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計畫 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一、 課程實施資訊 

(一)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二)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花蓮及台東縣 

地點：太魯閣國家公園、東海岸國家風景區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是否有住宿，有住宿 ☐未住宿 

 住宿型態，☐學校場地 飯店/民宿 ☐露營 ☐其他___________ 

(三) 課程實施單位 ☐班級 班群 ☐學年 

(四)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水域活動 

 

二、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一) 學習目標 

一、呼應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精神，透過全人教育培育學

生達成自發、互動、共好目標。 

二、透過多元學習課程，提高學習意願，適性揚才、教學 

    相長、終身學習。 

三、讓孩子用最直接的方式，親自造訪太魯閣及東海岸之

美，體認不同地區的特色文化，擴大學習視野，深化

學習內容。 

四、發揮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透過學習資料蒐集與分享，

學會以積極的態度去主動學習，並分享所學，進而為

學弟妹樹立良好的學習典範。 

五、推廣「走出戶外學習去」的教育理念，讓更多的家長

與學校師生能願意瞭解、培養尊重大自然、愛護大自

執行單位 高雄市林園區汕尾國民小學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蕭穎鴻    職稱：學務主任    電話：（公）07-6412334#21 

手機：0922-293390        E-mail：cavemuse@gmail.com 

計畫名稱 太魯閣及東海岸奇幻之旅 



二、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然、愛護社區環境的良好行為。  

六、提升學生全方位的能力，讓孩子們透過共同學習、分 

    享資訊與合作交流的機會，一起傳承主動學習經驗， 

    推廣戶外教育，擴大生活視野。 

(二)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設計 

    本自主學習課程設計，預計帶領學童前往太魯閣國家

公園參訪，此處不管是原住民歷史文化或者是立霧溪地形

地貌，在在展現出獨特的人文與地理景觀。透過砂卡礑及

小錐麓步道的實地踏查，讓學童感受到太魯閣國家公園的

獨特魅力。而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是我們此行另一處學習

場域，本區北起花蓮溪口，南迄小野柳風景特定區，擁有

長達170餘公里的海岸線，當中又以石梯坪、三仙台及小野

柳三處景觀最具特色，其獨特海岸地形與生態及豐富的原

住民文化，交織出東部海岸的迷人風華。 

    課程設計透過社會及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向下深耕教

育課程，並融入海洋文化、環境生態等海洋教育相關素養，

能提升本校學童「從做中學」、「互動合作」等素養能力，

並從中體驗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及開拓宏觀的的海洋視

野。 

 

一、學生自主學習策略與方法 

1、教學實施策略 

⬛ 學生於彈性課進行分組討論與工作任務分配，學生分 

   為三小組，各小組有共同任務及小組研究主題，而個 

   人在小組中，另有其個人分配到的任務。 

⬛ 共同任務--學生自主規劃討論參訪地點的環境路線、 

   景點等，繪製行動地圖，並做成旅行手冊。 

⬛ 小組任務--各小組利用課餘時間，針對有興趣之主 

   題，如東部開發、原民文化、地形地質等，利用網路 

   及圖書館資源，搭配各學習領域進行主題研究。 

⬛ 個人任務：各小組分別就其設定的研究主題，經由討 

   論分配個人在小組中所擔任之任務，如資料收集、活 

   動拍照、文字記錄、口頭報告等。 

2、班級經營 

⬛ 學生是課堂的主角，透過引導，讓學生扮演著主動學 

   習者、情境冒險者、問題解決者、自我導向學習者與 

   協同合作者等多重角色，透過問題解決的過程，培養 

   自己的能力。 



二、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 透過實地考察與體驗，學生可參與自主學習的教學活 

   動，另外也針對所研究的主題，進行分組討論，以達 

   成自主學習任務。 

 

