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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計畫 

成果報告 
壹、申請計畫 

計畫名稱 蝴蝶蝴蝶真美麗 翩翩來壽山 起舞至茂林 

申請學校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國民小學 

計畫內容 

一、 依據： 

（一） 108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要點。 

（二）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8年6月11日高市教中字第10833911000號函。 

二、 目標： 

（一） 結合本校「探索生態」實驗主題課程，探索壽山地區以外的山林生態及多樣性的生

物樣貌。 

（二） 結合高雄在地環境教育資源，認識茂林地區的生態與地理環境。 

（三） 透過與大自然的接觸，引發與強化學生的想像力與好奇心，成為往後學習的重要動

力。 

（四） 體驗山區族群的特色活動與生活，強化學生對山林的認知、技能與態度。 

（五） 增進學生環境素養，培養對環境關心、認同、了解，並提升保護環境的素養。 

（六） 關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情感投入與意義建構，促進學生學習應有的學習興趣與學

習經驗。 

三、 背景分析： 

（一） 茂林的地理環境與生態樣貌 

  茂林位於於中央山脈尾端西斜面山麓，眼目所見盡是綿延秀麗的山林及山岳奇觀，隨著

日山日落有不同的奇特景觀。茂林國家風景區地形南北狹長，北部山區屬於阿里山山脈與玉

山山脈，中、南部山區為中央山脈，為東高西低的地形。 

  每年冬天，保守估計至少有超過百萬隻紫斑蝶會乘著滑翔翼般造型的紫翅膀，來到南台

灣魯凱、排灣族人的聖山 ─ 大武山腳下溫暖避風的山谷，形成最高可達100萬隻以上的越

冬集團「紫蝶幽谷」，和太平洋彼端的墨西哥「帝王斑蝶谷」，併列為目前世界兩種大規模

「越冬型蝴蝶谷」。（資料來源：茂林國家風景區官方網站） 

（二） 從學校生態與探索課程出發 

  壽山國小實驗課程設計秉持「師法自然」的理念，發展「生態壽山有意思」及「探索壽

山來尋寶」等主題課程，課程以自然生態與探索體驗為核心，採跨領域的方式規劃設計一年

級到六年級的蝴蝶昆蟲課程。從低年級開始，觀察校園內的各類昆蟲、節肢動物，逐步以壽

山常見的蝶類為觀察對象，深入了解有趣的昆蟲世界。透過食性的探討與環境建置，引入食

物鏈、生態圈、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因此壽山國小的學生，對於蝴蝶的相關知識具有先備知

識。 

  學生在參與課程後，針對蝴蝶的習性、生態及種類已具備先備知識與基模，到茂林生態

公園進行蝴蝶生態戶外學習，學生可以較有架構與經驗，知道可以觀察什麼、紀錄什麼，達

到高層次的思考。透過此次的戶外教育活動，學生可將這些經驗遷移到不同的學習場域，能

幫助學生於此次活動中，發現較細節的生態樣貌，結合PBL教學策略，學生們可以合作完成

戶外教育學習手冊的任務，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另外，在戶外探索課程上，有賴於「探索壽山來尋寶」實驗主題課程規劃，學生具有多

次登山與定向越野的經驗，除了平時已建立的基本體能外，也鍛鍊了學生們的毅力與團隊互

助合作的經驗，因此至茂林生態公園戶外教育時，學生有足夠的能力可以適應戶外學習場域

的環境多元性，透過土地情感和環境守護的意識，成為大地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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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壽山蝴蝶生態到茂林蝴蝶生態，認識物種多樣性 

  壽山國小於校內種植不同種類的食草與蜜源植物，其中以高士佛澤蘭為大宗，因此每到

花季時，花圃可見到成群的紫斑蝶拜訪校園，學生也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但比較可惜的是學

