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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三)課後反思與評量(二)課中學習

• 清楚呈現教師跟學生在課前討論階段，各自所需進行的任務。

• 盡可能完整的呈現老師與學生之間以及學生與學生之間如何進行討論與

規劃的整個歷程。

(一)課前討論

課前討論案例

-A學校

課前討論案例

-B學校



2-3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案例說明肆

33

課前討論案例

-A學校

教師 學生

引發學習動機 / 觀看前導探索影片 學生自由發表

學習活動(一) / 請學生觀察影片中的變化 學生任務-觀察、紀錄與發表

學習活動(二) / 提供景點影片、文本
學習任務-讀取、統整資訊

(以曾經學習過的筆記統整資訊)

學習活動(三) / 判讀火車時刻表、推估搭車時間安排等 學習任務-判讀時刻表、推估時間

學習活動(四) / 分享現在與過去的產業變遷 學習任務-討論產業變遷的可能原因。

學習活動(五) / 介紹集集線各站周邊路線或Google地

圖各站與景點位置。

學習任務-使用Google Map觀察各站周

邊地圖，並完成路線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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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討論案例

-B學校

1. 在開始課程討論之前，教師說明藉由本次課程所預計達成的學習目標與期望，讓學生瞭解

在本次課程中將學到什麼。

2. 學生依照能力異質分組進行討論，有助於學生互相交流意見，分享不同觀點，能夠更深入

思考主題。藉由輪流擔任小組長，依任務行組內工作的分配。

3. 教師提出啟發性問題，引導學生思考與探討課程主題，討論過程中教師負責擔任引導與促

進討論之角色，適時提供資源與想法，並於討論結束後引導反思與總結。

4. 集集經濟產業有哪些?哪些是近幾年快速發展且較為知名的經濟產業?

• 各小組開始羅列影片時所見過的集集經濟產業種類，並進一步討論近幾年比較知名的產業是什麼。

• 要瞭解集集香蕉蛋捲，可以怎麼做。請學生分組討論。

• 學生討論如何運用資源與資料蒐集，可以進一步前往哪些地方瞭解集集香蕉蛋捲。

• 將各組蒐集的地點列出，討論可以去哪些地方實際走讀，為什麼要去那個地方?依條件評估可行性高嗎?篩選可行的地點。

• 全班討論分工，各組分別電話聯繫場域，並約定時間與詢問收費相關事宜。

• 全班依據連絡結果共同決定參訪地點。

小組行前任務分配

• 前往場域之前應該做哪些準備? 想從這一次的走讀中學習到什麼?我們要做什麼準備才能瞭
解這一次的學習主題以達成學習目標?

• 學生分組討論從學習主題、目標發想關於香蕉的問題，並思考可能的提問，分組進行報告，
並由其他組同學給予反饋及時修正。而教師從旁協助掌握方向及提問題目的潤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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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三)課後反思與評量(二)課中學習

清楚說明實施課程時，學生的具體學習內容以及課程的執行方式

(一)課前討論

課程執行方式

1. 實地參觀咖啡莊園，並邀請場域負責人介紹友善耕作的方式。

2. 初步認識咖啡，採集紅色咖啡豆並品嘗味道，學生產生疑惑-咖啡豆不是苦的。

3. 咖啡生果採收後的處理-清洗及脫殼和曬乾法。

4. 認識咖啡樹的外型、葉子、花、果實及種子，以及目前台灣主流栽種的品種。

5. 體驗咖啡製程中最耗費時間的事-挑選咖啡豆，瞭解咖啡果實後製的處理流程。

6. 學習如何品嘗一杯咖啡，為何此時咖啡的味道和生果的味道不同。

7. 與咖啡店和社區咖啡專家交流，瞭解在地青年返鄉的動機，增進對在地文化的認同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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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三)課後反思與評量(二)課中學習

• 清楚呈現在課程結束之後，帶著學生再回顧檢視課程中所使用的學習方

法、模式等，是否有需要調整之處的整個歷程。

• 除了可羅列出本次課程所採用的評量方式之外，建議可將學習單或相關

評量表件上傳附件。

(一)課前討論

反思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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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回顧學習前所收集、分析的相關資料以及擬定的提問問題，比對課程實施中所習得的新知

識與技能，提出討論並檢視是否有需調整或增加的學習方式。 .

2 . 教師可帶領學生，讓組別之間再進行對話，另同儕之間進行行為的互動反思，給予肯定或

提出相關需求，以再次凝聚團體共識。

3. 製作簡報、成果分享。

評量
1. 全年級共同評量項目-觀察學生的創作過程和成果，評估學生的參與度和主動性。

2. 各年級評量項目

• 四年級：水域調查學習單，紀錄水循環過程與影響成因分析。

• 五年級：溪流保育與防災措施海報製作與分享。

• 六年級：設計流水實驗內容，進行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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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風險管
理機制

• 風險管理機制應配合課程內容規劃，建

議可就課程實施階段別(實施前/中/後)，

進行思考，並應針對參與課程之師生，

辦理相關知能研習。

以登山露營課程為示例
1. 行前訓練及準備

先備課程、登山技巧、裝備認識、安全須知、地圖判讀等

2. 日常體能訓練

利用平日於校園內進行體能訓練。

3. 戶外實作體驗課程

從鄰近學校的登山步道開始，實際走訪以提升課程相關知識與技能。

4. 野外急救事故處理

各種情況演練、醫療資訊建置、即時通報系統、後送機制等

5. 野外安全訓練課程

聘請專業師資、安排講座等加強學生基本的野外急救知能、瞭解戶外

的風險

6. 教師相關專業訓練

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戶外教育相關專業訓練並取得證照，透過有效的風

險評估與安全機制，提升因應風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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