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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2-2：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成果報告 

一、計畫名稱 綠野仙蹤與海岸風情 

二、學校名稱 都蘭國小 

路線名稱 

及 

實施地點 

路線 1名稱：綠野仙蹤 

☐跨縣市，________縣(市)       ☑無跨縣市 

地點：知本自然教育中心、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鸞山森林文化博物館、國立

臺灣史前博物館、卑南遺址公園 

路線 2名稱：海岸風情 

☐跨縣市，________縣(市)       ☑無跨縣市 

地點：富岡地質公園 (小野柳)、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海洋環境教室新

港漁港、臺東縣自然史教育館、八仙洞考古遺址 

外部協作師資 

共____8___位 

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___4__位 

☑安全風險管理___4__位 

☐其他：__________需求師資，_______位 

一、 計畫實施過

程記錄 

(一)本計畫實施過程描述與相關記錄。 

1. 學習路線的開發由校內簿本內容做延伸，找到內涵可以相對應的場域

進行場勘，並由共備小組進行學習內容的研發與試行。 

2. 由填寫表單與電話預約方式進行路線內容的諮詢與預約，本次計畫共

12校次申請，參與師生近 350人次。 

(二)計畫執行過程所遭遇問題及處理與應變解決方式。 

1. 戶外的學習點若遇到天候不佳的情況，學習效果容易打折，因此依實

際情況做後續處置，選擇使用雨備或延期辦理。 

2. 海邊的課程有季節性的問題，東部常有強勁的東北季風，未來在安排

課程時要盡量避免。 

3. 實作性質的課程內容，部分主題會使用較尖銳的工具，因此需要增加

現場協作的師長/人力，或是僅供小班制團體報名就好。 

4. 若是學習點為公部門場域，每次都要確認預計使用的空間是否有施工

的情況，盡量避免早成部分課程無法進行。 

5. 部分原住民特色料理可能會有食安問題，例如 silaw(醃生豬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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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火鍋(用炭火加熱後的石頭來燙熟食物)，因此僅介紹料理的由來、

特色以及原始作法，但提供給學生食用時會再做另外處理才使用。 

6. 樹林間的課程很難避免蚊蟲叮咬的問題，因此再行前通知書要明確提

醒準備防蚊的措施。 

(三)學習檔案（包含教師之文字、影像紀錄，以及教師於實施過程中之反思等

等。） 

四、教師針對此路線的回饋與建議： 

1.孩子們親自參與行前規劃，並透過自學了解參訪地點的成立宗旨與其他

資料，做足準備後實際參訪，身體力行接受各項挑戰並完成各項任務。 

2.孩子們因為前述各項原因在作文中流露滿滿的喜悅之情與豐富學習心

得，讓師生都對此次戶外教育感到獲益良多。 

3.此路線規劃具豐富教育意義且課程豐富，講師的講解淺顯易懂用詞幽默

風趣，讓學生在愉快的氣氛中開心學習。各方面皆很完成，因此無其他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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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針對此路線的回饋與建議： 

1.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承辦老師用心協助活動安排與執行，讓提出申

請的學校擁有很棒的申請經驗。 

2.阿美族漁獵文化課程老師用心規劃課程，讓孩子在親近戶外海洋時還可

以動手製作天然食器，令人印象深刻。 

3.建議是否有增加相關親水的課程可提供選擇，讓孩子到戶外更有機會親

近海洋。 

(其它梯次成果，請參照附件一。) 

二、 學生學習表

現 

(一)學生學習之表達、表現與創作記錄 

(二)形成性評量之歷程檔案資料 

 

(三)總結性評量或多元評量之成果舉例 

(完整學生學習歷程記錄，請參照附件二) 

五、成效檢討與建

議 

(一)計畫無法解決之問題說明（若有，請說明所遭遇到困難或挑戰）。 

戶外課程容易因天候狀況而無法使用場域資源(農場、菜園、海岸、遺

址/遺跡踏查、地質觀察、漁港走讀等等)，進而影響學習成效，學校

安排好的外出時間也難以輕易調整。 

(二)總體自我評估與建議（說明整體效益評估與建議）。 



4 
 

1. 本計畫執行情況為 12校次 350人次，超過預期效益的 4校 160人次，

積極推廣學習路線。 

2. 每次學習結束後皆邀請隨隊協同教師針對該次路線的感受及學習效果

做具體的回饋，收集每個學習點不同年段學生及教師的學習反應，進

而對學習點做滾動性的修正。 

3. 部分學習點的導現場專業/導覽人員教學模式傾向於對成人的教學，因

此用字遣詞對於學生相較生澀，建議事先與現場專業人員溝通與共同

備課，將較生硬的知識轉化成簡單的概念，有助於學生理解。 

4. 於附件三檢附每梯次的戶外教育風險評估表及緊急行動計畫實例。 

六、計畫經費收支結算表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2,000 10 20,000  

指導費 800 80 64,000  

助教鐘點費 400 80 32,000  

膳費 100 150 15,000  

裝備費 2,000 50 100,000 膠鞋、安全帽、救生衣 

交通費 15,000 5 75,000 租用遊覽車 

課程材料費 100 150 15,000 每人一份課程講義 

保險費 10,000 1 10,000  

雜支 19,000 1 19,000  

合   計     350,000    
 

 

