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計畫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成果報告 

一、計畫名稱 上山下海小旅行-秋 

二、學校名稱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________縣(市) 

地點：（請填列鄉鎮及場域名稱）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 
上山/田中鎮森林步道-南投縣無患子的故鄉茶香步道-南投縣茶文化主題館 
下海/芳苑鄉哈哈魚場-芳苑老街人文踏查 

☐有住宿 未住宿 

課程實施單位 班級 ☐班群 ☐學年 
參與學生數 實境課程27人 

參與教師數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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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_位 

協作師資屬性：■專業課程_2_位  ■安全風險管理____位 

☐其他：__________面向師資_____位 

協作師資資訊 

姓名 陳彥如 
師資類型 場館解說 單位 茶文化主題館/參山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 
聯絡資訊 04- 92580525 教學類型 人文歷史 
專業證書 無 教學專長 茶道文化 

 

協作師資資訊 

姓名 陳明瞭 
師資類型 環境教育 

單位 哈哈漁場 
聯絡資訊 0923077066 教學類型 養殖場 

專業證書 環境教育人員 教學專長 環境教育/食農教育 
 

 

三、

計畫

實施

過程

記錄 

(一)實境課程實施流程 

時間 第一日11/24 時間 第二日11/25 
8:00 鹿東國小(出發) 8:00 鹿東國小(出發) 
9:00 田中森林步道 

1.生態踏查 
2.步道健行 
服務學習：淨山 
無患子的故鄉(職人工作室) 
1.生態解說 
2.天然無患子洗潔精DIY松柏嶺茶香
步道 

9:30 哈哈魚場 
1.魚塭體驗活動 
2.魚塭友善養殖解說範 
3.濱海植物與漁港文化踏查 
服務學習：淨灘 
(離水之安全場域) 

12:00 午餐 12:00 午餐 
13:00 遊客中心(茶文化主題館) 

1.茶道文化體驗(職人解說) 
2.製茶解說導覽 
服務學習：鹿港詩歌朗誦 

13:00 芳苑老街人文踏查 
1. 在地職人訪問 
2. 老街巡禮 

15:00 14:00 芳苑思古述今 
15:30 縣道風光 15:00 台18線風光 
16:00 鹿東國小 16:00 鹿東國小 

 

 



 (二)課程實施過程紀錄 

1.行前課程 

  

說明：課程說明，自主學習共識。 說明：共同約定，戶外教育安全事項。 

  

說明：家長同意書，及家長志工徵召。 說明：出發前，親師生分工。 

  
  

說明：學習議題影片拍攝討論。 說明：自主學習手冊製作。  



2.實境課程-山的學習 

  

說明：行前課程-全方位共同契約。 說明：家長同意書及志工家長徵召。 

  

說明：田中森林步道課程。  
說明：天然無患子洗潔精 DIY課程。 

    

說明：茶文化主題館課程。 說明：茶香步道課程。 



3.實境課程-海的學習 

  

說明: 哈哈魚場漁夫人生課程  說明：濱海植物與漁港文化踏查課程。 

  

說明：芳苑老街人文踏查課程  說明：食魚教育魚丸 DIY課程。 

    

說明:服務學習課程/淨山、淨灘及鹿港詩歌朗讀。 說明:自主學習課程-學習手冊引導。 

 



4.教師心得 

(1)期待與願景 

鹿東國小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系列，透過分年段「上山下海小旅行—春夏秋冬計畫」，三-六年級

