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山國家公園科研計畫 
雲林縣立樟湖生態中小學 



戶外教育基礎盤點 
 
行政：盤點可能與戶
外教育連結的機關團
體。 
 
場域：盤點在地具有
戶外教育潛力的場域 
 
安全：盤點實施戶外
教育相關安全機制 
 
教學：盤點既有輔導
團與戶外教育的連結 
 
課程：盤點既有學校
進行戶外教育課成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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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選修 



設定各教育階段/類型課綱實施轉化項目與重點 

國小、國中階段 

1.學校課
程計畫
(必選)：
學校現況、
定位、願
景、理念、
總體課程
地圖等，
過渡階段
的準備 
 

        2. 課程實作項目 (可複選)   

3.課務行
政及運作
機制  (必
選)：課程
發展組織、
機制、領導
流程、模式
平台、支持
系統、社群
等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素養導
向之領
域學習
課程 

素養導
向之跨
領域/
跨科目
課程 

跨領域
/科目
或結合
各項議
題，發
展 
統整性
主題/
專題/
議題探
究課程 

社團
活動
與技
藝課
程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課
程 

其他類課程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
服務學習、
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
交流、自治
活動、班級
輔導、學生
自主學習等
各式課程，
以及領域補
救教學課程 



• 對個人(personal benefits)對自我 
– 增進自尊與自信 
– 嘗試挑戰與新事物、克服恐懼 
– 領導能力 
– 技能學習（攀登、健行…等） 
– 溝通能力 
– 發展個性 
– 增進對人信任 
– 增進責任感 
– 好奇心。 

戶外學習對孩子的影響
(Lien, 2007) 



• 對人際之間(interpersonal) 
– 團隊建立與互助合作 
– 人際衝突的處理解決 
– 同伴社群的建立與同儕友誼的建立 
 

戶外學習對孩子的影響
(Lien, 2007) 



• 促進學習(academic) 
– 增進問題解決的技能 
– 增進學習的動機 
– 正面的教室行為 
– 增進學科測驗（科學）分數表現 

• 環境方面(environmental) 
– 增進環境覺知 
– 增進個人環境行動 

戶外學習對孩子的影響
(Lien, 2007) 



從學習的角度來看體驗的重要性 

90% 
70% 
50% 
30% 
20% 

10% 

說出、寫
下學習內
容 

看圖片或
影片 

僅透過聽
講 

參觀展覽或
他人示範 

自行設計、
規劃講題課
程 

單純透過
閱讀 

主
動
學
習 

被
動
學
習 

學習新知兩週後的「記憶留存量」 

該學習金字塔由美國教育學家艾德格戴爾(Edgar dale)於1969年提出 



布魯納(J.S.Bruner, 1915~ ) 

• 學習時，「教材的結構」與孩子的「認知結構」
必須配合 

• 「教材教法的使用」，一方面配合兒童致力發展
的順序，另方面配合教材學科的性質，由具體到
抽象，由簡單到複雜，由動作表徵到符號表徵 



  記憶 了解 應用 分析 評鑑 創作 

  再
認 

回
憶 

詮
釋 

舉
例 

分
類 

摘
要 

推
論 

比
較 

解
釋 

執
行 

實
行 

區
辨 

組
織 

歸
因 

檢
查 

批
判 

產
生 

計
畫 

製
作 

國
語 ✔ ✔ ✔ ✔   ✔   ✔ ✔       ✔ ✔         

社
會 ✔ ✔ ✔ ✔   ✔   ✔ ✔       ✔         

數
學 ✔ ✔ ✔ ✔ ✔ ✔ ✔   ✔ ✔ ✔ 

自
然 ✔ ✔ ✔ ✔ ✔ ✔ ✔ ✔ ✔ ✔   ✔ 

專
題 ✔ ✔ ✔ ✔ ✔ ✔ ✔ ✔ ✔ ✔ ✔ ✔ ✔ ✔ ✔ ✔ 

問
題 ✔ ✔ ✔ ✔ ✔ ✔ ✔ ✔ ✔ ✔ ✔ ✔ ✔ ✔ ✔ ✔ ✔ ✔ ✔ 

布魯姆(Bloom) 提出認知領域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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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類型 學習目標 

國民小
學 

地方 
本位型 

1.自我成長：學習投入、問題解決能力、探究學習能力 
2.社會互動：溝通表達、社會互動 
3.環境關係：認識在地特色(產業文化、自然生態、地理景觀)，
並發展仁和地方關係、地方情感。 

