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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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魚池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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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六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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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透過實作活動，從自力造筏過程中認識科學原理。 

(二) 習得自力造筏與使用 SUP立槳划舟的技能 

(三) 從自主學習中，能做中學深入了解、習得方位辨識的技能。 

(四) 藉由自主學習課程實作，培養溝通互動的技巧。 

(五) 透過實際體驗了解在水域環境中的安全觀念與自救方法。 

 

(二)課程設計 

1.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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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溝通互動，最後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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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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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 日月奇潭 



二、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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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學童皆有符合難易度的事項，群體中得以找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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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每組學童的努力能被看到。 

(三)多元學習策略：學童透過拼圖式教學討論不同議題、自覺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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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到如何保衛家園。 

(三)增加人際互動、環境保衛、親近自然。 

(四)組內互評: 最後由群體決定最佳得以實行的方法，於校本課程實施。 

 

結合校本課程：「恆毅」主題課程之山野教育 

  

  

 

2.課前討論： 

一、學習目標設定：本次戶外教育的學習目標是希望孩子透過自力造筏、SUP

立槳體驗和無痕山林活動，讓學生能認識不同的自然場域，也能將習得的護

林知能帶回部落，更友愛自己身處的環境。 

二、學習場域選擇方式：本校地處山區，水域環境以湍急的溪水為主，學生

也常常到河邊戲水、活動，而仁愛鄉鄰近魚池鄉，該地的湖泊地形對於本校

孩子來說是陌生的，為了能讓孩子認識不同的水域而選擇日月潭周遭作為戶

外教育場地。 



二、 課程規劃 

三、學習內容： 

1. 教師運用簡報及 google earth認識日月潭周遭地形。 

2. 請學生透過小組討論並分享武界部落和日月潭水域地形的差異。 

3. 請學生思考河川地形和湖泊地形適合使用的交通工具，帶出 SUP立槳和自

力造筏活動。 

4. 小組討論製作小船可能需要的材料及技能，並在紙上畫出設計圖和同學分

享。 

5. 以 DFC討論法讓學生四思考部落生態環境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6. 教師向學生宣導水域安全的重要性與活動進行時的相關規範。 

  

 

3.課中學習： 

活動一、團隊自力造筏 

一、教學目標： 

1.凝聚團隊向心力、合作力與默契，在活動的過程中引導學生習得與他人溝

通相處的技巧，並了解自己在團隊裡扮演的角色。 

2.學習使浮具不在湖中解體，綁筏、組裝桶子的技巧及還有團隊的策略。 

二、活動內容： 

1.說明自立造筏課程進行方式與特色。 

2.暖身與暖心，放空自己專注學習。 

3.宣導活動注意事項。 

4.暖身運動及說明如何使用簡單的繩子，利用繩結技巧使竹竿與桶子之間達

到平衡，使團隊坐在浮具不會翻覆掉入水中，考驗著團隊的默契與智慧。 

5.透過團隊的運作，學員學習如何和他人溝通相處，以及了解自己在團隊裡

的角色扮演 

活動二、日月潭戶外海洋體驗教育 

一、教學目標： 

1.以「無痕海洋」的概念結合無痕山林推廣親近大自然、愛護海洋環境。 

2.學習海洋特性、水上自救技巧，建立正確的戶外安全觀念。 

3.體驗並主動分享日月潭地區獨特性與大自然海洋環境。 

  

二、活動內容： 

1.介紹與說明立槳、獨木舟的操作方式及示範  

2.各項水上求生及安全教育教學及示範。  

3.由專業教練帶領學生熱身及練習。 

4.由專業教練帶領學生協助學員安全下上水。 

5.分組輪流進行立槳、獨木舟體驗。 



二、 課程規劃 

6.分享學習及回饋。 

活動三、 日月潭趣味定向體驗 

一、教學目標： 

1.實地走訪日月潭，以不同的視野與發現，增加對日月潭生態、水域的認

知。 

2.運用定向技能在戶外運動中，學習看指北針、地圖的資料統整技能。 

3.在體驗過程中學習與他人合作、發揮團隊精神。 

 

