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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2學年度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子計畫 2-3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審查表 

申請學校：久美國小     計畫名稱: 不靠海的孩子去海洋探索 

項目名稱 最高得分 自評分數 審查得分 備註 

1.與學校課程結合之相關性 
15 

13   

2.活動目標 
15 

14  

3.教學活動設計 
20 

18  

4.課程規劃可帶動學生認識關懷家鄉 
10 

10  

5.補助經費之運用 
10 

10  

6.是否運用全國發展完成之成果進行戶

外教育 
5 

5  

7.是否符合優良戶外教育活動(含場域)

指標 
10 

10  

8.風險評估與安全機制 
10 

10  

9.其他【酌量加分】學校自行描述：  
5 

5  

合計 100 
85  

審核意見： 

 

 

 審查委員：由本府聘任專業人士擔任委員。 

 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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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2學年度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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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教育 

(二)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屏東縣(市) 

地點：車籠埔斷層館、屏東車城鄉、屏東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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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課程規劃 

(一)學習目標 

設計理念: 

透過設計課程，走訪不同縣市認識屏東縣文化之旅，探究海洋沙灘讓六年級國

小生涯可以透過自行設計課程，完成畢業旅行，聯繫同學間彼此感情達到認識

不同鄉鎮，藉由探訪屏東縣海洋物館認識海洋與大自然生態教育。 

    同樣是觀光城市的屏東縣與南投縣，讓南投孩子可以認識屏東縣藉由海洋

大自然可發展的縣市對比南投縣的山地觀光業，去比較而學習怎麼樣維護觀光

和自然生態保育並行。 

計畫目標: 

(一)認識屏東縣文化與海洋自然生態的相互關係。 

(二)認識屏東縣海洋大自然環境教育。 

(三)運用科技設計兩天一夜畢業旅行，運用 google查詢大眾運輸時刻表及使用

執行學校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曾尤尤     職稱學務組長 電話：（公）049-2831506 

手機：0983861372  E-mail：qn5428@gmail.com 

計畫名稱 不靠海的孩子去海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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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地圖設計搜尋路線。 

(四)能透過事前規劃認識屏東縣海洋觀光生態，了解海洋自然生態的環境透過

實地觀察，知道南臺灣豐富的珊瑚礁，覺察身邊環境所遭遇的問題，是否

可以針對自己的學校或社區做省思並執行對環境友善的行動，例如：在教

室內看到垃圾就撿起，因為沿海垃圾髒污的問題會影響海洋生態。 

(五)思考社會發展與環境永續的能源問題。 

(六)培育公民責任與情懷。 

(二)課程設計 

1.課程規劃與運作：(課程內涵與教學內容) 

    教師先行探勘戶外場域安全條件:屏東海洋館、潮州野外生活露營。將要去

的景點告知給學生，讓學生分組後搭配學校語文領域、社會領域及自然領域課

程，如：四年級國語第三單元放眼看世界，英文領域 Here we Go 4：world culture

與社會領域：以認識家鄉為出發點的內容。 

   孩子知道海洋生物需生長的條件、台灣的圖形縣市地理圖、孩子能利用行動

載具進行影片編輯、知道不同家鄉社區的基本人文環境特色、知道海洋的環境

教育，重視海洋大自然的生態環境。 

    引導學生由課文內容對比網路探詢後討論出的圖片、資料做統整，並讓學

生一起團隊合作寫短文描述景點，對於初步探索後的結論做出省思，並於全班

發表戶外教學有沒有其他的建議並做修正，鼓勵學生踴躍發言表達自己的想法。 

2.課前討論： 

(一) 引導學生台灣是一個四面環島的國家，擁有豐富、獨特的水域資源，但居

住南投山上，體驗不到海洋的風、氣味及海洋生物資源的認識，利用自然

課程、晨間導讀進行認識屏東縣豐富的海洋資源做搜尋。 

(二) 分組討論，組間合作找尋屏東縣靠海的鄉鎮並進行統整整理，就屏東縣鄉

鎮靠海有什麼資源進行分組討論 

(三) 孩子進行數位整理、從網路、繪本、書籍中找尋海洋觀光等進行說故事或

者介紹分享，進行照片心得發表。 

(四) 共同出學習任務並分組完成學習單。 

 

