研討會及交流活動 
主題演講 

主題為：由過去五十年管理和職責學到的，用來教養下一代的蕯利希海 Lessons 

learned from 50 years of Stewardship: Educating for the future of the Salish Sea。 

本項演講、性質近似會議的專家總結座談，是由 NOAA 漁業署 Lynne Barre、NGO

團體「Killer Whale Tales」執行長 Jeff Hogan，以及當地(Salish-蕯利希海)組織成員 Ginny 

Broadhurst 主任等共同討論，聚焦於依過去 50 年的職責及實踐經驗，未來對這片海洋

能有什麼協助？ 

與會者說明，Salish 海具有綿長的海岸、豐富的自然資源，及豐富的海洋生物種類，

當地有 15 個部落集結，人口持續增加中，地方生態保育近年逐漸受到許多水文、生物

及海岸管理等不同領域科學家關注。目前各方嘗試與學校（加州大學）連結，將科學知

識及專業科學家的經驗帶入校園中，希望能培養學生對科學探索的興趣，未來有機會

朝向科學家方向發展，從大眾視角提供科學化及符合現場事實的資訊，期能擴大民眾

與海洋連結的機會。 

Salish 海有其地方上、環境上等複雜的問題，需要更多政策及合作，雖然各方關心

的焦點有所不同，但專家們認為參與是最重要的，只要持續投入，所有的挑戰都會被一

一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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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一）Concurrent Sessions 

▲發表主題：編織工藝與海洋思維 SeaWeaver: Hand-crafting foundations of rich subtidal 

ecologies 

▲發表人：Leonardo E Hummel 

▲內容與討論重點：講者 Leonardo E Hummel 是環境設計工程專業，看似與海洋議題

並無相關，然而他分享的是過去在華盛頓大學求學期間參加了地球實驗室

（EarthLab），看到部分地區因為先天環境或後天破壞，珊瑚無法養成的問題，為了

解決而提出一項名為 SeaWeaver（海洋編織）的行動方案，藉由簡單廉價的材料，編

織為不同形狀後放入海中，觀察珊瑚附著生長的狀況。這項作品融合海洋生態科學、

海洋農業實踐、傳統編織工藝知識和現代工業設計思維，經過不斷的改良以及在泰

國成功的實驗結果，未來也有機會將製作的方式交給當地沿海社區，成為高價值、

有意義的環境行動。 

（二）Concurrent Sessions 

▲發表主題：科學家與教育學家對於傳統社區的合作：Linking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Ocean Literacy across the Pacific 

▲發表人：Harry Breidahl, Mike Spranger and Ray Yen 

▲內容與討論重點：由友會 IPMEN 分享歷次會議的精華，國海院嚴主任也於會中分享

臺灣承辦 2018 年會議的經驗，該次會議結合多元校園活動，參與人數眾多令與會者

均印象深刻，場次主持人 Harry Breidahl 未到訪過臺灣，大家對於下次臺灣見充滿了

期待。 

今年 2023 年會議於加拿大舉辦，除了海洋科學外，更加強調太平洋地區對於傳統海

洋文化技藝知識的保存及傳承，以「THE FIRST PEOPLE」表示對於文化起源的重視

及強調傳承的重要性;此次會議也結合維多利亞當地所重視的海嘯災害議題。來自加

拿大及日本學者接續分享海嘯科學監測及災害防治的重要性，包含針對大眾的海嘯

教育，及有效認識災害形成與防治措施，才能在面臨災害時做出最有利的防治策略。 

 

 

與 AMEA 佐佐木教授及佛羅里達大學 

Mike Spranger 教授合影 

與NOAA海洋探險教育專案計畫的負

責人 Susan Haynes(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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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與 NMEA 規劃委員會、也是

本次Lummi原民社區的長期

關注者 Glen Alexander 討論 

與 EarthEcho International 

執行長 Stacey Rafalowski 

(右)及青年領導計畫主任

Sean Russell(左)合影 

與 Craig Strang 合影，他是

海洋科學素養及教育年會

的推手，也曾多次造訪臺灣 

 

 

 

與國際委員會委員及青年代表合影 與 IPMEN 主席 Harry Breidahl 合影 

 

  



12 
 

參、 心得及建議 

本次完整會議至 7 月 26 日下午 4:30 分結束（7 月 27 日為另付費之當地導覽行

程，約有半數與會者 26 日晚間起即陸續離開），在會議期間有大量的專業知能報告及

意見交流機會，屬於訊息及強度極大的會議，如能積極參與，對於臺灣未來的海洋教育

論述、與專業人士的討論分享，以及 NOAA 等美國政府機關（構）的業務交流等，均

能有相當助益。爰就本次參與經驗再由三面向整體評估說明如下： 

（一）與會評估： 

建議應持續長期參與本項會議，主要原因包括：1.NMEA 的參與者均具有相當代

表性且同時為各國際團體和多領域的活躍人物，NOAA 也有實質和深度的參與; 2.在相

關的教育者年會中，美國是相對規模大而有序且對臺灣十分友善的，值得成為常態性

參與及未來連結拓展之基礎。 

（二）遴員及參與方式： 

建議由政策及專業層面思考 1.政策面由本會依預算遴派至少 2 員（所屬視況參

與），主要任務為海洋教育國際走向了解及國際人士（含海洋機構、聯邦或地方政府及

NGO 人士）交流並建立長期關係 2.教師及學生於海洋教育創新方案之專業參與，可積

極鼓勵協助本會重要政策或參與本會競賽、活動等優選之師生團隊，至會議發表並拓

展專業網路。 

（三）可茲借鏡參酌之作業方式： 

美國的海洋教育由 NOAA 作為主要的支持者（非教育部），以常態和計畫型補助

的方式支持學校教師和學生，同時也引進其他的資金和 NGO 等團體的能量，並以

NMEA 作為其發表和交流的場域，因此該會議能有大量的結案成果、創意及教案分享，

也獲得專業團體的信賴；年會與在地的大學合作，善用學校的場域設備及在地連結，對

於出資的政府機關、承辦的協會、在地團體與學校，是多贏的結果。 

臺灣是海洋國家，有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政治經濟發展脈絡，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

除了可展現我國海洋科學研究量能，更可提升本國國際能見度，藉由與世界各國專家

的相互討論，除了可以強化本身的研究訓練與質量，更可藉此建立國際人脈，可謂一舉

數得。 

海洋教育國際研討會通常在半年前啟動，未來本會可及早就經費及與會代表的規

劃或推薦先行作業，除了藉投稿發表場次讓國際更了解臺灣的實務推動情況、培育我

國的海洋教育跨領域人才，亦需與主辦方及重要人士建立長期交誼，尋求未來合作並

擴大參與及交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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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完整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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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本會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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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本會發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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