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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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___台南_____縣(市) 

地點：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車籠埔斷層保存區 

是否有住宿， ☐有住宿 未住宿 

(三) 課程實施單位 ☐班級 班群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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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執行單位 南投縣竹山鎮鯉魚國小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蔡美惠  職稱：訓導組長   電話：（公）2644984-12 

手機：0910499168     E-mail：Sunny20110323@gmail.com 

計畫名稱 鯉魚國小—「鹽鹽夏日我最潮」 

二、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一)  

學習目標 

 1. 透過前置資料蒐集與實際參訪，引導學生認識生活周遭環境，學習相關知

識，並懂得體會生活與愛護自然環境。 

 2.走出全台唯一不靠海的南投縣，走進海岸線，了解不同地區的生活習性，豐

富學生自然與生活知識，進而深入海洋環境保育相關議題 

 3. 探索與家鄉山城文化相異的海岸風情，體驗潮間帶生態，透過多元文化的

學習，能與課本所學結合，開闊視野與胸襟。 

 4.引導學生妥善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各種互動能力，落實

「自發、互動、 共好」的精神。 

 5. 體驗傳統曬鹽、挑鹽、收鹽的樂趣，深入了解臺灣製鹽史地的點點滴滴。 

(二) 

戶外教育自

主學習課程

設計 

  課前討論：  

  行政團隊： 

1. 延續 109 學年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架構下，加深加廣各領域課程教學內

容，決定由在地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透過深入淺出的導覽與活動，讓學生

體會到大自然龐大的力量，並學習如何與大自然共處共存。接著探尋古老



製鹽方法和現存最古老的瓦盤鹽田遺址，遊七股潟湖、參觀鹽山博物館，了

解潟湖生態，讓我們增廣見聞，珍惜大自然。 

 教師團隊： 

1. 配合各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有關地質的認識、石頭的形成、板塊運動……

等單元，探討地震與板塊的關係，以及各種岩石的特徵、形成方式。 

2.教師利用自然課程指導學生了解台灣海岸地理特色及海邊生活型態的不同。 

3.教師利用社會課程備課時間完成景點學習單的設計，並於課前指導學生區辨

海邊與山城的生活環 境對生活型態造成的影響。 

4.各班導師指導學生活動禮節及安全事項 

 學生： 

1. 事先利用 google map找出「井仔腳鹽田」和「竹山」的相對位置。  

2. 上網搜尋參觀場域的相關資料，學習資源等等。 

3. 使用 google map查詢場域的距離與通車時間，以規劃相關行程。 

  課中學習： 

一、車壟埔斷層保存園區： 

    1. 搭配活動前教育，讓孩子們實際了解地質與斷層。 

    2. 老師從旁指導學童，引導學生參觀斷層的原貌及其受到地震的影響。 

二、井仔腳鹽田： 

1. 井仔腳瓦盤鹽田是北門的第一座鹽田，也是現存最古老的瓦盤鹽田遺址，

以延續其曬鹽文化的精神 

    2.本課程藉由認識鹽的曬鹽流程、曬鹽環境、鹽田維護、曬鹽的季節，以及 

實際體驗曬鹽的工作，培養團隊合作，並了解曬鹽的辛苦以及「鹽」取之不 

     易，教育民眾生活中須珍惜各種資源之理念。 

三：七股潟湖樂陶陶： 

   1.七股遊潟湖，欣賞紅樹林保護區，觀看七股當地的定置漁網，認識七股當 

地的故事和動物。 

2.潮間生物百百種，環境保護，珍惜大自然資源，人人有責。 

課後反思： 

合作學習(行動與反思) 

活動結束，完成相關學習單並彙整成學習檔案，並將觀察學習獲得知識，用文字

或圖畫紀錄進行分享。同儕互動討論，過程中，高能力者提供鷹架協助同學。也

同時進行公開表揚優秀作品。 

(三)評 量 機

制 

  1.學生能有次序、有結構、有方法安排學習進度，就成為課程教學的主要考量。

能閱讀分享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問題，並可以跟同儕、師長互相討論分享。 

  2.戶外教育的學習效益，優於學校內之課堂教學，例如自信、相互依賴與領導、

冒險精神與危險掌控能力、發展戶外休閒的價值、藉由直接體驗了解自然，以及

發展深層的人與自然的關係。所以透過導師們的觀察紀錄(紙筆或影音)，可以建

立學生多元學習檔案，是一個不錯記錄學習的方法。 



 