3.課中學習： 

(一)抵達屏東海洋生物館、沿路觀賞風景並探究屏東靠海的自然景觀與南投山

區景觀的差異性。 

(二)教學過程進行異質化活動分組，藉由鷹架學習促進學習發展，指導孩子用

運行動載具以及攝影器材輔助教學學習。重視社區環境與生活經驗的連

結，讓孩子認識屏東海洋環境。 

(三)介紹白鯨生活與生活環境，必須有怎樣好的環境，白鯨以其海洋生物才可

以生存，帶著孩子參觀南台灣最重要資產珊瑚海岸。珊瑚王國館探索專區，

南臺灣將智慧博物館成果包含，智慧化海洋生物知識學習網站、臺灣海域

各生態水域之影音資料收集，讓學生分組去探索，搭配學習單進行，請學

生邊看邊紀錄。引導孩子能夠主動觀察，具備綜合評價的素養。 

第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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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觀竹山車籠埔斷層園區，認識台灣版塊，為何會有地震，台灣地震震央

分布是如何呢？體驗地震時嚴重程度會造成台灣版塊運動，此時台灣土地

會變成如何呢？ 

(二)西元 1999年 9月 21日清晨 1時 47分所發生的九二一集集大地震，是近百

年來臺灣傷亡損失最慘重的天災之一，災後政府開始投入地震相關研究計

畫，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委託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陳文山教授主持

