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海洋永續與休閒運動管理研討會 

暨實務研習營 

壹、 依據：114年海洋委員會補捐助海洋事務研究活動作業要點原則辦理。 
貳、 活動名稱： 2025海洋永續與休閒運動管理研討會暨實務研習營 
參、 緣起： 

隨著全球對海洋永續與藍⾊經濟的關注日益提升，海洋教育與海洋素養的推動已成
為我國政策發展的重要核⼼。臺灣作為四面環海的海洋國家，除積極投⼊海洋環境保育
與資源管理外，更須強化社會教育體系中對海洋議題的認識與實踐。如何深化國民對海
洋的理解與情感連結，並結合休閒運動管理機制，提升海域活動的安全性與永續性，已
成為當前重要的發展課題。 
本研討會呼應⾏政院海洋委員會所推動之「海洋教育結合社會教育」及「海洋素養

之推動與發展」政策目標，並配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聚焦於海洋永續治
理、海洋教育策略、休閒運動管理與海域遊憩安全等核⼼議題。期盼藉由學術交流與實
務分享，促進不同領域專家學者的對話與合作，進⼀步深化政策實踐。 
為強化理論與實務之連結，活動特別設計「教室型實務研習營」，以風險情境模擬

與⼼智圖⼯作坊為主軸，結合休閒運動教學與教案共構導向，讓參與者在無需進⼊⽔域
的情境下，仍能實際體驗海洋教育之應用模式。透過「學術研討 × 教學實作」雙軌設
計，推動海洋素養於⾼等教育與社會現場的落實，並培育兼具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能⼒
之海洋休閒運動管理⼈才。 

肆、 目的： 
本研討會旨在促進海洋永續與休閒運動管理領域之學術交流與實務對話，透過學術

論⽂發表與教室型研習活動，探討海洋教育、海洋素養、休閒運動管理與海域安全等關
鍵議題，期達成以下目標 
1.推動海洋教育與社會教育結合：深化全民海洋意識，強化公眾對藍⾊經濟、海洋保育
與環境永續理念之認同與實踐。 
2.強化休閒運動實務操作與安全管理能⼒：透過模擬與教學設計型研習課程，提升教師
及實務⼯作者於海域遊憩活動中的風險意識與教學應用能⼒。 
3.培育跨域⼈才：結合理論與實務，培養兼具海洋素養、休閒運動管理及安全應變能⼒
之專業⼈才。 
4.呼應國家政策與 SDGs發展目標：支持海委會政策推動，落實海洋永續、教育推廣與
社會共融發展。 

伍、 指導單位：海洋委員會。 
陸、 執⾏單位：臺北城市科技⼤學休閒事業系。 
柒、 研討會日期：2025年 10 月 3日（星期五）。 
捌、 舉辦地點：臺北城市科技⼤學圖資⼤樓 2 樓階梯教室。（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2 號） 
玖、 實施⽅法： 

本活動採「學術研討 × 實務操作」雙軌並⾏模式，透過專題演講、論壇交流與體驗式教
學，達成海洋教育推廣、海洋素養深化與休閒運動管理專業培育之目標。為促進學術研究與實
務經驗的多元交流，特設⼝頭發表與海報發表兩種發表形式，提供與會者展示研究成果、政策
分析與實務案例之平台，鼓勵涵蓋海洋永續、海洋教育、休閒運動管理、海域安全、性別平等
及產業治理等相關議題之投稿，藉此促進理論與實務的對話，強化跨領域合作與知識傳播。具
體實施⽅法如下： 



⼀、活動架構 

（⼀）學術研討會 

邀請國內專家學者、政府代表及產業先進，針對海洋永續、海洋教育、休閒運動管理、海
域遊憩安全等議題進⾏專題演講、論⽂發表與座談交流。內容涵蓋政策趨勢、學術研究成果、
實務經驗分享及跨域合作策略，促進學術與實務對話，提升海洋教育與管理之理論深度。 

（⼆）實務研習營 

本次實務研習營以教室型⼯作坊形式進⾏，著重於休閒運動風險情境模擬、海洋教育教案
設計與永續議題融⼊策略，透過思辨性討論與視覺化⼯具應用，提升參與者於教學與實務操作
中對海洋永續與安全管理之理解與應用能⼒。 

