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點話題 >>>

42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新北市教育　中華民國106年9月/第二十四期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海洋教育讓海洋精神蘊含於生活中

壹、緣起

千年來，人類文明始終與海洋息息相關，不

僅發展出與海洋共存的生活型態，更懂得發明工

具與器械從海中獲取資源，經由海洋的啟發進一

步點燃了人們的思想與藝術創作，產出許多動人

的篇章與神話故事，形成獨有的海洋文化。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人類進而更有

效率地從海洋獲取更多的資源，伴隨著經濟的成

長與富足，卻也對海洋的破壞愈趨加劇。聯合

國於2012年巴西里約所舉辦「2012聯合國永續發

展大會」，發表「我們所要的未來- The Future 

We Want」（United Nation，2012），促進各國

針對「海洋的未來」建立永續發展的海洋政策

（周漢強，2015）。而我國也不落人後，於2001

年時提出《海洋白皮書》、2006年增修為《海洋

政策白皮書》，並據於2007年頒布《海洋教育政

策白皮書》，成為我國推動海洋教育政策之依

據，進而在2008年公布「海洋教育課程綱要」，

讓海洋教育成為中小學課程的重大教育議題。

教育是國家強盛的根本，國小教育更是國民

教育的基石，師資素質的優劣直接影響教育品質

（劉宛甄，2015），尤其國小教師肩負啟蒙任

務，是學生人格塑造者與知識傳遞者，將影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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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生的成長與發展（吳清山，1996）。

筆者是一名國小教師，一直擔任體育及海洋

教育教學工作，除了教授專業的運動技能及培養

學童冒險犯難、永不放棄的精神外，還負責規

劃全校學生的游泳課程的教學過程與水中知識傳

遞，近年來於授課過程中發現學生學習游泳技能

的慾望逐年下降，多數學生喜歡玩水卻怕水，與

課程綱要中提及國小階段透過游泳教學讓學生能

夠「親海、愛海、知海」（教育部，2007）的理

想還有一段努力的空間。

據此，筆者帶領五年級五位學生參加臺北市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辦理之造舟計畫，透過親身參

與造舟歷程及造舟完成後的操舟活動，從中領

略海洋精神。本文乃藉由探討海洋教育與海洋精

神，進一步說明海洋精神普遍蘊含於生活，藉以

提醒讀者共同尊重海洋、保育海洋。

貳、海洋教育與海洋精神

一、海洋教育的定義

海洋占地表面積百分之71，孕育著無數

的生命和資源，與人類的文化發展息息相

關。為了達成「臺灣以海洋立國」之目標，

將海洋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中是一件刻不

容緩之事。

然而，國人長期缺乏正向的海洋意識，

肇因於歷史發展中的政治因素讓臺灣長年處

於海禁的狀態，以致在經濟、交通、建設、

文化、教育、休閒…等各方面的發展都有

「重陸輕海」的現象（邱文彥，2000；教育

部，2007），使得民眾與海洋產生極大的心

理距離，並且在深層的文化中，海洋幾乎是

無情和險惡的，孩童被告誡要遠離海洋才能

確保生命安全，這種對海洋的負面意識，已

圖1　筆者帶領學童仿製一艘海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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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深固於民眾的潛意識之中。

海洋教育乃是讓地球永續發展的核心工

作，是建立正向海洋價值觀的基礎，是影響

人類如何與海洋永續相處的關鍵；近年來，

海洋教育政策的推動才讓「海洋教育」的內

涵從早期「培育專業人才」逐漸轉化為「基

本文化素養」的意涵。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988）的分類方式，海洋教育可分成專門

