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新營區土庫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六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我們與山的距離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9 )節 

學習情境 
台灣山域生態多樣化，從事登山活動者眾多，但因登山觀念不足而造成山難頻頻發生。因此進行山野課程時須先引導孩子在從事探

索山域生態時，必須先養成必備的探索能力才能從事山域活動。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如果我們是生態研究者，如何為克服探索生態時所面臨的危險環境，完成一項安全登山探索任務? 

跨領域之 

大概念 

關係與交互作用-培養面對大自然應有的態度，實踐自然保護無痕山林，且透過體驗探索及多元表徵，進而自主規劃安全活動行程，拓展各種學習場

域。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A2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問題。 

E-C2具備理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課程目標 認識自然環境透過山野體驗活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實踐自然保護無痕山林。 

表現任務 

(總結性) 

任務類型：■資訊類簡報  □書面類簡報   □展演類  □作品類  □服務類  □其他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完成登山安全手冊 

1. 搜尋山區地型和氣候變化的相關資料。 

2.認識山區危險動植物並學習如何防範並分組報告。 

3.製作登山安全手冊 

無痕山林 

1. 完成行程規劃和訓練課表並進行鍛鍊。 

2. 上台分享登山經驗和宣導無痕山林的觀念。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問題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 

(學習評量) 

第 1-6週 

(4) 

郊山生態和校園生態一樣

嗎﹖ 

郊山植物、動物的

類別與特徵 

整理出郊山植物、

動物的相關資料並

教師引導 

1. 請學生分享爬山的經驗，以及對

簡報分享郊山和

校園生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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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較與校園生

態的差異 

山上的生態瞭解有哪些。 

2. 教師提問，在山上可以看到哪些

物植物是在平常不易看到的？ 

學習活動 

1.分享爬山的經驗 

2.分享對校園生態和郊山生態瞭解

有哪些。 

3.學生搜尋郊山植物、動物的相關

資料並分組報告。 

第 7-11週 

(5) 

山是安全的嗎？ 1. 山區地型變化 

2. 山區氣候 

3. 山區危險動植物 

1.了解山區地型和氣

候變化 

2.認識山區危險動植

物並學習如何防範 

教師引導 

1.山區地型和氣候變化和平地一樣

嗎? 

2.我們要爬山前要注意哪些事項? 

學習活動 

1.學生搜尋山區地型和氣候變化的

相關資料並分組報告。 

2.介紹危險動植物。 

環境安全手冊 

第 12-18週 

(7) 

探索前的準備﹖ 1.登山知識與技

能。 

2.登山行程活動內

容。 

3.體能訓練課表與

自我訓練活動。 

1.認識山野活動該注

意事項。 

2. 認識登山裝備衣、

食、行與平時活動的

差別和注意要點。 

3.了解登山裝使用

（登山杖、登山背

包、等高線地圖、指

北針）。 

4.規劃大凍山登山活

動計劃。 

教師引導 

1.登山前我們該如何做好準備? 

2.請從環境、裝備、體能方面討論

和發表。 

3.郊山和高山的裝備會一樣嗎? 

學習活動 

1.共同討論登山活動暗藏的危險。 

2. 認識登山裝備：衣、食、行相

關裝備和如何使用。 

3. 規劃出登山行程、山區活動意

外防範原則與無痕山林的觀念。 

1.行程規劃表 

2.訓練課表進行

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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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認識無痕山林的觀

念。 

6. 學生完成自我訓練

時程表。 

4.規劃自我的體能訓練表。 

第 19-21週 

(3) 

我們的規劃正確嗎﹖ 1. 登山經驗的分享

與行程修正 

2.無痕山林的意涵

與實際行動作為。 

1. 分享登山經驗。 

2.無痕山林的觀念。 

教師引導: 

1.從這次登山的體驗過程中，我們

有哪些是值得讚賞的，哪些是需要

再檢示改進。 

2.想想看為何登山步道上會有一些

垃圾。 

學習活動: 

1.與同學分享登山經驗。 

2.從遇到的登山活動共同探究並了

解無痕山林的意涵。 

 

完成登山安全手

冊和行程規劃 

◎待解決問題設定檢核項目，可以如下： 
  (1)真實性-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          
  (2)真實性-在真實情境中應用。 
  (3)開放性-非單一標準答案。 
  (4)挑戰性-待解決問題之解決方法非 google搜尋即可得之。     
  (5)挑戰性-探究過程非單次性活動即可完。 
  (6)互動性/影響性-明述表現任務服務(報告)對象/利害關係人。 
◎任務類型說明如下： 

  (1)資訊類簡報並分享，如 PPT、電子書、Google簡報、KeyNote…等。 

  (2)書面類簡報並分享，如海報、小書、企劃書…等。 

  (3)展演類，如音樂會、說明會、策展…等。 

  (4)作品類，如模型、地圖、程式設計、影片…等。 

  (5)服務類，如社區改造、樂齡服務…等。 

  (6)其他，請自行具體說明。 
◎總結性表現任務為呈現課程評鑑的「課程效果」，故各校應自行建置學生校訂課程 PBL成果資料庫，以利展現學生依據 PBL課程計畫實施後之學習