二、課前討論 

1、行前共備會 

⬛ 帶隊教師成立課程研發小組與學生共同確定參訪行 

   程，提供諮詢窗口與建議，並協助必要的聯繫。 

⬛ 各領域教師進行跨域教學共備與安全編組。 

2、課程研究會 

⬛ 針對參訪地點「太魯閣國家公園」、「東海岸家風景區」， 

   各領域教師進行共備課，研究課程教學重點與學生自 

   主學習項目。 

⬛ 各領域教師針對東部開發史、原住民歷史文化及海岸及 

   峽谷地形地貌等主題，進行共備研討，以融入學生自主 

   學習任務。 

三、課中學習 

1、跨域連結 

⬛ 在校訂課程發展基礎下，以完成戶外教育學習活動為 

   目標，整合各領域教師專長及行政處室協力合作。 

⬛ 課內以社會、自然、綜合、語文等各領域及彈性時間 

   進行跨域主題統整課程，團隊共備，師生共學。 

2、深度體驗 

⬛ 學生自己繪製行動地圖並藉由實地踏查，體驗原住民 

   文化的豐富內涵及感受東海岸特殊的地質景觀，並整合 

   各學習領域的內容。 

⬛ 利用本次的異地學習，實踐小組的行前規劃，達成團 

   體與個人任務。 

3、資源整合 

⬛ 利用學校圖書館、網路等各種資料搜尋方式進行資訊 

   的蒐集和整合，學習媒體識讀及資料檢索。 

⬛ 教導學生整理資料的技巧與策略，結合課前討論的行 

   程內容並彙整成此次戶外教學的旅行手冊。 

4、素養實踐 

⬛ 自主行動--提供孩子安全的環境，讓孩子能在戶外教 

   學中實踐自己製作的行動地圖及旅行手冊，並能在旅 

   程中運用所學，解決難題。 



二、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 溝通互動--以行程共備，資源共享的方式，達到參與 

   活動的每位夥伴合作共好的目標。利用小組討論中學 

   習與人溝通、解決問題，並注入服務學習精神，讓孩 

   子學會當彼此的左右手。 

5、教學活動流程 

第一天行程規劃 

時間 地點 內容說明 

07:00-11:00 07：00準時搭火車前往花蓮 

11:00-12:00 午餐時間  

12:00-16:00 
太魯閣國家公園參

訪 

＊太魯閣遊客中心環境介紹 

＊砂卡礑及小錐麓步道踏查 

＊布洛灣河谷地形解說 

＊山月吊橋訪勝 

16:00-18:00 七星潭風景區 
導覽浩瀚的太平洋海濱，感受

月牙灣及礫石灘的魅力。 

18:00-20:00 晚餐時間及沐浴  

20:00-21:30 秉燭夜談 

＊今日活動檢討 

＊明日活動重點提示 

＊各組人員分配提醒 

21:30~ 休憩好眠  

 

第二天行程規劃 

時間 地點 內容說明 

07:00-08:00 早餐時間  

08:00-12:00 東海岸國家風景區 

＊親不知子海上古道踏查 

＊石梯坪地形考察 

＊新社梯田參訪 

＊三仙台尋幽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7:00 回程返回汕尾國小 

 