  



5 
 

附件一:各梯次學習路線成果 

111學年度臺東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 

戶外/海洋教育路線實施成果 

ㄧ、活動日期：111年 10月 28日 

二、路線名稱/活動地點：鸞山森林文化博物館 

執行學校 年級 學生參與人數 協同教師人數 

台東縣都蘭國小 6 9 2 

三、照片成果： 

  

說明：一人一隻山豬肉迎賓 說明：準備雙證件(檳榔.米酒)進行入山儀式 

  

說明：勇闖獵人步道 說明：自己動手做(搗)麻糬 

四﹑教師針對此路線的回饋與建議： 

1. 孩子們親自參與行前規劃，並透過自學了解參訪地點的成立宗旨與其他資料，做足準備後實

際參訪，身體力行接受各項挑戰並完成各項任務。 

2. 孩子們因為前述各項原因在作文中流露滿滿的喜悅之情與豐富學習心得，讓師生都對此次戶

外教育感到獲益良多。 

3. 此路線規劃具豐富教育意義且課程豐富，講師的講解淺顯易懂用詞幽默風趣，讓學生在愉快

的氣氛中開心學習。各方面皆很完成，因此無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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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臺東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 

戶外/海洋教育路線實施成果 

ㄧ、活動日期：111/11/25 

二、路線名稱/活動地點：鸞山森林博物館、卑南遺址公園 

執行學校 年級 學生參與人數 協同教師人數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王國小 四 29 4 

三、照片成果： 

  

說明：白榕樹下解說支柱根 說明：穿越、攀樹 

  

說明：迎賓 BBQ 說明：搗麻糬 

  

說明： 享用午餐 說明： 種一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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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針對此路線的回饋與建議：(大王國小) 

昭尤: 

1.介紹榕樹支柱根，使學生親眼見證何謂會走路的樹；迎賓 BBQ讓人印象深刻；攀 

  樹活動可以訓練學生的專注力及體能；午餐享用時，大家學習擺放餐點，用完餐 

  學習收拾，大家分工合作:搗麻糬的活動讓學生親自搗，享用完成品。鸞山森林博 

  物館活動豐富多元。 

2.卑南遺址公園解說員解說展示廳內卑南遺址與文化，跟著解說員的解說進入三千 

  年前的在地生活想像，知識性飽滿。 

 3.攀樹活動對四年級的學生來說有些風險，特別是前幾日下雨，濕滑是一定的。 

   活動上可以只安排鸞山森林博物館體驗，體力及時間上容易掌控。 

 

  釋月: 

    這個行程適合高年級的學生，穩穩有一些路段要攀爬還有一些需要靠體力捉繩子。 

    有部分學生個子小，無法捉到可以使力之處，也腳踩不到底，很是危險。 

還有天氣是一大要點，那天雖然沒有下雨，但是前兩天下雨，雨勢不小，土質鬆動，滑落土石不

少，走動中，時而學生滑倒，真的驚險萬分。所以，要辦理活動前兩天， 

包括當天，都建議是天氣晴朗比較合適，畢竟學生平日沒有接受訓練，在突發下很難危機應變。 

 

 俊宏: 

