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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一、 申請計畫內容簡述（與申請計畫應相符） 

本校位於台東縣的台 11 線的省道旁，西面都蘭山、東濱太平洋，豐富的山海環境啟發了學

生勇於探究的精神，但交通的不便也讓學生的學習止步。學生經由學習語文領域「海洋之

美」、自然領域「生 物及宇宙的奧秘」、及社會領域「城鄉差異及依存關係」的相關知 識

後，得知在遠方的台北市有發達的交通系統、豐富的生態環境及規劃良善的展覽館，故有了

此戶外教育課程的發想。本課程希望帶領學童從「淡水老街及紅樹林生態園區—海洋教育及

文化巡禮」、 

「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的一系列參訪行程，來進一步認識不同的文化、生物及自然環

境的奧秘。透過戶外教育的實地參訪不同的場域，體驗有別於家鄉之生物、文化、自然環

境，結合本校之課程理念「健康、尊重、進取、創新」，進一步引發學生「尊重」不同於家鄉

的環境及文化，「創新」固有的想法及思考邏輯；並經由戶外教育行程中生活教育的訓練，讓

每一位學生都能擁有「健康」的生活習慣，並培養「進取」的態度，讓自己成為「具有適應

力的生活家」。 

 

二、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1.教師導引方法：運用課前討論(分組學習、分組報告)、課中學習、課後反思來引導學生自主

學習。 

2.課前討論： 

本校位於台東縣的台 11 線的省道旁，西面都蘭山、東濱太平洋， 豐富的山海環境啟發了學

生勇於探究的精神，但交通的不便也讓學 生的學習止步。學生經由學習語文領域「海洋之

美」、自然領域 「生物及宇宙的奧秘」、及社會領域「城鄉差異及依存關係」的相 關知識

後，得知在遠方的台北市有發達的交通系統、豐富的動物園 及規劃良善的展覽館，故有了此

戶外教育課程的發想。本課程希望 帶領學童從「淡水老街及紅樹林生態園區—海洋教育及文

化巡禮」、 「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的一系列參訪行程，來進一步認識不 同的文化、生

物及自然環境的奧秘。 

學習工具：運用平板先行蒐集各個行程地點的資料，編入旅遊地圖、加入路線調整，從資料

整合中能有整體學習概念。 

3.課中學習： 

(1).校本課程結合語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領域中的相關內容,進行跨領域的統整課程設

計，並以任務導向，在實地踏查、生活經驗中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2).引導學生針對戶外教育課程可能或實際遇到的問題,如迷路、搭錯 車等,討論因應之策略或

找出適宜的解決方法。 

4.課後反思：  

(1).課程後由學生分組發表分享並省思所見所學，學習整合能力及反思 優缺；學生藉由聆聽

分享學習傾聽、尊重他人。  

(2).課程中以筆記本、相機紀錄學習過程及心得，整理後寫成一篇遊記並發表分享。 

 

三、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一、本活動結合領域課程中國語、自然及社會習得的課程內容，學生在進行本活動前已具有

先備知識，並產生了高度的探究動機，這樣的態度能讓戶外教育之學習更為深化，並能將戶

外教育中所習得的知識及技能運於未來的學科成為最有力的基石。 

二、校本課程結合國語文、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社會領域中的相關內容,進行跨領域的統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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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計，並以任務導向，在實地踏查、生活經驗中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教師引導方式：引導學生針對戶外教育課程可能或實際遇到的問題 ,討論因應之策略或

找出適宜的解決方法，對於想要探究的主題，也於行前進行資料蒐集與整理。本計畫實施過

程之相關紀錄，包含教師之文字、影像紀錄，以及教師於實施過程中之反思。 

四、過程執行：(一)課前準備：蒐集資料、準備問題、討論。(二)課中執行：實地踏察、做紀

錄、整理資料、討論及分享。(三)回校後進行資料整理並完成分享。 

五、教學評量方式 

(一)課程中：經由活動審視學生在團隊互助與合作精神、問題判斷與解決能力、自動自發進

行探究問題的態度，達成課程理念中「健康、尊重、進取、創新」目標。 

(二).課程後：藉由主題內容發表，檢視學生在體驗力、感受力及表達力的呈現。 

學生學習表現 

學生參與課程之學習成果示例，例如學習單、觀察紀錄、心得撰寫、繪圖表達等。 

一、學習任務一：活動前進行資料蒐集並完成線上共作，活動後由學生紀錄所學，分享所見

所學，學習傾聽、學習尊重他人、學習給予回饋、學習整合能力。  

二、學習任務二：活動中學生以筆記本、相機紀錄學習過程及心得，於旅遊中進行口頭分

享，旅遊後每位學生各自整理自己的資料，或文字或影像並完成發表分享。 

三、學生參與課程之學習成果示例，例如照片、觀察紀錄、省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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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一、計畫名稱 探索台北的天、地、海 

二、學校名稱 縣立興隆國小 

三、課程屬性 

結合學科領域 

■語文 □數學 ■自然科學 ■社會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

與體育  

結合彈性學習課程領域 

■跨領域統整性課程 □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四、課程實施資訊 

■跨縣市，台北市、新北市 

實施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五、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數  8人  參與教師數  2人 

六、外部協作師資 

共  1位協作師資，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  0位 

安全風險管理  1位 

其他：   需求師資，  0位 

七、執行成果說明 

一、本活動結合領域課程中國語、自然及社會習得的課程內容，學生在進

行本活動前已具有先備知識，並產生了高度的探究動機，這樣的態度能讓

戶外教育之學習更為深化，並能將戶外教育中所習得的知識及技能運於未

來的學科成為最有力的基石。 

二、校本課程結合國語文、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社會領域中的相關內容,進

行跨領域的統整課程設計，並以任務導向，在實地踏查、生活經驗中培養

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教師引導方式：引導學生針對戶外教育課程可能或實際遇到的問題 ,

討論因應之策略或找出適宜的解決方法，對於想要探究的主題，也於行前

進行資料蒐集與整理。本計畫實施過程之相關紀錄，包含教師之文字、影

像紀錄，以及教師於實施過程中之反思。 

四、過程執行：(一)課前準備：蒐集資料、準備問題、討論。(二)課中執

行：實地踏察、做紀錄、整理資料、討論及分享。(三)回校後進行資料整

理並完成分享。 

五、教學評量方式 

(一)課程中：經由活動審視學生在團隊互助與合作精神、問題判斷與解決

能力、自動自發進行探究問題的態度，達成課程理念中「健康、尊重、進

取、創新」目標。 

(二).課程後：藉由主題內容發表，檢視學生在體驗力、感受力及表達力的

呈現。 

學生學習表現 

學生參與課程之學習成果示例，例如學習單、觀察紀錄、心得撰寫、繪圖

表達等。 

一、學習任務一：活動前進行資料蒐集並完成線上共作，活動後由學生紀

錄所學，分享所見所學，學習傾聽、學習尊重他人、學習給予回饋、學習

整合能力。  

二、學習任務二：活動中學生以筆記本、相機紀錄學習過程及心得，於旅

附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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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中進行口頭分享，旅遊後每位學生各自整理自己的資料，或文字或影像

並完成發表分享。 

三、學生參與課程之學習成果示例，例如照片、觀察紀錄、省思等。 

 



 附件1 備註：海—
淡水海事博物館-體驗淡水的海洋文化及歷史



 附件2 備註：山—
象山-體驗比101還高的象山下台北市的風景



 附件3 備註：天—
台北天文教育館-體驗自然科學宇宙天體的奧秘



 附件4 備註：行前準備—
學生利用Jamboard討論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