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學校實施戶外教育申請計畫 

高雄市 105學年度蚵寮國民小學實施戶外教育計畫 

 

計畫名稱 漁樂、蔬香、紅樹林～梓官蔬菜集貨場、蚵寮漁港、援中港濕地生態踏查 

申請學校 高雄市梓官區蚵寮國小 

計畫內容 

一、依據:  

(1)105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要點。 

(2)105年04月28日高市教中字第10532558700號 

二、目標 

(一)蒐集整合校外教學資源，提升教學實施成效。 

(二)依據學區環境特色，發展在地化的戶外教育課程。 

(三)發展優質戶外教學活動，強化戶外教學課程內涵。 

(四)結合在地農會、漁會、濕地生態等海洋教育資源，提升學童海洋教育知能及素養。 

(五)豐富環境體驗及學習經驗，提升對自然生態環境的關懷及責任感。 

三、背景分析（含質與量分析） 

(一)學校概況說明 

本校地理位置緊鄰台灣海峽，學校附近又有最具特色的台灣十大魅力漁港之稱的「蚵

寮漁港」，近在咫尺的海洋環境景觀及梓官區漁會、農會、烏魚館和蓬勃的廟宇等帶狀設

施，形成一處具有濃厚「魚鄉人文」的社區，頻為學校帶來豐厚的多項資源，也孕育如大

海澎湃、野性（自由、奔放）飛揚的學生特質。 
學校創立迄今 95年，傳承「創新、活力、健康」的教育願景，並以「海洋教育」為

本位課程，永續發展教師專業能力及行政效能，期以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為符

應學生野性奔放的特質，激勵抒發其優勢能量，乃積極推動多元健體活動，歷經長期努力

耕耘，已在高雄市各項體育競賽及多元參與上，屢獲佳績，實踐「適性揚才」的教育理想。 
然而，社區新住民家庭頗多，且家庭結構失能、單親、隔代教養等弱勢家庭學生佔總

人數近三分之ㄧ，使學校需承載更多的家庭教育責任。故導入各方資源、建構優質環境、

推動數位學習、強化品德教育、提升工具性學科能力等，皆成為學校教育的核心目標。受

少子化影響，學生人數逐年遞減，105學年度有普通班 22 班、資源班 1 班、幼兒園 1 班。 

(二)學校特色 

本校位於高雄市梓官區西南側，緊鄰消波塊海岸及台灣海峽，學區範圍廣大，包含赤

崁、赤東、赤西、禮蚵、智蚵、信蚵、茄苳、典寶等 8個里；社區信仰中心為公廟的「通

安宮－廣澤尊王」及「赤慈宮－媽祖」，神壇私廟約計 50 多家，居民生活習慣及傳統禮俗

仍受到宗教信仰的影響；社區資源中環境自然景觀上有農田、魚塭、漁港、濕地、海邊、

沙灘、海洋……等。 

(三)學校 SWOT分析 

從學校地理環境、學校規模、硬體設備、人力資源（行政、教師、家長、學生）、社

區資源等構面，分析內部（優勢、劣勢）及外部（機會、威脅）現況，進而妥善規劃因應

策略，將威脅與劣勢降到最低，並藉由機會點發揮優勢最大綜效。 



1.內部分析 

因素 優  勢 (S) 劣  勢 (W) 

學
校
規
模 

◎本校屬中型學校，師生相處和諧融

洽，教學活動能順利推動。 

◎團隊願意善意溝通，建立共識，配合

度高。 

 

◎行政與教學工作繁雜，教師所負責任

重。 

◎預算經費分配較少，影響軟硬體建設

發展。 

◎缺少行銷學校特色。 

環
境
與
設
備 

◎緊臨台灣海峽，海洋教育資源豐富。 

◎校園綠樹成蔭，景觀優美，有生態

池、運動場、籃球場、遊戲場，活動

空間充足。 

◎普通教室及專科教室充足(圖書室、

美勞、音樂、自然、語文等)。 

◎資訊設備合於教學需求（e 化教室、

電腦教室、班級單槍與電腦） 

◎近海鹽份高，設備容易受侵蝕，尤以

電腦設備維修負擔嚴重。 

◎視聽中心缺乏空調設備，牆壁油漆剝

落，窗簾破損，維修經費龐大。 

◎南側圍牆陳舊、校園鋪面毀損，亟待

經費挹注修繕。 

◎文采樓耐震補強工程尚待經費補助。 

◎社區通學道易造成校園安全漏洞。 

教
師
資
源 

◎多數教師教學熱忱高，經驗豐富。 

◎教師重視專業成長，漸漸形成學習型

組織，近半教師參加專業發展評鑑。 

◎體育團隊積極投入，有利推動健康促

進。 

◎穩定的工作環境，教師流動率極低，

人事安排順利。 

◎教師有減班壓力，人力資源縮減。 

◎教師專業熱忱不均，造成能者多勞現

象。 

◎少數教師抱持「自掃門前雪」心態，

對教育活動投入熱忱較低。 

◎藝能科教師不足。 

行
政
支
援 

◎運用 E化管理，簡化行政流程，提高

行政效能。 

◎建置知識分享平台，俾利教學經驗傳

承。 

◎兼任行政人員負責盡職，奉公守法，

落實行政支援教學。 

◎缺乏行政協辦人力，行政人員工作負

荷大。 

◎少數組長由導師兼任，行政業務繁重。 

 

