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戶外與海洋教育計畫-子計畫二-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成果 

計畫名稱 風中之翼‧海洋之心 

申請學校 南投縣鳳凰國小 

學校辦理戶外教

育自主學習課程 

1. 著重於教師引導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策略與方法，含教學實施策

略與班級經營。 

2. 課前討論： 

(1)深化學校特色教學，選擇合適的參訪地點？ 

(2)如何規劃行程、安排交通工具？ 

(3)活動費用如何估算？  

(4)參觀或進行野外觀察時應該注意的事項有哪些？  

(5)野外觀察時需要準備哪些裝備？ 

(6)野外觀察時可能遇到的突發狀況是什麼？該如何面對。 

    (7)教師依教學目標製作戶外教育課程手冊與學習單。 

3. 課中學習： 

說明課程內容與課程進行方式，適切納入跨域連結、深度體驗、

資源整合與素養實踐等實施原則之內涵。 

  跨領域的學習：自然與科技、藝術與人文、資訊教育、社會領

域、海洋教育等，說明如下： 

  活動一：參觀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 

    學生利用資訊課，查詢園區資訊，了解展館學習資源。 

    配合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參觀地質科學廳，讓學生了解地

震發生的原因，以及發生地震時該如何因應，落實學校

的防災教育，並且教導學生尊重大自然的力量。 

    什麼是「核能發電」、「非核家園」，適切融入社會議題， 

      參觀電磁視界，讓學生知道電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 

      源，了解生活中節能減碳的重要性。 

    「全球氣候變遷，我會如何愛護我們台灣這片土地」，請 

      學生針對這個主題發表感想，並用文字記錄下來。 

 

  活動二：參觀海生館 

    臺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國家，每一位國民都應具備認識海

洋、善用海洋與愛護海洋的基本能力與情操。參觀海生

館，讓學生體驗多樣的海洋生態，達到善用海洋，珍惜

海洋資源，並維護海洋生態平衡的理想，奠定國民之海

洋基本素養。 

    學生利用資訊課，查詢館內國中小教學資源，選擇適合的

學習資源。 

    閱讀、分享及創作與海洋有關的故事。 

     

  活動三：走進白沙灣 



讓學生親近海洋、熱愛海洋與認識海洋。藉由參與生動活 

潑且安全健康的海洋體驗活動，分享其體驗，增進探索海洋 

知識的興趣。 

    結合資訊教育，了解海邊嬉水該注意的安全事項，並隨時 

    留意海邊的天候。 

    傍晚到海邊觀賞落日餘暉，感受海邊與山林環境的不同，   

    結合語文領域的學習，分享及創作描寫景物的遊記。 

請學生發表與海洋相關的生活議題，並說出自己的想法與 

因應之道。 

  活動四：夜間觀星 

走進墾丁大街，觀察居民的工作內容，讓學生知道水文與 

人交互影響下，南臺灣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墾丁的夜晚，因為較無光害的緣故，結合自然領域課程， 

讓學生運用所學過的知識-星座盤，觀察天上的星星。 

找出天上星座的位置並跟老師、同學介紹。 

  活動五：社頂飛鷹起 

每年十月十日國慶日前後，大批由西伯利亞南飛的灰面鵟 

鷹陸續抵達臺灣。台灣本島的南端，多樣化的棲地環境正好 

是灰面鵟鷹們出海南遷的最後一個中途站。 

結合學校校訂課程主題「鳥類」，讓學生了解候鳥的習性  

與遷徙的路徑。每年秋天，大批的灰面鵟鷹與赤腹鷹從學校 

上空過境。在學校能觀察群鷹盤旋的姿態，在墾丁更能觀察 

到滿天是灰面鵟鷹盤旋的盛況。 

利用社群軟體-鳥友分享，知道近日墾丁候鳥過境情況， 

選擇適合的時間前往觀察，以拍照或錄影的方式記錄下來。 

分組製作 PPT簡報檔，回饋與分享成果。 

課後反思： 

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整理學習手冊。 

結合資訊課程，製作 PPT簡報或影片，分享此次戶外教育 

課程學習心得，同學及師長給予回饋。 

寫作投稿國語日報與本校校刊，以文字記錄學習歷程。 

 

