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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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

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原住民教育 

(二)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 

地點：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水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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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實施對象 ■班級 ☐班群☐學年☐其他 /對象五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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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食農教育 

 

二、 課程規劃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水里鄉的觀光農業。 

2. 了解自然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培養主動關懷自然生態的態度 

3. 學習將農產品轉化成文創商品。 

4. 培養小組合作與互動。 

 

(二)課程設計 

1.課程規劃： 

  本課程設計理念扣緊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三大面向，透過大量的

實作及互動課程引發孩子主動的學習動機，以分組模式激發學生之

執行單位 縣立法治國小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波吉‧達納  職稱：訓導組長   電話：（公）049-

2977061#13   

手機：0988828432      E-mail：cheerheyhey@gmail.com          

計畫名稱 梅林蜜茶探險記 



二、 課程規劃 

間的互動與合作，最後藉由敏銳的觀察與感受，將所學善用於生活

中，延伸至校內的學習，更可將習得的新思維內化，擁有解決未來

問題的能力。 

一、溝通互動： 

(一)透過連結生活經驗，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二)設計適當程度學習情境，讓學生勇於挑戰、開啟自主學習的大

門。 

(三)實施腦力激盪法，教師不批評學生想法，用正向教學讓學生一

起想出最佳的學習策略。 

(四)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續

探索，並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找出問題，並能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等

因素，激發興趣進行探究活動。 

二、自主行動： 

(一)異質性分組：每位學童皆設計符合其程度之異質化任務，讓每

個孩子都能在群體中找到成就感。 

(二)合作學習：藉由小組討論、分享、實作讓學生都有機會闡述想

法並給予學生實作機會，透過成果展現、表揚機會，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就。 

(三)多元學習策略：學童透過拼圖式教學討論不同議題、自主學

習，教師引導學生批判思考，發展相關議題，例如:珍惜資源方

法、愛護森林的觀念，並學習團結合作技巧。 

(四)鼓勵學生透過學習發想創意，啟發天賦並付諸實踐。 

三、社會參與： 

(一)訓練觀察的方法，透過感知與體驗提升美感素養。 

(二)環境與社會教育：學童懂得愛惜大自然，學習到如何愛護環

境。 

(三)增加人際互動、環境保育、親近自然。 

結合校本課程：「創藝」課程主軸─地方產業創意行銷  

  2030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已成為各界高度關注的關鍵

字，回歸教育現場，我們該如何正確理解 SDGs與教育之間的關

聯？從 108課綱到 SDGs，從願景到實踐，與全球同步，啟動永續教

育典範轉移，引領孩子向真實世界學習，在課堂中實踐，培養孩子

成為世界公民。 

    呼應學校願景「創藝」，結合校本特色，回到課堂中我們希望

可以結合跨領域和 SDGs議題融入的了解，讓學生體驗不同鄉鎮的

觀光發展，將成功的經驗帶回部落，結合在地資源，藉以創新、共

創部落永續發展。 



二、 課程規劃 

 

2.課前討論： 

1. 介紹南投縣水里鄉的地理位置與觀光產業發展。 

2. 教師簡單介紹水里鄉的特色產業(梅子、蜂蜜、茶葉) 

3. 請學生分成三組(梅子、蜂蜜、茶葉)，進行主題式的探究，討

論這三種產品能夠如何轉化刺激觀光發展，設計簡報上台發表。 

4. 簡單規範進行戶外教育須遵守的相關事項，如：採蜜的安全規

範、採梅採茶的工作守則......等。  

 

3.課中學習： 

活動一、蜂與自然的對話 

目標： 

1.了解蜜蜂社會行為組織分工及蜜蜂的採蜜的方式。 

2.透過體驗活動習得蜂農的工作技能(採花粉、蜂王漿)如何採蜜、

釀蜜。 

3.從釀蜜的過程中培養保育生態的意識。 

活動內容： 

1.養蜂人家生活： 

(1)透過故事、圖片及影片了解養蜂人家生活 

(2)介紹有關蜜蜂的產品及其功效(蜂蜜、蜂王乳、蜜粉......等) 

2.探索蜜蜂世界 

(1)讓學生認識不同種類蜜蜂的生態習性 

(2)以自然科學的角度介紹蜜蜂採蜜的過程 

3.DIY 活動 

(1)學生體驗蜜蜂飼養流程與產業生產過程 

(採蜜釀蜜、採收蜂王漿、採收花粉等) 

