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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大竹高溪探索溯溪 年級  一到六年級 節數 4節 

設計理念 

(在自發、互

動、共好層次的 

價值定位) 

1. 大竹高溪探源:溯溪安全影片及裝備介紹。 

2. 大手牽小手:行前教育團隊的重要性。 

3. 河川好風光:克服困難勇往直前探源，欣賞美景及比較差異。 

本教育階段 

領綱核心素養 

總綱素養 領綱素養 

EA2系統思考與解決

問題 

EB1符號運用與溝通

表達 

EC2人際關係與團隊

合作 

生 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 

       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社 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貌，並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 

       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相互間的理解。 

社 EC2 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 

       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生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社 3d-Ⅱ-3 將問題解決的過程與結果，進行報告分享或實作展演。 

社 3c-Ⅲ-2 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學習

內容 

生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社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人文環境相互影響。 

社 Dc-Ⅲ-1 團體或會議的運作可以透過成員適切的討論歷程做出決定。 

學習目標 

學生學習層次 

知識：探索對溪中不同的地形地貌。 

能力：運用各種方法完成溯溪的挑戰。 

態度：能在溯溪活動中珍惜生態資源與展現環境保護情懷。 

架構脈絡 

第一章節→ 

大竹高溪探源:溯溪安全影片及裝備介紹。 

 

第二章節→     

大手牽小手:行前教育團隊的重要性。 

 

第三章節→   

河川好風光:克服困難勇往直前探源，欣賞美景及比較差異。 

學習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第一節:大竹高溪探源  

【引起動機】 
    詢問學生漁獵祭會想到什麼？想必同學的回答中一
定有游泳、玩水等方式，然後引導到，請問學生：「有什
麼活動，結合了親水活動和登山、攀岩活動？」想必有同
學一定會回答到今日的主題『溯溪』，是的，很好，詢問
學生對溯溪的印象是什麼？ 

【發展活動】 
    請問同學：「什麼是溯溪？」想必答案一定頗多，在
同學們回答之後，開始介紹何謂『溯溪』？讓同學們有
基礎的認知。 

40分鐘 

 

 

 

 

 

 

 

 

 

 

講述問答 

 

 

 

 

 

 

 

 

能了解河流的危險與安全保護 

分工合作，瞭解團隊合作的好處 

 

克服困難外，並可以欣賞美景比較 

 



溯溪一詞的由來是來自於日本，臺灣人則將溯溪做字面
翻譯成 River Tracing。在溯溪過程中，溯行者須借助
一定的裝備，其中經歷涉溪、攀瀑、橫渡、垂降及深潭
跳水，充滿了挑戰性。溯溪是團隊的活動，在活動中需
要同伴之間的相互配合、幫忙，展現團隊合作精神，在
合格溯溪教練的帶領下，讓參與者透過各種地形關卡學
習團隊的凝聚力，在過程中得到克服困難後的成就感和
自信心。  
    為什麼發展出溯溪呢?當傳統登山路線已經幾近完
全開發，總是會有人想要走出不同的路，更具挑戰性、
更具開創性，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改從溪谷而上。但是想
從溪谷上溯源頭真的是困難重重，有深潭、有激流、有
巨石、有瀑布，溯到源頭之後，還要想辦法上切到稜線
或山頭，通常這指的是要自己在山壁上開路。因此一個
專業溯溪隊伍真的是要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泳技、繩
索技術、攀登裝備、登山技能、攀岩能力樣樣要具備才
有辦法完成。當然其中最重要的是—團隊合作，溯溪過
程中相當依賴隊友之間的相互扶持，攻擊手需要有人確
保，不然有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溯溪不是一個人
的運動，而是團隊運動，是靠一組人馬去達成一個共同
目標。何謂體驗溯溪？真正的溯溪相當辛苦，需要具備
良好的體能及技術，要背負十幾公斤的裝備走個三、五
天，要在原始山林裡上上下下，自己開路，要露宿在腹
地狹小的溪谷裡。但溯溪過程中有許多好玩的元素，如
攀瀑、跳水、垂降、滑水道、沖瀑、泳渡等等。溯溪體
驗行程就是把這些元素抓出來，濃縮在一日行程之中，
讓一般大眾也能夠體驗溯溪的趣味。炎炎夏日，這真是
最好的活動，可以清涼玩水，還可以增進夥伴情誼。坊
間開的溯溪體驗行程地點，通常會是交通易達性高的地
方，隊伍好入好出(有山路可走)，溯溪路程大多只有數
百公尺(溪裡的一公里很長)，難度也不會太高，一般無
經驗的大眾也都可以參與。 
 

 

行前會議: 

1.以網路線上方式講述溯溪安全。 

2.以網路線上方式講解裝備介紹。 

 

第二、三、四節 

【活動一】: 

1. 大手牽小手:分組並分工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2. 團康活動:溯溪前熱身，以免造成身體受傷。 

【活動二】:溯溪活動: 

1. 分組前進:溯溪分組，每位學生皆了解自己的定位跟工

作。 

高年級工作:組長，負責引導及協助低年級。 

中年級工作:自我安全保護，並跟隨高年級的學長引導

低年級。 

低年級工作:聽從老師及高年級組長的引導，完成任

務。 

2. 拉繩渡河: 

在較陡峭或深的河流，進行拉繩索，以便前進。 

3. 淨溪活動: 

 

 

 

 

 

 

 

 

 

 

 

 

 

 

 

 

 

 

 

 

 

 

 

 

 

 

 

 

 

 

 

 

 

120分

鐘 

 

 

 

 

 

 

 

 

 

 

 

 

 

 

 

 

 

 

 

 

 

 

 

 

 

 

 

 

 

 

 

 

 
小組討論 
實際體驗 

 



「溪守同心 守護河川」活動，除了宣導垃圾不落溪的

生活態度，更希望透過實際參與活動，親身感受河川

垃圾的嚴重性、了解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學習檢核: 

表現檢核 評量方式 補救方式 

知

識 

低 能知道河流上中下游的地形樣貌。 口頭評量 簡報資料補充 

中 能說出河流上中下游的地形特徵。 口頭評量 簡報資料補充 

高 能知道在河流上游地形的危機。 口頭評量 簡報資料補充 

能

力 

低 能在老師與學長協助下完成溯溪任務。 實作評量 學校模擬 

中 能在教練的指導下自行完成溯溪任務。 實作評量 學校模擬 

高 能幫助中低年級克服難關完成溯溪。 實作評量 學校模擬 

態

度 

低 能在溯溪時欣賞河流自然之美 實作評量 簡報資料補充 

中 能在溯溪時，珍惜生態資源 實作評量 簡報資料補充 

高 能在溯溪時，有環境保護情懷 實作評量 學校生活情境教學 

追蹤活動實施效益 
透過活動結束後的心得撰寫，可以瞭解學生對於本次活動的想法、心得、收穫、建議，並

可藉由觀察，瞭解學生是否能將團隊合作、相互扶持的精神實踐於生活中；對於學生的相關想

法、建議，亦可以評估是否可以融入於教學活動中，讓教學和活動更臻於完善，讓學生更收穫

滿滿。 

省思 

這個課程，期望能給學生們帶得走的能力，包含讓學生們瞭解自己的體適能狀況、培養學

生們規劃從事安全的休閒活動、讓學生們擁有安全從事水上活動的知識、技巧和能力;但是能真

正到溪流參與溯溪活動的學生真的是少數！盼望這樣的教育能向下紮根、持續進行，慢慢將成

果累積，而不是只有一小撮族群從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