國民中
學 

探索 
體驗型 

1.自我成長：自信心、自我效能感、問題解決。 
2.社會互動：團隊合作、領導與被領導能力、溝通能力 
3.環境關係：環境素養、自然連結感。 

高級中
學 

議題 
調查與解
決 

1.自我成長：個人責任感與自信心、協助自我的探索。 
2.社會互動：人際間互動能力、打破刻板印象。 
3.環境關係：發展與他人、其他生命、環境的理解、尊重、包容、
關懷與共存共榮。 

戶外教育課程優質化整合計畫 



  課程步驟 情境描述 

擬定議題 
觀察情境 
察覺問題 

提出生活上或社會上關心的議題，構想議題可涉及的子題，
以及個子題涉及的科學概念。如在華山地區徹底了解咖啡
的相關背景，包含歷史、生長環境、咖啡生成條件、烘焙
方式、以及如何煮咖啡、品嘗咖啡、而咖啡廳所面臨到的
相關延伸性問題，進行各種紀錄與訪談。過程用錄音、錄
影、拍照、筆記等方式來作第一手資料的記載。作為教師
教學活動設計與修正。 

引導討論 
確定問題 

教師針對學生觀察到的情境問題，進行資料蒐集，由學生
報告觀察所得，再由教師引導確認問題核心與面向。 議題激發深入探

究 
分工合作 
進行探究 

在學習後必然產生問題，在探索過程中，如何應用技術解
決問題，以及採用的行動策略，讓學生透過一連串的實驗
過程中，透過研究，去解決相關的問題，包含咖啡品質、
產業的轉型、環境問題的解決等。 
學生再利用實驗結果，進行戶外參訪，訪查各地達人，並
將研究成果整合分享報告，並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 

問題解決行動策
略 分享經驗 

整合成果 

議題延伸 
引導新探究 

綜合評鑑 
推廣應用 

依照教學目標，引導學生發現新的問題。並將課程進行歷
程整合，以作為下次延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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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以戶外教育作為12年國教核心素養 

從體驗學習與反思中，孕育品德、情意
與創造力。 

在友善互動與合作學習中，同時養成獨
立與自理能力。 

增強學習動機，促進認知發展和表達溝
通能力。 

促進手、腦、身心的協調與動作技能發
展 



研究再次告訴我們 
• Duerden 和Witt (2010)針對直接自然體驗與間接

自然體驗對青少年環境知識、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
的影響進行研究。 

• 結果：間接自然體驗的參與者環境知識會增加，但
環境知識不會影響環境行為；而有直接自然體驗的
參與者環境知識也會增加，且環境知識會影響環境
行為。此研究認為直接的自然體驗能催化與應用知
識，使能有效地影響其環境行為。 



玉山國家公園科研基地 
科學研究的素養 
專家學者各種研究結果轉成科普知識 
研究方法、科學探究的發展。 
透過實作培養種子教師 
國家公園資源的認識與支持 
科研人才的向下扎根。 

 



符合優質戶外教育理念的特徵與檢核項目 

 1.教學活動前―預像與建構 

 2.教學活動中―驗證與探索 

 3.教學活動後―歸納、統整、反思與討論 



教學活動前―預像與建構 
 設定明確的教學目標 

 活動內容必須有助於達成教學目標 

 教師掌握校外教學課程之層級 

 提供相關資訊或活動手冊與行前訓練 

 事先與場域、人員做行政與課程之協調與聯繫 

 安全評估 

 學生蒐集相關資料、文獻並到現場場勘。 

 整體規劃課程 

 學生對活動內容、形式、老師教學的反饋 

 善用場域資源 

 



教學活動中―驗證與探索 
 適當的學生人數及指導學生分組 

 活動的方式多元、內容多樣 

 引導學生思考 

 活動中的觀察、紀錄 

 