接力完成彰化台地「八卦山小縱走」與「彰化海岸線尋寶」，除了延伸各領域學習課程的知識之

外，更將校訂課程之範疇貫穿學生學習歷程。 

真的好希望可以全校一起來，班級年級接力，完成這項有趣的戶外教育課程。 

(2)班級自主學習課程 

a.課前討論、課中活動與課後反思，社會課本、自然課本，都在旅程中展開了。 

b.在行政處室的協助下，繁雜的行政工作，如家長同意書、戶外教育計畫書、保險事宜、遊覽車租

借、學習手冊印製及場域場館導覽解說員接洽，班級導師可以專心在學生的學習任務上。 

c.家長志工隨行，學生展現生活習慣，是很好的驗收機會。強大家長志工能量，做好分工，合作愉

快。 

d.課前學習運用網路資源是容易的；實境課程有場域解說員協助；課後反思，從遊覽車上一路拿著

麥克風分享到學校，說不完的學習趣事；學習手冊統整知識內容；議題影片展現小組分工合作及訪

談社區人士的勇氣，上傳班級群組爭取按讚數，賺取地方特產購物，連結達成親師生學習趣。 

e.學習手冊，提供自主學習策略與方法，讓班級老師輕鬆無比。 

(1)建立共識：出發前運用全方位共同契約建立共識。 

(2)時間規劃：使用個人目標學習單協助學生做時間規劃，以完成學習任務。 

(3)即時回饋：協助學生搭設鷹架後，更需要教師回饋，讓學生更上一層樓。在學生的所有學習單

上給予回饋，在課程中的任何一個教育機會點給予立即回饋，是孩子進步的關鍵點。 

(4) 獎勵機制：說明獎勵約定後，行為達標組別，給予小組點心券，用於行動糧、及平安回家慶祝

時間時使用。 

f.學伴與班級經營，讓戶外教育風險管理更輕鬆，安全回家。 

1.學習夥伴：戶外教育最怕孩子落單，隊伍太長行動又受限；本計畫結合班級經營的學伴制度，幫

每個孩子安排適合的學習夥伴，平時培養互助默契；戶外教育時不論是探索或聽導覽，都能有學伴

確保安全。需要討論時可交換學伴；需要團隊時則合併幾組學伴。讓學期充滿夥伴的支持力量。 

2.七個好習慣：史蒂芬‧柯維博士談到有關個人成功的習慣，建立在班級日常中，為每一次的戶外

教育出發做準備，孩子的好習慣是戶外教育安全管理最大的後盾。 

5.謝秀華校長分享~《鹿東戶外教育-上山下海小旅行(秋季篇)》 

半線（彰化舊名），東以八卦山脈與南投為鄰，大肚、濁水二溪，分開台中和雲林。 

期中考與校慶運動會過後，二天（不過夜）上山下海走訪實境課程去，八卦山脈拜訪茶鄉，一探無

患子神奇的清潔功效，走一趟茶香步道，淨山愛山小旅行，鹿東孩兒半線上山探訪秋天。 

一波一波白浪，拍打岸邊；一個接著一個撐起竹篙往前划；跟著漁職人，一起撒網下水捕撈魚穫； 

沙灘摸蛤篩洗樂趣多，沿著媽祖魚（白海豚）的游蹤，淨灘愛海小旅行，鹿東孩兒半線下海探訪秋

天。 

感謝課程中造訪之處的各協助單位與職人們。 

#姿婷老師 #慧香組長 #心韻組長 #景茹主任 #校長 陪同協助。 

 



四、

學生

學習

表現 

(一)學生學習過程紀錄 

 
 

說明：步道健行與獨處。 說明：植物皂製作。 

  

說明：茶道體驗。 說明：著青蛙裝魚塭體驗。 

    

說明：老街訪談產業特色。 說明：致贈感謝狀。 

 

 



 

(一)學習單及心得記錄 

  

說明：學習單成果1。 說明：學習單成果2。 

  

說明：學習單成果3。 說明：學習單成果4。 

    

說明：學習記錄1 說明：學習記錄2 
 



五、

成效

檢討

與建

議 

(一)成效 

1.學生能在戶外教育課程中，延伸校本課程，探索先民開墾遺跡。 

課前討論、多元文化文本閱讀及網路資源查詢，依學習任務學習單引導，覺察到先民開墾、古道及

現今生活的連結。 

2.學生能在戶外教育課程中，上山下海體認臺灣島便捷多元風情，搭配情境體驗學習，發揮團隊合

作精神。學生在課中學習時，能和學伴在各景點踏查，溝通交流、分工合作進行探索，完成學習單

任務。 

3.學生能在戶外教育課程中進行食農課程探索，吃在地食當季，激發環境守護愛護家鄉信念。學生

能踏查八卦山台地與彰化濱海，除了遙想先民開墾辛勞外，更能觀察到自然環境的變化，激發出守

護環境的想法。 

4.學生能在戶外教育課程中投入服務學習淨灘淨山，實踐社會服務。 

(二)檢討與建議 

1.學生體能需把關 

班級一起慢跑，支持打氣，用體能做風險管理，課程目標更容易達成。 

2.準備工作 

行前場勘非常必要，戶外環境一直在變，隨時注意氣候及場域變化。 

3.場域解說團隊合作：場域專家們，是最佳安全維護系統，確保師生活動能順利實施。 

4.服務學習課程讓戶外教育深化 

課程中安排學生付出服務，從最簡單的彎腰撿拾垃圾，讓孩子對家鄉土地的愛有出口。 

 

六、

計畫

經費

收支

結算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