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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構資源網絡 

（一）網路平臺(含人才庫) 

平臺名稱 維護戶外及海洋教育資源整合平台 

平臺類型 ◼戶外教育  ◼海洋教育 

平臺網址 https://ocean.yaes.tyc.edu.tw 

規劃重點 

一、辦理內容： 

(一)建置本市戶外及海洋教育資源整合平台，提供教學資源。 

(二)定期更新及維護戶外及海洋教育專屬網頁，拓展教學資源與實踐經驗

分享之網絡。 

(三)蒐集、彙整戶外及海洋教育課程－網頁、人力資料庫、教學資源……

等，提供教師諮詢與協助，以為教師支持系統。 

(四)規劃親戶外教育及海洋體驗課程，提供開放資源中心參訪之數位資

訊。 

(五)更新戶外及海洋教育資源網路架構，讓網頁介面更加親和易於更新相

關戶外及海洋教育資源。 

二、工作項目與期程 

項次 項目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 月 

1 
建置網站架

構 
● ● ● ● ●        

2 
蒐集、彙整

資料 
● ● ● ● ● ● ● ● ● ● ● ● 

3 
更新網頁教

學資源 
    ● ● ● ● ● ● ● ● 

4 
建置網頁主

題學習 
    ● ● ● ● ● ● ● ● 

5 
更新網頁人

才資料庫 
   ● ● ● ● ● ● ● ● ● 

6 
建置規劃體

驗課程資源 
   ● ● ● ● ● ● ● ● ● 

 

 

（二）資源交流與策略聯盟 

型態 ☐跨校  ◼跨縣市  ☐跨機關（構） 

方式 ◼資源交流 ☐策略聯盟 

規劃重點 

一、目的 

(一)探討戶外及海洋教育興革問題，掌握教育發展動向，開創海洋教育發

展契機。 

(二)藉由兩縣市資源中心交流，激發教育活力，提昇戶外及海洋教育發展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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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二與計畫三已經辦理跨縣市、跨校聯盟與交流之項目，不得再納入此項目。 

※各機關（構）得包含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經濟部環境教育園區或觀光工廠、文化部文化

機構、交通部國家風景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自

然教育中心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戶外教室、農村再生社區與休閒農業區等。 

(三)加強海洋教育經驗觀摩，提升師生海洋教育知能，推展本市海洋教育

宣導。 

(四)透過探討兩縣市戶外及海洋特色與人文發展，探究發展生態踏查、遊

學課程及教師教學實例分享等心得。 

二、時間：暫訂 112年 5月。 

三、地點：宜蘭、花蓮資源中心參訪及交流、東海岸資源、國家風景、自然

生態踏察與人文活動…。 

四、工作重點 

(一)促進參訪人員互動與意見交流，研討解決戶外及海洋教育實際問題。 

(二)結合學校與社會資源，發揮學校戶外及海洋教育環境之創意，營造具

教育特色的學校。 

(三)觀摩並學習他縣市學校教育之優點，提昇校務發展績效。 

(四)提升對他鄉文化之認識與交流，同時結合知與行的體認，深耕知識的

層級與廣度。 

(五)透過資源中心的交流與對話，分享二縣市在戶外及海洋教育之計畫內

涵及教材編纂使用情形。 

(六)分享各校推動海洋教育之心得，並研擬媒合二市學校進行學生交流互

訪活動。 

五、執行進度 

項次 項目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 月 

1 撰寫計畫 ● ●           

2 規劃路線   ●    ● ● ●    

3 
聯絡交流單

位 
   ● ● ● ● ● ●    

4 執行計畫          ● ● ● 

5 成果彙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