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臺南市七股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大坑奇幻世界遊學趣 

參與年級 一~六年級 

辦理地點 臺中市大坑國小及在地產業景點 

預估辦理時間 
第 五 週 

113年 09月 23日至 113年 09月 27日 

預估參與人

數 
50人 

教學資源 

（可複選） 

□ 農林漁牧戶外體驗（如漁市、海港、農場、牧場、休閒農業

區、生態中心、自然教育中心、國家公園…） 

□ 臺灣十八處世界遺產潛力點（如嘉南大圳、烏山頭…） 

□ 運動場地設施，觀賞運動競賽或體育表演 

■ 社教機構（如藝文館所、地方文化館、縣市主題館、古蹟…） 

■ 地方產業、觀光工廠 

□ 結合本市公車路線進行校外教學 

□ 其他：                           

主要景點 

路線規劃 
建功國小→大坑國小→頭嵙山 

課程領域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與學校課程結

合相關性分析 

健康語體育領域核心素養 

健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

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健體-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

認識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藝術與人文領域核心素養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

經驗。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綜合領域核心素養 

綜-E-C2 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學習尊重他人，增進人 際

關係，與團隊成員合作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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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E-C1 關懷生態環境與周遭人事物，體驗服務歷程與樂趣，理解

並遵守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 

環境教育 

1-2-1 覺知環境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趣，建立個人對自

然環境的責任感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一、戶外教育安全事項叮嚀及攜帶用品整備。 

二、課程先備知識教學。 

 

參訪規劃： 

●登機-搭乘大坑航空:自製機票登機證  

●校園及文心蘭英語導覽  

●上攀課程:上攀繩索   ●午餐時間:魚丸伯奮鬥的故事影片  

●DIY 文心蘭熱縮片   ●延伸學習 

 

回顧省思： 

●上攀活動屬於肢體技能的學習，攀爬高度可以依據個人的體能

與對高度適應情況作適度的調整  

●教師叮嚀學生使用烤箱的安全守則，務必用夾子夾取熱縮片，

不可用手觸碰烤箱或烤盤。。 

教學實施 ■學習單 □學習手冊 ■學習心得 

備註  

註：一、請依教育部 107年 8月 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86116 號函「國民中小

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辦理。 

    二、校外教學結束後，得視活動情形召開檢討會，檢討本次活動優、缺點、改

進意見及建議事項，做為爾後辦理參考。 

    三、若有不同年級、不同主題分別辦理時，分別核章後合併成同一個檔案上

傳。 

 

 

相關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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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七股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探訪海生悠遊趣 

參與年級 一~六年級 

辦理地點 屏東海生館 

預估辦理時間 
第 十三 週 

114年 04月 28日至 114年 05月 02日 

預估參與人

數 
50人 

教學資源 

（可複選） 

■ 農林漁牧戶外體驗（如漁市、海港、農場、牧場、休閒農業

區、生態中心、自然教育中心、國家公園…） 

□ 臺灣十八處世界遺產潛力點（如嘉南大圳、烏山頭…） 

□ 運動場地設施，觀賞運動競賽或體育表演 

□ 社教機構（如藝文館所、地方文化館、縣市主題館、古蹟…） 

□ 地方產業、觀光工廠 

□ 結合本市公車路線進行校外教學 

□ 其他：                           

主要景點 

路線規劃 
建功國小→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課程領域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與學校課程結

合相關性分析 

綜合領域 

1-2-4觀察自然界的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 

4-2-2 運用簡易的知能參與戶外活動，體驗自然。 

環境教育 

1-2-1 覺知環境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趣，建立個人對自

然環境的責任感 

5-2-1 具有跟隨家人或師長參與關懷弱勢族群等永續發展相關議

題之活動經驗 

海洋教育 

5-2-3認識水中生物及其外型特徵。 

5-2-6關懷河流或海洋生物與環境，養成愛護生物、尊重生命、珍

惜自然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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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一、戶外教育安全事項叮嚀及攜帶用品整備。 

二、課程先備知識教學。 

 

參訪規劃： 

海生館報到→溼地公園→水族實驗中心→館藏標本室→海洋樂饕

滔→世界海洋館→珊瑚王國館→台灣水域館→透明魚特展→賦歸 

 

回顧省思： 

在海生館中透過近距離的接觸，學童得以探訪海面下五彩繽紛的

海洋世界，來真實感受到海洋動物的存在，以及其所面對的環境

問題與生存壓力。讓學童覺知到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的重要，才能夠為我們日益枯竭的海洋保育盡份心力，讓台灣集

各項天然環境的優點於一島的海洋生態環境永續生存、，守護我

們珍貴的海洋資源。 

 

教學實施 ■學習單 □學習手冊 ■學習心得 

備註  

註：一、請依教育部 107年 8月 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86116 號函「國民中小

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辦理。 

    二、校外教學結束後，得視活動情形召開檢討會，檢討本次活動優、缺點、改

進意見及建議事項，做為爾後辦理參考。 

    三、若有不同年級、不同主題分別辦理時，分別核章後合併成同一個檔案上

傳。 

 

 

相關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