(2)學生製成的蜂蜜作為成品帶回家。 

(3)分享製作的感受與心得 

活動二、槑筆鉛筆 DIY 

目標： 

1. 認識水里梅產業的歷史沿革與特色產品。 

2. 透過 DIY體驗活動學習簡單的焊工技能，並發揮創意製作出獨

一無二的槑筆。 

3. 思考在地產業的轉型與觀光有效結合的可能性。 

活動內容： 

1. 說明水里梅產業的發展並介紹不同種類的梅子。' 

2. 展示槑筆的成品，請學生在紙上畫出設計圖草稿。 



二、 課程規劃 

3. 由專業人員指導學生使用焊筆製作槑鉛筆。 

4. 學生分享自己的成品與設計理念。 

  

活動三、品茶大師 

 

目標： 

1. 認識水里茶產業的歷史沿革與特色產品。 

2. 辨識不同的茶種類，認識其型態、種植的差異。 

3. 從採茶、製茶到品茶，學習身為茶農所需的技能。 

4. 思考在地產業鏈所帶來的效益，分析自身社區推展相關活動的

可能。 

活動內容： 

1.由在地茶農帶學生到茶園，認識梯田地形與茶葉的種類。 

2.體驗茶農的工作內容，由專業人員協助學生練習採茶。 

3.將採回的茶葉帶回工廠加工，認識製茶的流程。 

4.讓學生品嘗加工後的茶品，並試著調配出屬於自己的奶茶。 

5.分享體驗心得與感受，分析茶種相異的成因。 

  

 

4.課後反思： 

活動一、蜂與自然的對話 

1. 透過課程回顧，舉出蜜蜂的特性與採蜜方式並能分辨出不同蜂

產品的功能。 

2. 藉由蜂農 DIY體驗活動，體認蜂農工作所需的技能，並分析要

擔任此工作所具備的特質。 

3. 討論當蜜蜂減少甚至滅絕時,會給人類帶來的影響，共同討論解

決問題的可能對策。 

活動二、槑筆鉛筆 DIY 

1. 思考法治村有什麼特色產業能夠結合觀光發展，透過特色商品

的製作來刺激觀光客到訪，提升社區整體經濟效益。 

2. 透過廢棄物再利用，培養學生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並能愛護

大自然，提升環境保育的意識，讓能源能不斷再生利用，減少浪

費。 

活動三、  品茶大師 

1.思考法治村能鏈結什麼樣的產業內容，設計出屬於社區的觀光路

線。 

2.比較法治產的茶葉和水里鄉的差異，思考可能的原因。 



二、 課程規劃 

3.討論茶葉除了當作飲品，還有什麼發展的可能性。 

  

 

(三)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 

實作評量：教師觀察學生在體驗活動中的合作表現與學習成果(DIY

成品、小組發表)，依照投入程度給予評分。 

紙筆評量：學生於(附件二)學習單中寫出活動中所學習到的技巧與

議題反思。 

 口頭評量：課間與課後以提問方式確認學生的學習情形與回饋。 

 

(四)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

機制 

一、風險評估： 

(一)考量學生年齡體能負荷，故實施路線採較簡易、不具危險性之

地點進行活動。 

(二)辦理活動若遇豪大雨或連續雨天等特殊因素，本校將擇期辦理

戶外活動。 

(三)本校於出發前，所有參與活動皆辦理學生平安保險。 

(四)本校落實辦理有關膳食、住宿及活動場所及交通工具等，皆選

有具合格建築使用執照及營利事業證等廠商合作。 

(五)加強行前安全教育，包含活動規定、安全注意事項、緊急應變

措施、緊急聯絡電話及相關重要事項之宣導，並彙整發放活動行前

通知單。 

(六)行前依附件一(戶外教育風險評估表)確認安全性後即成行。 

  

