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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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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 南成國小實施戶外教育計畫 

計畫名稱 進擊的銀髮長輩 

申請學校 鳳山區南成國民小學 

計畫內容 

一、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要點。 

（二）109年4月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90039832號函 

 (三) 109年4月10日高市教中字第10932102900號函 

 

二、 目標 

（一）創造不同於教室學習且具意義的學習經驗，將學習延伸到戶外。 

（二）喚起學生好奇心，激發學習興趣，增強觀察能力，提昇休閒活動的層次。 

（三）建立學校戶外教育團隊與支持體系，確保學童校外教學流暢安全。 

（四）印證學科知能，呼應學校願景，發展優質校外教學活動。 

（五）提供學習題材，增加學習生活技能的機會，加強學生表達和溝通能力。 

（六）體驗自然之美，強化人文素養，提升環境關懷與責任心及愛鄉愛土情懷。 

 (七) 透過活動與課程，培養學生相應能力，並經由實踐展現出。 

 
三、 背景分析（含質與量分析） 

（一）所屬學區特性 

南成國小位於高雄市五甲地區，家長多屬勞工階層，教育觀念較為傳統，偏重學習

成就，輕忽人文陶冶與生活技能學習。加上平時工作忙碌較無閒暇帶孩子出遊，體驗戶

外生活樂趣，因此，總令人有部分學生刺激貧乏，生活平淡，表現平凡之憾。 

從教學現場發現，本校學生生活與學習區域狹小，學生最常出沒的地方無外乎學校

跟安親班，對家鄉人文較少體會，對自然環境也較缺乏接觸機會。以往學校在校外教學

這一區塊著力較少，近年來校方則開始積極引介藝文資源及校外參訪活動，部分教師們

也開始嘗試帶領學生戶外踏查，即是期望學生能廣泛接觸、拓展視野，從真實情境探究

學習，與環境互動獲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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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往參與過校內各式計劃的學生的學習表現來看，接觸與體驗機會增多，增能培

力的課程越多，確實能增加學生眼界與素養，在文章寫作、多元展現、學習動機、藝文

創作以及其他各方面漸漸能展現多元表現樣貌。與人溝通互動互助的能力及對人際關懷

及社會關心的表現亦有明顯增長。 
 
（二）計畫申請動機 

1.提升學習興趣：透過戶外教育，能慢慢將一些議題導入活動的課程中，如海洋教育、

山野教育、環境議題、鄉土教育、食農校育、文化傳承、公益實踐、

產業發展和藝文創作等，從真實的體驗中獲得學習，從實境的學習獲

得體會，讓學習不侷限於課堂中，讓知識不再受限於書本上，真實拓

展學生視野、深化學生學習，讓學生於無形中受到更多的學科薰陶。 
 

2.實踐教學理念：「學習沒有永遠的教室」，所以讀萬卷書，還需要行萬里路來使學生將

知識轉變成智慧。依照教師這幾年實際投入帶領學生戶外教育的經驗

來看，學生收穫良多，學習回饋良好，班級氣氛更加融洽，家長反應

也很熱絡。透過戶外活動到各種場域，能體驗真實，深化學習，不僅

實踐「處處皆學問、事事可學習」的永續教學理念，也將此理念向外

擴散至其他班級和年段，型塑行動學習的教學團隊。 
 

3.呼應家長期待：由於本校單親外配子女家庭頗多，平時多忙於工作，少有機會帶孩子

到戶外走走。透過專案式學習與行動學習模式的戶外教育，孩子不僅

能到戶外拓展視野，更可以印證課堂所學知能，還可以獲得與同儕互

動的合作經驗。對家長而言，這是個值得給予學習肯定的活動。 
 

4.落實公民教育: 近幾年帶學生走出教室，除了玩跟體驗與學習之外，總覺得應該還能

再讓學生多做什麼，漸漸的，在戶外教育計畫中導入讓學生做些公益

的事情，如淨灘、淨山，和關懷長者與弱勢等。讓學生知曉，申請了

計畫也獲得補助，要能做點回饋，透過實際參與公益行動，讓學生知

道即便現在年紀還小，自己也是可以做一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 
 
（三）教學質量分析 

1.質的分析-戶外教育理念說明 

    此次戶外教育計畫主要是以 108課綱總綱中的三大面向之「社會參與」為核心素養，

以九大項目中的「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為主軸，來進行活動與課程設計。在學習領域

部分，以結合社會學習領域和綜合領域的課程內容為主，主題為「進擊的銀髮長輩」。 

搭配的社會領域的學習表現指標有：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 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3c-Ⅲ-2 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搭配的綜合領域的學習表現指標有： 

 

 

 

2b-Ⅲ-1 參與各項活動，適切表現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協同合作達成共同目標。 

3b-Ⅲ-1 持續參與服務活動，省思服務學習的意義，展現感恩、利他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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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述的領域的能力指標，設定出三個活動主題，分別為「過去的勞力」、「現在的

