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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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台南、南投 

地點：北回歸線太陽館、四草隧道、七股鹽山、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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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七八九年級學生 

(四)課程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數 15 人、參與教師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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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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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戶外教育活動結合天文、濕地生態與地理環境，透過實地體驗，學生將學習太陽能運

行、濕地生態系統與鹽業文化，培養自主學習能力。 

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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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1831#23       

手機：0921695639      E-mail：t18988@mail.edu.tw             

計畫名稱 回歸線探索與生態之旅 



本課程強調自主學習策略，鼓勵學生透過探索、思考與合作發展個人學習模式： 

主題選擇與探究學習  

學生可依興趣選擇太陽能運用、濕地生態或地形與鹽業發展，進行問題探索，如「北回歸線

的地理意義是什麼？」 

知能延伸與跨領域統整  

結合自然科學、地理、社會領域，如太陽能原理、濕地生態系統與土地利用。運用場域資源

（如濕地保育中心、鹽山展示區），進行情境式學習並統整知識。 

學習成果累積與分享  

學生記錄觀察結果，透過小組討論與展示活動深化學習，建立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概念。 

課前討論 

教師引導學生自主探索與規劃： 

場域選擇與學習目標  

學生依興趣決定天文、濕地或地形的學習重點，並設定探究問題，如「鹽業如何與地形氣候

相關？」 

學習方式與調整  

透過小組合作或個人探究，讓學生選擇適合的學習模式，並適時調整策略。 

安全教育與風險管理  

提供戶外安全指導，提醒學生注意濕地與鹽山環境風險，建立緊急應變機制，確保活動安

全。透過這次活動，學生將在親身體驗中深化知識，培養自主學習與探究能力！ 

根據學習主題與學生興趣安排分組，確保每個組別都能深入探索特定領域。以下是建議的分

組方式： 

天文與太陽能組 

1.探究太陽能運行原理與北回歸線的地理意義 

2.記錄太陽能應用場域，分析能量轉換方式 

3.進行小組討論，統整觀察結果並製作報告 

濕地生態組 

1.研究濕地生態系統的運作與環境保育方法 

2.観察生態變化，記錄植物與動物特徵 

3.探討濕地保育的挑戰，提出改善建議 

地形與鹽業文化組 

1.調查地形與氣候對鹽業的影響 

2.參訪鹽山與相關場域，分析土地利用方式 

3.記錄鹽業發展歷史，探究其文化價值 

學習模式與評量 

小組探究：每組依照主題設計研究問題資料收集。 

合作分享：各組透過討論與展示分享學習成果，促進跨領域交流。 

 

2.課中學習： 



課程規劃 

課程(一)在國中教育階段，自然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中「自-J-A1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

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中。」；社會領域核心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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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目標 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及現代的能

源」，就上述三個指標且學這次參訪讓學生不僅能學習科學知識，也能建立對可持續能源與環

境保護的意識！學生規劃課程前往嘉義北回歸線太陽館參訪，課程內容如下: 

學習方式 

1. 實地觀察與紀錄 

- 學生透過館內展示學習北回歸線的地理意義，記錄日照變化與影響。 

- 透過模型與互動裝置，觀察地球公轉與自轉對氣候與四季的影響。 

- 探討太陽能如何轉換為電力，了解可再生能源技術。 

2. 探究式學習 

- 讓學生設計問題，如「北回歸線如何影響台灣的氣候？」並透過資料分析尋找答案。 

- 分組討論太陽能的優勢與挑戰，思考如何應用於日常生活。 

- 透過學習任務，學生測量光線強度，分析影子長度隨季節變化的規律。 

學生角色與分工 

1. 觀察者：負責記錄展示內容與互動學習成果，記錄光照變化與地球運行現象。   

2. 紀錄者：負責拍攝學習過程、整理筆記，確保學習內容完整並進行彙整。   

3. 討論者：與同學交流觀察發現，分析太陽能發電與氣候變化的關聯。   

4. 分享者：負責總結學習成果，向全班報告發現與心得，並提出可能的應用方式。   

透過這次參訪，學生不僅能理解北回歸線的科學原理，也能深入思考氣候變遷與永續能源發

展，培養問題解決與跨領域整合能力。 

 

課程(二)在國中教育階段，社會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中「社-J-A1探索自我潛能、自我價值

與生命意義，培育合宜的人生觀。」；自然領域核心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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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議題核心素養「環 J2了解

人與周遭動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利。」，以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目標 15「保育陸域生態：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

化。」，就上述四個指標且這次探索活動不僅讓學生學習濕地生態知識，也能讓他們理解全球

生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學生規劃課程前往台南四草隧道園區，課程內容如下: 