二、安全管理機制： 

(一)至少於活動前一週提供活動行前通知予學生和學生家長，並確

認收到相關資訊。 

(二)活動前，承辦人會主動聯繫相關協作人員，提醒協力與注意事

項。 

(三)若因天氣或特殊因素迫使取消或延期，至少會於活動前一天通

知學生與相關人員，知曉活動取消、改變形式、改變地點或改期。 

(四)活動當天，切換活動時，帶隊老師要重新點名確認名單，若活

動過程中，有學生需先離隊，帶隊老師派一人陪同保護學生安全。 

三、活動場域安全評估： 

(一)所有活動皆有專業人員協助使用，隨時注意學生的操作安全。 

(二)後送責任醫院為竹山秀傳醫院(049-2624266)，由現場工作人員

為責任主導回報者，協會秘書為統一對外調度及發佈聯繫窗口。 

表 1.戶外教育意外事故與校安事件現場處理流程表 1.法治國小戶



二、 課程規劃 

外教育安全管理與急難處理機制分工表 

職務 職稱 執掌 

領隊 校長 綜理戶外教育之督導與考核 

副領隊 訓導組長 1.實施計畫之擬定與執行 

2.整合協同教學師資 

執行秘書 訓導組長 1.實施計畫擬定與執行 

2.與廠商、導覽員聯繫、協

調 

3.遊覽車車輛檢查 

4.遊覽車逃生演練 

場地安全維護 總務主任 1.場地安全檢視與維護 

2.檢核駕駛員及車輛並簽訂

交通車合約 

護理師 1.準備攜帶型急救包，負責

學生醫療工作。 

2.急難發生時實施緊急救護

措施及醫院救護車聯繫。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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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人 

2. 參與教師數    3 人 

3. 參與家長數    0 人 

估計參與本次課程之學生、教師及家

長人數。〔家長若無參與則免填〕 

(二)外部協作師資 共 0 位協作師資，協作師資屬

性 

☐專業課程需求__位 

☐安全風險管理需求__位 

☐其他__需求，__位 

本次實施之課程是否有和外部師資協

作授課，請協助填列。 

 

  



表 4 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經費申請表-學校填列提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縣立法治國小 

計畫名稱：梅林蜜茶探險記 

計畫期程：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29,830 元，向國教署署申請補助金額：26,549 元，自籌款：3,281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

經

常

門 

經濟弱勢學生參加費 
350 12 4,200 含各項 DIY 體驗課程費用 

代課(鐘點)費 
 0   

講座鐘點費 
 0   

印刷費 
 0   

膳費 
90 15 1,350  

交通費 
4,000 4 16,000 九人座巴士*2 輛*2 天 

場地費 
 0   

住宿費 
600 13 7,800  

保險費 
20 24 480 2 日平安保險費 

小  計     29,830  

設

備

費

資

本

門 

僅限 2-2 學校推展戶外教

育優質路線(每校最高補

助三十五萬元，其中資

本門經費以百分之四十

為限)，請依據課程需求 

核實編列及說明 

    

小  計     

合   計     2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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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金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

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

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

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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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

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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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

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補

助比率 89％】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按補助

比率全數繳回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表 10戶外教育風險評估參考表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描述 

⚫ 帶隊人力：（依行程特性評估人力是否充足） 

教師 家長/志工 護理人員 小組長 小隊輔  
 

⚫ 天候狀況為何? 

⚫ 查詢天氣預報結果為何?（評估天氣是否恰當） 

氣象預報 季節因素 地形因素 其他___________ 

 

⚫ 行經道路是否有潛在危機？（就所知填記，符合者

畫√）? 

大雨後山地 陡坡 狹路 土石流潛勢區        曾發

生崩塌    交通流量過大   其他_________ 

*備註：潛在危險比率，畫記越多越不利。 

 

⚫ 教學場域管理單位： 

政府機構 企業公司 公益團體 個人 無 

⚫ 教學場域如為民間場域，是否合法經營？ 

⚫ 是否辦妥相關登記?（可參考官網資訊） 
 

⚫ 近期是否為重大傳染病流行期?（如腸病毒、流感

等） 
 

⚫ 教學場域是否屬於前項傳染病之高風險區域？ 

⚫ 教學場域是否即為高風險場域或易生群聚效應之場

域? 

 

⚫ 教學場域管理單位是否處於正常管理狀態？ (可參

考官網資訊) 
 

⚫ 教學場域若處於山坡地，坡地是否安全？（如坡

道、步道；可參考官網資訊或電話詢問場域端） 
 

⚫ 教學場域是否鄰近危險水域？（可參考官網資訊）  

⚫ 教學場域如有水域，防護或救生措施是否充裕？ 

（如圍籬、救生設備、救生員或現場管理員） 
 

 

附件一 戶外教育風險評估表



附件二 梅林蜜茶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