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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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縣(市) 

地點：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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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一) 學習目標 

1. 能透過電腦資料搜尋、團體討論，規劃出五天四夜的自助旅行行程，並且能

安排交通工具、完成預算分配。 

2. 能共同討論與規劃出布農族文化交流之內容，並設計、執行兩地交流活動。 

3. 能在團隊合作下，完成校內提案給校長與主任，報告企劃執行內容。自助旅

行途中，能夠運用同理心，互相合作與關懷。 

4. 能於行前了解蘭嶼文化與禁忌，規劃交流之提問，並於交流過程中展現出尊

重與理解。 

5. 面對自助旅行中的突發狀況，能夠不放棄、不逃避，與夥伴一同尋找解決的

方法。 

6. 自助旅行的睡前時間，能夠完成當日的個人反思與分享，提出自身與夥伴的

值得肯定之處、可以更進步的地方。 

執行單位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游叔佩   職稱：學務組長  電話：（公）049-2701340-12 

手機：0935760003      E-mail： pei2805@gmail.com 

計畫名稱 東埔國小— Sadu Taiwan．Sadu Lanyu 山與海的對話 



二、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7. 運用數學單元所學，解決搭乘交通工具的時刻表問題，以及購買各種票券、

預算規劃等數學問題。 

8. 在自助旅行中安排 3～5 種交通工具，例如公車、火車、渡輪、高鐵、單車

等，透過實際體驗，觀察交通工具的主要客群、市場需求為何，理解社會科的

交通變遷概念。 

(二 )戶外教育

自主學習課程

設計 

相關學習

領域 

■國語文 ■社會 ■自然 ■健體  

■綜合活動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原住民文化 

教學時間 35節 

相關能力

指標 

國 2-Ⅲ-6 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表達的效能。 

國 2-Ⅲ-7 與他人溝通時能尊重不同意見。 

數 d-I-1 認識分類的模式，能主動蒐集資料、分類，並做簡單的呈現

與說明。 

社 2b-Ⅲ-1體認人們對社會事物與環境有不同的認知、感受、意見與

表現方式，並加以尊重。 

綜 2b-III-1 參與各項活動，適切表現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協同合

作達成共同目標。 

自 ai-Ⅲ-1透過科學探索了解現象發生的原因或機制，滿足好奇心。 

原 5-Ⅲ-3 能樂於了解並說出傳統歌謠、傳說故事的主旨及其語言文

化的美感。 

設計理念 

為了讓山地的布農孩子們，能有機會走出部落、擁有更豐富的文化體

驗，並從活動體驗中獲取成功經驗、增強自信心，擁有「相信自己做

得到」的能力，特此規劃「戶外走讀-自助旅行」。期待透過孩子自助

規劃、校內提案、實際執行，並在與海上的孩子－椰油國小進行文化

交流，從中學習理解與欣賞不同族群之文化。 

評量方式 口語評量、紙筆評量、自助行動考核 

時間 課程內容 

40分鐘 

引起動機 山與海的開端 

透過簡報製作提供線索，例如擁有小米豐收祭、飛魚招魚季的民族，

穴居地下屋等，請孩子猜猜看，此次我們要拜訪哪一個民族？ 

由老師帶領孩子一起認識蘭嶼特殊的地理環境、傳統建築、傳統祭儀

與禁忌。 

80分鐘 布農與達悟 山與海的建築特色  



二、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根據前兩堂課的教學，請孩子思考看看，傳統的布農族建築大多為何？

有哪些特色？為什麼？ 

我們前所知道的達悟族，建築大多有哪些特色？是什麼原因造就這樣

特殊的建築形式？ 

探討不同的建築形態，是否因地理環境不同所致？傳統建築設計有何

好處？為何現在不易保存下來？ 

比較看看布農族與達悟族的傳統建築，用海報紀錄下來。 (結合自然

科、社會科) 

80分鐘 

布農與達悟 山與海的禁忌 

布農族在狩獵與生活中制定了許多傳統禁忌，想想看，我們是山的孩

子，哪一些傳統禁忌是為了保護山林、維持生態的永續發展？ 

猜猜看，擁有廣闊海洋的達悟族，是否也有屬於自己的海洋禁忌？ 

達悟族在捕魚時，會將魚進行分類：男人魚、女人魚、老人魚，這些

分類代表什麼？為什麼達悟族將於進行這樣的分類？ 

海洋民族以魚為生，並有傳統祭儀：招魚祭、收藏祭、終食祭，想想

看，為什麼傳統的達悟族人會將捕魚的時間如此劃分？對於海洋生態

有何好處？ 

比較看看布農族與達悟族的傳統禁忌、維持永續生態的方式，用海報

紀錄下來。 

(結合自然科、社會科) 

