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案例說明肆

26

來訪學校合
作共學機制

請說明學校推廣優質路線之方法

及他校申請管道，例如：依報名

順序、參與學生有低收或中低收

入戶學生為優先等。

1. 請說明路線之學習地點及學習內容。

2. 課程實施規劃，建立先備知識、安排學習任務或學習反思，以及

讓本校學生與來訪學生相互交流機會，例如：解說導覽、小組合

作…等，清楚說明參與者(例如:本校學生與來訪學生、本校教師與

來訪教師等)，各自所需要學習的項目與共學的內容。

戶外教育優質路線
介紹-

路線教育內涵

共學案例-A學校

共學案例-B學校

共學案例-C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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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學案例-A學校

共學案例-B學校

共學案例-C學校

1. 舉辦生態園區小學堂，帶本校學生上課，學習如何介紹園區內相關生態環境亮點，培養戶

外教育小小達人團隊，安排來訪學校進入生態園區參觀時，為來訪學校的學生進行生態環

境的解說。

2. 六年級的生火小師傅，為來訪學生進行 (尋找可燃原料-樹枝落葉)、生火與木頭擺放位置

的解說，同時協助指導操作要領。

解說導覽

分組共學

1. 來訪學校班級授課老師應於課程實施前1個月與本校共學班及授課老師進行課程對話。

2. 由本校提供課程計畫內容，讓來訪學校先行研讀。

3. 參與共學的學生進行分組並於當天對應來訪學生。

4. 將兩校學生混合分組之後進行共學。

編隊共學

1. 將來訪學校學生編入本校的小隊家族之中，由本校小隊家族隊長與副隊長協助其進行探索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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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風險管
理機制

請依據學校本學年所提供之路線內容，具

體說明整體之安全風險管理與評估機制等

規劃，並鼓勵至少規劃辦理一場次的安全

教育研習供學校教師，以加強其對於風險

之管控與應變能力，建議以200字為限。

學校示例(社區場域、部落場域)

1. 兩條路線均為社區場域、安全風險程度屬中等，但仍考量人事時

地物等安全管理，據環境場域、活動類型等風險，以及與此相對

應之人力結構等要素，進行一般性的描繪，提醒教師做好安全維

護之前的風險評估與安全防護整備工作。

2. 路線三到五屬戶外舊部落場域，安全風險程度較高，對於參與此

條路線的學校務必辦理教職員安全風險管理研習，包含課程進行

中的風險預防與維護、需依照現場實際情境與條件的變動，時刻

重新評估與調整，並透過風險矩陣概念，進行本次課程的風險評

估，隨時進行修訂與改製，以確保課程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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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 清楚說明老師預計如何做這一次整體課

程的引導，與及在課程開始之前如何賦

予學生具體的學習任務。

• 若本次課程中為混齡教學，可在此階段

說明如何給予不同的導引方式。

1. 「部定課程」運用習得領域知能延

伸學習，提供學習知能與生活情境

的鏈結機會

2. 「校訂課程」運用合宜學習場域資

源，統整學習生活經驗，進行學習

遷移展能

案例-A學校

(搭火車探索的課程)

案例-B學校

(探究地區產業轉型

的課程)

案例-C學校

(不同年段的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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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A學校

(搭火車探索的課程)

1. 創造互動意義-利用五感進行各式文本識讀並整合資料訊息，藉以回應自身想望、選擇探

訪場域。

2. 確認學習任務

• 組成小組且分配工作，練習正向溝通。

• 從對場域的好奇出發，自主規劃行程。

3. 資料收集/工具使用

• 利用火車時刻表、網路地圖工具等，判讀與推估步行、搭車以及停留所需要的時程，

藉以規劃時間表。

• 運用資訊工具收集相關資料，自主規劃行程。

4. 利用工具實踐任務

• 依據規劃，執行本次行程表的內容。

• 紀錄探索歷程的發現與感受、好奇與問題。

• 對於所分配到的角色能夠盡職負責，遇到分歧能平和溝通。

• 組織探索歷程的發現與感受、問題與解決方式，並利用資訊工具有脈絡的進行表達

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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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B學校

(搭火車探索的課程)

運用科技軟體搭載集集香蕉課程主題，請學生先行搜尋相關資料，並嘗試取捨訊息之後依照

自己的思考及學習需求製作心智圖。

• 踏查集集覺察其經濟產業有哪些?

• 教師用簡報說明近十年集集產業的變化，請學生進行因素的分析。

• 請學生運用網路搜尋香蕉相關產品，並討論與集集種植香蕉之間的關係。

案例-C學校

(不同年段的導引)

年級 主題 策略 課程規劃

四年級 水 辯論式教學
分為正反兩方辯論水的重要性及使用方式。引導學生提出論
據，例如為什麼應該節約用水？鼓勵學生尊重不同意見，學
習如何達成共識。

五年級 水 群體討論
分享不同水質指標生物與水文循環的影響。引導學生提出不
同觀點，例如山地和平原的水如何流動?鼓勵學生尊重他人
意見，並學習如何合作解決問題。

六年級 水 探索式學習 引導搜尋與水相關的SDGs議題，例如全球水資源短缺問題，
進行小組討論，並分享研究成果，討論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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