校出現的紫斑蝶多為單一品種。而在臺灣能發現的 13 種斑蝶中，有 12 種可以在茂林生態

公園中尋找到，因此安排此次戶外教育前往茂林生態公園，讓學生們有機會可以尋找其他品

種的紫斑蝶，並辨別其中殊同。 

  紫斑蝶類屬中大型蝶種，春夏在全台各地繁殖，郊區、都會區都很容易觀察，冬天則會

在台灣南部過冬，其中高雄茂林是主要的紫蝶聚集越冬區域，因此很適合已有蝴蝶觀察經驗

的學生前往觀察。茂林生態公園除了有境教育中心，能進行教學活動外，同時也是高雄市本

土認證景點，學生參加完戶外教育同時也完成了高雄市本土景點認證。 

四、 辦理時間：108年11月21日（四） 08：00~16：00 

五、 實施對象及參與人數：三~六年級，預計學生70人、導師5人、協同教師5人、行政5人，共85

人。 

六、 活動人員規畫：  

職稱 現職名稱 工作分配事項 備註 

總領隊 校   長 負責綜理「戶外教育」事宜。  

副領隊 學輔主任 辦理「戶外教育」行程聯絡、規劃等事宜。 

家長代表 家長會長 協助「戶外教育」推動事宜。 

執行祕書 訓導組長 辦理「戶外教育」活動協調與事務工作等相關事宜。 

會計 會計主任 辦理「戶外教育」經費核銷及分配之運用。 

委員 教務主任 辦理「戶外教育」課程、師資整合。 

委員 總務主任 辦理「戶外教育」相關經費之運用及執行社區的資源。 

學年代表 班級導師 協助「戶外教育」推動事宜。 

七、 活動內容： 

(一)、活動時間規劃 

時間 

活動內容 

中年級 
高年級 

08：00 ~ 09：30 從壽山國小出發至茂林國家風景區環教中心 

09：30 ~ 12：00 
蝴蝶偵探-探巡蝶蹤- 

賞蝶步道 

紫愛茂林-探巡蝶蹤 

認識蝴蝶標放作業 

12：00 ~ 13：00 午餐(歐式麵包/蔓越莓貝果 北海道牛奶貝果 飲料) 

13：00 ~ 15:00  
茂林132-曲流地形及聞名
原因 

神龍見首不見尾- 
水流對地形的影響 

15：00 ~ 16:30 賦   歸 

 

 

 (二)、教學活動設計 

i. 活動一：蝶起雲湧 

1. 介紹茂林紫斑蝶種類的生態特性、生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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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識蝴蝶標放作業 

3. 朗讀紫蝶幽谷生態公約 

4. 認識蜜源、食草及常見四種紫斑蝶 

 

ii. 活動二：探尋蝶蹤 

1. 五感觀察生態環境 

2. 認識紫蝶幽谷形成條件 

3. 紀錄所發現的蝶類與其特徵 

iii. 活動三：高 132 線茂林區 

1. 講解茂林曲流地形及聞名原因。 

2. 觀察山坡地使用情形。 

3. 了解過去風災對茂林地形的影響。 

4. 完成學習單，並記錄發現感興趣的事物。 

 (三)、教材規畫 

   
結合茂林生態公園的生

態、地景設計學習手冊與

任務學習單。 

介紹關於紫斑蝶的種類與

特徵。 

結合高雄市本土學習認證

學習單。 

  (四)、跨領域學習 

年級 領域 單元整合 

三年級 

國語文領域 
第肆單元臺灣風情畫－ 

紀錄此次戶外教育所看到的景物 

自然領域 
一、植物的身體-植物的根莖葉－ 

認識蝴蝶蜜源與食草 

四年級 

國語文領域 親近大自然－敘寫茂林生態公園的景貌 

數學領域 
十、統計圖－ 

認識茂林區各種蝴蝶的數量 

社會領域 
二、家鄉的自然環境－ 

認識茂林的地形與氣候 

五年級 

國語文領域 
第四課與山為鄰－ 

敘寫茂林生態公園的景貌 

本土語 
四、臺灣風景上蓋讚－ 

使用閩南語簡述在茂林所看到的景緻 

數學領域 
第5單元線對稱圖形－ 

以蝴蝶為例 

社會領域 二、臺灣的自然環境第1課臺灣本島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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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茂林的地勢景觀 