120分鐘 

布農與達悟 山與海的工藝之美 

猜猜看，居住在蘭嶼的達悟族人，當地的藝術工藝品主要有哪些呢？

有什麼特色的圖騰？ 

教學分享：陶藝、竹木器、鍛冶術(冶金技術)、編織 

我們的布農族人，在傳統工藝上以什麼文明？在各項傳統祭儀中，曾

出現哪些代表性的手工製品？ 

(版曆、木雕、織布、薏苡珠等) 

如果我們要準備一份充滿布農族特有祝福的禮物，我們可以製作什麼

樣的工藝品送給達悟族的朋友？ 

(薏苡珠-於嬰兒祭祈求平安、健康) 

(結合藝文科) 

200分鐘 

布農與達悟 山與海的對話 

帶領孩子規劃交流活動，由學生共同討論布農族文化中，適合與蘭嶼

孩子交流的文化活動有哪些？ 

例如：傳統遊戲、古謠、族語、戲劇、舞蹈 

分組籌畫活動內容，由各組負責人帶領高年級孩子進行活動分工、安

排進度、練習、驗收。並於行前安排總驗收，邀請學校師長提供建議。 



二、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200分鐘 

布農與達悟 山與海的橋樑 

帶領孩子規劃自助旅行行程，由學生共同討論從東埔前往蘭嶼，可能

會運用到哪些交通工具？安排交通工具時須考慮的是像為何？(例

如：省時或省錢)安排住宿、餐食與活動行程，需考慮的重點為何？分

組認領任務，包含：交通、住宿、餐食、活動行程，蒐集資料、評估、

電話詢問與確認、製作簡報、報告分享、團體決議、訂行程、確認活

動進行細節、安排行前籌備會議，並邀請學校師長、家長共同參與籌

備會議報告。 

5天 

布農與達悟 山與海的相遇 

五天四夜自助旅行，依據學生所安排的活動行程計畫，由各組負責人

帶領高年級同學，從東埔出發。途中需透過自助旅行精神，嘗試使用

團隊的能力解決旅行中發生的困難，達成抵達蘭嶼的目標。 

依據行前安排的交流活動，對於達悟族文化好奇的提問，於交流行程

中展現好奇、聆聽、尊重與分享的品格。 

80分鐘 

反思分享 

由老師帶領孩子們圍圈反思，回顧前往蘭嶼的初衷為何、經歷了哪些

行程活動的事前規劃、交流活動的事前準備，以及其中重要的學習精

神為何？在五天四夜的交流活動中，最深刻的學習重點有哪幾項？並

由孩子們彙整重點、做成簡報，與學弟妹分享學習歷程。 

(三)評量機制 
配合每節的課程目標，安排紙筆評量(書寫、擬訪綱、製作海報)、口語評量(上

台發表、訪談)、操作行評量(活動安排與策劃等)、反思自評(質量分析)。 

(三) 風險評估

與安全管

理機制 

自助旅行活動安全管理，著重於活動前的準備與細節安排，老師需考量各種可

能的突發狀況，引導孩子思考與提早規畫解決方法。 

活動前 

於行前活動規劃中，可先帶領孩子將進度表安排出來，張貼於教

室中，讓師生可清楚掌握活動安排的時間限制。對於初次安排活

動的孩子們，可給予較多的行程引導，以及提出各種可能突發狀

況，請孩子事先預想如何應對。 

活動中 

於行程進行中，在不影響孩子的健康、安全前提下，給予孩子較

多的空間，面對突發狀況、發生錯誤與爭執等，給予孩子嘗試解

決的機會。 

活動後 
召開活動安全支援系統的檢討會，針對活動場域與活動行程狀況

做檢討分析，做為日後辦理活動的參考。 

五、預期效益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填列說明 



(一)參與人次 1. 參與學生數 10 人 

2. 參與教師數 4 人 

3. 參與家長數 0 人 

本次課程預計參加人數為五到六年級學生

10 人，班級導師及行政人員共 4 人，隨行家

長 0 人。 

(二 )外部協作

師資 

1. 共 6 位協作師資 

2. 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需求 4 位 

■安全風險管理需求 2 位 

☐其他________需求，____位 

於活動前安排 2 位蘭嶼椰油國小的老師，協

作與東埔老師共同備課，另安排 2 位在地文

化專業人士，給予文化交流行程建議，並於

活動當天帶領孩子進行在地踏查。 

活動中聘請 2 位專業海洋活動教練，帶領團

隊進行安全管理與海洋活動照護。 

六、 附件 

2020 校本課程-東埔國小 x 東埔文健站 傳統文化傳承 

 

 

 

 

 

 

 

 

 

透過協同教學，部落耆老們指導

孩子們傳統陷阱的設計概念、製

作方式，以樹皮打陀螺、樹下聽

其老以母語講傳說故事等，分享

Hudas 最珍貴的傳統知識。 

2020 校本課程-東埔電視台 拍攝布農文化影片 

 

 

 

 

 

 

 

 