車籠埔斷層古地震研究，為此研究團隊在 2002 年 11 月間於南投竹山地區

進行調查，本校為台灣集集鎮旁的信義鄉，鄉內有全台灣最高的玉山，必

須知道玉山為什麼會長高、為什麼集集鎮這麼巨大的武昌宮會傾斜，會有

一部分的宮廟倒塌。都是板塊運動造成的，並且探索完車籠埔斷層園區後，

對於台灣生態環境可以付出什麼行動。 

(三)邀請車籠埔斷層園區的導覽人員，作完整的介紹，學生聽完後可以分組討

論完成學習單。 

4.課後反思： 

(一) 學生能透過紙筆或是錄影輔助敘述學習過程的重點和自己的感受，互相討

論後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進而分享給全班檢討自己的學習和改進的方法。 

(二) 學生深入反省問題後能明白自己在學習過程中學會了什麼和遇到什麼困

難，嘗試與學習單上畫心智圖分析自己的感受提出自己能力所及的行為來

幫助台灣，並與全班同學分享。 

(三) 學生藉由反省說出自己的想法後能夠把握自己的學習進度與長處、需要待

改進的地方做修正，來協助自己未來的學習挑戰，同時提升自己可以欣賞

不同縣市的鄉土文化之情感，尊重不同鄉鎮的文化尊重生命，展現出自己

的行動力來更認識台灣。 

(四) 透過自主學系設計過的畢業旅行能反思並認識不同縣市文化與家鄉的相互

關係，例如屏東縣以海洋觀光為主，南投縣以山野、山區文化自然觀光為

主。 

(三)評量方式 

1. 學生課前是否能團隊合作完成安排學習進度，就學習場域進行查詢、紀錄、

討論，閱讀文本後能提出自己的見解和發現問題並可以跟團隊組員相互分

享、討論。 

2. 學生學習中能否完成學習單內容描述，有次序、有結構的紀錄兩個場域間

的重點紀錄，在學習過程中能專心聆聽導覽員的介紹，投入體驗課程，發

現人與海洋自然的關係，欣賞海洋之美，親近小動物來主動學習關懷自然

生態，在團隊學習時能不吝指教互相切磋、相互依賴與領導、體驗冒險精

神，發展戶外休閒的價值。 

3. 學習後能建立自我的學習單在課程中做出反思行為討論，就兩個場域學習

提出見解，發表自我的感想心得，對於動態的海洋生物館提出第一次看到

的生物，有什麼心得，對於快要絕種的白鯨生物提出保護環境的行為，讓

學生好好思考身處在南投與屏東縣市的海洋生物有什麼可以做的行為，例

如：參加淨灘活動，減少垃圾製造，不使用吸管等一次性的塑膠類。 

4. 前中後的學習建立學生學習評量量表，讓導師和家長、學生自行評核，主

http://web.gl.ntu.edu.tw/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53:professor-wen-shan-chen&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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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不靠海的孩子去海洋探索，是否能達到海洋探索的核心目標，希望藉

由學習，學生自行評核終能得到自信心和對自我的肯定，同儕的肯定，培

養孩子的學習興趣與主動探索、更認識台灣。 

(四 )風險評估

與安全管理機

制 

推動戶外教育時，學生帶出學校進行場域探索，情境中學習，在外學習會有

一定的風險，因為沒有安全的風險管理與急難處理機制，就沒有高品質的戶

外教學活動，在行前說明必須讓學生、家長放心，學校急難處理機制分工

表，說明給家長聽時，教師與家長就會願意投注時間和經費讓孩子到戶外進

行學習。 

  

1. 事先調查參訪景點、交通及住宿的安全性評估，並建立當地的緊急應變

醫院及機構的聯絡方式，事先列印在學生注意事項中。  

2. 本次參與師生，學童身心狀況平日皆建檔，行前確認身體狀況，攜帶必

備藥品與健保卡。  

3. 檢查遊覽車是否符合規定五年限內的車輛，以及司機是否具有駕駛大客

車證照。  

4. 學生上車後先進行防災演練，讓學生了解當車輛遇到緊急 事件時該如何

處置。  

5. 出發前確認每位學生身體狀況，在行程中也多加觀察。  

6. 注意戶外教學之交通安全，氣候炎熱須注意防曬及補充水分。  

7. 參觀海洋館注意秩序及安全，事前預約並確認導覽工作。  

8. 在海灘親水、搭船活動中，必須注意檢查周遭的相關救生 器材、設備。  

9. 每項活動進行前再次說明學生應注意事項，及緊急應變措施。  

10. 確實了解行程路線與活動內容，並隨時注意天候及環境變化，若評估活

動進行可能產生危險時，應延期辦理、取消 活動、遠離危險地區或採

取其他因應措施。 

 

戶外教育安全管理與急難處理機制分工表  

 

職務 職稱 執掌 

組長 校長 綜理戶外教育之督導與考核相關事宜 

副組長 教導主任 實施戶外教育計劃之擬定與執行 

場地安全

維護 

總務主任 1. 參觀場地安全維護，提供建議改善 

2. 簽訂交通車合約 

3.整合協同教學師資 

執行秘書 學務組長 1.與廠商、住宿導覽等橫向聯繫、協調 

2.學生在外之生活約束管理 

3.交通車車輛檢查 

組員 導師/科任 1.與家長間之相關事宜協調聯繫 

2.學生課程教學 

3.協助學生理解實施地的參訪內容 

4.訂定戶外教育參訪規則、維護秩序 

5.負責實施計畫堆動與執行面 

 學校護理師 負責學生生病、統整健保卡與意外擦傷

等醫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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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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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人 

2.參與教師數 3 人 

3.參與家長數______人 

六年級學生全部加導師和學務組長

跟科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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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立久美國民小學 

計畫名稱：計畫二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計畫 2-3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計畫名稱：不靠海的孩子去海洋探索 

計畫期程：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30,000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26,700 元，自籌款：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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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膳費 100  51  5,100 3 餐*17 位師生 

交通費 12,000  1  12,000   

住宿費 650 17 11,050 17 位師生 

保險費 70 14 980  

雜支 
870 1 870  

合   計     30,000  以上經費得以勻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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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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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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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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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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美國小國立海洋生物館戶外教育參訪學習單 