成效，請於「課程計畫備查網」放置學校資料庫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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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新營區土庫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六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我們與牠的距離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8 )節 

學習情境 

臺灣黑熊是近來很火熱的議題，來自媒體的資訊可能造成孩子對於黑熊生態的誤解，本課程透過實際山野活動體驗面對與平常截然

不同的環境，有山下未曾見過的動植物與景觀，引導小朋友對自然環境探索，找出問題，尋求方法，解決問題，獲得能力的過程。

最重要的是透過生態觀察與瞭解，體認人與自然共處的平衡，致力生態保育工作。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如果我們是保育者，如何以正確的方式和野生動們相處，達成人與野生動物共享自然生態環境，和平生活在一起? 

跨領域之 

大概念 

關係與交互作用-培養面對大自然應有的態度，實踐自然保護無痕山林，且透過體驗探索及多元表徵，進而自主規劃安全活動行程，拓展各種學習場

域。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A2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問題。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理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C2具備理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課程目標 認識自然環境，透過體驗山野活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應用科技推論生物習性，實踐自然保護無痕山林。 

表現任務 

(總結性) 

任務類型：■資訊類簡報  □書面類簡報   □展演類  □作品類  □服務類  □其他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彙整動物痕跡 

1. 完成熊的生態和環境資料調查。 

2. 選擇探索動物方式和紀錄表並架設相機彙整動物痕跡。 

給人類的一封信 

1.建立與野生動物的相處正確方式。 

2.完成給人類的一封信，並以動物的角度上台分享愛護與尊重野生動物觀念。 

教學期程 單元問題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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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第 1-3週 

(2) 

這樣相處在一起對嗎? 1. 人類與野生動物

的相處現況與影

響 

1.分析人類與野生動

物的相處現況和相互

影響情形 

教師引導: 

1.「南安小熊報導」影片探討人與

熊的相處。 

2. 從事登山活動時，有遇過動物

跟你討食物吃的經驗嗎? 

學習活動: 

1. 分享登山時和野生動物相處的

經驗 

2. 小組討論我們與野生動物的相

處方式。 

分享與野生動物

的相處方式正確

與否 

第 4-9週 

(5) 

有熊國在哪裡？ 2. 熊的生活環境 

3. 熊的特徵 

4. 熊的生活現況 

1.認識熊的棲息地 

2.了解熊的特徵和飲

食 

3.了解人類與熊相處

模式 

教師引導: 

1.在影片中，小熊和媽媽走失找不

到回家的路，小朋友，你知道小熊

原本的家在哪裡嗎?從哪些地方可

以知道這是牠的生活環境呢? 

說一說黑熊主要食物來源有哪些

呢？ 

2.在影片中，小熊誤食菸蒂，可能

會對健康造成危害，哪些食物才是

熊的主要食物來源呢? 

學習活動: 

1. 介紹熊的生態和環境 

2. 分別黑熊食物來源有哪些，並

請學生以二分法將黑熊食物來

源分類整理。 

3. 小組討論人類和黑熊如何相處 

完成痕跡連連看

活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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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7週 

(7) 

動物在哪裡？ 1. 動物留下的足跡 

2. 驗證動物活動的

方式 

3. 自動照相機使用 

1. 認識動物痕跡 

2. 選擇合適的探索動

物方式 

3. 架設自動照相機進

行驗證。 

教師引導 

1.從生活經驗(貓、狗)去探討動物

出現痕跡：排遺、足跡。 

2.如何分辨新鮮或較舊的排遺？與

動物活動有關聯嗎？ 

學習活動 

1. 動物痕跡分類 

2. 選擇探索動物方式和紀錄表 

3. 校園架設相機操作。 

4. 彙整動物痕跡 

彙整動物痕跡 

第 18-21週 

(4) 

與牠們最好的距離？ 1.黃喉貂生活習性 

2.動物的食物來源 

3.愛護與尊重野生

動物觀念 

 

1.了解黃喉貂生活習

性 

2.能使用科學驗證食

物來源 

3.能培養愛護與尊重

野生動物 

4.能知道人類與野生

動物相處的應對方式

和觀念 

教師引導 

繪本導讀「做我的朋友」 

1.請問書中給我們黃喉貂哪些訊

息？(長像、分佈地點、食性、團

體行動) 

2.說一說黃喉貂的食物來源有哪

些?每個季節都一樣嗎？你能做分

類嗎？(哺乳類、植物類、蜂窩

類、昆蟲) 

3.黃喉貂的食物中有哪些是跟黑熊

一樣的呢?那牠們補食的方式也會

一樣嗎? 

學習活動 

1.黃喉貂生態環境資料蒐集 

2.使用攝影設備和足跡尋找黃喉貂 

3.以動物的角度給人類的一封自然

保育的信。 

給人類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