性的海洋科學教育和普通海洋科學教育，國

內學者進一步說明之（吳靖國，2009a）：

(一)海洋專業教育：教育對象是高職及大專

院校所培育未來要從事海洋專業工作的

學生，其學習目標是為了職業發展，希

望成為相關領域的專業人才，強調的是

專業的「深度」而不是一種全面的、普

及的、統整的海洋教育。

(二)海洋普通教育：教育對象是中小學學

生、一般大學生、一般民眾等，其目的

不是為了未來的職業發展，而是為了認

識自己所處的環境，瞭解自己應該如何

與海洋進行適切互動，故主要目的是讓

所有人獲得正向的海洋意識，並促發其

對海洋產生行動力。

據此，本文所指的海洋教育不是指海洋

專業人才的培育，而是指海洋普通教育，故

海洋教育的目的就是增進社會大眾及新生代

對本土海洋生態環境的瞭解與尊重（方力

行，2000），透過海洋教育主要在普及海洋

知識，培養宏觀、包容的理念，讓學生透過

教育歷程了解自己與海洋之間的關係，領會

出包容、勇敢、富有冒險犯難的精神。

二、海洋精神的內涵

運動精神與海洋精神之間蘊含著深遠的

關聯性，例如此次參與造舟教育計畫並實際

參與操舟，就有涵蓋不少體育成分，如：輕

艇、艇球、海洋舟划行皆為體育活動。

在《海洋政策白皮書》中未提及海洋精

神，但提出了靈活、開朗、冒險、犯難、團

結、合作、勇於開拓等海洋性格，事實上，

與方力行（2000）指出培養冒險犯難、開

疆拓土、包容博大、善養萬物、創新求變

等海洋性格，有相當高的相似度。廖鴻基

（2003）則從海洋文學的角度，提出開闊、

豐美、包容、自由、深沉、冒險等海洋意

象。吳靖國（2009b）分析國內小學三個版

本教科書（康軒、南一、翰林），彙整出蘊

含在教科書中的海洋精神，包括寬廣、富

饒、自由、變化、希望、生命力等，並進一

步歸納相關文獻，提出四項海洋精神內涵，

茲說明如吳靖國下（2009 c）：

第一、海洋的含納精神

海洋呈現的特質寬廣的、開闊

的、澎湃的，包容萬物，人們面對這

樣的特質進而產生寬容、包容等氣

質，促使人們視界遠大、心胸開闊，

據此，將其定為海洋的「含納」精

神。

第二、海洋的變動精神

變動，有著活潑、流動的意涵。

海洋的特質包含質有：流動的、變化

的、自由的，面對這樣的特質，透過

靈活的思考方式、機智的應對、求新

求變的態度來應變全新的挑戰，故能

夠有著多元、積極的思維。據此，將

其定為海洋的「變動」精神。

第三、海洋的開創精神

接續上述海洋的「變動」精神，

海洋所呈現的動態、流動特質也讓人

產生變幻無常、不可捉摸的神秘感，

面對這樣的特質時，不但需要富有想

像力，而且容易有冒險犯難、開疆拓

土的強悍性格，進而養成積極進取、

團結合作、勇於創新的特質。據此，

定義為海洋的「開創」精神。

第四、海洋的奔放精神

接續上述海洋精神，海洋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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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有開闊的、滔滔不絕的、生機盎

