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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教育終身學習新素養講座 

海洋閱讀─23.97 
 

日    期│2021 年 3 月 30 日(二) 

主辦單位│光寶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是萬物母體，是每個生命這輩子的舞台~廖鴻基 

16 到 23.97，從《16 歲的海洋課》到《23.97 的海洋哲思課》，有別於過往的文學書寫，廖鴻

基老師接連出版的兩本著作以海洋教育為題，藉由廖老師《23.97 的海洋哲思課》分享與書寫，帶

領臺灣「海」「島」國家子民，重新看待與思考海與我們的關係，希望將「海」「島」思維轉變為

「海島」思維。 
 

「海邊走走好嗎？」曾為當代男女約會的密語，隨著網路世代崛起，人際關係連結的轉變，人

們依賴網路連結關係，漸漸地不再到海邊漫步，除了網絡世界，對周遭的生活不再感到好奇，而人

們對海洋也越來越疏遠。 

浩瀚的海洋，我們如何和孩子一同識海、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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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好奇」動物都有好奇的本能，當我們打開好奇的心，就會想要去觀察、探索、認識、理

解……從書籍、照片、旅行、淨灘、踏浪、賞鯨……等方式，多認識一段海岸，多認識一座島嶼，多

認識一片海域，打開視野、以行動跨越，以走出去、航行出去的具體行動，化意念為真實。這會讓

點狀的生命，得以延伸成線，綿延成面，建構個人對環境、對生態的立體視野。而當我們理解越

多，就會更清楚知道關於海洋，我們從環境中獲取太多資源與好處，擁有得太多、付出太少。環境

關懷不是虛榮，是善待自己的開始，是環境底下每個份子的基本情意。 

 

我們認為的海洋應是一片蔚藍的海色，但實際探訪臺灣的海岸，你會看見，臺灣的海岸充斥垃

圾、消波塊，海洋的魚類也因人類的濫捕，魚資源逐漸減少。消費者無知的濫用也是加速環境生態

敗壞的關鍵之一。我們應該透過接觸、學習、認識來找到合理對待海洋的方式，藉由這樣積極的經

由認識逐步地發展永續漁業，如此，我們更多島國之子才能看見海洋生態富足的景貌：東岸大洋性

巡游魚類；西岸潮間帶間的水鳥、貝蟹類。當我們善待海洋，即是善待自己的開始。 

 

 

  

廖老師與我們分享他在臺灣東、西兩岸的環境

與生態的觀察與看見。 

近百位民眾參與講座，臺灣圖書館館長與幼獅

文化總編出席支持。 

  

除了閱讀一本海洋相關書籍，觀看一部臺灣的

海洋電影也可以從不同角度認識海洋。 

《男人與他的海》4/1 全台上映，廖老師為此紀

錄片男主角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