活力」以及「展現關懷力」。遊程主要以台 29線周遭的大樹鄉、旗山鎮與美濃鎮為範圍，

造訪在這些鄉鎮仍在工作或是已經退休的銀髮長輩，過去勞動的地點與內容，以及現在

正在服務與學習的場域。過程中，能夠接觸自然與生態資源、文化與歷史資產，鄉土與

食農教育等，除了瞭解「人」本身在不同年齡(含退休後)所能從事的工作與事項之外，

也能讓學生更加了解自己生長的縣市鄉鎮，以及人與環境、人與社區之間的關聯。 

2.量的分析-學生經驗說明 

(1) 本校學區內身分符合單親、隔代教養、新住民之子女、(中)低收入等的學童比例甚高 

    ，佔全校學生人數的 1/4以上。 

(2) 學生參與過食農體驗的人數比例不足 20%，亦無參與帶狀式戶外活動課程的經驗。 

(3) 除之前學校的戶外教育活動導入，學生自己參與過公益活動的人數比例不足 10% 

(4) 此次計畫目標學生為五年級，以往尚無參與這類活動經驗，也還尚未透由活動的 

    課程設計來充電自己的能力。 

 

四、 戶外教育規劃 

 
    學校從幾年前開始申請戶外教育計劃，之前曾也申請過其他藝文場館參訪計畫，帶領著 

學生到過如二仁溪流域、高雄港、海岸邊、較為是海邊或是平地的鄉鎮及場域。在地點上，

未來想往山區邁進。漸進式的，今年先計畫到山區與平地交界處。今年的目標學生是新一輪

的五年級生，欲透過戶外教育的相關帶狀課程來讓他們有體驗與學習的機會。 
 
    本次計畫配合 108課綱，以「社會參與」為核心素養，並以銀髮長輩為對象，進行發想，

來規畫戶外教育活動。探討銀髮長輩們在年輕時工作的樣貌，以及年老後仍持續投入服務與

學習的情形。對於一些相較弱勢的銀髮長輩們，也安排讓學生能去接觸與做些關懷。以此，

設計三個活動項目及課程- 
 
（一）過去的勞力—參訪大樹區木炭窯： 
 
    大樹區仍保有一些早期台灣的工藝產業，如木炭窯，磚窯瓦窯等，都是很好的戶外教育

參訪地點。其中，木炭窯到現在仍有在生產，且也有不少銀髮長輩仍在那裏賣力的工作著，

透過參訪木炭窯，除了認知到這些相當具有特色的窯場與其相關知識之外，也能透過觀察，

觀察訪談那些仍在辛苦揮汗的銀髮長輩，了解在人的努力，可以留下些什麼；一項工作甚至

是文化，又該如何的「承」與「傳」。 
 
（二）現在的活力—社區生態導覽以及食農體驗：  
 
    與旗糖社區發展協會的銀髮學堂合作，了解一些已經年老的銀髮長輩如何的退而不休。

在銀髮長輩解說員的帶領之下，步行健走旗山糖廠及其周遭自行車道和河道堤岸，導覽解說

該地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並且走入社區，認識農村的生活型態。 
 
    下午，透過銀髮學堂裡的社區媽媽，在她們的指導下，了解時令與作物生產之間的關係，

並用當季盛產的農作，手做醃製食品加工，讓食物得以長期保存，也能更加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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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旗山區的課程結束後，再度搭車到台 29 縣周遭，大旗美地區的美濃鎮，這裡是高雄

盛產具有特色的小鎮，有鄉多多的食課程可以進行與體驗農，這裡也有一些銀髮長輩在進行

農產栽種。造訪水蓮田，藉由觀察採水蓮聽導覽，更有趣的，學生自己穿著青蛙裝，下池裡

洗水蓮等活動，除認識農業種植的相關知識，也體驗銀髮長輩們工作時的辛勞。 
 
（三）展現關懷力— 關懷銀髮長輩： 
 
    在健走社區的活動時，讓學生進行關懷銀髮長輩的活動，安排如送餐或是生活物資等，

讓學生實際從事一件對社會有意義的事。下午，在用完社區媽媽精心準備的餐食，以及在她

們指導下完成醃製食品 DIY之後，若有時間與機會，讓學生繼續與解說志工，社區媽媽或是

參與銀髮學堂的長輩進行訪談。 

 

五、 辦理時間：109年11月至110年6月 

 

六、 實施對象及參與人數：高年級二個班加體育班，估學生數65人，隨行教師5人 

 

七、 活動人員規畫:（行政支援組織任務編配） 

 