    在整體的學生秩序維持需要再實行更多行前教育，教導學生參觀時的禮儀及該遵守的規則、注

意事項。 

    在參觀的過程中，學生不免有些好奇、興奮，就怕在過程中受傷、或是對於帶隊的導遊老師下

達指令未給予充分尊重，像是在參觀會走路的樹景點時，學生的秩序及聲音、可能已經打擾到原始

動物的棲息。 

    動線部分因幾天的雨，最後四位帶隊教師決定選擇較簡單的路線，雖然是簡單路線，但是在山

區的路線十分濕滑，雖然有提前提醒學生注意安全及秩序，但還是有部分學生在過程中大聲喧鬧及

跳躍等危險行為。 

    在午餐時刻的同儕事件(球被丟到底下撿不到，被同學指責)，另外有被同行其他遊客提醒是否

要提醒小朋友勿太靠近座位旁的護欄，學生動作比較危險一些(身體超過護欄高度)，經過提醒學生

才沒有繼續該行為，但同儕的事件造成該學生情緒比較激動難過，至後續參觀及何時，發生一些衝

突，教師發現後已調解成功，可能再下次宣導學生，進行戶外教育當天應該帶的物品檢查清楚，不

該戴的，應該交由教師保管。 

     至於下午的參訪可能學生的專注力已經不佳，在導覽人員解說時，部分學生並未經由教師同意

就隨自脫隊去裝水休息或是觸碰展覽品，這部分需要再跟學生教育遵守團隊的紀律、尊重導覽人員

及場館的參觀規則。 

 

 清旗: 

    得天獨厚的美景，美不勝收;原鄉原味的料理，豐盛美滿，此次行程五感體驗一次滿足。鸞山之

美，流連迷人，有機會再訪 

建議：可設計野菜採集、手作等互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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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臺東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 

戶外/海洋教育路線實施成果 

ㄧ、活動日期：111.12.16. 

二、路線名稱/活動地點：藍線 A方案(小野柳、都蘭國、海洋環境教室) 

執行學校 年級 學生參與人數 協同教師人數 

臺東縣鹿野鄉瑞源國民小學 4.5.6. 29. 8. 

三、照片成果： 

  

說明：小野柳～生態解說 說明：小野柳～岩石觀察 

  

說明：都蘭國～原民活動體驗 說明：海洋環境教室～透明魚標本製作 

四、教師針對此路線的回饋與建議： 

1.遊覽車遲到因而車速偏快造成部分學生暈車。 

2.司機不知道海洋環境教室的地理位置。 

3.都蘭國課程時間偏長因此耽誤用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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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臺東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 

戶外/海洋教育路線實施成果 

ㄧ、活動日期：111年 12月 30日 

二、路線名稱/活動地點：富岡地質與阿美漁獵文化 

執行學校 年級 學生參與人數 協同教師人數 

臺東縣新生國中 七年級 27 1 

三、照片成果： 

  

說明：用動力砂表現各種侵蝕力 說明：濱海植物朱槿花是最天然的指甲油 

  

說明：館員展示硨磲貝 說明：製作天然食器手忙腳亂的樣子 

四、教師針對此路線的回饋與建議： 

1.小野柳因天候因素，無法實際去探勘，比較可惜。對七年級學生來說，小野柳已是小學必去的景

點，加點手作或繪製心智圖會比講述式導覽較多專注力。 

2.農場生態很吸引學生,沿途講述加上學生親自動手能有好的互動。DIY項目令學生印象深刻,餐點

準備用心。農場停留的時間有點短，希望能增加農場的時間，讓學生能好好探索:例如一些農耕方

式，各種野生植物如何利用，製作等等。 

3.貝殼館和化石陳列及導覽很精彩，應該還可以利用一些集章或貝殼對照的尋寶作業，讓學生動手

動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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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臺東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 

戶外/海洋教育路線實施成果 

ㄧ、活動日期：112.1.6(五) 

二、路線名稱/活動地點：綠線Ａ案：知本教育中心－知本森林遊樂區－國立史前博物館 

執行學校 年級 學生參與人數 協同教師人數 

臺東縣馬蘭國小 五 22人 2人 

三、照片成果： 

  

說明：在探索教室進行討論及分享發現的事情 說明：透過實地考察尋找動物的足跡、食痕及獸

徑 

  

說明：導覽人員介紹展覽特色及應該知道的事情 說明：講解史前人類的頭骨不同，如何分辨男生

女生 

 

四、教師針對此路線的回饋與建議： 

 

    活動內容豐富，對小朋友來說可能會覺得太無趣，但老師的師資強大，過程中，學生透過聽、

說、讀、寫來記錄它們所學到的事物，收穫滿載。但在其中有些課程，可能對於小朋友來說，太沒

有實踐性，如在史博館幾乎都是單方面的吸收知識。如果能多一些互動跟體驗就太好了。感謝這次

參與的與會同仁、及提供這次活動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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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臺東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 

戶外/海洋教育路線實施成果 

ㄧ、活動日期：112年 4月 6日 

二、路線名稱/活動地點：綠線 一起護漁去/ 臺東縣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 

執行學校 年級 學生參與人數 協同教師人數 

臺東縣三和國民小學 低年級 7 2 

三、照片成果： 

  

說明：發現並觀察沙灘上的螃蟹和寄居蟹 說明：海參觸摸體驗 

  

說明：導覽員介紹海邊植物-馬鞍藤 說明：走踏海中步道，認識海洋生物 

 