二、活動內容： 

1.說明定向越野課程進行方式與特色。  

2.奠定定向越野體驗學習的主軸精神。  

3.暖身與暖心，放空自己專注學習。  

4.宣導活動注意事項。 

5.照片定向挑戰賽活動規則說明：挑戰時間、地點、任務說明、小隊 目標討

論與規劃、安全與出發提醒。  

6.公布答案、計算各隊總分、各小隊排名、休息。  

 

 

  

 

4.課後反思： 

活動一、團隊自力造筏 

課後反思： 

1. 透過活動體驗的引導、轉移、內化成為成團隊合作概念，運用到日常 生

活、學習、人際互動上。  

2.教導水域安全及以無動力親水的方式來接近水域，讓學員在活動中 對環保

有更深入的了解，進而推廣生態旅遊與永續保育的觀念。  

3. 透過共同的心得分享與回饋，讓所有的感動與學習，沉澱在內心 裡，並

予積極樂觀的態度，迎接挑戰 

活動二、日月潭戶外海洋體驗教育 

課後反思： 

1. 能夠說明日月潭水域與特殊交通工具的連結。 

2. 請學生思考 SUP與一般獨木舟的差異，並討論日月潭以此做為觀光可能的

優劣點。 

3.分享在過程中最印象深刻的活動與學習歷程。 

活動三、 日月潭趣味定向體驗 

課後反思： 



二、 課程規劃 

 1.小隊每一個人輪流分享一下今天的課程體驗下來的感覺與心得。 

2.討論一下在今天學習到的三件事情。 

3.將體驗心得記錄於學習單上  

 

(三)評量方式 

活動一、團隊自力造筏 

評量方式： 

實作評量：教師觀察學生在活動中的合作表現，依照投入程度給予評分。 

紙筆評量：以團隊建立課程內容為範疇，設計簡單的自我評量表，目的是讓

學生能回想在活動中的內容。 

  

活動二、日月潭戶外海洋體驗教育 

評量方式： 

實作評量：教師觀察學生在活動中的學習表現(聆聽指令、遵守規範)，依照

參與程度給予評分。 

紙筆評量：在學習單中(附件二)寫出活動中所學習到的技巧與反饋。 

活動三、日月潭趣味定向體驗 

評量方式： 

實作評量：教師觀察學生在活動中的學習表現(聆聽指令、遵守規範、與團隊

的互動......等)，依照參與程度給予評分。 

紙筆評量：在學習單(附件二)寫出活動中所學習到的知識並記錄日月潭的特

色景點與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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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件一(風險檢核表【湖泊】)進行事前安全評估，確認安全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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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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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活動備有救生衣及安全維護人員。  

(二)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場域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三)最近醫療院所： 

1.伊達邵急救站(049-2850115)、魚池衛生所(049-2895513)、 

楊順喜小兒科診所(049-2898591) 

2.地區綜合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049-2916777)、 

埔里榮民醫院(049-2990833)。 

3.中心設置有 AED緊急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及緊急救護連線。 

表 1.法治國小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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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 

2. 參與教師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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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位協作師資，協作師資屬

性 

■專業課程需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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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奇潭 

計畫期程：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29,950 元，向國教署署申請補助金額：26,656 元，自籌款：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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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9 7,200 含水上活動及定向探索活動費 

代課(鐘點)費 
 0   

講座鐘點費 
 0   

印刷費 
 0   

膳費 
90 33 2,970 師生共 11 人*三餐 

交通費 
6,500 2 13,000 11 人 2 天租用車輛車資 

場地費 
 0   

住宿費 
600 11 6,600  

保險費 
20 9 180  

雜支 
 0   

小  計     2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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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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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風險檢核表(湖泊)



附件二 日月奇潭 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