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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成 果 報 告 

彰化縣 108學年度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計畫── 

來去南投住一晚──踏遍山水，划進日月 

活 動 成 果 報 告 

計畫名稱 彰化縣 108學年度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計畫 

申請學校 彰化縣民權華德福實驗國民中小學 

計
畫
說
明 

一、 前言： 

  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強調將生活情境融入教學中，期待學生成為自主行動、能夠溝通

互動，且可以社會參與的「終身學習者」，本校施行華德福實驗教育，正是實踐十二年國

教教育理念之教育方式。從低年級的散步課程，讓孩子們以認識自身生活環境為主，從家

庭、教室與校園，漸進到村落與社區；進入三年級以後，配合建築及認識各行各業的課程

安排，再逐步擴展到鄰近鄉鎮的認識；進入四年級以後，課程主軸進入地方探究，孩子將

視野擴展到整個彰化縣；高年級以後進入臺灣史地，孩子們放眼整個臺灣；孩子們在學校

課程的安排下，慢慢向外擴展視野，並藉由戶外課程，走出教室，真實的與土地連結，經

驗所處的生態環境，讓孩子們培養自主學習能力，能學會自己解決問題，進而培養人際間

的交流互動。 

    華德福教育認為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個體，因此配合孩子的發展進程，以意志、情感、

思想的活動，結合藝術、音樂、肢體活動……等美的課程，希望在學習的同時也是健全孩

童的身、心、靈過程，課程中強調孩子的體驗的過程與學習環境，希望藉由最真實的經驗

引出孩子內在的學習動機，對於事物保持好奇探究的精神，進而擁有完整、各個面向的學

習；而在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中，認為每位孩子皆為獨立個體，各自擁有不同的性向與

多元智能，教育發展的目標之一為提升孩子的學習興趣及終身學習能力，因此歸納出九大

核心素養，此處正與華德福教育之理念不謀而合。 

孩子無時無刻以各種方式及感官在眾多的場域當中學習，期望透過不同面向的戶外

教育活動，如：散步、登山、腳踏車、獨木舟……等，能激發孩子細膩的觀察力與豐富的

內在學習動機，讓孩子愛上學習，進而能主動學習、會想辦法學習，並且在學習中能夠與

他人互助合作，有系統的思考並有效執行學習的計畫。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之所有內容，皆扣緊學校本位課程，並衍伸自平時課程內容，非一

次性活動之性質。 

二、 活動時間：109 年 10 月 22 日至 109 年 10 月 23 日 

三、 場次：一場 

四、 參與人數：學生 5人、教師 2人，合計 7人 

 

  



 

成 

果 

報 

告 

一、 實施過程 

(1)歷史文化緣起：原住民族─鄒族 

    在四年級的社會課程中，老師規劃學習內容，提及原住民族的發展、歷史與人文，在聆聽

關於原住民的故事時，孩子們走出教室與學校，實際進入到鄒族的生活聚落，深入了解各族群。 

(2)地理環境緣起：日月潭樣貌 

   在高年級的社會課程中，老師規劃學習內容包含─臺灣的地理、臺灣的水文、臺灣五大地

形、臺灣低、中、高海拔……，孩子動手繪製工作本(課本)時，透過老師的講述，而整理自己

所理解的課程內容，然而在生活經驗中，日月潭的樣貌與平日所見的農村或海邊大有不同，實

際來到日月潭，觀察不同的地理環境。 

 

 

 

 

 

 

 

 

