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計畫 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成果報告〔國立學

校〕 

一、計畫名稱 
臺東縣 112學年度美和國小戶外教育實施計畫 

金針山休閒農業園區-金針花的邀約 

二、學校名稱 臺東縣太麻里鄉美和國民小學 

課程實施地

點 

☐跨縣市，________縣(市)   無跨縣市 

地點：（請填列鄉鎮及場域名稱） 

課程實施單

位 

☐班級 ☐班群 學

年 

參與學生數 42 

參與教師數 13 

課程主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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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探索 ☐水域活動 

外部協作師

資 

共_______位 

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_____位 

☐安全風險管理_____位 

☐其他：__________需求師資，_______位 

協作師資資

訊 (若有多

位師資，請

自行新增欄

位) 

姓名  
師資類型 請選擇師資類型 

單位 (若無免填) 

聯絡資

訊 

電話： 

信箱： 
教學類型 請選擇教學類型 

專業證

書 

 
教學專長 請選擇教學專長 

協作師資資

訊 (若有多

位師資，請

自行新增欄

位) 

姓名  
師資類型 請選擇師資類型 

單位 (若無免填) 

聯絡資

訊 

電話： 

信箱： 
教學類型 請選擇教學類型 

專業證

書 

 
教學專長 請選擇教學專長 

 
三、

計畫

實施

本次活動以 1-3 年級、4-6 年級分群，內容包含體驗、課程解說和健行導覽。

因颱風即將登台，在天候考量下，調整上下午場次的學習內容，山區早上天氣穩

定，以戶外活動為主，下午氣溫下降，以室內為主。 



2 
 

過程

記錄 

健走探秘之旅在導覽員的帶領下，享受了一趟健康的山林探秘之旅。學生在

這次活動中不僅能夠欣賞美麗的景色，還能透過導覽員的講解，了解當地的植物

和生態環境。在實施過程中，我們評量學生的步數、時間和心跳等指標，以確保

他們達到一定的運動強度。這樣的設計能夠讓學生在健身運動中學習、體驗大自

然之美。根據學生的回饋，他們在這次活動中獲得了豐富的知識，並且意識到保

護環境的重要性。 

 

分組帶領學生進入生態產業區，進行植物觀察和茶葉製作體驗。在這個活動

中，導覽員帶領學生認識當地的植物種類和特性，並讓他們實際觀察、了解和記

錄當地的植物生態。學生也有機會參與碧玉筍的採摘和果凍的製作過程，這樣的

互動讓學生更深入地體驗到植物的奧妙。經過評量學生的觀察報告、口頭報告和

作業等，我們發現學生在這次活動中表現出了對植物的敏銳觀察力和記憶力，他

們能夠清楚地描述植物的特徵、生長環境和生長過程。 

班級各自帶開，瀏覽山林景觀的活動，，在涼亭上欣賞山林景色和風景。透

過導覽員的解說，學生們不僅能了解當地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還可以進行花

田間穿越活動，體驗探險的樂趣。在評量學生的作業中，我們發現學生對於山林

景觀的特點、生態價值和保護措施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們的學習成果體

現在他們對於測驗問題的回答和對於主題的思考。 

最後，我們在室內進行靜態解說，讓學生了解金針花的特性和價值。在參觀

過程中，導覽員講解了金針花的外觀、生長環境和營養價值。學生們在這次活動

中學習到了金針花的栽培技巧和利用價值，並且從親自採摘金針花獲得務農樂

趣。根據學生的回饋和觀察，他們對於金針花的了解更加深入，並且在學習過程

中培養了對於農業和自然環境的關注。 

這次的戶外教育活動為學生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學習經驗，並且讓他們透過實

際操作和體驗來加深對於自然環境和生態的理解。學生在活動中獲得了知識和技

能，同時也培養了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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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

學習

表現 

學生 A 

在健走探秘之旅中，我不僅享受到大自然的美景，也學到了很多關於植物和

生態的知識。導覽員生動有趣地講解，讓我對山林的植物種類和它們的生態環境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時，健走讓我感受到運動的快樂和健康的重要性。這次活

動讓我同時學到知識和鍛煉身體，真是一次難忘的經歷。 

 

學生 B 

植物觀察體驗讓我對植物的奧秘有了更深的瞭解。我們仔細觀察了不同種類

的植物，學會了如何辨認它們和記錄它們的特徵。製作茶葉果凍的過程讓我親身

體驗了產品加工的流程，這讓我更加珍惜食物的來源和價值。這次活動讓我明白

了植物和生態對於我們的生活有多麼重要，同時也培養了我的觀察和記錄能力。 

 

學生 C 

參觀金針花田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我從導覽員那裡學到了很多關於金針花的

知識。我了解到金針花的外觀特點、生長環境和營養價值。實地觀察和體驗金針

花的生長和採收方式，讓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這一特殊植物的價值和用途。這次

活動讓我對於植物的多樣性和生態的保護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激發了我對於生

態研究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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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效

檢討

與建

議 

活動源自於一次課堂上與學生的對話 

「甚麼!?金針山離我們這麼近，你們都沒去過？」 

聽到學生的生活經驗如此薄弱，與同仁討論策畫這次的內容，很幸運接洽金

針山園區熱心且充滿教育愛的蔡先生，願意接待學校進行導覽與體驗活動。 

活動設計上，我們注重寓教於樂、體驗互動。四項活動形式多樣，運用健走、

觀察、欣賞景觀以及體驗採摘等方式，讓學生在愉快的過程中獲得知識、培養觀

察力和反思能力。學生展現出高度參與熱情。特別是植物觀察和金針花田採摘等

具互動性的項目，學生都能夠透過親身體驗，獲得直接、深刻的理解。這充分體

現了活動設計的成功之處。學生們不僅增長知識，更能在互動過程中感受人與自

然的聯繫，培養對環境的關懷之心。這也是我們規劃這次活動的初衷。 

這次活動配合金針花季，安排較往年早，也慶幸活動辦理時沒有遇到颱風搗

亂，活動順暢，學生不只了解金針山當時開墾的樣貌，也了解金針產業的製作與

面臨的困境，更在山林間暢快呼吸，享受夏日渴求的涼爽，看著孩子滿足的笑容，

一切規劃都值得。 

 

為了進一步提升活動的成效，我們可以考慮以下建議： 

擴大活動的範圍和深度：可以將活動的主題擴展到更多不同的生態環境和地

理區域，延伸後續農產品產業對家鄉的影響，以及永續管理的探討，深化教學成

效。 

強化活動的互動和參與性：可以增加學生的互動機會，例如進行討論和分享、闖

關解謎等，讓學生更積極地參與和主動學習。 

提供更多實踐和應用機會：除了觀察和體驗，可以設計更多的實踐和應用環

節，讓學生能夠將所學知識應用到實際情境中，提升學習的實效性。 

加強評量和反思機制：建立完善的評量機制，包括學生的觀察報告、作業和

口頭報告等，同時也要鼓勵學生進行反思和自我評價，以促進學習的持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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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戶外教育活動包含多種豐富且有效的學習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

探索精神。通過持續改進和創新，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升活動的成效，讓學生在自

然環境中獲得更多的知識、技能和情感體驗。 

未來可依據不同年段，有層次的縱向與橫向連貫學習內容，將在地產業細部

拆解深入學習，如此不單只是體驗，能更充分在單一的學習內容裡體現素養的表

現。 

六、計畫經費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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