課程設計聚焦於兩⼤主題：⼀為「極端氣候下之海域遊憩風險管理模擬」，引導學員針對
真實海域活動案例進⾏風險辨識與決策演練；⼆為「⼼智圖應用於永續海洋課程設計」，協助
學員掌握圖像化思維⼯具，建構跨領域教案，強化教學創意與邏輯架構。活動採小組互動與任
務導向學習，促進交流與反思。 

⼆、預計流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08:30-09:00 報到暨資料領取 城市科⼤圖 2 階梯教室 提供議程⼿冊、名牌 

09:00-09:20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城市科⼤圖 2 階梯教室 主辦單位代表、海委會
貴賓致詞 

09:20-10:10 專題演講 I 城市科⼤圖 2 階梯教室 海洋永續或海洋教育相
關議題 

10:10-10:40 海報交流時間 城市科⼤圖 2 階梯教室
外⾛廊 

開放發表者 
現場互動解說 

10:40-11:30 專題演講 II 城市科⼤圖 2 階梯教室 休閒運動管理或海域安
全議題 

11:30-12:30 午餐暨自由交流 餐敘區 交流 
12:30-13:30 ⼝頭發表 城市科⼤圖 2 階梯教室  

13:30-13:40 中場休息 城市科⼤圖 2 階梯教室 海報展示區開放參觀 
13:40-14:40 ⼝頭發表 城市科⼤圖 2 階梯教室  

14:40-15:30 
實務研習： 

風險情境模擬與決策訓
練 

城市科⼤圖 2 階梯教室 主題：極端氣候下的海
域遊憩管理演練 

15:30-15:40 中場休息 城市科⼤圖 2 階梯教室 海報展示區開放參觀 

15:40-16:30 
實務研習： 

永續海洋教育的思維地
圖⼯作坊 

城市科⼤圖 2 階梯教室 主題：運用⼼智圖⼯具
發展海洋永續教案 

16:30-17:00 
綜合座談：海洋永續教
育的實務挑戰與創新與

結業式 
城市科⼤圖 2 階梯教室 綜合回饋、頒發證書 

 



三、徵稿主題：為推動海洋永續、深化海洋教育與促進休閒運動管理專業發展，本研討會廣邀
國內外學者、專業⼈⼠及研究⽣踴躍投稿。論⽂主題可涵蓋但不限於以下範疇： 

（⼀）海洋永續與環境保育：探討海洋資源管理、氣候變遷因應、藍⾊經濟與⽣態永續相關議
題。 

（⼆）海洋教育與素養推動：涵蓋海洋教育策略、社會教育結合、素養提升與⽂化傳承等研究
與實務。 

（三）休閒運動管理與海域遊憩：聚焦海洋休閒運動發展、遊憩⾏為、安全管理與永續旅遊策
略。 

（四）海域安全與防災管理：涉及海域安全政策、救難機制、無⼈載具應用與風險控管。 

（五）性別平等與多元共融：探討性別平權、弱勢族群參與、社會共融設計於海洋與休閒運動
領域之應用。 

（六）產業發展與政策治理：針對海洋產業管理、地⽅創⽣、政策推動與國際合作進⾏深⼊交
流。 

四、投稿須知： 

（⼀）報名⽅式 

 本研討會參加⼈數上限為 40⼈，採線上報名及投稿，摘要⼀律於報名表單中上傳電⼦檔。
發表者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YV2b37ZN6vThC6Qx7 

與會者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bs2FJzr6h1exocji7 

 
 
 
 
 

 

 
 
 
 
 

 
發表者報名 qr code 與會者報名 qr code 

（⼆）投稿⽅式 

1. 本研討會僅接受中⽂摘要投稿，摘要篇幅限 500 字以內。 
2. 實證研究⽅法的論⽂，建議摘要內容應包括以下要素：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或所欲
探討的問題、研究⽅法或執⾏⽅式、初步結果或預期成果，以及結論與學術／實務上的貢
獻；非實證性研究，例如理論探討、概念建構、政策評論或綜合性評論⽂章，則不限定使
用上述格式。然為提升摘要的清晰度與說服⼒，仍建議在摘要中明確交代研究的出發點、
論述架構與核⼼主張，並說明可能帶來的知識啟發或應⽤價值。 

