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計畫三、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依補助要點三項目(三)】 

高雄市興中國小 

109學年度「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計畫書 

編號（免填）： 
學校所處地區：☐離島地區 ■特偏地區 ☐偏遠地區 ☐都會地區 ☐一般地區 

主要聯絡

人 
姓名：賴昭如      職稱：學務主任        電話：（公）07-6881850#721 
手機：0911639804       E-mail：t4800302@gmail.com 

班級/班群/
學年 

六年忠班 參與學生數 14 人 

一、計畫名

稱 
「興」之所向─馬太鞍溼地樂 

課程類型： 
■生態環境☐人文歷史☐探索挑戰☐休閒遊憩 

☐職涯探索 

二、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實施規劃（務必闡明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策略與方法） 

學習

目標 

1.走出課室：教師能延伸教學場域，充分利用在地環境資源，讓孩童走出教室，實地走讀，將

課綱融於課程，實踐於生活中，驗證課本知識，擴大學生的體驗與學習。 

2.走讀家鄉：透過有計畫的戶外教學安排，從人出發，連結學生的在地經驗，涵養其對環境的

敏察性及人事物的體貼性。 

3.學習展能：在共同探索體驗活動中，使學生能加強各種知識、技能的學習能力及興趣、發展

人際關係、養成社會環境責任。 

4.形塑特色：建立校本課程與校外教學的連結模式，發展優質戶外教育特色路線，觀察與批判

並重，以達普化、深化，以期創造能用、實用、好用、進而共用的優質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

程。 

5.扎根環教：藉由認識家鄉、親近家鄉、體驗家鄉的環境與變遷，反思再出發，以培育因應未

來環境變遷的能力與素養，落實終身學習與建構永續家園。 



戶外

教育

自主

學習

課程

設計 

一、校訂課程之內涵 

不論是校本課程或延伸的戶外教育活動皆以「部落有教室、教室有部落」為教學與學習

的核心，【舞動奇蹟、閱啟童興】系列課程，包含布鼓拉芙藝術深根課程、文化閱讀閱讀文化

課程、獵人傳承山林啟迪課程以及深根族語創意導覽課程。 

 
 

 
為達有意義的學習，「教學前」的課程前導、「教學中」的實際體驗、與「教學後」的反

思活動自有其必要性。茲將「學校校訂課程的推動內涵」及「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與學校課

程的結合性」以架構圖進行說明如下： 



 
 

二、教學實施策略與班級經營 

從在地課程~舞動奇蹟閱讀童興，融入自然與環境教育課程，於教學活動前聘請專業人士

入校指導學生認識自己所生長的這片土地，並經過有系統、有計畫的課程安排、教學介入，學

生透過實地觀察和參觀，了解在現今的社會，自然生態環境所面臨的挑戰；接著將學習的知識

延伸到另一個自然生態「馬太鞍濕地」，透過觀察、體驗、記錄等實地的過程，讓孩子學習到

不只是山林知識，也可以對其他環境教育議題關心了解，對土地之關心不只是本身居住的地

方，也可以有開闊的心胸關心台灣其他地方。 

 

（一）在地課程~文化中的智慧─人文 熱忱 

    本校課程規劃是以認識自我為出發點的人文情懷，透過認識族群文化的祖先智慧，再從我

(在地)的眼光去看在地生活，發展出連結部落之課程內容。熱忱之情是對課程教學內容有想

法，希望透過古今之差異，在課程中學得有祖先睿智、當代知識，成為有文化內涵，卻也能關

心社會之人，因此連結環境教育之想法，從山谷出發，看見濕地之美概念，走出校園，踏入戶

外，深入了解我們的「家」(台灣)。 

 

（二）融入課程~文化的行動力─創新 感恩 

面對變遷與發展快速的現今社會，能掌握 12年國教課程整合與發展的核心理念，使學生

有創新的思維、飲水思源之感恩之情，培養有品的人格為要。興中國小的孩子在不同族群融合

之下，更是激發出對於土地之熱情，因此，從社區資源之整合至校園外之知識學習，對於孩子

來說，視野之開拓，能活化所學，深化他的生活，使孩子學得更多外，也可以成為社區自然環

境的小尖兵，更落實愛土地之情。 

 