然的，讓人感受到海洋的奔放不羈、

自由自在、生命力和無窮希望，進而

促使人們擁有豪爽、熱情、開朗、浪

漫的心靈。據此，定義為海洋的「奔

放」精神。

吳靖國（2011）進一步從「海洋保育」

的角度出發，將上述掌握的「海洋精神」融

入「教學」中，以建構出蘊含「海洋精神」

的教學內涵。也就是說，海洋精神仍然離不

開對海洋的尊重，諾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

認為尊重生命的原則應該要包含所有的生命

（楊冠政，2002），當然孕育生命起源的海

洋。

事實上，透過教育可以教導正確的海洋

觀念，重視海洋精神有助於釐清國人對海洋

的迷思（陳勇輝，2007），尤其在教育歷程

中讓人們覺知到海洋在人類生存與發展中所

處的地位，而願意瞭解海洋環境與文化，更

進一步思考如何身體力行改善海洋生態環境

與文化內涵，積極培養「海洋關懷意識」

（施心茹，2009）。

參、海洋精神流露在生活中

筆者於暑假期間帶領學童實際造舟（1：1）

並至各水域操舟，除了強化數理、工藝、體育技

能之外，並引發冒險犯難的堅毅精神，讓學童

對海洋文化的體認更加深刻，進而達成親海、愛

海、知海的理想。

事實上，海洋精神不僅僅只是存在於學術研

究上的探討，綜觀國內外歌手、詩人、作家等，

皆將海洋作為心靈寄託並充滿著美感與溫柔，

能夠撫慰受傷的心卻又提供人類智慧與文化的傳

承，海，有太多的面向、太多的特質、太多值得

我們學習的地方，這些作品中流露出許許多多的

海洋精神：

歌手張惠妹曾在名曲「聽海」中吟唱出：

寫信告訴我今天　海是什麼顏色

夜夜陪著你的海　心情又如何

灰色是不想說　藍色是憂鬱

而漂泊的你　狂浪的心　停在哪裡

文學家海明威在其《老人與海》一書中提

到：海是老人賴以生存的地方，海洋也是老人尋

找自我的場所。而文學家透過犀利的筆調，表現

出海的多變、豐富的面貌、多元、宏偉的、充滿

熱情的…，海洋也是悲傷的、苦難的、暗藏玄機

的。

詩人鄭愁予曾在〈如霧起時〉寫道：

我從海上來，帶回航海的二十二顆星。

你問我航海的事兒，我仰天笑了……

如霧起時，敲叮叮的耳環在濃密的發叢找航路；

用最細最細的噓息，吹開睫毛引燈塔的光。

赤道是一痕潤紅的線，你笑時不見。

子午線是一串暗藍的珍珠，

當你思念時即為時間的分割而滴落。

我從海上來，你有海上的珍奇太多了……

迎人的編貝，嗔人的晚雲，

和使我不敢輕易近航的珊瑚的礁區。 

在詩人的筆下，海洋成為了心靈寄託與情人

的殷切期盼，在神秘中卻帶有提點海的浪漫與溫

柔。

在筆者帶領學生親自造舟、操舟之後，師生

寫下心中所領會的點滴：

筆者：千年前，因努特人就利用木頭、樹枝、

海豹皮，製作了世界第一艘海洋獨木舟，

他們不畏艱辛、不怕失敗、永不放棄的海

洋精神，成就了他們的歷史。時至今日，

在科技大爆炸的時代，我們是否該勇於創

造、挑戰，且心胸要如海洋一般，保持對

世界的包容力，這將是因努特人帶給我們

的啟發與方向。

睿翰：當我坐上自己做的獨木舟時，我覺得非常

驕傲。海洋的藍色讓我感到很漂亮、很舒

服。

采妍：海讓我感到放鬆，感覺可以包容一切。我

ㄧ直喜歡自己動手做，造舟讓我能充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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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創意，最後划獨木舟時非常好玩，謝謝

老師不斷提醒我永不放棄的海洋精神。

家寧：與同學一起造舟、操舟讓我瞭解團隊合作

的重要及永不放棄的精神。

洪量：待在海邊讓我感覺很自然，是一種自由的

感覺，很自在、很放鬆。

李彤：海總是讓我開心，能夠忘記一切煩惱。

學生參與海洋及領略海洋之後，或多或少也

能夠體會到海洋的含納、開創、奔放精神，並能

在回到校園後持續展現出包容、合作、勇於挑戰

不輕易放棄的態度。事實上，海洋具有多變的樣

貌，筆者試圖透過造舟教育計畫導引學生領會海

洋精神的內涵，帶領學生親自領略海洋、學習海

洋、提升自我。

肆、結語

海洋精神，有助於提升人類對於生命的尊

重、對美感的依託、對自然環境的崇敬，透過文

學作品、音律詞賦、學生的學習表現，可以看見

海洋帶給人們的熱情及動力不單單只表現在文詞

的優美、故事的浪漫與磅礡，更透過人與海洋的

互動歷程，時時刻刻讓我們覺察到地球是水的行

星、是我們唯一的家園，而它的包容與美麗幻化

成各種樣態呈現於不同時刻，是溫柔與兇猛、是

歡喜與悲傷；海洋值得學習的地方太多了，透過

教育歷程對海洋精神進行演繹和推展，將促使人

們得以領略更廣大的世界。

筆者帶領學童走進海洋的世界，深刻體會到

帶領學童踏入大自然除了能提升對於環境的態度

外，對於學習也是充滿了正向的能量。像是每

當操舟完划回到岸邊時，總是赫然發現每艘舟艇

內都載著大小不一的垃圾，而學童只是簡單的擦

了擦汗水，笑著說到：「老師，我讓大海變乾淨

了」。我想這就是海洋精神特質的展現。

伍、建議

各級學校應持續推動海洋教育，提升學生親

海、愛海、知海的海洋觀，我們生為島民，以海

洋立國，讓學生對海洋充滿情誼與尊重，以及透

過海洋教育創化先民的海洋精神與對大自然的尊

重，才能使我們的海洋文化生生不息成長茁壯。

海洋保育、生態問題與人類生活之間有著休

戚與共的關係，因此中小學海洋教育應培養學生

對海洋關懷與尊重，並對海洋環境有充分的認

識，進而體認到海洋環境對人類的重要性。惟有

建立正確的海洋保育觀念，提高對海洋的認知，

提升對於海洋崇敬及尊重的心，屏除個人的私

利，人類才能與海洋和諧共生，地球才能夠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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