四、課後反思 

1、班級成果展 

⬛ 將行前做好的行動地圖、學習單及旅行手冊以班級微 

   型展覽的方式分享，並在課堂中讓小組分別上台發表 

   自己教學活動中的感動及觀察。 



二、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 利用資訊課將戶外教學活動的照片、影片學習剪接製 

   作成旅行日記，並在課堂及微型展中播放發表。 

2、反思與展望 

⬛ 利用課堂小組發表後，完成旅行滿意度學習單。 

⬛ 小組討論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並期待下次教學活 

   動。 

(三)評量機制 

一、在團體行動時，能遵守團隊規範，展現出守時、合 

    群、負責任的態度。 

二、在參訪行動中，能了解太魯閣的開發及原住民的歷史 

    文化並能欣賞峽谷地形之美。 

三、在課程學習中，能運用手冊規劃、紀錄，扮演主動學 

    習者的角色。 

四、在戶外教學後，能分享收穫及發表心得，並將學習單 

    完成或製作記錄小書。 

五、能了解東海岸的地形地貌並能欣賞海洋文化及梯田生 

    態。 

(四) 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 

安全是戶外教育最重要的關鍵，因此建立戶外教育安全管

理機制、場域與活動安全評估指標與檢核工具及急難處理

流程是推動戶外教育時重要的工作。此外，宣導並加強各

級教育人員戶外教育風險管理知能，使其能夠瞭解如何評

估和運用這套機制與工具，以強化各級教育人員評估風險

與處理急難的能力，便能全面提升戶外教育之安全性。因

此本計畫提出以下管理機制： 

(一)建立戶外教育安全管理與急難處理機制 

    研訂戶外教育場域及活動的風險評估指標及工具，以

協助學校教育檢核及改善戶外教育的課程活動和場域中可

能隱藏的危險，進行預防式風險評估以確保戶外教育之安

全性。此外，當戶外教育課程發生意外時，也需建置一套

能整合中央、地方、學校、家長及民間各單位之相關人力

的安全通報與緊急支援系統，將意外的傷害降到最低。 

(二)強化戶外教育人員安全管理知能 

    依據前述建置的風險管理與急難處理機制，研發並宣

導各類戶外教育安全管理檢核工具與安全維護手冊，作為

辦理各級教育人員戶外教育安全管理增能研習的素材，以

提升學校與教師的戶外教育安全管理能力。 

 

 



二、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三)擬訂汕尾國小戶外教育學生安全守則 

1、 戶外教育是在戶外上課，秩序規矩與在校相同。而安 

    全是回家唯一的路，請注意集合時間與結伴同行。 

2、 隨時把禮貌和微笑放在身上，注意交談時機與適合音 

 量和手機使用禮儀。 

3、 公共場所乘車禮儀，保持車室座位整潔與安靜，行車 

    時請繫上安全帶。第一排與最後一排中間，小朋友請 

    勿乘坐。 

4、 三餐正常營養均衡勿暴飲暴食。請準備自己的環保筷 

    或湯匙，並做好垃圾和資源回收分類。 

5、 遵守老師和領隊指示，並虛心接受指導。 

6、 隨身貴重物品和行李請自己負責整理，零用錢最多  

 100元，要帶摺疊傘或輕便雨衣。 

7、 犧牲一點點睡眠時間，成就美好的行程，請準時到校  

    集合上車。 

8、 該發表時應該勇敢表示意見，注意人我分際，非禮勿 

    言、非禮勿行、非禮勿聽、非禮勿視。 

9、 配合量測體溫及戴口罩之規定，另外也要勤洗手及落 

    實清消。 

(四)辦理師生參與安全風險管理研習及相關課程。 

1、 利用週三下午辦理二場教師戶外教育安全風險管理研 

    習。 

2、 利用彈性課程辦理學生參與戶外教育安全守則說明及 

    宣導講座。 

(五)行政人員協助規劃 

職稱 現職 姓名 任務分配 

總領隊 校長 曾博建 統籌戶外教育活動的辦理 

副領隊 學務主任 蕭穎鴻 
擬定計畫，規劃活動行程及安全事

項 

教學組 教務主任 許明慈 配合統整課程擬定教學計畫 

交通組 學務組長 林國智 
人員、車次的安排，車輛安全檢查

及落實緊急事件應變演練的實施 

醫護組 護理師 張鈞貴 學生意外事件的預防及維護 

後勤組 總務主任 陳谷庭 經費的核銷及門票的購買 

班級 

領隊 
班級導師 

駱蕾蕾 
各班戶外教學活動的實施 

林艾嘉 

 

 

 

 



二、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六) 安全防護相關機構 

1、 花蓮縣政府消防局（聯絡電話：03-8462119） 

2、 花蓮慈濟醫院（聯絡電話：03-8561825） 

3、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聯絡電話：03-8621100） 

4、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聯絡電話：03-9841520） 

 