     主題 

場域、 

學習內容 

在地文化 生態環境 環境教育 

在校課程 

以布農族和拉阿魯

哇族為要，自歌舞、

族語、工藝等文化內

容皆是本校校定課

程之內容。 

學校四面環繞山林，

靠近荖濃溪畔，山林

動植物豐富。學生於

課程中與地方耆老

共同上山了解其族

群之 舊居地、狩獵

之方式及於山林之

生存技能。 

本校區域經歷過莫

拉克風災後變動，其

環境皆有不同的改

變，也是本校推展環

境教育中的重要的

課題之一。 

戶外教育 

學習方向 
能認識馬太鞍在地

部落，進行族群的了

解、對照，近而了解

台灣原住民族的差

異性。 

桃源地區及光復地

區兩地地形、生態環

境不同，可讓孩子思

考依循不同的地理

環境，生態環的變動

及地方產業、生活的

相關性。 

馬太鞍濕地造就豐

富的水域生態環境，

也孕育豐富的水鳥、

蝴蝶、兩棲類。其環

境是否因全球氣候

的變遷而有所影響，

也是學生能探討的

議題。 

 

本方案不論是校訂課程或延伸的戶外教育活動皆以教室外的自然與生活為學習場域與學習內

涵，透過戶外教學前的建構預像、戶外教學中的實地驗證及教學後的歸納討論，有系統的課程

整合，將能促成學生深化學習，產生多面向的學習成效。 

    以下從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參與討論產出的「課程設計內容」、「教學實施步驟」，到成效

檢核「評量實施方式」說明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的實施計畫。 
 
三、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之「課程設計」 

    「興」之所向─馬太鞍溼地樂 

教學前結合校訂課程 教學中 教學後 

校訂 

主題 

結合領

域 
校訂內涵 

與戶外教育

連結點 
延伸教學 規劃路線 學習型態 

回饋與反思

(多元評量) 

藝術 

深根 

藝文 

綜合 

族語戲劇 

族語繪本 

植物小書 

生態之美 

展廳設計 
攝影技巧 

第一天： 

興中國小

馬太鞍部落 

 

第二天： 

馬太鞍濕地 

興中國小 

觀察紀錄 

(1) 濕 地

特徵與生

物特性 

(2) 部 落

文化踏查

及比對 

 

體驗分享 

圖畫創作

(旅遊插畫) 

文化 

閱讀 

國語 

社會 

讀報教育 

主題閱讀 

閱讀文化 

閱讀 

濕地報導 

瀏覽 

網頁介紹 

濕地生態

科普閱讀 

文字創作 

(引導作文) 



山林

教育 

自然 

本土語 

野營體驗 

社區踏查 

環境教育 

觀察 

水生植物 

荖濃溪 

生態踏查 

水資源循

環歷程 

(1) 濕 地

人文與生

態樣貌 

(2) 部 落

歌舞分享 

學習單 

創意 

導覽 

國語 

社會 

本土語 

耆老講古 

校園導覽 

校際交流 

閱讀溼地發

展歷程 

欣賞 

導覽影片 

簡報製作 

生態相關

族語增能 

小組討論 

海報分享 

影音分享 

 

