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臺南市西港區松林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安平獅想曲~穿越時光 400 年 

參與年級 1-6年級 

辦理地點 臺南市安平古堡、孔廟 

預估辦理時間 

第 8 週， 

113年 10月 15日至 113年 10月 15

日 

預估參與人數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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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將追朔曾文溪流的歷史到安平熱蘭遮城，故特別結合社 

會領域及環境教育議題,規畫相關行程,走訪孔廟園區、安平古 

堡、安平老街劍獅文化及二仁溪環境教育場所，提供學生不一樣

的生活體驗與感受,擴展視野,期望透過實際觀察與參訪，讓學習

不以課室內的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進而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

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生的全人發展，藉由眼睛看、動手做 

及動腦想，培養出「自發、互動、共好」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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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與五上社會課內容為臺灣史,由清朝統治到現代,尤其是

荷 西時期大多的古蹟位於臺南。學生結合書本與實際走讀歷史建 

築物,將更能理解歷史的軌跡。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針對低中高年段提供臺灣 400年前荷蘭統治以及鄭氏王朝統治 

時期的相關影片，讓孩子理解隨著時光演變，生活、建築、文

字、 文化相關的演變。這些歷史都是在自己居住的城市發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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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相關的文字、地名、建物跟歷史的相關性。  

( 1 )低年級一認識孔子與鄭成功的相關人物傳記故事，讓學生可 

以透過這些人物傳記故事連結我們即將要探訪的孔廟  

( 2 )中年級一結合社會課本以提問方式，確認學生對這些家鄉歷

史場館的熟悉度。自己居住的城市與地區，是否有著名的歷史景

點?這些歷史景點存在多少年?與自己的生活是否有相關?  

( 3 )高年級一結合南一版社會課本五年級範圍荷西時期與鄭氏時

期的內容，讓孩子分組調查各項古賾的由來，例如:臺南府的安平 

古堡、劍獅文化、德記洋行以及古地名與歷史的淵源。  

 

2 場域應用--安排導覽人員為低中高年段進行導覽。各年段以導 

師為主要負責人，並安排至少兩位行政來協助維護秩序。低年段

則邀請家長志工來協助引導孩子參與活動。  

( 1 )低年段-以闖關畫圖的方式針對孔廟進行文化園區的導覽。

並利用孔廟學習單，提示學生需闖關記錄的重點包括-全臺灣僅有

的一座 「泮宮石坊」。完成孔廟之旅的學習單之後,安排 1小時的

氣象館導覽,最後到吳園參觀並小憩片刻並用餐。下午轉往二仁溪

溪流環境教育中心認識海濱植物  

( 2 )中年段-以闖關的方式針對孔廟進行文化園區的導覽。並利

用孔廟學習單，提示學生需闖關記錄的重點與特別之處包括：1.

全臺灣僅有的一座「泮宮石坊」與建立的年份 2.小石獅 3.下馬

碑 4. 大成殿屋頂裝飾「鴟鴞」。完成孔廟之旅的學習單之後，安

排臺南地方法院，中午借用美術二館場館用餐。下午轉往二仁溪

環境教育中心認搭乘導覽船隻認識二仁溪的地生態。  

( 3 )高年段-安排導覽人員為帶孩子導讀安平老街、德記洋行、

劍獅文化與安平古堡。中午安平樹屋休息之後下午轉往二仁溪溪

流教育中心。 

 

參訪規劃：  

( 1)低年級： 

a.孔廟文化園區-以闖關的方式針對孔廟進行文化園區的導覽並 

完成孔廟學習單。 

b.氣象博物館-由導覽人員帶領孩子認識氣象館裡，親手體驗天氣 

相關活動。  

c.吳園-透過古蹟建築、庭院之美，讓孩子在草地上休憩片刻。  

d.二仁溪-二仁溪濕地生態豐富，在導覽的過程中，孩子透過溪流

生 態豐富濕地的相關動植物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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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年級： 

a.認識臺南市地圖一連結生活與社會領域課程,以認識家鄉出發，

請學生在地圖當中規劃我們可能地的行車路線  

b.紀錄與反思一紀錄臺南孔廟位於哪一區，多久之前建立，已經

存 在多久，學生利用學習單與筆記本記錄相關的歷史與特色古

蹟，以 及建築傳遞哪些文化的相關的訊息。  

c,臺南孔廟文化園區一根據導覽，提出自己的想法與問題。在導

覽 活動當中，了解歷史建築物的古往今來。 

d.二仁溪流教育中心一透過二仁溪的搭船體驗，實際觀察濕地的

生態。  

( 3 )高年級  

a.漫步安平老街一藉由導覽老師穿越時間，回到 300 到 400年前

的巷弄當中，感受安平老街的建築特殊之處，並學習速記。  

b.劍獅文化一透過解說了解劍獅文化的由來，並找尋安平老街的

劍獅，藉著劍獅文化探討鄭成功王朝屯田的軌跡。並請學生在導

覽當中嘗試提問一提出對歷史的好奇或文化的好奇，讓孩子學習

持續思考。  

c.德記洋行、安平古堡一結合社會課程，學生實際走訪歷史景

點， 屆由導覽老師實地解說，整合課內知識延伸學習。 

d.下午二仁溪溪流體驗學習結束安平老街散布之旅後，在安平樹

屋簡單用餐。接下來搭車前往二仁溪溪流教育中心，去認識二仁

溪的前世今生並體驗獨木舟活動 

 

回顧省思： 

1.低年段-這次的參觀，你最喜歡哪一個場館呢?最喜歡哪一段導

覽 或課程?  

2.中年段-根據本次的參觀，在參觀前跟參觀後，對孔廟或臺南法

院的認識有什麼差別?如果可以選擇您還會想知道哪些歷史古蹟的

故事呢? 

