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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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屏東縣 

地點：琉球鄉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微熱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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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年級學生 

(四)課程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數 10 人、參與教師數 2 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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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建議以 500 字為限) 

請著重在教師如何導引學生自主學習之策略，讓學生嘗試搭載學習主題、思考學習需求，

鼓勵其創造自己學習模式，累積學習經驗並逐步成為自主學習者。建議可結合「部定課

程」運用習得領域知能延伸學習，提供學習知能與生活情境的鏈結機會；或「校訂課程」

運用合宜學習場域資源，統整學習生活經驗，進行學習遷移展能。 

1.課前討論： 

時常聽到這樣一句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如閱人無數，閱人無數不如名師

指路，名師指路不如自己去悟」。古語說要「學以致用」。行萬里路就是指的行動、實踐，只

有多做，才能建立自己的信心，才能真正的掌握學到的這些技能和方法。依據《中華民國戶

外教育宣言》，戶外教育泛指「走出課室外」的學習，包括校園角落、社區部落、社教機構、

特色場館、休閒場所、山林溪流、海洋水域、自然探索、社會踏查、文化交流之體驗學習。

執行單位 縣立鳳鳴國中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紀志良    職稱：訓導組長   電話：（公）049-2291831#23   

手機：0921695639      E-mail：chibay310728@gmail.com         

計畫名稱 沙瑪基硫浪趣 



透過走讀、操作、觀察、探索、互動、反思等歷程，結合五感體驗的融合學習，讓學習更貼

近學習者的生活經驗。過去的傳統教學，基本上是「老師主動灌輸，學生被動接受」。學生的

學習方式基本上是「聽講—練習—再現教師傳授的知識」。學生完全處在一種被動接受知識的

狀態。而自主學習是一種主動學習，是一種獨立學習，是一種無知監控的學習。 

課程目標  

一、認識自我、愛護校園、潔淨地球。 

1.發展自我，喜愛自己的獨特，自信做自己。 

2.認識校園，尊重別人的特色，珍愛護環境。 

3.愛護生活環境，做好資源垃圾分類。 

4.透過學校的生活環境空間，培養學生珍惜自然的情懷。 

二、體驗生態、珍愛海洋資源 

1.認識海洋生物多樣性，尊重生態。 

2.重視珍惜水資源，體驗水的循環再利用 

課前討論 

因為本校位於八卦山山上，課程理念以親海愛海為主軸，向外擴展加深加廣，實際從做中學面

臨問題解決問題。本課程設計以融入並結合各領域學習(語文、社會、自然科技、健康與體育

和綜合)和七大領域(資訊科技、環境教育、人權教育、海洋教育)為主，自編教材為輔。南投縣

為台灣唯一不靠海縣市，帶領學生探索海洋生態資源，讓學生透過親自體驗，提升愛護地球保

護地球的意識。本次課程為護洋系列活動之延伸，過往造訪過恆春鄉後壁湖海域及台江國家公

園還有西子灣海域、琉球鄉美人洞及花瓶石，本次海洋環境教育課程經學生相互討論,運用心

智圖概念針對區域做初步篩選，分析各區域的優缺點，最終選定地點後討論學習主軸，最終與

學生討論後，將再次造訪琉球鄉，有別於上次觀察珊瑚礁地形，這次以小琉球人文生態、沙灘

地形及氣候變化為課程主軸，總共設計四個課程。 

  

 

 

2.課中學習： 

1.課程規劃: 

一、在國中教育階段，自然領域核心素養「自-J-C1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

境相關公共議 題，尊重生命。」，健康與體育領域核心素養「健體-J-C1 具備生活

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及環境意識，並主動參與公益團體活動，

關懷社會。」以及 SDGS目標 14「保護和永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促進永續發展。」，因

全球不斷暖化，海平面不斷上升，海洋生物棲息地受到人為大肆破壞，海洋生物生

命不斷受到威脅，因此課程規劃學生進行浮潛活動，提供獨特的感官體驗，在水中會

有不同的方向感，不需與人比較、不用擔心表現、也無需突破自己的極限。在海底你

可以完全地放鬆，浮潛時唯一的目標就是盡情觀察周遭的海底世界。 

活動一、 

讓學生利用行動載具覺察環境議題外，培養學生環境覺察及敏感度，並利用資料收集的方式，



提升其環境概念知識。 

實際作法: 

(1) 校內實施減塑行動，要求學生買早餐一律攜帶自己的餐帶，不拿免洗筷避免使用一次性餐

具，校內外研習一律請語彙人員自行攜帶飲水用具，校內均不提供紙杯。 

(2) 確實做好垃圾分類，維護校內垃圾不落地。 

二、在國中教育階段，自然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期使孩子具有「自-J-B3 透過欣賞

山川大地、風雲雨露、河海大洋、日月星辰，體驗自然與生命之美。」以及 SDGS目

標 15「保育和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統，永續管理森林，防治沙漠化，防止土地劣化，遏止生

物多樣性的喪失。」課程規劃學生至小琉球四大沙灘(中澳沙灘、厚石魚澳沙灘、杉福

漁港以及蛤板灣沙灘)，實際進行踏查行動，觀察琉球鄉四大沙灘的差異。接著進行

潮間帶生態導覽，親手抓海星、海參、海膽等生物，近距離觀察海洋生態。 

活動二、經過上次造訪琉球鄉觀察珊瑚礁地形如何成形後，本次將走訪小琉球認識沙灘如何形

成以及海溫終年維持在 25 度以上的原因，讓學生實際踏查海洋環境中的相關議題，並進行資

料蒐集與分析，將個人學習內容上傳到學習網站，並進行討論辯證，不僅可導正錯誤環境概念

知識，亦可釐清其環境價值觀及培養正向的環境態度，同時利用討論分享，獲得正確的環境行

動技能。 

實際做法: 

