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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二林鎮廣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實施「學校辦理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計畫成果報告 

 

「廣興文創小青農，香草樂活輕旅遊」 

 

壹、 計畫內容 

一、計畫名稱 

    「廣興文創小青農，香草樂活輕旅遊」 

 

二、理念目的 

   (一）彰顯本縣自然及人文環境特色，引導師生從事優質戶外教育活動，發展各地特

色。 

  （二）鼓勵營造真實世界的學習情境，激發五感體驗的環境教學融入活動。  

  （三）促成親子師生交流之情誼聯繫，培養愛護大自然之互尊共好情操。 

 

三、學校發展戶外教育優質課程規劃 

 

    本方案「廣興文創小青農，樂活香草輕旅遊」：課程串接二林四鄉鎮，發掘在地特

色深耕家鄉土地，透過扎根教學模組，讓參與戶外課程體驗的孩子能認識彰化西海岸風

情，進而對生態環境產生反思回饋，同儕間能藉由合作學習和實作體驗將所聽、所見和

所聞，透過科技輔具加以記錄，並藉由符碼轉換以多元評量方式呈現，此外，透過本次

戶外課程培養孩子，具有在地意識、友善農業、文創手作和跨域分享，進而促使孩子、

學校和社區揚芳有成。 

 

四、學校發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簡介與資源規劃 

    1.學校推動戶外教育優質課程所產生之優質路線 

 

五、可推廣與承擔之優質戶外學習路線規劃說明 

 

(一)戶外教育優質路線介紹（路線一） 

(1)路線名稱：「蚵」學「芝」旅 

(2)路線時間：一日 

(3)適合年級：一至六年級 

(4)路線乘載量：一次 40-80人，每學年可供 1~5梯次。 

 

   廣興國小因採「無毒友善」模式種作香草、據此發展校本課程，故與二林四鄉鎮農

業、漁業「理念青農」素有交流，已自成「無毒種作樂活圈」。本方案期待在遊學架構

下，以廣興為中心，外展地域，整合納入芳苑鄉-王功蚵藝文化中心(蚵仔)、芳苑鄉-油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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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堂(黑芝麻)、大城鄉-黑翅鳶農場(小麥)、二林鎮-清靜田農場(栗子地瓜、無毒雜糧)與

竹塘鄉-四五莊園(玉女蕃茄溫室種作場，輔植小黃瓜)，協力提供課程體驗。 

 

 

1.適性規劃體驗課程，拼貼四季戶外教育 

本次戶外教育遊程規劃重視「生活情境」、「實作體驗」、「跨域課程」及「在地文化」，以

二林為首，向外拓展至大城、竹塘和芳苑，進行在地化的區域整合，形成「二林四鄉鎮」

戶外教育之課程模組體驗，須配合「農業及漁業自然節氣」、適應「小農工作淡旺週期」。  

2.學校已推動之戶外教育路線說明 

本案透過學期走讀戶外，在地深度學習的課程，執行期目前分為上、下學期，依照「最適

體驗時間」與學校視課程需求進行自由選修，預計規劃 7次戶外教育的課程，實際執行得

視校務經營增刪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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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戶外教育優質路線介紹（路線二） 

(1)路線名稱 「蔗」是我的家鄉 

(2)路線時間 一日 

(3)適合年級 一至六年級 

(4)路線乘載量 一次 40-80人，每學年可供 1~5梯次 

(5)路線教育內涵說明  

1.路線介紹：從家鄉歷史與地景出發，認識日治時期二林地區的農業脈絡，鑑往知來，

體驗與實作現代農業的變遷，最後藉由符碼轉化，將課程踏查與體驗以文字進行分享。此

外，走訪竹塘四五莊園，認識溫室栽種方式以及適合栽種的農作物，接續體驗在地農莊蔬

果採收，結合當季食材與採收蔬果製作創意料理，接著走訪黑翅鳶農場認識大城小麥，認

識植栽歷程，體會自然環境的生態鏈，培養環境永續發展的素養。 

2.課程說明：參與本次戶外課程活動時，學習者能共同傾聽在地耆老經驗分享，以及返

鄉青農的種作理念，從中鼓勵學習者能夠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感受、想法和意見，同時能與