四、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之「教學實施」 

（一）戶外教育「前」：師生討論 

1.課程準備： 

校訂課程學習後，進行延伸的教學活動，聚焦於水資源循環、濕地的形成與功能，

並了解其對環境的重要意義。並過學生戶外實察觀察荖濃溪，了解不同水域環境的特

色，並能引發學生紀錄、觀察、省思的學習力;另外針對生活中的環境議題，了解生物

多向性、生態永續、觀光效應等議題，盡量融入本年段課程，蒐集資料、上課分享來確

立戶外教育實作的重點。 

2.行前準備： 

行政團隊事先進行路線的安全評估及場域間的聯繫事項，教師需對學生進行小組分

配、行前安全教學及訓練。 

（二）戶外教育「中」：課中學習 

1.地點：馬太鞍濕地、馬太鞍部落。 

2.對象：本校六年忠班學生14人、隨隊老師3人，共17人。 

3.方式：搭配學習手冊與學習單進行踏查、小組合作學習及現場解說、體驗學習。 

4.內容： 

時間 課程重點內容 

第一天 1.馬太鞍部落巡禮 

2.採集野菜和野炊所需材料 

3.體驗搭建休息寮 

4.製作阿美族傳統麻糬 

5.族群交流晚會 

第二天 1.馬太鞍濕地自然生態 

2.palakaw（生態捕魚）體驗 

3.傳統石煮法 DIY 

 

（三）戶外教育「後」：課後反思 

    學習單習寫與反思、分享攝影成果、引導式寫作、旅遊插畫、海報分享。 

 



評量

機制 

依教學階段設計教學評量方式，作為行政檢討、教學回饋所用，如下: 

教學階段 實施項目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前 
教師增能課程 

辦理教師增能研習  

意見回饋單  

實作產出教學活動設計  

學生課前準備 實作評量  

教學中 

學習課程 
學習單  

意見回饋單  

走讀踏查 課程筆記、海報發表  

體驗活動 意見回饋單  

教學後 
靜態作品 

筆寫發表（濕地踏查心得）  

彩繪實作（濕地踏查觀察）  

學習省思單  

意見回饋單  

動態展能 影音發表（能用影像記錄與敘說）  
 

風險

評估

與安

全管

理機

制 

（一）場域人力：空間場域、人力與社會資源的整合規劃 

空間場域 人力資源 社會資源 

馬太鞍濕地 
濕地生態-自然領域教師 
濕地發展-社會領域教師 
荖濃溪生態與人文-社區耆老 

預約專人導覽 

馬太鞍部落 
族群介紹及對照-社會領域教師 
族群歌舞及服飾-藝文領域教師 
部落參訪需知-學務處 

預約專人導覽 

（二）行政與後勤支援：含後勤整備等教學活動前/中/後等安全管理與應變規劃 

1.行政組織：行政系統支援各項戶外教學活動之規劃說明 

組織 職稱 工作職掌 

召集人 校    長 督導學校推動戶外教育工作事宜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綜理學校戶外教育推動、規劃設計與活動
實施相關事宜 

行政組 教務主任 負責戶外教育推動各項行政文書、師資聯
繫相關事宜 

活動組 訓育組長 
負責戶外教育教學活動實施及學生安全相
關事宜 

課程研發組 班級導師 
領域老師 負責課程研發、設計與改進事宜 

醫護組 護    士 負責活動中學生的健康與醫護事宜 

會計組 會計主任 負責各項經費審核 

總務組 總務主任 負責人力資源及各項採購與核銷作業事宜 

支援小組 社區發展協會 協助荖濃溪社區踏查與簡介 

2.行政、後勤作業等各項支援戶外教學活動之規劃說明 

項目 教學前 教學中 教學後 

行政 設定課程方向 跨域統整 多元評量 



融入在地資源 

規劃戶外教育路線 

協同教學 回饋修正 

後勤 

發展教學內涵 

戶外課程準備 

專業成長發展 

導覽踏查 

體驗超坐 

反思分享 

實踐行動 

安全管理 

1.行前辦理安全教育宣導，要求學生遵守活動規定、安全注意

事項、緊急應變措施、緊急聯絡電話等。 

2.教學進行時，隨時注意天候、地形，配合氣象、災害防救單

位警報發佈，使學生遠離標示危險、公告禁止進入之場所。 

3.事先查詢活動場域醫療服務及求救管道，以確保意外事件發

生時爭取救援時間；必要時，由校護隨行，並備妥急救藥品。 

4.要求戶外教育之膳食、住宿、及活動場所應具備合格建築使

用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車輛之安排依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