1.造訪中澳沙灘、厚石魚澳沙灘、杉福漁港以及蛤板灣沙灘，實際進行踏查行動，觀察琉球

鄉四大沙灘的差異。 

2.觀察琉球鄉所在的經緯度，為何能夠終年維持在 25度以上。 

活動三、 

浮淺體驗，透過實際觀察海洋生物生態，全心感受身體和海洋的連結。去認識和探索海洋，思

考人和大自然的關係。 

三、社會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中，「社-J-B3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

與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課程規劃探索小琉球社會經濟，從島礁聚落到漁

業基地的演變，了解小琉球歷史，辨別文化間的差異。 

四、社會領域核心素養中具內涵中，「社-J-A3主動學習與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善

用資源並規劃相對應的行動方案及創新突破的可能性。」課程規劃學生觀察並檢視小

琉球終年溫度 25度以上的原因，觀察不同的經緯度對於地區氣象所帶來的差異性。 

活動四、 

融合之前兩個課程活動內容，學習者必須設計出環境解決方案並實際執行，同時透過討論區分

享，並對自我的環境行動進行反省檢討，期望學生透過行動學習的優勢，除了最大化環境教育

功效，更能應用行動學習工具收集資料與解決問題。 

實際做法: 

1.完成現地踏查後，完成學習單及心得寫作。 

綜合上述，本次戶外教育與社會、自然及健體領域課程緊緊相扣，實屬領域課程之延

伸教學。 

  



  

   

  

 

3.課後反思及評量： 

1.課程深化&素養實踐 

本課程運用「學習共同體」的理念與「海洋保育」結合，融入相關國語文、自然、社會、藝文、

健體與綜合活動學習課程，也充分展現海洋教育五大主題軸之海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

海洋資源及海洋資源課程目標，扣住 12 國教總綱之核心素養，本課程其中含有五項: 

(1)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主動搜尋資料，尋求解決方法，付出實際行動。 

(2)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妥善運用資源擬訂計畫，有效執行完成最大成效。 

(3)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透過網路資運、報章雜誌的訊息，了解海洋生態資源的現況。 

(4)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發揮同理心，共同維護海洋生態資源，喚醒人民對於維護海洋生

態資源的意識，並付出實際行動。 

(5)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相互合作，目標一致實際付出行動。 

本次活動結束後進行課成反思: 

(1)課堂討論：在課堂上安排時間讓學生分享他們的學習經歷和感受，並鼓勵他們提出問題和

觀點。 

(2)寫作反思日記：讓學生寫反思日記，記錄他們在學習過程中的挑戰、成功和感悟。 

(3)使用提問技巧： 

問學生「你學到了什麼？」、「這個過程中你遇到了哪些困難？」、「你是如何克服這些困難

的？」等問題，幫助他們深入思考和總結。 

(4)鼓勵學生多元化的反思方式，除了書面反思，還可以使用錄音、視頻等方式，讓學生以不

同的形式記錄和分享他們的學習經歷。 

(5)營造一個開放和支持的課堂氛圍，讓學生感到安全和被尊重，從而更願意分享和反思他們

的學習經歷。 

2.素養實踐 

(1)自主行動面向: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課程結束後面對任何挑戰不怕困難勇於面對，將課程所

學運用於生活中。 

(2)構通互動面向:學生能運用網際網路、組別討論、團隊共識。 

 

三、安全風險管理機制(建議以 200 字為限) 



推動戶外教育時，維護學生安全是學校必須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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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無法讓學校、教師與家長願意投注時間

和經費讓學生到戶外進行活動。因此學校進行戶外教育活動均會適時尋求外界資源讓學生獲

得妥善照顧。戶外教育地點戶外教育地點醫療單位:琉球衛生所，電話:08 861 2513。此外由於

課程內容有水域活動，因此在活動出發前將針對師生進行水域安全宣導講座，讓學生在進行

水域活動時能夠小心謹慎，面對狀況能夠及時應對。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B0%8F%E7%90%89%E7%90%83%E9%86%AB%E7%99%82%E5%96%AE%E4%BD%8D&oq=%E5%B0%8F%E7%90%89%E7%90%83%E9%86%AB%E7%99%82%E5%96%AE%E4%BD%8D&gs_lcrp=EgZjaHJvbWUyBggAEEUYOTIKCAEQABiABBiiBDIKCAIQABiABBiiBDIKCAMQABiABBiiBDIKCAQQABiABBiiBNIBCDk1NDlqMGo3qAIIsAIB&sourceid=chrome&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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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立鳳鳴國中 

計畫名稱：沙瑪基硫浪趣 

計畫期程：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30,000 元，向國教署署申請補助金額：25,200 元，自籌款：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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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代課(鐘點)費  0   

講座鐘點費  0   

印刷費  0   

膳費 
300 12 3,600 

兩天中餐+一天晚餐，一餐 100

元，一人三餐共 300 元 

交通費 
1,500 12 18,000 

東港-小琉球來回船票 450 

鳳鳴國中-東港碼頭 1050 元 

場地費  0   

住宿費 
600 12 7,200 住宿一人一晚 600 元 

保險費  0   

雜支 
1,200 1 1,200 

經費項目依實際執行狀況可相

互勻支，雜支除外 

小  計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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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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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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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立鳳鳴國中戶外教育學習單 

 

 

8.本次戶外教育進行小琉球探索體驗，請你簡要說明小琉球自然

生態、歷史沿革、人文歷史，以及請寫出你這次的體驗心得? 

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