同儕一起尋找和嘗試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學會擔任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在合作互助下尊

重和執行團隊的決議。 

3.教學活動前：在準備課程中，確立教學目標，提供前導學習單，建構學生對於二林四

鄉鎮在地人文歷史脈絡與先備知識。 

4.教學活動中：在體驗課程中，執行教學活動，帶領學生透過走讀認識二林、大城和竹

塘的地景文化，聆聽返鄉青農無毒種作經驗分享，透過五感體驗和實作，在產地中實際摘

採新鮮蔬果，並能發會創意製作美味蔬食料理。。 

5.教學活動後：藉由多元評量實施教學評量，將習得知識轉化，並加以應用於情境。 

(6)適合月份 10月~12月 

(7)學習地點與內容  

 a.二林鎮-清靜田：無毒友善種作日本栗子地瓜、黑豆、越光米。飼養無毒雞、生產有 

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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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二林鎮-二林蔗農事件碑：尋找二林甘蔗田現址。認識五分車及早期軌道路線。踏查 

二林蔗農事件界碑。 

c.二林鎮-仁和宮和老街踏查：認識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參訪三級古蹟仁和宮。體驗 

宮廟文化與老街巡禮。 

d.大城鄉-黑翅鳶農場：無毒友善種作小麥、黑米、越光米。體驗無毒種作、田間焢 

窯、麥稈手工藝製作。保育類黑翅鳶生態觀察導覽。小麥饅頭及 

簡易烘焙課程。 

e.竹塘鄉-四五莊園：溫室種作玉女蕃茄、小黃瓜。體驗溫室種作、田間焢窯、有機概 

念教學。植物病蟲害自然防治。 

 

六、預期效益 

 

1.預計提供__5__校，預計來訪__200__人。 

2.本校參與教師數_17_人，本校參與學生數_90_人。 

3.共6位協作師資，協作師資屬性，專業課程需求__6__位。 

4.透過體驗、探究、合作學習，學生更能瞭解書本上知識內容。 

5.透過實地的踏察、解說能更加瞭解文化、環境、歷史背景。 

6.透過參訪行程導覽解說，能與自已家鄉連結，進而對歷史再深層的瞭解。 

 

貳、 實施過程 

一、本計畫實施過程描述與相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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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關行程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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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過程描述：參訪流程規劃順暢,內容從芝麻的起源和故鄉說起很能吸引人,執行成效非

常好,不管實作芝麻壓成泥狀裝罐或是打芝麻收集芝麻的體驗,時間分配得宜。講師的解

說和時間掌控非常專業。 

 

3.參訪心得：參訪油籽學堂是孩子們難得的體驗,了解了芝麻適合生長和播種的季節也

認識了芝麻的故鄉,孩子們透過講師精闢專業的解說對芝麻有了第一步的認識,在芝麻輾

壓成醬裝罐的過程親自感受芝麻的香氣,最後還親手實作打芝麻收集芝麻,這些都是孩子

們難得的體驗,芝麻冰淇淋應該是最完美的 ENDING,感謝油籽學堂和廣興國小給我們這

個機會,品嘗都市人所不曾體驗的芝麻味。 

 

二、計畫執行過程遭遇到的問題（如何處理與應變解決） 

1.疫情造成無法辦理的問題： 

 由於今年遇到新冠肺炎嚴重疫情，因此參與學校多數時間是無法到進行參訪。然而透 

 過線上方式，將學校辦理的歷年成果進行交流，同時也是達到分享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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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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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退潮時間潮間帶踏查 學生聆聽潮間帶解說員生態解說 

  

