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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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課程實施資訊 

1. 屬於校訂課程中的一環，融入環境、防災、以及安全等議題。 

2. 本次課程的實施地點在苗栗縣三義鄉的火炎山登山步道以及挑炭古道（三通嶺古道） 

3. 原計畫訂定實施對象為 5-6年級學生的 2天 1夜行程；後考量實施時間為學期末，故改成

全校學生前往的 1天來回行程，高年級（4-6）前往火炎山登山步道、低年級（1-3）前往挑

炭古道參訪。 

4.課程實施的類型主要以「生態環境」、「人文歷史」、「山野探索」、「休閒遊憩」、「場館參

訪」等。 

二、課程規畫 

（一）學習目標： 

1. 蒐集 LNT概念的緣起與其中 LNT1、LNT2、LNT7原則的內涵。 

2. 延伸學習場域，帶領學生走進戶外，連結課本知識與實際生活經驗，讓學生透過感官與經

驗學習，不斷擴展視野和多元智能，提升學習熱情。 

3. 透過師生共構行程規劃以及自主學習活動，讓學生學習團體中溝通、協調與合作的能力，

並進行體驗、探索、覺察、反思的學習，激發愛護生活環境，提升運用資源解決問題的能

力。 

4. 將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的理念引進校園，透過引導學生進行戶外學習活動，與支持教師

進行共備與教學，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知能，並從活動中發現問題及察覺可能的危機，預擬可

行的解決方略進而避免意外發生，進而積極投身 SDGs議題研究與生活實踐。 

（二）課程設計 

1. 課程規劃： 

（1）參觀「火炎山生態教育館」，讓學生對於火炎山地質環境有初步的認識，利於 LOD規劃

第 2天的行程，並提高安全風險意識，此外更安排館內環教課程，提升學生對於當地動植物

生態的瞭解（SDG15）。 

（2）規劃「挑炭古道」（三通嶺古道）走讀行程，除踩踏在古樸自然的鵝卵石步道外，更能

欣賞沿途相思林、樟樹、楠木、油桐美景，促進學生愛護自然環境的信念，此外規劃「學生

為師」課程，在 LOD的帶領下簡要的向參與的同學說明該處的歷史與變革。 

（3）善用「火炎山」地形資源—大峽谷、風蝕地形、土壤特質，連結課本知識與補充相關知

識，透過戶外教育學習活動，活用所學適性展能，符合土庫國小課程總目標『多元探索 自信

展能』。 

（4）以觀察、探索、對話、體驗等方式學習，且規劃部分課程「以生為師」，讓學生在自然

的狀態下，以更多元的方式獲得知識並習得解決問題的能力。 

（5）本次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以環境教育、部分 LNT為教學議題，並融入「登山技巧」

—休息步、上/下山步伐，俾達成自然與生活科領域為主軸跨域（社會、健康與體育、綜合活

動與彈性課程-防災、安全教育），與校本課程四大主軸：喜悅藝術、科學食農、生命樂活、

人文社會相呼應。 

2. 教師引導方法： 

（1）任務導向學習： 

於行前說明「挑炭古道」與「火炎山步道」地理位置及其地形、地貌及土壤學習資源，並透

過適當的分組，並賦予各組任務，鼓勵運用「生生用平板資源」搜尋課程資料，預擬執行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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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團隊合作模式： 