資訊課程 以「紫斑蝶」為主題，設計簡報 

六年級 

國語文領域 
第參單元作家與作品四時有感第十課秋去秋來 

描寫茂林的季節景象。 

數學領域 
五、長條圖與折線圖－判讀茂林區近期溫度與

雨量變化 

  (五)、風險安全管理 

類型 評估事項 備註 

人 

1. 隨行教職員、家長志工清楚了解此次戶外教學之

目的與相關流程。 

2. 出發前與環境教育中心導覽人員聯繫，溝通學習

目標，避免過度的講述而與學習目標產生落差。 

3. 事先辦理學生行前講習，學生了解此次戶外教學

的地點及相關學習資訊。 

4. 每班配置一名協同教師與一名家長志工，協助班

級導師掌握學生活動與行進間的秩序與安全。 

5. 每輛交通車編配一位隨行行政人員，掌握車隊動

向與司機和車輛狀況。 

6. 安排一名醫護人員，攜帶簡易式藥箱，處理輕微

傷患。 

學校緊急聯絡

人： 

總務主任07-

5514393#310。 

時 

1. 活動安排為11月份，茂林區冬季比較乾燥，平均

降雨量不到30公釐。 

2. 活動地點選擇一個半小時內可抵達的茂林生態公

園，免去舟車勞頓，增加戶外體驗的時間。 

3. 行期辦理說明會及教育課程，建立基本規範與場

地說明，學生能有組織與架構進行戶外自主學

習。 

4. 11月份為冬季，日落時間較早，因此活動規畫於

下午五點前回到學校辦理放學。 

5. 戶外教育保留部分空白時間，讓學生可以自主觀

察學習。 

 

地 

1. 茂林生態公園屬於「有人為設施維護之固定場

域」，因此安全性較高，且環境規畫妥善，適合

辦理學校戶外教育。 

2. 茂林生態公園步道系統規劃完善，在此場域實施

教學具備安全性。 

3. 茂林生態公園步道屬平緩，多數學生體力可負

荷。 

4. 鄰近醫院為屏東縣的大新醫院，與茂林生態公園

相距約10公里，車程約13~17分鐘，列為本次突

發醫療救護後送醫院。 

鄰近醫院： 

大新醫院08-

7962033－屏東

縣高樹鄉長榮村

興中路208號。 

事 

1. 學輔處辦理戶外教育校安通報。 

2. 因前往地點為山區，租賃之車輛盡量為3~5年內

的車輛。 

3. 出發前一個月，與會人員先行場勘，了解現場場

域狀況，以便確保每個戶外教育活動設計都能順

暢實施。 

 



 5 

貳、執行成效之質與量分析 

4. 茂林生態公園生態具多樣性，於行前提醒學生，

若非老師指導，切勿觸碰、摘取、撿拾園區內的

動植物，提高安全性。 

5. 學輔處與茂林環教中心確認課程人員與細節，提

醒相關注意事項。 

物 

1. 茂林生態公園屬山區場域，與平地溫度相較下具

有差異，參與人會須留意是否攜帶保暖衣物。 

2. 穿著包鞋與排汗長袖上衣與長褲，避免蚊蟲與腳

部受傷。 

3. 各班領隊老師配戴無線電聯繫，以防行動通訊設

備訊號不佳。 

 

  (六)、多元評量 

1. 完成戶外學習單務單。 

2. 完成本土景點認證學習單。 

3. 能辨別出常見的四種紫斑蝶特色。 

4. 完成國語文短篇戶外學習札記。 

5. 列舉茂林常見岩石與地質特性。 

6. 製作蝶類簡報或介紹小海報。 

八、 經費概算：詳經費概算表 

備註：1、請優先補助清寒學生並將名冊列入計畫中。 

      2、請各校檢附優質校外教學活動檢核表乙份。 

預期成效 

1. 認識不同種類的紫斑蝶。 

2. 將校內的生態學習經驗與方式，帶到戶外場域中。 

3. 建立正確人文態度，達到生態及環境教育的目標。 

4. 整合戶外教育資源進行優質校外教學，培養本土意識與宏偉國際觀。 

5.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

解決方法。 

項目 說     明 

計畫名稱 蝴蝶蝴蝶真美麗 翩翩來壽山 起舞至茂林 

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執行項目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計畫 

預算金額 43,950元 

執行金額 43,950元 

結餘金額 0元 

執行時間 108年 11 月 21 日 8：00~16：30 

研習或活動地點 茂林國家風景區、132 線茂林區 

對象及參加人數 師長：10 人、學生：68人、解說講師:4 人、司機:3 人，共計：85-人 

課程內涵與成效 

課程： 

壽山國小實驗課程設計秉持「師法自然」的理念，發展「生態壽

山有意思」及「探索壽山來尋寶」等主題課程，課程以自然生態

與探索體驗為核心，採跨領域的方式規劃設計一年級到六年級的

蝴蝶昆蟲課程。從低年級開始，觀察校園內的各類昆蟲、節肢動

物，逐步以壽山常見的蝶類為觀察對象，深入了解有趣的昆蟲世

界。透過食性的探討與環境建置，引入食物鏈、生態圈、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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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的概念，因此壽山國小的學生，對於蝴蝶的相關知識具有先

