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海共探」 - 博物館教育與學校教育的跨界火花 

教育是國家大計，人才是立國根本。過往的教育往往過度強調考

試分數，認為念書念得好，便可在之後人生一帆風順，因而導致以效

率為導向的應試教育(填鴨式教育)風潮，然而隨著時代變遷，成績不

在是衡量未來發展的方式，翻轉教育、學習共同體的概念也陸續被提

出，如何教育孩子獲取二十一世紀的核心能力，是目前教育界所需面

臨的重點。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於今年正式上路，因此又

稱為「108 課綱」便是希望為上述的大哉問，提出解決的方法。108

課綱的核心觀念，是以「核心素養」為發展的主軸，培養孩子適應現

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希望提供更

彈性的教學方式培養孩子「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

的能力，養成「終身學習」的思維。在如何實踐上，108 課綱「自然

科學領域」中提到各學習階段應貫徹「探究」與「實作」的精神與方

法，並明確指出最直接的課程設計原則就是「問題導向教學」—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從引起孩子學習動機到「發現並提出問

題」，有問題才有探究，實作是手段，探究才是目標。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是教育部所屬以海洋生物為主題的大型「博

物館」，有別於國內其他商業水族館找一些稀奇古怪的生物來吸引觀



眾完全不一樣，教育是博物館的主要功能之一，甚至是博物館為社會

大眾所支持、認可其存在的主要理由之一 (Bucaw, 1997)。然而，不

同於傳統學校教育，需在有限時間內完成某項教學目標，博物館教育

除了提供展館資訊外，著重的面向，更偏向「自願性」、「自導性」，

提供遊客體驗並引發興趣，促使其在遊憩時主動探究問題（施明發，

2000），在「引起探究」的觀念上與 108 課綱不謀而合。 

本館從開館，便創立「科學教育組」持續的進行海洋教育推廣，

過往的目標是以「全民教育」為方針，因此需具備「普及性」，老少

咸宜的去介紹海洋生物新知與海洋保育，難度與知識層面則以現像觀

察為主，對於引起現象的學理機制只能採點到為止的方式。時逢海生

館創館 20 周年，與 2020 第一屆台灣科學節，本館配合 108 課綱，推

出全國第一本以「探究」為主要精神之學習單，其特殊性有「設定特

定學齡難度」、「與生活經驗結合」、「包含多種學科領域」、「配合學習

歷程認證機制」，並邀請各領域下的教育工作者參與構思，命名為「探

究任務手冊」，期望配合 108 課綱為台灣教育注入新的跨界合作模

式。 

 

 

 

 

 

 



封面範例： 

 



內頁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