本計畫以「跨年級」分組為主，並以小組指定 LOD（Leader of Day），培養孩子領導及團隊合

作、遵守團隊紀律品德。 

（3）以生為師課程： 

於課程活動中，依主題安排學生擔任「議題」教學者，如「挑炭古道的歷史與沿革」、「火炎

山的形成、命名」、「火炎山的地形與風化」…等課程，讓學生也能擔任本次活動的教學者，

與老師共構本次戶外教育課程。 

（4）生活即學習導向： 

「生活需要，課程學習」兩者相輔相成，於計畫執行過程中，安排「可應用」之課程內容，

讓學生學有所用，實踐於生活情境中的素養導向能力。 

3. 自主學習模式： 

（1）定向課程： 

本計畫採「分組活動」，並由學生自選 LOD，並從團隊互動中了解自己、他人與團體的關

係。 

（2）發展課程： 

本計畫採「師生共構」戶外教育課程，透過學生自學習，增進「問題解決力」、「自我瞭解

力」、「人際互動力」等。 

（3）充實活動： 

本計畫安排「試探活動」、「服務活動」、「探索活動」等教學策略，來奠定學生未來主動學習

之基礎。 

（4）研討座談： 

本計畫課程亦重視學生於課程前、中、後的經驗「分享」與「交流」，藉由學生自己籌畫（選

定主題、蒐集資料、分組座談）、主持座談活動，培養其領導能力。 

4.課前討論 

（1）辦理週三下午教師增能研習，增進老師相關課程內容專業知能。 

（2）利用週四上午實施學校共同學習課程，讓學生參與規劃戶外教育 

（3）學習路線、師生互動與討論戶外教育前的先備知識課程主軸。 

5.課中學習： 

依據學生身心發展和學習性質，分派不同學習任務進行學習活動，再透過戶外教學驗證所學

活用所學，透過學生蒐集挑炭古道、火炎山地形地貌與土壤對植物生長的影響進而製成 PPT

或海報及學習手冊，並指導學生完成行程規劃並擬定問題解決可行方案，驗證所學、活用所

學，登山技巧指導體驗火炎山陡峭、困難地形步道對身體的影響與並瞭解該步道途中對安全

的 衝擊。 

（1）自主行動：結合自然（地形地貌形成的原因）、綜合（團隊分工與合作）、健體（登山技

巧）及綜合（安全、防災教育），由學生小組協同學習。 

（2）溝通互動：運用地圖、指南針規劃路線並以加強符號運用及團隊表達溝通。 

（3）社會參與：LNT原則與意涵，實踐全球公民責任，涵養安全教育及防災的相關概念與

技能。 

6.課後反思： 

課程結束後由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反思討論，並將學習成果展現出來，與全校師生分享。指導

中、高年級學生依據不同學生的身心發展與可運用的技能以海報、簡報等方式進行分享；師

生共同給予回饋意見。教師群依此一歷程進行戶外教育課程分享及修正。 

（三）評量方式 

鼓勵學生學會互動溝通，在學習活動中創造大量聽說的機會，進行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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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大量閱讀蒐集資料，應用所學完成教師指派學習任務，進行活動式評量。 

 （1）學生能夠閱讀環保議題書籍及運用資訊設備搜尋「挑炭古道」、「火炎山登山步道」的

資訊，並節錄重點進行分享。 

 （2）學生能夠透過議題討論發表地形地貌與大自然力量（風化、侵蝕）關係並探討結果

（礫石層、卵石流、地下伏流等特殊地形景觀）。 

 （3）學生能夠蒐集資料、規畫行程、風險控管，並在教師協助下主持戶外教育活動。 

 （4）能說出部分 LNT的原則與意涵。 

2. 創造成果發表的機會，進行觀察評量和紙筆評量。 3. 教學活動內容融入定期評量試題。 

（四）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 

1. 風險評估 

 （1）結合 SH150強化基本體能，並輔以基本的登山技巧（休息步、登山杖）才能順利完成

火炎山登山步道的攀登、生態踏查。(體力不足的風險管理) 

 （2）預計 1月初進行戶外教育，天氣偏冷，要注意穿衣技巧及風大行走的。(天候因素風險

管理) 

 （3）採跨年級實施戶外教育，學生的體能及情緒需要留心個別差異。(不同年齡層能力差異

管理) 

 （4）彰化竹塘到苗栗縣三義鄉預計搭遊覽車，學生的生理狀況(如容易暈車、當天身體不

適)，路程與路線的安排，相關的車檢與交通安全必須管控風險。(行進安全管理) 

 （5）本次活動因需住宿（由家長會自籌經費提供住宿），事先需辦理學生保險及確認家長是

否已完成訂房事宜。 

2. 安全管機制（因應策略） 

 （1）規畫期程進行基本體能訓練。 

 （2）依據季節與活動性質，衣著裝備需齊全。 

 （3）依據戶外教學活動的性質規劃適當的交通工具，並進行車檢或交通安全宣導。 

 （4）飲食部份依據戶外教育活動路線，確實安排潔淨飲食注意衛生。 

 （5）火炎山登山步道有部分路段有困難地形，且有崩塌疑慮，行走與團隊課程時，需注意

場域安全，確實於活動前投保意外險。 

 （6）隨時注意天候狀況與路況，準備備案。 

 （7）進行場勘，確實檢核環境中的危險因子，做好安全控管。  

 （8）籌組戶外教育活動小組隨時溝通協調，並確立緊急聯絡網。 

（五）行程規劃 

本計畫規劃二天行程，場域訂於「苗栗縣三義鄉」，除參訪「火炎山生態教育館」初探「火炎

山」地形、地貌及土讓的形成及對當地植被的影響外，也造訪當地具歷史文化的「挑炭古

道」，透過「挑炭古道」及「火炎山」登山課程，以學生為師，教師引導為輔，增進學生對特

殊地形景觀的理解，涵育 SDGs理念，其行程預計於 1月執行。 

 

二、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全校分成 2個路線前往： 

一、第一條路線 

1. 對象：1-3年級學生，以及 7位師長隨隊。 

2. 地點：土城堤防、挑炭古道以及火炎山生態館。 

3. 課程內容： 

  （1）首先來到大漢溪旁的土城堤防，以遠距離的方式眺望火炎山的地形風貌。 

  （2）前往挑炭古道，由當地的文史工作志工帶領學童們認識古道形成的緣由，並實際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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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段路程，也順便認識古道的生態。 