備知識。 

  學生在參與課程後，針對蝴蝶的習性、生態及種類已具備先

備知識與基模，到茂林生態公園進行蝴蝶生態戶外學習，學生可

以較有架構與經驗，知道可以觀察什麼、紀錄什麼，達到高層次

的思考。透過此次的戶外教育活動，學生可將這些經驗遷移到不

同的學習場域，能幫助學生於此次活動中，發現較細節的生態樣

貌，結合PBL教學策略，學生們可以合作完成戶外教育學習手冊

的任務，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另外，在戶外探索課程上，有賴於「探索壽山來尋寶」實驗

主題課程規劃，學生具有多次登山與定向越野的經驗，除了平時

已建立的基本體能外，也鍛鍊了學生們的毅力與團隊互助合作的

經驗，因此至茂林生態公園戶外教育時，學生有足夠的能力可以

適應戶外學習場域的環境多元性，透過土地情感和環境守護的意

識，成為大地的守護者。 

成效： 

1. 五感觀察生態環境。 

2. 認識蜜源、食草及常見四種紫斑蝶。 

3. 認識蝴蝶標放作業。 

3. 認識 132 線茂林區特色。 

4. 了解茂林曲流地形及聞名原因。 

5. 認識山坡地使用情形。 

6. 教科書知識與實地參訪經驗結合。 

過程檢討 

1. 生態導覽適合以班為單位，太多學生參與影響導覽品質。 

2. 解說老師能依據學生年齡及認知介紹，能有較好的學習效果。 

3. 解說老師運用當地植物特性，介紹利用植物製作童玩，影發學生對自

然環境的興趣 

4. 茂林生態公園生態及地景觀豐富，若下次再安排相同地點戶外教育，

可以規劃較充裕的時間停留。 

5. 部分地形因時間關係無法久留觀察。 

6. 天氣炎熱，鼓勵孩子下次戶外活動可以攜帶容量大一點的水壺 

問題解決策略 

1. 行前教育透過班級分流規劃合適人數的導覽活動，由自然專長的老師

協助生態導覽。 

2. 考量活動場地為戶外開放場地，活動前可準備小型的擴音設備，讓參

與導覽的學生可以清楚的聆聽內容。 

3. 參觀解茂林地區的地質特性，如安排中年級踏可再增加偕同人力協

助。 

4. 規劃戶外教育地點時可再評估時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可進行感官

體驗。 

意見回饋 

1. 行程規劃用心但較緊湊，可再預留彈性時間供導師使用。 

2. 活動內容設計用心，但任務學習單可再精簡。 

3. 此次活動規劃適合孩子能力的活動，讓孩子都能自在開心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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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檢核表 

檢
核
項
目 

檢核細項 

達 成 情 形 
( 擇一勾選 ) 備

註：
指標
補充
說明 

學校依計畫補充並說明
活動特色 已

達
成 

部
分
達
成 

未
達
成 

教
學
目
標 
擬
定 

1. 可運用場域資源，以達成領域教

學目標 
V   

 1. 結合學校實驗課程，
學生能達到學習遷移
的效果。 

2. 在自然場域中希望讓
學生透過五官進行感
受。 

2. 可促進學生和環境連結，擴展學

習經驗 
V   

 

3. 教學目標多元且具多面向(包含

感受、探索、體驗、操作、理

解…等)  

V   

 

4. 建立學生和環境友善的關係 V    

5. 建立學生和他人友善互動關係 V    

課
程
方
案
規
劃 

6. 有系統的課程主軸架構，避免零

碎分散的活動行程。 
V   

 1. 透過行前教育學習引
導，學生可以透過小
組合作達到自主學習
的目標。 

2. 本次戶外教育希望透
過走讀高雄的課程設
計，讓學生認識茂林
區的地理環境與蝴蝶
生態。 

3. 透過社會領域的臺灣
產業單元，學生能從
課堂的知識學習到實
際的場域體驗。 

7. 以學生為主體的課程規劃，重視

啟發而非教導、強調互動而非灌

輸。 

V   

 