處室 工作內容 

校長 
總理戶外教育各項事宜，爭取各界戶外教育資源 

學務處 

 
1.辦理活動保險 

2.申辦簽呈與公文製發 

3.整備簡易醫療與相關器材 

4.行前校內環境暨生態教育講習 

5.行前說明會與安全講習 

6.租借交通車車籍和司機資料檢查相關事宜 

7.辦理午餐退費事宜 

8.提供食衣住行人力等資源訊息  

9.營養午餐異動處理：午餐部辦理戶外教育當日學生。 

教務處 

1.課程活動審核 

2.課務代理協商 

3.檢核學習單與校外教學心得 

4.未參加學生之安置 

5.檢核學習單與校外教學心得書寫情形，並獎勵優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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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1.統籌車輛安全檢查，統籌辦理校外教學有關交通事宜。 

2.製作收費三聯單並辦理收費 

3.依照需求辦理租車、餐宿、器材相關採購、與廠商訂約 

4.學生參與活動所需相關物品租借服務 

5.申請物品及庶務性工作，經費核銷。 

籌辦教師(導師) 

及各班導師 
1.活動前： 

(1)戶外教育補助申請計畫發想。 

(2)探勘活動地點、勘查行前路線、接洽參訪單位。 

(3)規劃校外教學課程(學習單編寫)。 

(4)發活動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調查人數)。 

(5)製作參與人員及保險名冊。 

(6)與戶外教育相關課程的教學與融入、行前教育的宣導 

2.活動中：學生管理、安全維護、執行教學活動。 

3.活動後：引導學生進行室內課程回饋與反思、活動問卷調查， 

          戶外教育成果整理與產出。 

 

八、 活動內容:（教學活動設計:路線規劃、教材規畫及其他......等。） 

（一）活動行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7:50~08:30  集合、出發 
 07:45集合、07：50出發 

 車程估約35分鐘 

08:30~09:30 
 過去的勞力  

    木炭窯參訪導覽 

 

 導覽解說約50分鐘 

09:30~12:00 

 現在的活力 

  糖廠及社區生態導覽 

 展現關懷力 

  關懷銀髮長輩 

   (送餐或物資等) 

      

 車程約40分鐘 活動含訪談近2小時， 

 因人數與活動品質及安全考量，分 

 兩梯次進行，由路線的首尾分別進行 

12:00~13:00  午餐 午休  素食者另外安排 

13:00~14:30 
 現在的活力 

  食農體驗-醃製食品DIY    
 DIY估約 9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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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6:30 
 過去的勞力  

    食農體驗活動-採水蓮 

 車程約20分鐘 

  活動約90分鐘 

16:30~~ 
 帶著滿滿收穫， 

  回到溫暖的家 

 車程約60分鐘 

 學生確實回報到家情況 

(二) 教學活動規劃： 

活動前：引導學生進行網站導覽，及參觀景點說明，透過資料蒐集及統整討論，使得教師與

學生都能具有相關的先備知識。 

活動中：專家或解說員進行景點介紹及說明，並認知在地自然生態與生型態，以及體驗自己

動手的樂趣。 

活動後：作文寫作(報導式寫作技巧)及透過照片賓果遊戲方式設計遊戲或是製作旅遊小書

等方式，統整活動內容，展現學習成果。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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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成效 

一、透過此次戶外教育，讓學生深入了解故鄉產業發展歷程，深化學科

知能與生活體驗，增進學生熱愛自然，提升環境責任感。 

二、透過教師共同參與和經驗分享的方式，提供教師發展在地性、本土

性的戶外教育模式，進而提昇自我校外教學精進或創新的能力。 

  三、透過戶外教育課程，認識故鄉，發掘在地文化，增進學生愛鄉情懷。 

  四、透過師生合作，產出創新的學習成果展現方式。 

經費概算  （請自行増刪經費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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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元/人 6 0 

暫定嚴O恩、夏O薇、黃O叡、 

黃O霆、郭O瑋、陳O蓉等 

共六位 

2 遴聘師資鐘點費 1,600 時 10 16,000 

基礎攝影與手機攝影*1*2節 

基礎訪談技巧*1*2節 

木炭窯導覽解說*1節*2梯、 

糖廠及社區生態解說*2節*2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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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3 代課鐘點費 320 節 4 1280 
協助帶隊科任教師代課鐘點 

2位*2節 

4 車資 8,000 輛 2 16,000 
非假日，5年車，時間長， 

超出部分視為自付額 

5 材料費 250 元/人 65 16,250 
食農體驗材料費，超出部分視為

自付額(醃製食品與農業體驗) 

6 膳費 80 元/人 70 5,600 
每人預算編列 80元。 

超出部分視為自負額。 

7 學生保險 22 元/人 65 1,430 
教師(相關公務人員)保險費請自行

負擔(不列入經費概算中)  

8 二代健保費 330 式 1 330 

代課鐘點費 1280*1.91%=24.4 

講師費的二代健保費(費率 1.19%) 

16000*1.91% =305.6 

9 雜支 3,110 式 1 3,110 
學習單、成果製作等 

雜支比例 5.18%(10%以內) 

總      計 

 

新台幣 60,000 元整  

申請教育部獲教育局補助 60,000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