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立北山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戶外教育計畫-子計畫三-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計畫成果報告 

 

山與海的對話-南臺灣海岸生態探查之旅 

 

壹、 實施過程 

一、前置課程：學習使用工具觀察校園生物 

 
教師教導學生觀察大自然，除了透過眼睛觀察之外，還能運用耳朵、鼻子、皮膚..

等進行觀察 

 

到野外實地操作望遠鏡觀鳥 



二、行前準備活動： 

 
於前一天先進行行前教育說明，提醒同學應帶物品以及注意事項 

 
將任務學習單放入行前手冊中，方便同學掃描作答 

三、活動當日： 

活動一、進行逃生演練： 

    同學在演練過程中，仔細聆聽搭乘遊覽車相關注意事項，包含逃生門的位

置、擊破器。另外遇到災難時該如何逃生也進行實際演練。 

 



活動二、台灣歷史博物館參訪(day 1 10：00-11：30) 

   博物館主要以台灣歷史為主軸，以歷史時間軸作為各館分類，一一

羅列出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各族群之間的互動以及和自然環境互動的歷

程。同學參觀此館恰好可以和社會領域所學一一做一個驗證，同時因展

品注重具象化與學生的互動，可以讓學生從做中學，增添不少學習趣味。 

 
   照片中為西班牙統治時期相關建築合照 

 

      參觀清代台灣傳統庶民文化 

活動三 墾丁南灣堆沙趣與淨灘活動(day 1 15：30-17：00) 

   本活動設計讓學生從玩樂中也能觀察察覺大自然的規律性。藉由讓

學生堆砂堆比高度，再讓學生運用手機測量角度，察覺無論沙堆角度有

何不同，但相同的沙子角度都是相同的。不過在此活動中，原本設計讓

學生使用不同顆粒的石頭或沙子，但因現場皆為沙灘，因此改變方式，



都使用相同沙子堆高，請學生測量自然狀態堆的沙子，角度是否相同。

過程中有部分同學使用模具，會造成角度不同，教師也針對這些狀況說

明不同的原因。 

 

使用不同模具進行堆沙比賽分組堆沙 

 

環境教育淨灘活動 

活動四 龍磐草原地質探查(day 2 8：10-9：00) 

  龍磐草原具有特殊的崖崩地形以及石灰岩台地，此行程除了讓學生體

會大自然壯闊之美以外，同時業讓學生實地探查此特殊地形，另外融入

自然課程所學酸性物質遇到石灰岩會產生氣泡，請同學帶著醋酸瓶進行

簡易實驗。但本活動可能因教師準備的試劑酸度不夠，無法如預期產生



氣泡，錯失驗證機會，甚為可惜。 

 

學生使用醋酸試劑檢驗石灰岩 

 

於龍磐草原崖邊合照 

活動五 社頂公園健行與自然調查(day 2 9：30-11：00) 

本活動著重於要同學比較熱帶海岸區的動植物與學校附近生態系的相

異處，因此要學生能使用拍照以及圖鑑app來尋找所看到的動植物。除

了培養學生的觀察力以外，也希望他們能善用手邊工具來解決問題。同

時分析和日常經驗中看到不同動植物的原因。 

  反思：此行程安排時給予時間過於倉促，學生無法好好思考分析，同

時也不方便邊走動邊使用行動載具，導致學生無法適時使用工具來驗證

看到的動植物。 



 

漫步社頂公園穿越海蝕地形 

 

 
社頂公園大合照 社頂公園健行 

活動六 旗津巡禮(day 2 13：50-15：30) 

    同樣是海岸風情，但是和墾丁卻略有不同。此行程主要希望學生能

就旗津和墾丁不同的沙灘地以及歷史建築砲台、媽祖廟等人文景點去學

習。同時也能比較和學校附近廟宇是否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特殊的差

異性。 



 

旗津海岸巡禮 

 

旗津古砲台  

 



 

貳、 學生學習紀錄 

一、 第一站來到了台灣歷史博物館，請依時代分為「斯土斯民－臺灣的

故事」、「早期的居民」、「異文化相遇」、「唐山過臺灣」、「地域社會與

多元文化」、「鉅變與新秩序」、「邁向多元民主社會」等7單元，1請拍

出20秒內影片或寫出或畫出館內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事物是什麼並說

明原因? 