開創學校 YOUTUBE 頻道，「東埔電

視台」，帶領孩子規劃文化主題，

分享布農傳統建築、傳統器物、習

俗、部落重要景點等，從實務操作

中學習。 

2020 校本課程-東埔電視台 邀請部落老師協同教學 

 

 

 

 

 

 

 

 

 

透過東埔電視台的開創，邀請部落

老師、耆老加入課程計畫，一起協

同教學，帶領孩子認識傳統布農文

化，帶動部落老師一同重視傳承。 



2020 校本課程-跨海的蘭嶼筆友 文化分享 

 

當山上的孩子聯繫海上的孩子，布

農族與達悟族的文化分享，讓孩子

們產生了跨海的情誼與好奇，透過

書寫，重新統整自身的文化特色，

也學習擁抱不同的族群文化。 

2020 校本課程-鄰近部落文化營觀摩學習 

 

利用假日時間，帶領孩子到鄰近部

落參與文化營，觀摩母語教學、文

化課程學習，認識鄰近部落歷史故

事、不同社群的語言、學習製作傳

統童玩。 

2020 校本課程-白沙國小 文化交流 自主安排活動行程 

 

 

 

 

 

 

 

 

 

 

孩子們依據行程所需的工作任

務，分成四大組，包含交通組、餐

飲組、住宿組、行程組。各組根據

討論結果製作簡報，向大家報告進

度與進行討論、共同協助補充遺漏

之處。另外孩子們共同規劃兩校文

化交流活動，安排五項活動，於放

學互相指導、練習與驗收。 

2020 校本課程-白沙國小 文化交流 各組領導行程進行 

 

 

 

 

 

 

 

 

 

由交通組帶領大家，進行各項交通

工具轉乘，沿路提醒大家搭乘的注

意事項。 從東埔搭乘公車至水

里火車站，展開約５小時的火車轉

乘之旅。初次搭乘火車的孩子們，

學習查找時刻表、尋找月台、判斷

車次與車型，體驗驗票。 

 



2020 校本課程-白沙國小 自主規劃文化交流活動 

 
與白沙國小文化交流，由孩子自行

主持、安排分享古謠、傳統祭槍

歌、報戰功等。並由團康遊戲組設

計破冰遊戲，帶領白沙國小的孩子

與國北教的營隊老師一起玩遊

戲。在孩子自主規劃的交流活動

中，展現出熱愛的布農族文化的

心，也結交到不同地區的好朋友，

拓展視野。 

七、 經費概算表 

八、 計畫注意事項 

(一 )申請條件

與程序 

1. 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視需要自行向本署申請。 

2. 國民中小學階段參與學生數以 30 人為原則，每校最多補助四案，由學校

彙整後統一送出。 

(二 )撰寫重點

及方向 

1. 請以師生為主體共同規劃課程，適時引入家長志工資源，以規劃（跨縣市

或同縣市跨越不同行政區）2 日以上之跨區域住宿型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

程為原則。 

2. 計畫相關名詞說明： 

(1) 自主學習：廣義之自主學習意即屬部定課程之延伸或校訂課程之範

疇，並貫穿學生學習歷程，而非侷限於名稱為自主學習之選修課程。 

(2) 跨區域：學校進行跨縣市戶外教育課程教學。若該縣市區域遼闊，學

校可規劃於在地縣市進行跨行政區域之戶外教育課程教學。 

(3) 住宿型：需為 2日或以上包含住宿之連續教學之課程實施方案。 

3. 應闡明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之策略與方法。 

4. 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之具體規劃。 

(三 )經費編列

原則 

1. 補助申辦學校之經費，得依序用於下列項目：家境清寒學生參加費用、代

課（鐘點）費、講座鐘點費、遴聘師資鐘點費、印刷費、交通費、場地費、

住宿費、保險費、材料費、門票、膳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四 )配合辦理

事項 

1. 應安排與會師生參與安全風險管理研習或相關課程。 

2. 應結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課程示例。 

3. 外部協作師資之定義：邀請具有戶外教育實務經驗與技能的專業人員協助

教學，促使學生在進行戶外教育過程深化知識及技能讓戶外教育實施過程

更佳完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申請表            

  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南投縣東埔國民小學       計畫名稱：Sadu Taiwan．Sadu Lanyu 山與海的對話 

計畫期程：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核定應結報日期：111 年 7 月 31 日前) 

計畫經費總額：30000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30000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國教署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業 

務 

費 

經濟弱勢學生參

加費 
    

      

代課(鐘點)費 1000 4 4000 

解 說 員

在 地 文

化嚮導 
    

講座鐘點費         

印刷費       

膳費 300 70 21000 300 元/天   

交通費       

場地費 300 10 3000 

海 洋 活

動 體 驗

門票費 
  

住宿費       

保險費 200 10 2000 
學 生 保

險     

雜支       

小  計       
 

    

合   計     30000     
國教署核定補助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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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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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