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議題融入手冊》 

– 摘錄「海洋教育」議題中「海洋資源與永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內容 

◼ 整體說明 

海洋資源與永續：知悉海洋資源之應用，促進海洋環境的永續發展。熟悉海洋相關水

產食物、評析主要天然水產資源，並覺察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進而評析海洋礦產資源

與能源及其經濟價值，了解海岸變遷的成因並提出因應對策。國小教育階段以探討生

活中的水產品、環境汙染及珍惜海洋資源為主，國中教育階段以認識海洋生物與非生

物資源，並對這些資源積極保護為主，高中教育階段以探討海洋的各項資源與經濟價

值，並了解人類造成海洋汙染並能推動永續發展的活動為主。 

◼ 各教育階段說明 

※摘自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議題

融入說明手冊》（109 年 10 月定稿版）。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海洋資源 

與永續 

海 E13 認識生活中常

見的水產品。 

海 E14 了解海水中含

有鹽等成份，

體認海洋資源

與生活的關聯

性。 

海 E15 認識家鄉常見

的河流與海洋

資源，並珍惜

自然資源。 

海 E16 認識家鄉的水

域或海洋的汙

染、過漁等環

境問題。 

海 J16 認識海洋生物

資源之種類、

用途、復育與

保育方法。 

海 J17 了解海洋非生

物資源之種

類與應用。 

海 J18 探討人類活動

對海洋生態

的影響。 

海 J19 了解海洋資源

之有限性，保

護海洋環境。 

海 J20 了解我國的海

洋環境問題，

並積極參與

海洋保護行

動。 

海  U16 探討海洋生

物資源管理

策略與永續

發展。 

海  U17 了解海洋礦

產與能源等

資源，以及

其 經 濟 價

值。 

海  U18 了解海洋環

境汙染造成

海洋生物與

環境累積的

後果，並提

出 因 應 對

策。 

海  U19 了解全球的

海洋環境問

題，並熟悉

或參與海洋

保護行動。 



《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南》 

– 摘錄「目標 14 水下生命」之目標內涵與知識、態度、技能 

◼ 整體說明 

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網站資料改寫彙整目標 14。資料指出全球大約 20%的珊

瑚礁已被摧毀，無法恢復，由於人類活動，大約 24%的珊瑚礁在短期內面臨滅絕的威

脅，26%的珊瑚礁長期面臨滅絕的威脅。海洋佔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三，佔地球上 99%

的生物空間，包含 20 萬種已確定的物種，但實際數量可能有數百萬種，許多仍在等待

被發現。 

世界上的海洋，其溫度、化學成分、洋流和生物，驅動著全人類居住的地球系統。

我們的雨水、飲用水、天氣、氣候、海岸線、食物，甚至呼吸的空氣，最終都是透過

海洋提供和調節的。縱觀歷史，海洋一直是貿易和運輸的重要管道，對全球資源維護

管理是建設永續發展未來的一個重點。但是，當前由於海洋污染和酸化，沿海水域逐

漸惡化，正對生態系統功能運轉與生物多樣性產生不利，也對小型漁業產生負面影響。 

當我們從中獲利時，我們開發海洋資源（無論是動物、植物還是其他），以便我們

改善生活條件。永續發展是滿足當前需求而不損害下一代需求的開發，海洋保護區需

要進行有效管理並且具備充足資源，同時需要制立相關法規，落實減少過度捕撈、海

洋污染和海洋酸化。 

◼ 水下生命的知識、態度、技能 

知識面 

1. 瞭解家鄉常見的河流或海洋資源及其保育策略，如：經濟部水利署-河川

局、海洋委員會-向海致敬。 

2. 瞭解國內及全球海洋廢棄物的現況（如：塑膠、微型塑膠、竹木、廢漁

網漁具、大型油污分布情形），可前往相關社教機構進行學習探究，如：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3. 理解基本海洋生態、生態系統，瞭解海洋系統所面臨的威脅，如：污染

和過度捕撈，認知海洋生態系統的相對脆弱性，包括珊瑚礁和水域缺氧

死亡區，及海洋對減緩氣候變遷作用。 

4. 瞭解臺灣海洋資源開發的概況，比較臺灣與其他國家海洋文化的差異。 

5. 反思人與海洋及海洋生物之間的關係，包括捕魚方法(魚釣、底拖網、

流刺網)、海洋所提供的食物，瞭解如何永續利用海洋生物資源。 

6. 瞭解珊瑚礁對生態系統其重要性，如：防止海岸侵蝕、海洋生物棲地及

食物來源，與相關保育策略，如：濱海景點遊憩承載量管制。 

態度面 

1. 瞭解海洋文化，海洋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陸地到海洋都是同一個生命

共同體。涵養人與海洋和諧共處的價值觀，培養熱愛家鄉，熱愛海洋的

思想情感。 



2. 思考人類活動對海洋產生的影響（生物量減少、酸化、污染等）以及潔

淨健康海洋的價值。反思自身的膳食需求，並考量飲食習慣是否以不永

續的方式使用了有限的海產食物資源，並能具體說明支持永續漁業相關

作法。 

3. 反思日常生活中飲食、購物過程中所造成的廢棄物對海洋生態的影響，

理解於日常生活落實減塑行為的重要性。 

技能面 

1. 能夠認識海洋生態，氣候變遷與海洋之間的關係與影響，具備海洋自然

科學的基礎知識及瞭解海洋科技發展。 

2. 探索海洋經濟活動帶來的影響。能討論威脅在地生計的過度捕撈問題，

交流永續漁業方法，瞭解捕魚法、保育類海洋生物、海洋相關政策，例

如：嚴格的漁業配額和暫時禁捕瀕臨滅絕的物種。 

3. 能夠辨識、評估和購買永續捕撈的海洋生物，例如：獲得生態標籤認證

的產品，支持永續的魚類和海鮮水產。思考自身飲食習慣，從自己落實

行動。 

4. 能夠說明並促進擴大禁漁區和海洋保護區。 

5. 減少對海洋的污染物，或參與海洋廢清物的清理活動，如：淨灘、拒絕

不必要的塑膠製品。 

※摘自教育部《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