 

最令我們有深刻

印象的就是可以

體驗當初的生

活，這張照片就是

讓我們體驗當年

踩三輪車的情

景，除此之外竟然

可以直接用自拍

機製作當年報

紙，好神奇喔。 

 

令我印象深刻的

原因是這畫風很

像小時候阿罵帶

著我們去雜貨店

買糖果吃 

二、 來到南灣進行堆沙比賽，請上傳自己的堆高成果和堆高組員拍照上

傳 



 

 
三、 比賽結果報告：請同學拿使用手機app(google player搜尋"水準尺

"可找到)，探測沙堆角度，看傾斜角度是多少? 

第一組：46.7度  第二組：44.3度  第三組： 43.8度 第四組：47.5 

四、 比賽結果報告：試著說明為何結果如此?  

  第一組：可能是因為沙子顆粒相同，有水分所以壓一壓就可以堆高了 



第二組：每一組堆的人都互相觀摩，所以結果差不多 

第三組：大家的條件都一樣，所以結果差不多 

第四組：我們組別最高，因為有使用模具 

五、 社頂公園大尋寶：利用「形色app」確認植物名稱，最後說明特別

原因  

 
 

六、請拿望遠鏡觀察鳥類，並寫下觀察紀錄表： 

 



 

 

 



 

參、 成效檢討與建議 

一、 整體效益評估： 

(一) 量之成效分析： 

1.滿意度調查表：有效問卷：21份，學生分布： 9年級 

問題 很好比例 好比例 普通比例 差比例 很差比例 

地點合適 43% 40% 10% 7% 0% 

內容有趣 50% 41% 9% 0% 0% 

解說清楚 30% 32% 38% 0% 0% 

學習幫助 90% 7% 3% 0% 0% 

了解特色 89% 8% 3% 0% 0% 

整體喜歡

程度 

76% 10% 14% 0% 0% 

2.學習單任務分析： 

本次學習任務的繳交採google 表單協助分析，題目中共3子題為選擇題

有固定答案，發現學生答對比率約86%，表示大部分學生都能連接課堂

學習經驗，並應用在實地戶外教育中。 

(二) 質之成效分析： 

2.透過課程學生懂得尊重包容不同的聲音 

5.透過對動、植物的認識，了解生物與環境共生的關係，培養以友善的方式，善

待生物，讓生態永續。 

二、省思與建議： 

(一)本次戶外教育安排參訪的地點相當多樣化，人文與自然兼具，如每個地點都

1.學生透過課程，能尊重與愛護環境，並進而能知行合一，將環保意識落實在生

活中。 

3.透過課程與學校活動，以觀察、實作、討論、分析與發表等方式，產生學習

4.透過課程，學習換位思考，分工合作，學習理性溝通，進而解決問題。 



深入認識，學生一定能收穫滿滿。但因為時間安排過於倉促，每一個參訪點最多

僅有1-2小時，導致學生無法深入去探究，學習任務的書寫也相對無法達到預期

的效益，相當可惜。建議下次安排參訪時間能拉長，參訪地點能再透過參與師生

審慎去評估，減少參訪地點，深入學習，或許可以有更好的效益。 

(二)本次考量學生在戶外參觀較沒有適合地點、桌面書寫學習任務單，因此安排

搭配google表單，直接運用行動載具來填答問題。確實可以讓學生相對較即時回

答，但是回饋的部分可能會比較制式，不全面。下次可以再思考兩全其美的方法，

讓學生能深入回饋同時具備即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