學習方式 

1. 實地觀察與紀錄 

- 乘坐竹筏沿河探索紅樹林生態，記錄不同植物種類及其適應環境的特性。   

- 觀察水域生物，如招潮蟹、彈塗魚等，分析牠們的生活習性與濕地環境的關聯。   

- 研究四草濕地的水文特徵，如潮汐變化與水質影響，理解濕地的生態功能。   

2. 探究式學習 

- 學生分組設定探究問題，如「紅樹林如何適應潮汐變化？」並透過觀察與資料分析尋找答



案。   

- 討論濕地如何提供生物棲息地，並思考環境變遷對濕地生態的影響。   

- 分析人類活動對濕地的影響，例如過度開發、水質污染如何影響生態平衡。   

學生角色與分工 

1. 觀察者：記錄紅樹林生態、動植物種類與水域環境變化。   

2. 紀錄者：負責拍攝竹筏探索過程、撰寫筆記，整理學習成果。   

3. 討論者：分析濕地的環境功能，提出保育與可持續發展的討論議題。   

4. 分享者：負責總結學習成果，向小組或全班報告探索心得與建議。   

透過這次參訪，學生能夠親身體驗濕地生態的運作，並建立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意識，讓

學習更具深度與實踐價值！ 

 

課程(三)在國中教育階段，社會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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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領域核心素養

「自-J-C3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具有差異性與互動性，並能發展

出自我文化認同與身為地球公民的價值觀。」，以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目標 8「合適

的工作及經濟成長：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讓每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就上述三個指

標且能引導學生思考永續生產與環境保護的關聯，學生規劃課程前往參訪七股鹽山博物館，

課程內容如下: 

學習方式 

1. 實地觀察與紀錄   

- 學生透過現場觀察七股鹽山的地形與鹽業發展，記錄鹽田與堆積鹽山的形成過程。   

- 學習曬鹽製程，理解太陽蒸發與水分子運動如何影響鹽業生產。   

- 觀察七股濕地與周邊生態系統，分析環境如何影響鹽田運作與生物棲息地。   

2. 探究式學習   

- 讓學生設計問題，如：「鹽業如何影響台灣的經濟發展？」並透過資料蒐集與討論尋找答

案。   

- 分組調查鹽業歷史與現代變遷，探討從人工曬鹽到機械化生產的技術進步。   

- 學習鹽的用途與經濟價值，思考如何提升鹽業的產業競爭力與永續利用。   

3. 情境模擬與討論   

- 學生透過模擬實驗，設計簡易鹽結晶製作，觀察鹽分沉積與結晶過程。   

- 討論環境變遷對鹽業的影響，如氣候變遷如何影響鹽田生產，並提出可能的調適方法。   

- 參與曬鹽體驗，學生親手操作鹽田工作，感受鹽業勞動的過程與技術挑戰。   

學生角色與分工 

1. 觀察者：負責記錄鹽山與鹽田環境特徵，分析鹽業的形成原理。   

2. 紀錄者：拍攝學習過程、撰寫筆記，整理學習成果與研究資料。   

3. 分享者：負責總結學習成果，向小組或全班報告探索心得與建議。 

透過這次參訪，學生能親身體驗鹽業文化與產業發展，並結合地理、生態與經濟知識，建立

環境永續的概念。 



 

課程(四)在國中教育階段，社會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中「社-J-A2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

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自然領域核心素養「自-J-C3透過環境相

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具有差異性與互動性，並能發展出自我文化認同與身為

地球公民的價值觀。」，以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目標 12「責任消費及生產：促進綠色

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就上述三個指標且這次參訪讓學生不僅學習畜牧業的科學

知識，也能思考永續發展與食品安全的全球議題，學生規劃課程前往南投在地場域-參訪香里

活力豬展覽館，課程內容如下: 

學習方式 

1. 實地觀察與紀錄   

- 觀察豬隻生長環境，了解現代化養豬場的設施與管理方式。   

- 記錄豬隻的生理特徵與行為模式，分析動物福利對養殖的影響。   

- 學習飼料組成與營養需求，探討如何提高飼養效率並減少環境負擔。   

2. 探究式學習   

- 分組探討養豬產業如何影響台灣的農業經濟，並比較不同養殖技術的優缺點。   

- 設計問題，如：「怎樣的養殖方式能提高動物健康與食品安全？」   

- 討論環境永續與廢棄物管理，了解如何降低養殖業對環境的影響。   

學生角色與分工 

1. 觀察者：記錄豬隻的生長環境、行為模式與養殖設施的運作。   

2. 紀錄者：拍攝學習過程、撰寫筆記，整理養殖技術與食品安全的重點。   

3. 討論者：分析動物福利、產業永續與市場供需，提出可行的改善建議。   

4. 分享者：負責整理學習成果，向小組或全班報告參訪心得與重要學習收穫。   

透過這次參訪，學生能夠親身體驗現代化養殖技術，並結合生物科學、環境保護與農業經濟

的知識，深化對食品安全與永續農業的理解！ 

綜合上述課程規劃，本次戶外教育與社會領域、自然領域、健體領域以及科技領域緊緊相

扣，實屬領域課程之延伸教學。並且結合環境教育、海洋教育以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在這次戶外教育計畫中，學生將不只是被動學習，而是透過素養實踐真正將所學知識