3.高年級如果要用這次所參觀的地點-安平老街的地圖來設計你 

想參觀的路線圖，你會如何安排?在透過實際走讀之後，對安平老 

街的歷史是否有更深入的理解?你對結合課本與實地踏查的學習 

看法如何呢? 

教學實施 ■學習單 □學習手冊 □學習心得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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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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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西港區松林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童夢松林綠行動打造永續城市 

參與年級 1-6年級 

辦理地點 尖山埤渡假村、故宮南院 

預估辦理時間 
第 13 週， 

114年 4月 29日至 114年 4月 29日 
預估參與人數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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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社會領域及自然科學議題，規畫相關行程，走訪尖山埤

渡假村、故宮南院，提供學生不一樣的生活體驗與感受，擴展視

野，期望透過實際觀察與參訪，讓學習不以課室內的學科知識及

技能為限，進而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藉由眼睛看、動手做及

動腦想，培養出「自發、互動、共好」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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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上社會課內容為水資源，介紹水資源的運用及水資源不足的

問題與影響；三下、四下及五下自然課內容為動物身體與生態，介

紹動物的身體構造及運動方式。學生結合書本與實際走讀，將更能

理解書本中傳達的知識。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郊山棲地探索（淺山生態職人學習體驗） 

針對低中高年段提供工作坊形式，活動以「生態職人」為主題，

規劃有：土壤動物觀察家、昆蟲旅館設計師及螢火蟲飼育員，參加

學員可體驗不同的職人體驗，並且讓學員「手作」參與，學習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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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拔除雜草，並於棲地周邊種植蜜源植物，吸引蝶類，期待增

加棲地樣貌多元性，以及運用斷木設置人行步道與落葉區的自然區

隔線，範圍內增加落葉地鋪設，增加土壤的有機質及生物空隙。過

程中有主導講師說明陸域及水域棲地的環境特性，以及介紹螢火蟲

幼蟲、成蟲的生長特性，可使學員更深入瞭解棲地與生物之間的關

係。 

實作部分應用資源循環概念，因應現有地質環境增加棲地土壤

的落葉循環，以增加土壤有機質；以園區斷木回收再利用作鋪設，

並成為昆蟲等生物的居所，增加棲地環境的多元性；於乾季時期，

以水庫水循環再利用，作為棲地水源的補給，而其所使用的素材皆

為自然環境可循環再利用的資材。 

2.人文歷史踏查 

參觀故宮南院前，先讓學生了解什麼是綠建築？綠建築在過去

指「消耗最少地球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物，而現在擴大

為做到「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物。啟發學生能認同綠

建築之綠色消費與節能減碳精神，並能了解綠建築的原則及再生能

源的設計與應用。同時也能結合藝文教育，增進學生對美的認識，

融合生活，讓學生對故宮南院園區環境之美，體驗不同的藝術氣息，

藉以激發學生的無限創意。 

將環境行動經驗融入於學習活動中，使教學內容生活化，落

實環境與生命教育之精神，並且奠定學生愛護自然的態度，成為

疼惜地球的地球公民。  

 

2 場域應用 

安排導覽人員在尖山埤渡假村/故宮南院以低中高年段進行導

覽。各年段以導師為主要負責人，並安排至少兩位行政來協助維護

秩序。低年段則邀請家長志工來協助引導孩子參與活動。 

1.低年段─先在環境教育中心室內教室進行簡報，及觀察土壤動

物，認識何謂「土壤動物」，運用放大鏡或顯微鏡等觀察土壤動物，

瞭解生物多樣性，接著進行園區導覽，認識製糖水庫環境及歷史，

用午餐之後，下午到故宮南院參觀。 

2.中年段─土壤動物觀察家：認識何謂「土壤動物」，運用放大鏡

或顯微鏡等觀察土壤動物，瞭解生物多樣性，接著到園區野訪蝶

蹤及解說觀摩。用午餐之後，下午到故宮南院參觀。 

3.高年段─動物巢箱&昆蟲旅館設計，認識動物巢箱及巢箱動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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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並製作動物巢箱提供生物復育。接著再認識昆蟲旅館並進行

實作動手，最後協力棲地整理：種植蜜源植物及整理大型昆蟲旅

館。用午餐之後，下午到故宮南院參觀。 

參訪規劃：  

(1)低年級─觀察土壤動物並認識何謂「土壤動物」，運用放大鏡或

顯微鏡等觀察土壤動物，了解生物的多種樣貌。學生在活動當中必

須學習以紙筆紀錄自己的所聽所聞。並練習提問。 

(2)中年級 

a認識地圖─連結生活與社會領域課程，以認識家鄉出發，請學生

在地圖當中規劃我們可能地的行車路線 

b紀錄與反思─紀錄農土壤動物與探討蝴蝶棲地營造與應用。 

c故宮南院─根據導覽，提出自己的想法與問題。在場館活動當中，

了解綠建築的原則及再生能源的設計與應用。 

(3)高年級 

a體驗教育─在棲地整理前後的心情是什麼? 

b參觀故宮南院─探討現在人類的綠生消費與綠色生活模式，討

論哪些環境行動可以減緩生態失衡，天災人禍如何對應? 

 

回顧省思： 

1.低年段─這次的參觀，你最喜歡哪一個場館呢？最喜歡哪一段導

覽或課程？ 

2.中年段─根據本次的參觀，你還想繼續研究的主題是什麼？為什

麼想繼續研究此主題呢？ 

3.高年級─如果要用這次參觀的過程做一個報告，請問你的研究

主題會是什麼呢？挑選該主題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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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核章後合併成一個檔案上傳。 

相關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