學生體驗蚵農漁潮間帶的工作環境 學生參觀發力發電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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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學生學習表現 

一、學生學習的表達、表現與創作記錄 

1.裝填芝麻醬，設計包裝 2.撰寫參訪心得 

 

參訪心得節錄： 

參訪「油籽學堂」是難得的體驗，了解了

芝麻適合生長和播種的季節也認識了芝麻

的故鄉，透過講師精闢專業的解說對芝麻

有了第一步的認識，在芝麻輾壓成醬裝罐

的過程親自感受芝麻的香氣，最後還親手

實作打芝麻收集芝麻，真是太棒了！ 

3.撰寫學習單 4.撰寫學習單 

  

 

 

二、形成性評量的歷程檔案資料 

   本計畫實行過程，分為進行前、進行中、進行後，並依 

（一）進行前：景點探訪 

1.路線介紹：走訪芳苑蚵藝中心，認識蚵產業文化與體驗蚵殼工藝之美，接續走訪王功

漁港欣賞潮間帶與採蚵體驗，體會自然環境的生態鏈，培養環境永續發展的素養，最後

走訪油籽學堂，認識黑芝麻與植栽歷程，以及走訪老街踏查巡禮。 

2.課程說明：參與本次戶外課程活動時，學習者能共同傾聽在地耆老經驗分享，以及返

鄉青農的種作理念，從中鼓勵學習者能夠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感受、想法和意見，同時能

與同儕一起尋找和嘗試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學會擔任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在合作互助

下尊重和執行團隊的決議。 

3.教學活動前：在準備課程中，結合自然領域課程，認識海洋生態、自然環境永續、植

物構造與生長方式，結合本次戶外教育彰濱海域和芝麻雙主題，確立教學目標，建構學

生對於課程脈絡與先備知識。 

（二）進行中 

教學活動中：在體驗課程中，講師透過實作體驗，帶領孩子認識蚵生態、芝麻種作以及

體驗文創手作 DIY，在執行教學活動中，帶領孩子透過移地學習，並將五感體驗進行符

碼轉化，以圖文紀錄於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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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行後 

1.教學活動後：藉由多元評量實施教學評量，學生將習得知識轉化，並加以應用於情

境。 

2.與帶隊教師與參訪景點講師及承辦人討論行程的實施成效，並檢討改善作為下次的經

驗。 

 

三、總結性評量或多元評量的成果舉例 

 (一)在計畫執行後進行實施歷程的總結性評量「戶外教育回饋表」滿意度調查，獲得

良好的回饋。 

項次 項度 滿意度 說明 

1 戶外教育安排 

平均 5星 90% 

平均 4星 10% 

平均 3星 0% 

平均 2星 0% 

平均 1星 0% 

90%非常滿意 

2 課程內容 

平均 5星 85% 

平均 4星 15% 

平均 3星 0% 

平均 2星 0% 

平均 1星 0% 

85%非常滿意 

3 成長迴響 

平均 5星 84% 

平均 4星 16% 

平均 3星 0% 

平均 2星 0% 

平均 1星 0% 

84%非常滿意 

 

 
 
 
 
 
 
 
 
 
 
 
 
 
 
 



12 

 

 
 
 
 
 
 
 
 
 
 
 
 
 
 
 
 
 
 
 
 
 
 
 
 
 
 
 
 

肆、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建議 

 

一、計畫無法解決的問題說明（如果有的話請說明所遭遇到的困難或挑戰）。 

(一)疫情因素縣政府宣布暫停戶外教育，以至於計畫無法執行，雖然有線上的輔助方

案，在體驗課程上，仍慈法克服。 

 

二、總體自我評估與建議（說明整體效益評估與建議）。  

(一)本校自我評估在歷年來的計畫執行上向來績效良好，只是因疫情因素，縣政府宣布

停止縣內與跨縣市校外教學，經費與計畫無法依期程執行完畢，建議相關計畫與經費能

延後辦理，等待疫情和緩後繼續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