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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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規劃前往澎湖縣的自主學習之旅，原定搭乘快艇前往澎湖，經家長會與六年忠班家長

討論，考量海象問題，決定搭乘飛機前往。另考量海象問題，也取消跳島行程改成澎湖島內

環島旅行。 

一、透過戶外實際參觀的活動，讓學生能由實際的體驗，印證課本知識與生活的結合，如澎

湖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舊城門的保留原因等，並拓展學生學習領域，提昇學習興趣並增加

學習的效果。 

二、藉由戶外教學參觀之實施，使學生經由實際生活體驗，拓展學習領域，看見玄武岩地

質，落實課本知識與生活領域的結合。 

三、結合平板自主學習，預先分組規劃交通、住宿、總務與機動組別，讓學生透過分工合

作，達到自主學習之旅的目的。 

 

二、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1.學生能在社會課上學習到澎湖群島的地層。 

2.學生能熟讀澎湖縣地圖，進行資料收集與統整，能與同儕討論， 

   規劃單車環島路線。 

3.學生能上台進行專題報告發表。 

4.學生能讀列車時刻表，規劃出踏查路線。 

5.學生能善用學習平台與官方網站，進行自主學習。 

 

三、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一)原本計畫至布袋港搭快艇前往澎湖，但因為考量風向與季節因素，改搭飛機前往。所以

在交通方式的查詢上，多費了一點功夫。 

(二)活動日期巧妙的避開澎湖花火節，可以避免人潮，也比較容易買到機票，但有些地方似

乎趁著花火節前夕進行整修中，較難看到場館開放實屬可惜。 

(三)過夜的戶外教育之旅，很考驗帶隊老師的體力與控班能力，需要長時間與學生培養默契

與事先規範。全程大多以步行前進，每日都要日行萬步以上，有學生的腳力不勝負荷，只能

先回民宿稍作休息，下次建議可以先訓練學生的腳力，讓學生熟悉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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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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島大冒險 

二、學校名稱 縣立梧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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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 

實施地點：澎湖縣西嶼、馬公市區 

五、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數 10人  參與教師數  4人 

六、外部協作師資 

共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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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課前討論 

(1)走出梧鳳： 

-先將學生分為兩組，與學生共同討論從梧鳳國小出發，如何到達台中機

場，搭乘飛機前往澎湖。 

-打開 google地圖尋找路線，並善用員林客運、台鐵網站資源， 找尋適合

搭乘的時刻表，並計算規劃轉乘的時間。 

(2)相約菊島： 

結合五年級的社會課程，先於線上澎湖地圖，分別找出課本上提到的開台

探訪的地點，並且找出其相關資料，上台發表。 

2.課中學習 

(1)課程內容： 

-學習玄武岩地形與澎湖早期開發的歷史：教師講述式教學，結合影片欣

賞。教師於學習吧平台派發學習任務。 

-線上菊島學習：教師帶領學生瀏覽澎湖相關網站，讓學生自主選擇參訪

路線。 

-進行專題準備：給予學生適切的輔助。 

-交通方式大搜查：教師帶領學生閱覽台鐵、員客、快輪的路線圖及時刻

表。 

3.課後反思 

(1)反思討論： 

於課堂後使用 4F反思法，引導學生說出事實、感受、發現與未來，帶領

學生進行反思與討論，鼓勵學生說出自身想法。 

(2)學習成果展現： 

學生要針對選定的主題進行專題發表，更加深入了解澎湖後，實際進到學

習場域，才能更有感觸與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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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間帶踏查



地質踏查



 地質館體驗



馬公市區探險



跨海大橋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