運用於問題解決、科技應用、環境保育與社會分析，培養全面的跨領域能力。 

 

3.課後反思及評量： 

課後反思 

1. 個人反思 

- 學生撰寫心得，回顧本次參訪的收穫與挑戰。 

- 反思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的角色與貢獻，評估哪些方法有效，哪些需調整。 

- 討論如何將學習內容應用於日常生活，如能源利用、環境保育或食品安全。 

2. 小組討論 

- 分享各組的觀察與發現，交流不同場域的學習成果。 

- 討論如何透過團隊合作提升學習成效，以及未來活動可改進的地方。 



3. 關鍵問題思考 

- 北回歸線太陽館：太陽能如何影響能源發展？   

- 四草隧道：濕地如何幫助生物生存？我們可以如何保護濕地？   

- 七股鹽山：鹽業如何影響台灣經濟？如何讓產業更永續？   

- 香里活力豬展覽館：食品安全與動物福利如何影響消費行為？   

評量方式 

1. 成果展示 

- 學生製作簡報、海報或短片，展示學習成果與研究內容。 

- 進行學習展覽，促進同儕間的知識交流。 

2. 口頭報告與心得分享 

- 學生向全班分享參訪心得與學習收穫。 

- 教師提供即時回饋，幫助學生深入思考課程內容。 

3. 自我與同儕評量 

- 學生填寫反思表單，評估自身在活動中的參與度與學習效果。 

- 同儕互評，提供意見與建議，促進合作與知識整合。 

透過這樣的多元評量機制，學生不僅能展現學習成果，也能反思學習方法，培養自主學習與

跨領域思考能力！ 

 

三、安全風險管理機制(建議以 200 字為限) 

本計畫將採取全面的安全風險管理措施，確保師生在參訪過程中的安全。活動前將進行安全

教育訓練，涵蓋場域特性、環境風險與緊急應變指導，並強調裝備使用與行動注意事項。 

緊急應變機制 

標準應變流程：發生事故時，師長與安全員迅速評估狀況並執行救援。 

緊急聯繫機制：建立即時通報流程，確保師生能迅速聯絡工作人員與醫療支援單位。 

醫療急救設備：現場備有基本急救設備，並確認鄰近醫療單位可提供必要支援。 

透過這些機制，活動能在安全、有序的環境中順利進行，確保師生安心學習！設定台南仁愛

醫院(06-2213111)、衛服部嘉義醫院(05-2319090)、衛服部南投醫院(049-223-1150)作為緊急醫

療支援單位，確保活動安全執行。 



  

在這次戶外教育活動中，老師們的主要工作內容可依照不同角色進行分工，以確保學生安全

並順利達成學習目標。以下是各類老師的主要職責： 

訓導組長 

1.安全管理：監督學生騎乘自行車過程，確保行進路線安全。 

2.應變處理：負責緊急狀況，如受傷、迷路或設備故障的協調與處理。 

3.行程掌控：確認隊伍行進速度，確保所有學生都能準時抵達目的地。 

導師 

1.學習指導：引導學生進行實地觀察與紀錄，提供問題討論與思考方向。 

2.學生關懷：確保學生身心狀態良好，協助處理個別需求（如身體不適）。 

3.團隊合作：促進學生間的互動，鼓勵合作學習並分享探究成果。 

其他帶隊老師 

1.保母車教師：確保物資供應，處理學生體力不支或需要臨時休息的狀況。 

2.機動車教師：隨時待命，處理突發狀況，如維修自行車或協助受傷學生。 

3.壓隊車教師：負責隊伍最後方，確保學生沒有掉隊，並維持行進秩序。 

這樣的分工讓老師們能夠更有效地管理活動，確保學生在戶外教育過程中安全無虞，也能充

分體驗學習內容。 

 

 

  



南投縣立鳳鳴國中戶外教育子計畫 2-3-4 學習單 

姓名：__________ 班級：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活動地點：□ 北回歸線太陽館 □ 四草隧道 □ 七股鹽山 □ 香里活力豬展覽

館 

1. 活動前準備 

(1)這次活動的學習目標是什麼？ 

(2)你認為活動中可能面臨哪些挑戰？如何準備應對？ 

(3)你希望透過這次體驗學習哪些知識或技能？ 

2. 活動過程觀察 

(1) 挑戰與突破：在攀岩或溜索活動中，你如何克服心理或身體上的

挑戰？ 

 

(2) 環境與歷史：車籠埔斷層的地質特徵對地震研究有何重要性？ 

 

(3)團隊合作：在活動中，你如何與夥伴合作完成任務？團隊協作帶來了

哪些幫助？ 

3. 活動後反思 

(1) 請寫下三個你認為最重要的學習收穫。 

 

(2) 活動中的學習方式是否有效？哪些方法可以再應用或需要調整？ 

 

(3) 你如何將這次學習內容應用於日常生活？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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