計畫目標 
1. 結合學校校訂課程，認識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重要性，發展

學生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激發他們對於大自然的關懷

與善心。 

2. 透過多元化教學課程，認識海洋生態環境，觀察環境的變化，

察覺生物之生存危機並培養愛護海洋生態環境的態度。 

3. 認識候鳥習性及遷徙行為，讓學生了解在地得天獨厚的地理 

   環境，進而珍惜腳下的這一片土地。 

4. 了解海邊居民的生活方式，經驗居住地方事物與環境的交互 



   影響，探究地區性的差異與變遷等問題。 

5. 與同儕合作進行體驗、探究問題並實作解決問題。 

6. 以多元的形式記錄活動歷程與成果，從中提升自我學習力。 

7. 走出戶外，培養生活中帶著走的能力。 

量 

之 

成 

效 

分 

析 

（一）量的效益： 

1.戶外教育實施前，學生利用資訊課進行4次相關課程資料收集。 

2.戶外教育當日，學生能認識有關臺灣的海洋生態環境、臺灣海

洋的特色、臺灣海洋的資源等知識。 

3.戶外教育實施後，學生能上臺和全校學生分享自己製作的簡報

檔。 

質 

之 

成 

效 

分 

析 

（二）質的效益 

  1.學生學習： 

  (1)學生有具體學習目標，有助於領域及校訂課程的推展。 

  (2)學生透過觀察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經驗居住地方事物與環 

     境的交互影響，能探究地區性的差異與變遷等問題 

  (3)學生以多元方式記錄活動歷程與成果，提升自我學習力。 

  2.教師專業： 

    實地觀察候鳥的遷徙過程，建置本校特色教學之教學檔案。 

3.社會參與：課程實施增進師生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機會，提升 

  分組及團隊合作和對大自然環境的關懷。 

一、過程檢討 

於戶外活動進行前，進行相關基礎課程教學，並製作相關影

片及安全宣導，告知在活動時，如何避免發生危險，以及遇到問

題時，該如何尋求解決的方法。 

二、問題解決策略 

學生在學習遇到困難時，教師均能在旁給予指導與協助，並

鼓勵學生不要輕易放棄的觀念。以協助孩子增加學習的自信與動

機。 

三、活動成員滿意度調查分析 

統計本次活動滿意度調查表，師生認為「很好」及「好」的比例

達九成，整體而言對本次活動感到滿意。 

評 

鑑 

與 

省 

思 

(一)學生在觀察活動中，透過同儕彼此討論，應用上課所學， 

    實際在大自然裡進行體驗。 

(二)學生在海生館時，認真的學習海洋環境對我們的重要。 

(三)在夜觀星空時，若是無法判斷星座位置，可以透過同儕討



論，尋找答案，老師再做最後的講解。 

(四)在海邊觀察時，學生才真正的了解尊重海洋、大自然的態

度。 

(五)活動結束離開時，需保持原貌乾淨，不可留下任何垃圾。 

活動成果照片 

  

照片說明：行前教育宣導 照片說明：出發前車輛安全相關檢查 

 

 
照片說明：海生館館海底隧道體驗 照片說明：海生館觸摸池體驗活動 

 

 

照片說明：海岸地形的探索體驗 照片說明：海岸地形的探索體驗 



 

 

照片說明：海水體驗安全叮嚀 照片說明：海水體驗活動~踏浪 

 

 

照片說明：天候不佳，觀星暫停 照片說明：海岸風光盡收眼底 

 

 

照片說明：台電南部展示館體驗 照片說明：參觀台電南部展示館 

  
照片說明：凌霄亭觀鷹驚喜大發現 照片說明：凌霄亭觀鷹活動解說 



  

照片說明：參觀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 照片說明：參觀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