用車輛之規定租用，以確保教學活動安全。 

5.教學活動之進行，一律由專業人員進行指導，除確保學習品

質，更為活動安全做好把關。 

6.行前就可運用的人力進行任務編組，做好業務分工，並落實

管理，務求人安、事安、物安。 

7.行前確實指導學生進行整裝準備，以確保不必要之危險發生 

應變規劃 

1.行前隨時注意活動場域天候及環境變化，如因天候等因素致

舉辦活動可能發生危險時，則延期辦理。 

2.辦理戶外教育期間，如遇颱風、意外或緊急事故（如性平事

件等），立即採取應變措施，以減低事故影響程度，並迅速與學

校及主管機關聯繫，尋求必要之協助，必要時甚至中止活動。 

3.學生如因有疾病、身體孱弱或其他原因而未能參加者，應依

程序准予請假，不得強迫學生參加；學校需做妥適安排，不得

拒絕學生到校。 
 

三、
預期
效益 

1.定位（人文）： 

將在地的文化、生態環境及環境教育融入課程，結合社區資源，讓學生更能愛護鄉土、關懷

社區，因著在地文化認同，發現不同地區之獨特性。 

 

2.行動（熱忱）： 

  閱讀在地文化、知悉在地生態，進行滾動教學活動，使課程深化，進而連結其他的戶外教學

景點路線，發展戶外教育優質課程，讓孩子與環境產生互動而愛上學習。 

 

3.思維（創新）： 

  藉由探索打開孩子想要與大自然「互動」的之情，反思現在環境與時代的變遷，從過程體驗

與感受，激發出對現代環境教育之議題關心，也能提出對現在環境有好的點子。 

 

4.延續（感恩）： 

  透過戶外教育優質課程的討論，不只是精進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且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

讓學生能參與課程，更了解課程內容和意義，藉由課程活動培養感恩之情，激發對土地之愛



護。 

四、附件：其他補充說明 
（一）本校歷年推展戶外教育或相關課程教學相關成果(106-108年度) 

106-108 年度 實施效益 實施照片 

106.09.30 

學生:參觀中鋼公司內部，以及了

解中鋼公司外，參加生命教育講

座。 
 
教師:透過參觀中鋼公司，可以了

解不同行業外，更是從超級馬拉

松媽媽的故事，激勵對於事情態

度，可反思在教學活動中。  

106.11.25 

學生:參加藝文活動，讓孩子培養

美感教育，也可以了解繪畫的技

巧。 

 

教師:參加此項藝文活動，增進老

師對於繪畫的了解，以及跟學生

一起學習如何培養美感。 
 

107.02.26 

學生:參觀台南奇美博物館，學生

看到各種收藏品，除了開拓學生

視野，也讓學生了解博物館的參

觀禮節。 

 

教師:對於館中所收藏之物好奇

外，也可以做為課外補充的素

材，讓老師上課能有多的事物跟

學生討論。  

107.03.07 

學生:參觀台北陽明山上的小油

坑，可了解有台灣有火山地形，也

從深坑老街知道當地歷史，增進學

生對台灣的認識。 

 

教師:藉由實地參觀，了解台灣自

然環境之不同，可以多安排學生參

觀這樣的活動，使學生知道台灣之

美。 

 

 



108.03.14 

學生:受邀觀看神韻藝術團之表

演，可了解中華文化，並透過表演

讓學生知道肢體動作之力與美，可

增添表演之精彩。 

 

教師: 精湛之舞蹈表表演，可讓老

師在表演藝術方面有所心得。 
 

108.08.01-

108.08.02 

學生：從認識工具的族語開始到實

際的山林教育，學習如何獵捕之

外，及如何愛護山林資源。男生上

山打獵，女生則預備三餐，並採集

可食用之野菜，融入每日的餐食

中，過程中學生及協助教師皆使用

族語指導學生，活用族語。 

 

教師：「部落野營」課程，舉凡餐

點、帳篷、營地整理…等，讓孩子

一手包辦，在野營前訓練不單只是

孩子需要有課程的教學，老師反覆

的課程討論及實際操作，也增長了

教師技能的成長。 

 

 

 
 

五、計畫經費申請表（如附件 3、4，請依實際狀況挑選所需之經費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