8. 課程規劃兼顧穩定和彈性，營造

學生多元能力表現的情境和機

會。 

V   

 

9. 結合場域資源特色，透過多樣化

的活動（觀察、體驗、探究、調

查…），引導學生主動學習。 

V   

 

10. 以小組合作方式進行活動，強化

同儕互動機會，並且讓每個人都

有展現的空間。 

V   

 

場
域
選
擇
及
安
全 
準
備 

11. 具備學習資源的場域，如：自然

生態場域、歷史文化館所、藝文

展覽、地方產業活動…等。 

V   

 1. 活動前辦理教師實地
場勘，能針對學生的狀
況調整路線，提高安全
性。 

2. 依據茂林區的環境，結
合已建置完善之步道
與景點，規劃合適的教
學路線。 

3. 每班安排偕同老師，提
升學生之安全。 

4. 山林環境為學生所熟
悉的學習場域，因此在
此次戶外教育中，學生
能較快熟悉環境，提升
學習效率。 

12. 軟硬體設計應與學生背景或學習

經驗、關切事物、生活模式產生

連結。 

V   

 

13. 各項設施與設計具當地特色，或

具綠能設計、趣味性、知性、美

學、人文與教育之意涵。 

V   

 

14. 軟硬體的規劃、設計與管理制

度，能以人身安全為優先考量。 
V   

 

15. 完成活動場域和路線的安全評

估，以及緊急事件處理和應變的

準備。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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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回饋單統計表 

一、學生問卷 
(一) 你喜歡這次的戶外教學地

點嗎？ 很喜歡（70%）喜歡（15%）一般（15%）不喜歡（0%） 

(二) 你覺得這次戶外教學的內

容有趣嗎？ 很喜歡（60%）喜歡（20%）一般（18%）不喜歡（2%） 

(三) 你覺得老師(導覽人員)解
說內容？ 很喜歡（56%）喜歡（21%）一般（21%）不喜歡（2%） 

(四) 你覺得這次的活動整體規

劃 很喜歡（70%）喜歡（20%）一般（8%） 不喜歡（2%） 

二、工作人員問卷 
(一) 事前與工作人員充分溝通 完全達到（65%） 部分達到（35%） 未達到（0%） 
(二) 指導學生做事前準備 完全達到（80%） 部分達到（20%） 未達到（0%） 
(三) 路線場勘及安全評估 完全達到（100%） 部分達到（0%） 未達到（0%） 
(四) 工作人員配置與規劃妥善 完全達到（85%） 部分達到（15%） 未達到（0%） 
(五) 導覽教師導覽內容依學生

狀況調整 完全達到（70%） 部分達到（30%） 未達到（0%） 

(六) 活動流程依據實際狀況調

整 完全達到（83%） 部分達到（17%） 未達到（0%） 

(七) 偕同教師有助於導師進行

班級管理 完全達到（70%） 部分達到（30%） 未達到（0%） 

(八) 整體活動安排達到人文生

態教學目的 完全達到（72%） 部分達到（28%） 未達到（0%） 

三、本次活動之建議 
⚫ 班上的孩子在行前教育中能對蝴蝶的一生有認知，出發前和小朋友相互討論及觀察蝴蝶的

蛻變；因此對於現場解說老師的解說，多數覺得印象深刻。 
⚫ 希望留多一點空白的時間，讓學生除了看到美麗蝴蝶外，還能感受森林生態和景色。 
⚫ 因車程較長，感受及踏查的時間略有不足。 
⚫ 導覽老師專業度高，但學生人數較多時，部分學生注意力較不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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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照片 

  

自然教育教師潘俞佑進行行前生態教育，讓

孩子認是蝴蝶及茂林的地理環境與生態樣貌

並建立戶外生態活動規範。 

認識蝴蝶生態並學習 辨別常見的四種紫斑蝶

特色。 

  
認識茂林 的美麗夥伴，讓學員瞭解蝴蝶在環

境中扮演的角色及其與生態平衡間的關聯，

體認生命之脆弱， 進而減少傷害蝴蝶及其棲

地。 

認識蝴蝶標放作業。 

  

認識茂林曲流的形成 戶外教育與環境教育結合，學生可以實際在

自然場域中學習與探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