五、預期效益 

（一）量的效益。 

活動時間：111年 4月 

場次：1 場 

數量：1 

參與人數：30人(師 7人學生 23人) 

   3.建立學生學習評量成效量表，讓導師或家長進行評核，也希望師長給予直

接的肯定和建議。 

(四) 風 險 評

估 與 安

全 管 理

機制 

推動戶外教育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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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到戶外進行學習。因此學校將尋求各界資源

讓學生獲得妥善保護。 

              戶外教育安全管理與急難處理機制分工表 

職  務 職  稱 職     掌 

組長 校  長 綜理戶外教育之督導與考核 

副組長 教導主任 實施計劃之擬定與執行 

執行秘書 訓導組長 

1.實施計劃之擬定與執行 

2.與廠商、導覽之聯繫、協調 

3.交通車車輛檢查 

組員 
導師 

科任 

1.負責與家長間之聯繫、協調 

2.學生之生活管理 

3.協助學生理解實地參訪內容 

4.負責實施計劃之推動與執行 

5.訂定參訪規則、維護秩序等 

場地安全

維護 

總務主任 
1. 參觀場地安全維護，簽訂交通車合約。 

2. 整合協同教學師資 

護理師 1.負責學生醫療工作 

相關細節 評估說明 

餐飲(食) 留意學生飲食狀況，並留存一份以利行政運作。 

衣著與裝備器材

(衣） 

以整潔、輕便衣服為主，本校有體育服，確定孩子行進

時是否脫隊問題 

宿泊（住） 留意是否為合法業者。 

移動交通（行） 五年內大客車，並在行前與通運公司完成簽約。 

                 活動的風險評估指標表 

 



預計達到滿意度：80% 

（二）質的效益。 

    藉由戶外教育活動，帶著學生走出教室，共同參與戶外體驗活動，正如理念所言，「教

育即生活」、「學校在窗外」，體驗風土民情之美與山川海洋的自然奧秘，發展深刻的生活觀

點和個人獨特的學習方式，探索及發現在地之美，才能將學生的學習與生活連結。 

    過度重視系統知識教學的學校教育，把人與真實世界隔離開來，此及違反了教育本

質，教育本質是希望學生能與世界連結、互動，進而反觀自己、瞭解自已，具備生存與生

活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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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聞不如一見，與其在教室內費盡唇舌的詳細解

說，不如親自帶著學生與世界的真實相遇，提供豐富而多樣化的學習資源。 

    教室是可以移動的，學習環境可以無限延伸，結合窗內的知識與窗外的真實經驗，學

習更能落實及內化於孩子的心裡。也唯有如此，學習才能夠深夠廣。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填列說明 

(一)參與人次 1. 參與學生數__23____人 

2. 參與教師數__7____人 

3. 參與家長數__0____人 

 

(二)外部協作師

資 

1. 共_______位協作師資 

2. 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需求___位 

☐安全風險管理需求_____位 

☐其他________需求，____位 

 

六、 附件 

鯉魚戶外教育.docx

  

鯉魚戶外教育.docx鯉魚戶外教育.docx

https://calcloud.nmns.edu.tw/cp-16-16-1.html(車籠埔斷層保存區) 
   https://m.facebook.com/longseaboat/（七股遊潟湖） 

 

 

 

 

 

 

 

 

 

 

 

 （井仔腳鹽田） 

  

七、 經費概算表 

 

https://calcloud.nmns.edu.tw/cp-16-16-1.html
https://m.facebook.com/longseaboat/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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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

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

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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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名

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按補助比率繳回 

☐執行率未達   %，按補

助比率繳回   

☐賸餘款達     萬元以

上，按補助比率繳回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

按補助比率繳回。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按

補助比率繳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