3. 作者可於可同時投稿海報/⼝頭發表發表，惟第⼀作者最多發表⼆篇。每篇論⽂最多填寫
6 位作者。 

4. 若⼝頭發表申請⼈數超過安排上限，主辦單位將依審查結果與主題類型調整部分稿件為海
報發表，敬請理解與配合。 

5. 投稿經審查未通過者，不予退回且不另⾏通知。 
6. 投稿截⽌⽇期為 2025 年 8 ⽉ 31 ⽇（星期⽇），逾期恕不受理。 

 

（三）發表及與會費用 

1. 本研討會每篇投稿須於投稿時即繳交新台幣 1,000 元，以完成報名與審查程序。若未錄取
恕不退費，請報名時審慎評估，敬請見諒。 

2. 若投稿後未繳費，視為投稿不成立，不列⼊審查程序。 



3. 若錄取後因故無法出席發表，請於 9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3時前以 Email 通知承辦⼈，
主辦單位將酌收 200 元⾏政費，並以轉帳⽅式（原轉帳號帳號）退還 800 元。 

4. 所有摘要將進⾏專家學者審查，僅錄取者安排發表場次。 
5. 投稿⼈請於繳費前審慎確認，並理解本次為統⼀收費政策。 
6. 若同⼀篇投稿之其他作者亦欲參加研討會，請另⾏以「與會者」身份報名並繳交與會者費
用，以利會議資料準備與研習證明核發。 

7. 錄取者之收據將於研討會報到時發放；未錄取者之收據可另⾏與承辦⼈聯繫，將以郵寄⽅
式寄送。 

 

類別 時間 費用 備註 

發表者 2025年 7月 14日∼8月 31日 
新台幣  

1,000 元 

包含⼿冊、發表證明、研

習證明、餐盒 

與會者 2025年 7月 14日∼9月 17日 新台幣 500 元 
包含⼿冊、研習證書、餐

盒 
 

（四）繳費⽅式 

繳費⽅式為轉帳匯款，※請於轉帳備註欄填寫發表者姓名，並於報名資料填寫轉帳帳
號後 5碼、轉帳日期。轉帳資訊如下： 

銀⾏名稱：郵局（代碼：700） 

分⾏名稱：林⼝台師⼤郵局 

帳號：2441129-0202176 

⼾名：邱貽 

 

（五）發表須知 

1. ⼝頭發表時間每篇 15分鐘（含⼝頭報告 10分鐘，提問 5分鐘）；海報發表者每⼈約 5分
鐘，當天請準備 2分鐘投稿內容⼝頭報告以及接受提問。 

2. ⼝頭發表資料請以 PowerPoint 檔案製作存⼊隨身碟，發表當天請攜帶隨身碟將檔案繳交
⾄分配場次之⼯作⼈員，存⼊⼤會準備之電腦中。 

3. 海報發表之海報規格為 120 cm*90 cm，並於發表當天報到時間將海報依個⼈編號自⾏張貼
（會場備有膠帶與圖釘）。 

4. 所有錄取者將安排於研討會當天進⾏⼝頭發表或海報發表，報名者請當天親自出席發表，
⽅視為完成發表程序。 

5. 為鼓勵優質研究與實務創新，研討會將評選「優秀論⽂獎」，並於閉幕典禮頒發獎狀。 
6. 全程參加研討會議者於閉幕典禮後核發予 8小時研習證書；⼝頭與海報發表⼈員於閉幕典
禮後核發發表證書。 

 

（六）論⽂投稿格式 

1. 使用紙張：A4，直式（由左⽽右）書寫，單頁為限。 
2. 版面配置：上、下邊界 2.54 公分，左、右邊界 1.91 公分（中等模式）。 
3. 摘要投稿字數以 500 字以內為限，內容須包含：論⽂摘要題目、作者姓名（請註明通訊作
者）、服務機關、職稱、摘要內⽂、關鍵詞（Keywords），檔名請標註「姓名-篇名」。摘要
書寫格式為求統⼀，請依照範本撰寫，格式如下： 
 