學
生
潛
質 

◎學生質樸善良，可塑性高。 

◎學生活潑熱情，合群性佳。 

◎自主學習力與價值判斷力待提升。 

◎因性情單純，易受同儕或外界負向影

響。 

◎英語能力呈雙峰現象，挑戰教學策略。 

2.外部分析 

因
素 機 會 點 (O) 威 脅 點 (T) 

教
育
政
策 

◎十二年國教強調多元展能、適性揚才，家長較能
認同多元智慧發展。 

◎配合教育部創造力與想像力造艦計畫，融入課程
教學，激發創想能力。 

◎辦理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協助教師提升專
業能力。 

◎補救教學、有效教學及多元評量為現階段教育政
策，從專業社群發展教師能力。 

◎配合健康促進計畫，推動多元健康活動  

◎弱勢學生數偏高，學習機會多賴
學校提供。 

◎面臨教育政策，必須積極做好準
備並提升專業能力，方能因應自
如。 

 
 
 
 



地
理
環
境 

◎位處蚵寮漁港，鄰近漁會、農會、烏魚文化館、
觀光市場、紅樹林生態區、高雄大學、廟宇、赤
崁圖書館、派出所、蚵寮國中，可跨機構合作，
共享資源。 

◎緊鄰原高雄市學校，家長的選擇
性高，學生外流現象嚴重。 

◎學校周邊流動攤販、夜市，影響
校園潔淨與景觀，產生交通亂
象。  

家
長 

◎社區家長對學校高度期待，認同與支持學校。 
◎志工熱心服務，協助美綠化、導護、圖書室、保
健中心服務。 

◎新住民帶來異國文化衝擊，更具多元文化價值觀。 
◎家長會全力支持與資助校務。 
◎家長較少干預教學，教師專業自主權 
  高。 

◎家長社經地位低者較多、失業人
口高、配合度較低、弱勢學生多
（單親、隔代教養）。 

◎社區家長參與學校活動數可再
提升。 

◎因工作忙碌或雙薪家庭，致家長
參與親職教育講座意願不高。 

◎部分家長未能配合政策（放鞭
炮、闖紅燈、灌籃）。 

◎家長迷思鄰近明星國中，外流至
學區外國中就讀，學生大量流
失。 

社
區 

◎慈善團體、社區機關、校友、廟宇，中油提供教
學設備及弱勢家庭經費補助。 

◎社區教會進行免費課業輔導。 
 

◎社區外來人口少及少子化趨

勢，學生數逐年降低，學校面臨
減班壓力。 

◎家庭資訊設備較缺乏。 
◎廟會太多，造成噪音及空氣汙
染。 

◎校外安親班對學校不友善、具敵
意，鼓吹家長帶學生到鄰近國小
（援中、梓官、莒光）就讀。 

資
源 

◎積極主動運用社會資源及爭取經費挹注。 
◎鄰近各類資源可協助本校辦理活動。 
◎結合地方資源發展校務（社團、捐 
  助、人力服務、弱勢課後輔導） 

◎市府財政愈形困難，學校能爭取
到的資源有限。 

 

四、辦理時間：民國105年08月01日~106年06月15日 

五、實施對象及參與人數：本校105學年度三、四年級學生，共165人。 

六、活動人員規畫: 

職 稱 姓 名 工 作 內 容 備註  

召集人 校長陳建利 督導本計畫之籌畫、政策決定及相關事項。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何永川 

負責協助籌畫與執行本計畫之相關事項。   

副執行秘書 
訓育組長 
陳勇志 

協助執行、聯繫與本計畫相關之事項  

活動計畫組 
體衛組長 
蔡慶興 

負責規劃、聯繫與本計畫相關之事項  

文書行政組 
文書組長 
石乙正 

負責戶外教學活動之規劃，學習單、手冊及資
料印刷。 

 

教學活動組 
教學組長 
蔡秀莉 

負責戶外教學活動之實施，學生分組及場地探
勘。 

 



活動實施組 
三年級 
導師 

負責戶外教學活動之實施、檢討與回饋。  

安全維護組 
訓育協辦 
郭國欽 

負責戶外教學實施時學生之安全維護  

醫護組 
護理師 
曾甜紅 

負責戶外教學實施時學生受傷意外處理及緊急
醫療救護。 

 