四、教師針對此路線的回饋與建議： 

  此路線值得帶領學生進行戶外與海洋教育進行學習，課程中走在海岸沙灘邊，遇見寄居蟹和螃

蟹洞，還在因漲潮和退潮而得的生態步道上觀察，看到了硬珊瑚、角眼沙蟹、四角招潮蟹、海鰻、

海參、比米粒還小的寄居蟹……等多樣海洋生物，落實海洋教育理念，擔任小小海洋守護員，愛護

潮間帶的生態環境，只帶走滿滿的回憶，實踐以健康的身心，進行有意義的學習及友善環境的實質

內涵。 

 

 

  



12 
 

111學年度臺東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 

戶外/海洋教育路線實施成果 

ㄧ、活動日期：112.04.21 

二、路線名稱/活動地點：海岸阿美族的漁獵文化/都蘭國 

執行學校 年級 學生參與人數 協同教師人數 

臺東縣臺東市康樂國民小學 六 34 6 

三、照片成果： 

   

說明：海洋水域安全 說明：傳統器皿製作 

  

說明：石頭火鍋體驗 說明：社區踏查 

四、教師針對此路線的回饋與建議： 

1.沒有雨天備案，所以行程多為在室內講述式，對於期待戶外教學的學生而言變得很無趣。 

2.午餐收費 100元，但沒有 100元的價值。 

(合作單位回覆：1.當日有進行社區踏查，雨勢尚於可控制的範圍內，部分學生也有自備雨具，未帶

雨具學生由中心支援輕便雨衣。2.實際與現場教師了解午餐情況後，當日有剩餘飯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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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臺東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 

戶外/海洋教育路線實施成果 

ㄧ、活動日期：112.05.23 

二、路線名稱/活動地點：富岡地質公園及海洋驛站 

執行學校 年級 學生參與人數 協同教師人數 

臺東縣三民國小 3、4 37 5 

三、照片成果： 

  

說明：富岡地質公園-參觀海蝕平台 說明：富岡地質公園-填寫學習單 

  

說明：海洋驛站-認識洋流 說明：海洋驛站-救生衣穿著示範 

四、教師針對此路線的回饋與建議： 

富岡地質公園: 

1.解說時間較長，若能在其中加入問答或可活動筋骨的小活動，能使年紀較小的學童專注力更好。 

2.能夠實地看寄居蟹的家並比較殼的種類以分辨優缺點是很棒的方法。 

3.解說時對年紀較小的學童而言需要人數更少的環境。 

海洋驛站: 

1. 觀看影片及動手做頭套很能吸引學生，空間也合適。 

2. 解說洋流的動線(或說是整個空間)較不利於年紀小的學童，因為環境中太多其他好玩的東西，且

環境較窄小。 

3. 穿救生衣體驗的活動能參與的學生太少，其他未入選參加的學生被擱置在較遠的地方，也未能看

到穿衣的過程。(因當天下雨) 



14 
 

111學年度臺東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 

戶外/海洋教育路線實施成果 

ㄧ、活動日期：2023.04.25(二) 

二、路線名稱/活動地點：富岡小野柳地質公園->都蘭加母子灣->興安海洋驛站 

執行學校 年級 學生參與人數 協同教師人數 

臺東縣霧鹿國小 1.2 15 8 

三、照片成果： 

  
說明： 

第二站-都蘭加母子灣體驗阿美族漁獵文化: 

學生們各個開心的和自己的成果拍照。 

說明： 

第一站-富岡小野柳地質公園： 

難得到海邊參觀這特別的地形一定要合影留念。 

  

說明： 

第二站-都蘭加母子灣體驗阿美族漁獵文化: 

利用自己做的檳榔葉鞘食器來煮石頭火鍋。 

說明： 

第三站-興安海洋驛站: 

在體驗玩救溺的拋繩遊戲後，來張團體大合照。 

 

四、教師針對此路線的回饋與建議： 

1.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承辦老師用心協助活動安排與執行，讓提出申請的學校擁有很棒的申請

經驗。 

2. 阿美族漁獵文化課程老師用心規劃課程，讓孩子在親近戶外海洋時還可以動手製作天然食器，令

人印象深刻。 

3. 建議是否有相關親水的課程可提供選擇，讓孩子到戶外更有機會親近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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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生學習歷程記錄 

﹝學習點:鸞山森林博物館，作者:都蘭國小翁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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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點:鸞山森林博物館，作者:瑞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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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點:阿美漁獵文化，作者:新生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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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點:知本自然教育中心，作者:馬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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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點:富山護漁區，作者:馬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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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戶外教育風險評估表及緊急行動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