（1） 字型：中⽂用新細明體，英⽂用 Times New Roman。 
（2） 題目：18 級字、粗體、置中。 



（3） 作者姓名、服務機關：12 級字、置中。 
（4） 摘要：16 級字、粗體、置中。 
（5） 內⽂：12 級字、靠左對齊。 
（6） 關鍵詞：12 級字、粗體、靠左對齊。 
（7） ⾏間距：採單⾏（Single space）間距編排打字。 

 

（七）審查結果公告日期 

1. 本次錄取名單將於 2025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五）以電⼦郵件⽅式個別寄送錄取通知，
未錄取者恕不另⾏通知。 

2. 發表場次與議程將於 2025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五）統⼀公布。於本校休閒事業系系網
（https://shl.tpcu.edu.tw/）。 

 

（⼋）交通⽅式 

如欲自⾏開車前往本校，建議由台北市區往⼠林⽅向，沿承德路直⾏，左轉接⼤度路⾄底，
續⾏中央北路四段後，於學園路左轉直⾏⾄底，即可抵達臺北城市科技⼤學後門（學園路盡頭）。
本校後門設有汽車停車場，停車費為每次新台幣 50 元，採現⾦支付，無需提前申請或預約，
惟停車位數量有限，建議提早抵達，或盡量搭乘⼤眾運輸⼯具前來，以避免臨時找尋車位之不
便。 

搭乘捷運者，請⾄捷運關渡站（⼀號出⼝）出站，並轉乘下列任⼀班公車前往本校。建議
使用悠遊卡、⼀卡通或⾏政院通勤卡支付車資，⽅便又快速。紅 35 公車⾏經本校後門，路線
包括捷運關渡站、北藝⼤及臺北城市科技⼤學（後門），平日與假日皆提供服務，發車時間為
上午 9時⾄晚間 21 時 50分，平均每 50分鐘⼀班。紅 55 公車可抵達本校正門與後門，從捷運
關渡站出發，沿途經過北藝⼤各館區，班車平日於上午 7時⾄晚間 7時⾏駛，假日為上午 8時
⾄晚間 7時，平均每 40⾄ 60分鐘⼀班。紅 55 區間車僅於平日⾏駛，往返捷運關渡站與本校
之間，尖峰時段發車間距為 12 ⾄ 20分鐘，⾏駛時間為上午 7時 20分⾄晚間 6時 30分，例假
日停駛。以上公車皆屬⼀段票，詳細時刻與即時班車資訊，建議查詢「⼤台北公車」網站或下
載「台北等公車」App。亦可洽詢⼤南汽車關渡站客服（電話：（02）2858-3023）以確認當日資
訊。 

 

（九）聯絡⼈ 

如有投稿或活動相關疑問，請聯繫研討會承辦⼈： 

聯絡⼈：邱貽 助理教授 

電話：（02）2892-7154 分機 2701 或 8790 或 8791 

電⼦信箱：elsonyau99@gmail.com 

 

 

 

 

 

 

 

 

 



附件⼀    投稿格式 

發表題目（14 pt，置中、粗體） 

作者姓名 1，作者姓名 2，作者姓名 3，作者姓名 4 

1 服務機關，2，3、4 服務機關 

摘要 

內文 500 字為限。對於採取實證研究方法的論文，建議摘要內容應包括以下要素：研究背景

與動機、研究目的或所欲探討的問題、研究方法或執行方式、初步結果或預期成果，以及結

論與學術／實務上的貢獻。非實證性研究，例如理論探討、概念建構、政策評論或綜合性評

論文章，則不限定使用上述格式。然為提升摘要的清晰度與說服力，仍建議在摘要中明確交

代研究的出發點、論述架構與核心主張，並說明可能帶來的知識啟發或應用價值。 

 

 

 

 

關鍵字：3 至 5 個，請以逗號分隔（例如：海洋教育、海洋素養、環境敘事、海洋運動） 

 

通訊作者：xxx 

Email：xxxx＠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