行政支援組 
事務組長 
蘇清豐 

協助處理計畫經費之收支與核銷，並配合。  

七、活動內容:  

(一)實施方式： 

1.實施時間：本戶外教育課程融入於海洋教育校本課程中，利用彈性學習節數及綜

合活動、社會領域、自然領域學習節數實施；為顧及教學品質，每次實施以一個

班級為原則，預計實施七次。由蚵寮文史協會之自然環境生態專業講師帶領，以

及助理教師和各班導師協助下，進行「梓官蔬菜集貨場」、「蚵寮漁港」、「援中港

濕地」生態踏查之戶外教育。 

2.教學編組：以小組學習進行，每次活動概分為四組，除指導講師以外，每組搭配

校內協助師資、志工家長各一名，另抽離校內原有培訓紅樹林自然生態學員為協

助，進行分組合作踏查探索之學習。 

3.實施方式：採分組生態踏查研究設計，以數位相機記錄梓官在地農業（梓官蔬菜

集貨場）、漁業（蚵寮漁港、梓官漁會）、濕地生態（援中港濕地）之生物種類變

化與棲地演變之概況，透過學童的眼睛與言語，將海洋生態、紅樹林自然生態予

以統整，彙聚成圖文並茂的農、漁、海洋自然生態考察，並結合校內資訊、自然

科學、語文與藝術人文等課程，以海洋及紅樹林濕地生態為主軸，進行統整性的

教學。 

4.教學時間及流程： 

（1）08：00～08：30  集合出發至梓官蔬菜集貨場（整理隊伍及路程時間） 

（2）08：30～09：30  實地參觀並導覽解說梓官蔬菜運銷情形（1小時） 

（3）09：30～10：00  整隊前往蚵寮漁港及梓官漁會（整理隊伍及路程時間） 

（4）10：00～12：00  參觀並解說蚵寮漁港及梓官漁會拍賣情形（2小時） 

（5）12：00～13：00  在梓官漁會用午餐、休息 

（6）13：00～13：30  整隊前往援中港濕地 

（7）13：30～15：30  實地踏查援中港濕地紅樹林、招潮蟹等自然生態（2小時） 

    （8）15：30～16：00  整隊返回學校 

    （9）16：00          放學 

5.拓展蚵寮社區文化再造：將學校本位課程與社區資源、文化結合，透過社會行動

取向課程、學校本位課程、融入自然、綜合領域課程與戶外教育等，使學生與家

長充分感受社區自然生態環境及生活品質提升的迫切性影響。透過社區再認識、

社區擴大參與等，凝聚社區共存共榮的意識。 

 

(二) 成果展現： 

於每次農會、漁會、援中港濕地自然生態踏查結束後，由校內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教師及各班導師的指導，協助學生進行紅樹林及招潮蟹種類之辨識，各種紅樹林及招潮

蟹特徵習性編寫，以及學習心得分享。並在老師的指導下，協助學生整理所蒐集的資料，

以遊記和學習單、圖鑑的方式集結成冊，為蚵寮漁港、援中港濕地生態踏查留下紀錄。 

 

 



八、預期成效及經費概算: 

預期成效 

1. 學校特色課程之發展：運用學校有限資源，結合學校及社區地理環境、

人文藝術等資源發展的學校特色，促使學校經營能夠永續發展。 

2. 統整課程研發之基礎：在班群協同教學中，教師專長互補，專業有更大

的發揮空間，學生亦可從中得到個別化、個性化的學習。 

3. 學生學習動機之培養：對於環境中的新鮮或未知的現象或事物感到好

奇、讚嘆，能主動發問、探索、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4. 學童生態素養之提升：從環境體驗或探索中獲得喜悅、感動，並珍愛關

懷環境中的生命和事物，以友善態度對待環境。 

5. 家長協同教育之落實：家長因此增加與學校溝通的機會，協助教師之成

功教學，使老師之教學資源更豐富，教學方案更多元化。 

6. 教師專業成長之拓延：透過學群教師間的協同教學，結合家長人力資源

的協助，與孩子們共學習教學相長，使教師專業得以不斷成長。 

7. 社區文化再造之啟迪：學校是社區的一部份，學校提供內涵豐富的學習

環境和方法，轉化為社區再造的動力，與社區共同成長。 

8. 永續生態腹地之營造：透過實地踏查，了解社區周邊生態特性，復育周

邊生態棲地，進而營造與環境和諧共處的且可永續發展的生態腹地。 

9. 他人友善關係之建立：透過戶外教育場域發展出和他人合作成為學習社

群的可能；具有多元價值觀，能尊重他人不同觀點和文化的差異。 

10.多元學習經驗之深化：學生能連結領域課程概念和場域經驗，深入探索

學習，瞭解某場域中人文、地理、歷史文化和生態之間的關聯性。 
 

經費概算   

目次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小計 備註 

1 
家境清寒學生參加費

用 
  61  檢附名冊(注：1) 