˙學生自己完成之社會工作本。 

(3)親近水、與水合作：親水活動 

    本校與遠近馳名的王功漁港僅相距 8公里，因此雖然校地座落於務農為主的五俊村，但與

「海」和「水」之間仍有著親密且微妙的關係，從日常生活的觀察、潮間帶、紅樹林、蚵田的

探索，直到時進進入水中的游泳或獨木舟……等相關課程，我們希望孩子對於親近水、與水合

作的部分能夠和意志、情感、思考能力並進發展，亦是在華德福教育中所重視的──讓孩子們

有更多實際動手操作、實際行動，在真實工作之中，開啟孩子們的感官、感受，並能和意志、

情感、思考同步邁進。 

(4)體能展現：腳踏車環潭 

    在五年級時，孩子們的身體逐漸走向平衡，孩子們在五年級的課程中，談論希臘神話，也

在此時，進行標槍、鐵餅、立定跳遠、折返跑、城邦接力之奧林匹克運動項目之練習，學習的

內容不在於競爭，而是超越競爭之團體合作，透過騎腳踏車環潭的活動，凝聚孩子共同互助合

作的心力，並於平時加強體能的訓練。 

(5)生態活動：生態活動體驗 

    於一至六年級課程中均安排自然日課程，依據華德福教育的兒童發展進程，給予不同年級

的孩子不同的任務，如：低年級盆栽植物照顧、中年級糧食植物耕種，高年級細部植物觀察及

認識，同時，亦在不定期的戶外教育的課程中安排登山植物解說、蝴蝶生態認識、紅樹林溼地

踏查、水鳥生態認識……等活動，期待孩子在真實的環境中，認識大自然的生態，更進一步的

友善對待生態萬物。 



(6)住宿學習體驗：校園親師生大露營 

    孩子們個個來自截然不同的家庭，共同生活在學校社群中，因此，「團體行動」也就成為

孩子們需要好好下功夫的學問，基於華德福教育所重視的──給予真實的環境與體驗，在先前

課程安排中，規劃一次在學校過夜的露營活動，在露營活動中，孩子們自主學習搭帳篷、學習

從規劃菜單及實際採買到親自動手料理、挑戰安排露營晚會活動、計畫邀請家人及學校師長參

與，種種環節不但須整合孩子們平時在各領域積累的知識與技能，更須要溝通與合作的能力。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之所有內容，皆扣緊學校本位課程，並衍伸自平時課程內容，非一次性

活動之性質。 

 

二、 學習活動照片：  

  

生活處處是學習，漫步在小徑時，老師介紹常

見農作物，並引導孩子們觀察。 

有自然日的基礎，我們認出許多植物，今

天透過老師的介紹，我們新認識了好吃的

山蘇。 

   

會跳舞的活盆地，踩起來有軟又 Q，讓我們來看

看下面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實際踩進活盆地體驗的我們，看看成果

吧！ 



  

穿好救生衣，我們接下來的活動很不一樣，是

以前從沒經歷過的划船喔！ 

老師來教我們如何正確的使用槳，我們迫

不及待的要進入水道中啦！ 

  

划船果然沒有想像中簡單，我們一路碰壁但仍

然繼續努力往前划。 

意志力展現的時刻到了！看看我雖然個頭

小，划起船來是不是很有架式呢？ 

  

傳說中的九蛙，我們終於見到本蛙了！ 在夜晚與爸媽、老師和校長漫步伊達邵，

體驗課堂中介紹的原住民文化，真是難忘

啊！ 



  
我們鍛鍊自己的雙腳，一路走完青龍山步道，

聽說這條道路和玄奘大師很有關係呢！ 

到日月潭一定會經過，卻不見得有機會攻

頂的慈恩塔，從不同的角度看日月潭，感

覺真的不同呢！ 

  



進行戶外課程時，也是很好的親子交流時光，

透過陪伴，讓家長得以窺檢孩子專注學習時的

迷人樣貌。 

親子共同進入課程、一路陪伴挑戰與學

習，相信會是很難忘的親子時光。 

 

 

平時訓練的成果終於得以展現，我們用自己的

雙腳騎單車在日月潭環湖喔！ 

平時訓練的成果終於得以展現，我們用自

己的雙腳騎單車在日月潭環湖喔！ 

 

三、 成效檢討與建議 

（一） 整體效益評估： 

孩子在中低年級的課程中奠下了體能的基礎，到高年級時透過給予明確目標

(如：單車環日月潭)鼓舞孩子繼續前進，在練習的過程中，能看見孩子互相扶

持、問題解決以及堅定的意志等能力皆有很好的展現，同時也透過這樣的課程

讓孩子除了在地文化的認識外，將範圍擴展至其他縣市與不同民族的文化，進

而在探索、嘗試過程中學會解決問題，同時也對這片我們所生活的土地有更多

的連結與情感。 

也能。 

（二） 困難與挑戰： 

1. 水域部分的活動具一定危險性，平常較難先為孩子進行預備，因此孩子到

當日會有些許不熟悉的現象，需要花一些時間進行練習。 

2. 交通工具部分因班級人數、經費限制及場地限制等問題，較難選定符合所



有需求之車輛。 

3. 觀光地區對於便當的訂購較為困難，大多是合菜形式，餐點經費支應相較

之下有些拮据。 

（三） 改進與建議： 

此次行程因交通時間較長，因此有時讓孩子進行體驗的時間較為緊湊，難有時

間讓孩子停留在現場記錄當下感受，下次可以調整行程時間，讓孩子除了以感

官感受外，也能以畫圖或文字書寫的方式當下即刻紀錄，定會加強事後討論之

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