班級                  學生  

海岸水域環境生態旅遊活動學習單 

海岸生態觀察行前準備 

1.我是小小生態學家，把今天自己帥氣可愛的一身行頭畫下來吧！  

 

 

2.你全副武裝了嗎？塗上防曬油、戴上遮陽帽、穿好薄外套、換上膠鞋或防滑的鞋子，烈日

高照的海岸生態觀察，一定要先作好萬全防曬措施，才不會中暑或脫水昏倒喔！ 

 

3.選擇口袋多的小包包或是外套，裡面裝著筆記本和鉛筆（原子筆寫在紙上碰到水會暈開

呢！），才能把看過的東西記下來，過目是會忘記的啦！ 

 

4.今天是農曆幾號？現在是漲潮還是退潮？你看得到低潮線嗎？你可以跑很遠到海裡面嗎？ 

 

5.安靜的關上嘴巴、閉上眼睛，用皮膚去感覺風是從哪一個方向吹來呢？ 

 

6.浪一直打上來又退下去，注意看海面上有沒有波浪呢？ 

 

7.小心行走在潮間帶上，哪些路是好走的，哪些又是特別容易滑倒的，蹲下來仔細觀察，差

別在哪裡呢？ 

8.翻開石頭背面，有沒有東西藏在裡面？ 

學習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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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畫出你看到的海洋景象、潮池內到底有沒有生物呢？ 

 

 

 

 

 

 

 

 

 

 

 

 

 

 

 

 

10.隨手拿起觀察的小動物，記錄後要放回原位，不能帶回家喔！ 製造的垃圾則是不可以隨

意亂丟，一定要帶回家，可別記錯了呢！ 

請列出你覺得對海洋生態環境保護項目，列舉出你做得到，小學生能力範圍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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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岸生態海洋生態系生物觀察重點 

日期：＿＿＿年＿＿＿月＿＿＿日   上午  下午   ＿＿＿時＿＿＿分 

班級：＿＿＿年＿＿＿班   座號：＿＿＿＿    姓名：＿＿＿＿＿＿＿＿＿ 

 

 

1.看似平靜的沙灘，是不是真的平靜呢？沙灘上有沒有一些小洞，把他挖深一點看看吧！畫

下你所挖出的生物，他們有什麼特徵？ 

 

 

2.畫下高潮線、中潮線、低潮線中三個不同的海濱植物，比較他們的生長位置、植物特徵 

 

 

 

 

 

 

 

 

 

 

 

 

 

 

 

學習單二 



11 
 

礁岩海岸生物學習單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觀察對象—黑齒牡蠣                      姓名：   

＊ 牠外表的形狀長的如何？，請把牠畫下來或描述出來。 

 

 

 

 

 

 

 

 

 

 

 

 

＊ 你知道它是屬於哪一類的生物嗎？ 

 

＊ 你在哪裡可以找到黑齒牡蠣？請將牠的生活環境畫出來？ 

 

 

 

 

 

 

 

 

 

 

 

 

＊ 黑齒牡蠣如果今天換了生活環境，它是不是還可以活下來呢？ 

學習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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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黑齒牡蠣 black teeth oyster 

黑齒牡蠣是一種海邊礁岩石週圍經常 看的生

物，牠的殼長大約二至六公分不等， 體色呈現

灰色，形狀也不固定，殼緣呈現黑色 或紫黑色

的波浪狀。其體內大部份為生殖腺，行體外授精，喜愛吃生活在海中的浮游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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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海岸學習單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地點：   

 

＊ 請觀察珊瑚礁海岸跟其他海岸有什麼不一樣？請畫出這裡海岸的特點。(例

如海岸線是不是平直的? 海岸的底質是什麼樣子的?) 

 

 

 

 

 

 

 

 

 

 

 

 

 

＊ 除了海浪聲外，你在珊瑚礁海岸有沒有聽到不一樣的聲音?你猜這是什麼生

物發出來的？ 

 

 

＊ 當你踩在珊瑚礁海岸的潮間帶時，有什麼感覺呢? 知不知道珊瑚礁海岸的底

質是怎麼形成的 

學習單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