2 
遴聘師資鐘點費 

800 時 15 12000 

每次5小時，共3次(3年

級、4年級A組、4年級B

組) 

3 
車資 

6000 車 4 24000 3年級2部車、4年級2部車 

4 
膳費 

60 個 172 10320 172位學生，教師自籌 

5 
雜支 

2680 式 1 2680 
總經費6%以內(雜支計算式： 
總經費 ÷1.06× 0.06) 

總      計 
新台幣  49000  元整 （上述各項經費不得相互勻支） 

申請教育部獲教育局補助  44100 元整，本校自籌  4900  元整。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附註說明： 

1.清寒學生參加戶外教學活動補助名冊(105學年度) 

序號 班級 姓名 性別 身分別 

1 三年級 裴○順 男 中低收入戶 

2 三年級 黃○婷 女 中低收入戶 

3 三年級 郭○萍 女 中低收入戶 

4 三年級 郭○廷 男 中低收入戶 

5 三年級 曾○傑 男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父親) 

6 三年級 吳○毅 男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父親) 隔代教養(祖父母) 

7 三年級 劉○佑 女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母親) 

8 三年級 徐○文 男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母親) 隔代教養(外祖父母) 

9 三年級 羅○蘋 女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父親) 

10 三年級 郭○妤 女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父親) 

11 三年級 許○杰 男 父親有身障手冊(輕度 時效永久) 

12 三年級 黃○皓 男 單親學生(父親) 

13 三年級 區○葦 男 單親學生(父親) 

14 三年級 黃○軒 女 中低收入戶 

15 三年級 蔡○恩 男 中低收入戶 

16 三年級 郭○豪 男 中低收入戶 

17 三年級 林○伶 女 中低收入戶 

18 三年級 曾○瑀 女 父親有身障手冊(重度 ) 

19 三年級 范○方 女 父親有身障手冊(輕度 時效永久) 

20 三年級 薛○婷 女 父親有身障手冊(中度 ) 

21 三年級 蔡○賢 男 父親有身障手冊(輕度 時效永久) 

22 三年級 陳○恩 男 單親學生(父親) 

23 三年級 黃○萱 女 中低收入戶 父親有身障手冊(輕度 時效永久) 

24 三年級 張○琳 女 中低收入戶 

25 三年級 黃○茂 男 中低收入戶 

26 三年級 蕭○丞 男 中低收入戶 

27 三年級 蔡○勝 男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1051231) 單親學生(父親) 

28 三年級 邱○婷 女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母親) 

29 三年級 韋○安 女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母親) 

30 三年級 蔡○辰 女 母親有身障手冊(輕度 時效永久) 

31 三年級 吳○鴻 男 父親有身障手冊(重度 時效永久) 

32 三年級 邱○慶 男 單親學生(父親) 

33 三年級 吳○佑 男 單親學生(父親) 隔代教養(祖父母) 

34 四年級 黃○軒 女 低收入戶 



35 四年級 蔡○達 男 中低收入戶(1051231) 

36 四年級 黃○凱 男 中低收入戶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父親) 

37 四年級 蔡○暄 女 中低收入戶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母親) 

38 四年級 鍾○琳 女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39 四年級 郭○婷 女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父親) 

40 四年級 魏○佑 男 低收入戶 母親有身障手冊(輕度 時效永久) 

41 四年級 邱○軒 男 中低收入戶 

42 四年級 謝○雯 女 中低收入戶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母親) 

43 四年級 黃○璇 女 中低收入戶 單親學生(父親) 

44 四年級 謝○健 男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45 四年級 陳○維 男 單親學生(父親) 

46 四年級 曹○函 男 低收入戶 

47 四年級 蕭○仁 男 低收入戶 母親有身障手冊(中度 時效永久) 

48 四年級 鄭○芊 女 中低收入戶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母親) 

49 四年級 許○婷 女 父親有身障手冊(輕度 時效永久) 

50 四年級 曾○晴 女 單親學生(父親) 

51 四年級 蔡○珊 女 單親學生(父親) 

52 四年級 孫○嫻 女 單親學生(母親) 

53 四年級 陳○婷 女 中低收入戶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54 四年級 蔡○霓 女 中低收入戶 

55 四年級 黃○欣 女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單親學生(母親) 

56 四年級 李○羽 男 母親有身障手冊(輕度 104.04.30) 

57 四年級 蔡○伶 女 單親學生(父親) 

58 四年級 劉○琳 女 單親學生(父親) 

59 四年級 曾○文 男 單親學生(母親) 

60 四年級 柯○婷 女 單親學生(母親) 

61 四年級 黃○萍 女 單親學生(父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