(七) COVID-19之防疫規定與配合 

因應疫情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須配合中央疫情指

揮中心發布之相關指引辦理。 

1、 參與者須保持社交距離，保持室內 1.5公尺、室外 1 

    公尺；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時，應戴口罩；或可運用隔 

    板將座位隔開，或採取梅花座維持適當的安全距離。 

2、 參與者出入各類場所，無論室內室外，皆要量體溫， 

    並須隨時保持手部清潔，也應於入口及場所內提供乾 

    (濕)洗手用品或設備。 

3、 活動應採取實名制，確實執行人流管制及環境的清潔 

    消毒。 

4、 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者，應儘速就醫後在家休息，避 

    免參加活動。 

5、 參訪及住宿地點應選擇消防安全檢查及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合格者。 

6、 有關活動交通、住宿及地點規劃，相關防疫措施，請 

    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COVID-19(武漢肺炎)因 

    應指引：社交距離注意事項」、「COVID-19(武漢肺炎) 

    因應指引：大眾運輸」、「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 

    引：公眾集會」及其最新發布相關規定辦理。 

 

 

五、預期效益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填列說明 

(一)本校預計

參與人次 

1. 參與學生數 30 人 

2. 參與教師數 4 人 

3. 參與家長數 0 人 

 

 



(二)外部協作

師資 

1. 共 4 位協作師資 

2. 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需求 3 位 

安全風險管理需求 1 位 

☐其他________需求，____位 

 

 

 

六、 附件 

(一)106 學年度實施戶外教育計畫--《奇美博物館˙安平古堡》藝文與歷

史之旅 

(二)107 學年度實施戶外教育計畫--《一日農夫體驗趣~大樹真好玩》 

(三)108 學年度實施戶外教育計畫--《鹽鄉探查》 

(四)109 學年度實施戶外教育計畫--《海洋教育體驗與探索之旅~海生館》 

 

 

 

編號 日期 地點 對象 

1 

107年 4月 3日 奇美博物館˙安平古堡 全校師生 

 

 

    

 

 

2 

日期 地點 對象 

108年 4月 23日 大樹採鳳梨˙舊鐵橋 全校師生 

 

 

   

 

 



3 

日期 地點 對象 

109年 11月 17日 台灣鹽博物館˙台江內海 全校師生 

     

4 

日期 地點 對象 

110年 10月 05日 屏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全校師生 

     

 

七、 經費概算表(如附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申請表            

  
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高雄市林園區汕尾國民小學    計畫名稱：太魯閣及東海岸奇幻之旅 

計畫期程：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核定應結報日期：  年  月  日前) 

計畫經費總額：50,000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30,000 元，自籌款：20,00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國教署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業 

務 

費 

經濟弱勢學生參

加費 
0  10  0 檢附名冊     

膳費 80 136 10,880 
4 餐，師生

34 人 
  

交通費 10,000 2 20,000 2 天   

住宿費 500 34 17,000    

保險費 30  30  900  
 

    

雜支 1,220 1 1,220    

小  計     50,000  
 

    

合   計     50,000      
國教署核定補助            

            元 

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

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

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助案件，

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率  ％】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

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

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

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

機關（國教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按補助比率繳回 

☐執行率未達   %，按補助比率繳

回   

☐賸餘款達     萬元以上，按補助

比率繳回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按補助比

率繳回。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按補助比率

繳回。 

 

 

 

 

 

 

 

 

 

 

 

 

 

 

 

 

 

 

 

 

 

 

 

 

 



高雄市林園區汕尾國民小學經濟弱勢學生名冊 

編號 班級 姓名 類型 

1 五忠 黃○豪 中低收入戶 

2 五忠 黃○沄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3 五忠 謝○諭 單親子女生活補助 

4 四忠 李○家 低收入戶 

5 四忠 呂○芳 低收入戶 

6 四忠 吳○倫 低收入戶 

7 四忠 洪○菁 低收入戶 

8 四忠 洪○駿 中低收入戶 

9 四忠 吳○縯 中低收入戶 

10 四忠 吳○昂 中低收入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