  （3）中午午餐時間，由各組帶隊師長深入三義老街，探尋口嘗在地美食。 

  （4）下午至「火炎山生態館」，從影片的介紹、圖片說明，以及地層剖面圖，讓學童們能

更加瞭解火炎山的地貌。 

二、第二條路線： 

1. 對象：4-6年級學生，以及 7位師長隨隊。 

2. 地點：火炎山登山步道以及火炎山生態館。 

3. 課程內容： 

  （1）進入步道前，先進行「無痕山林」的宣誓口號。 

  （2）從登山步道的出口，往大峽谷的方向前進，約攀爬 1.8公里，再原路程返回出回處。 

  （3）中午餐時間，由各組帶隊師長深入三義老街，探尋口嘗在地美食。 

  （4）下午至「火炎山生態館」，從影片的介紹、圖片說明，以及地層剖面圖，讓學童們能

更加瞭解火炎山的地貌。 

 

三、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總體自我評估與檢討： 

（一）學童體能評估 

課前讓學生們結學校規劃的SH150訓練內容，加強學生們的心肺功能以及體能。因此在本次

課程中可以發現學生們的體能比起前一次的課程，大有進步。 

1. 在高年級組中，僅有一位學生體能較弱，但仍咬著牙在老師的陪同下，緩慢的走到1.8km

的峽谷，近距離的觀看地形。 

2.低年級的學生，在短距離的挑炭古道上，個個都能跟上團體的腳步。 

（二）成效檢討 

原訂2天的行程，分成1天2條路線。雖然點與點的時間拉長，但登山的時間估算仍無法有效的

掌控，預計下一次的山野課程時間量，需要再做細部的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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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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庫探險隊—火炎山生態地景大冒險 

二、學校名稱 縣立土庫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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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三義鄉火炎山登山步道和挑炭古道（三通嶺古道） 

實施地點：苗栗縣三義鄉火炎山登山步道、挑炭古道、以及火炎山生態館 

五、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數 50人  參與教師數 14人 

六、外部協作師資 

共  0位協作師資，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  0位 

安全風險管理  0位 

其他：   需求師資，  0位 

七、執行成果說明 

一、課前引導： 

1. 以跨年級教學，打破班群界線，以大帶小的方式，引導學童們認識火炎

山的地形形成，以及挑炭古道之人文歷史。 

2. 小組規劃中午用餐之自由行程，深入三義老街探尋美食。 

二、課程中實施： 

1. 低年級（1-3年級） 

 （1）聘請在地文化工作志工，帶領學童們認識挑炭古道的緣由。 

 （2）手工 DIY，完成在地工藝。 

 （3）沿著大漢溪的「土城堤防」，眺望火炎山，以遠距離的方式來觀察

火炎山的地形。 

 （4）到火炎山生態館，瞭解地形生成的因素。 

2. 高年級（4-6年級） 

（1）攀登之前，先進行「無痕山林」的宣誓口號。 

（2）前往火炎山登山步道。從登山口處出發走至大峽谷後返回。 

（3）到火炎山生態館，瞭解地形生成的因素。 

三、課後省思： 

返回學校後，各班分別圍成「結束圈」進行組員間的思思與感想。 

 

附表 2-3 



 低年級-土城堤防1 備註：一起在堤防上和火炎山合照



 低年級-土城堤防2 備註：大家一個接一個爬上石階，站在堤防上眺望



低年級-土城堤防3 備註：哇！傳說中的『火炎山』！！



低年級-挑炭古道1 備註：沿著古道，行走一小段，感受到當時人們的辛勞。



低年級-挑炭古道2 備註：志工老師向學生們介紹挑炭古道的緣由



 低年級-挑炭古道3 備註：耶！挑戰古道小小的成功！



 低年級-手作DIY1 備註：志工老師解說製作的步驟



 低年級-手作DIY2 備註：學生們認真的製作手作



高年級-火炎山登山步道1 備註：登山前的「無痕山林」口號宣誓。



 高年級-火炎山登山步道2 備註：路邊隨手拿起的樹枝，都成為我們最好的登山杖



 高年級-火炎山登山步道3 備註：壯觀的大峽谷風貌



 高年級-火炎山登山步道4 備註：師長引導學生們觀察火炎山的地層。



 高年級-火炎山登山步道5 備註：加油，目標已在不遠處。



 全校-火炎山生態館1 備註：導覽影片的觀看



 全校-火炎山生態館2 備註：學習單的填寫



 全校-火炎山生態館3 備註：老師引導學生觀看介紹圖



 全校-火炎山生態館4 備註：利用館內圖牆解說火炎山地形形成之原因。



 全校-火炎山生態館5 備註：課程結束後的大合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