教學活動後―歸納、統整、反思與討論 

 活動結束之後，教室裡的後續教學、
反思 

 活動後之檢討 

 組織教師社群推展戶外教學 



觀察情境 
察覺問題  

引導討論 
確定問題  

分工合作 
進行探究  

分享經驗 
整合成果  

綜合評鑑 
推廣應用  

劃設樣區 
蒐集資料 

為什麼要建立樣區 
怎麼理解樣區內植物狀態 

引導學生 
建立模組 

形成假說 
進行調查 

確定動物影響 
找尋解決策略：架設自動照相機 

檢視證據、驗證假說 確認問題，找尋己決問題方法 

報告撰寫 經驗模式移轉 

調查方法 
發現問題 

小組討論 
確認問題 

樣區內怎麼沒有小苗 
調查後發現底層葉子都有咬痕 

學習單或調查表格 



玉山科研計畫 

師資培訓 科學研究 科學探索 

教材設計 種子教師 中學科研 跨國專題研究 中小學探究 

美國學校 
日僑學校 
台灣學校 

香港、日
本、美僑
日僑 

跨到其他
國家 

台灣中學
專題研究 

教
案
設
計 

課
本
編
輯 

教
案
設
計 

課
本
編
輯 

國
家
教
育
研
究
院 

協
助
玉
管
處 



如何選擇主題 
 國家公園的資源盤點 

 針對玉山國家公園植物、動物、菌物、水文、氣候、岩石等面向，進行課
程設計。 

 廣度學習：初次探索時，以認識環境物種及引起動機為主，再導入問題。 

– 如A.環境介紹：楠溪林道生物資源的介紹、B.動物研究的捉放目的與倫理、

C.樣區巡禮—認識植物樣區、D.研究方法的介紹、E.調查的目的、F.氣候、

方位、水文介紹、G.其他...。 

 深入探究:包含A.植物樣區調查與問題探討、B.鳥類調查與問題探索、C.小型哺

乳類動物的調查與問題探索、D.小型水域的食物往探索、E.昆蟲在哪裡？當一

個現代林奈。F.夜間獨處？看見自己-人與環境的關係、G.好的方法？紅外線攝

影機等器材的應用、H.蝙蝠在哪裡？I.主題地圖製作、J.其他...等。 

 行動方案:包含A.問題之後，我的對策、B.小小規劃師、C.公聽會舉辦、D.研究

檢討、E.分享成果、F.其他...等 

 



塔塔加淘金樂 

尋找蜘絲馬跡 
(行前教育) 

我是大偵探 尋寶大探險 

分享寶藏(回校分享） 

塔塔加淘金樂課程模組設計 
設計理念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引
發主動學習的動機，透過討論、蒐集
資料、分享的歷程，小組合作找到解
決問題的方法，並能夠將所學的能力
加以應用，這是我們帶學生到塔塔加
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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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分析 
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結合日常生活體驗，在發現問
題後，運用習得之概念，透過觀察、
討論與分析，逐步應用、修正，解決
問題，在這歷程中學習各種能力。 

核心素養：詳見各活動設計 
教學對象：國小高年級學生以上 

 
教學時間：玉山國家公園→3天2夜。 





天空公寓的老房東 

(行前教育) 
鐵杉阿公的 
健康檢查 

拜訪天空 
公寓 

分享寶藏(回校分享） 

鐵杉阿公 
的親戚 

揭開鐵杉 
阿公的秘密 

學生藉親身體驗、觀察與探
索大自然豐富資源，可以啟
發學習動機，進而培養學生
自主研究、調查之學習能力。
在戶外學習到的科學探究模
式，也能轉移至其他學科領
域；生活中可結合日常經驗
與生長環境在地文化，達到
有效的知識理解，增進生活
樂趣。 
植物單元中，以玉山國家公
園裡的大鐵衫作為主要研究
對象，設計主題單元「天空
公寓的老房東」，分別用
「行前教育」、「鐵衫阿公
的健康檢查」、「拜訪天空
公寓」、「鐵衫阿公的親
戚」、「揭開鐵杉阿公的秘
密」等五個子單元，讓孩子
能循序漸進，從知識、探索、
體驗、研究各個不同層面來
學習植物世界的奧妙。 





一千元的秘密 

認識塔塔加的帝雉 

帝雉在哪裡 

到了甚麼？沒看到怎麼辦？ 

鳥類大搜查 

調查成果發表會 

十萬個為什麼？ 

觀察情境察覺問題 

引導討論確認問題 

分工合作進行探究 

分享經驗整合成果 

評鑑成果延伸議題 

設計理念 
從發現問題，
到形成假說，
最後能夠用
科學方法去
調查，目的
在過程中，
有比較嚴謹
的科學研究
過程，這也
是重要的邏
輯分析能力。 



嘿~熊底塔塔加 

塔塔加好家園 黑熊樂家園 

卡哇伊小殺手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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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
過程，引發主動學習的動機，
透過討論、蒐集資料、分享的
歷程，小組合作找到解決問題
的方法，並能夠將所學的能力
加以應用，這是我們帶學生到
塔塔加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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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國家公園→3天2夜。 



 

塔塔加尋鳥趣 

單元活動一：校園中的鳥類觀察 

單元活動二：綠衣小鳳枝頭語 

單元活動三：望進你的世界 

單元活動四：鳥兒的選秀大賽 

單元活動五：我們與生態的距離 

單元活動六：鳥兒知識大會考 

設計理念 
「從螢幕到盈目，從３Ｃ到山
溪。」有鑒於數位時代來臨，
學生人手一機，時常緊盯著螢
幕不放。希望能透過有趣的科
普活動，讓學生從螢幕走出，
讓綠盈滿目的山林啟發學生對
生態的興趣，並了解生態目前
面臨的狀況，進而關心並保育
環境，落實科普於生活之中。 



科學探究-楠溪保育站 

• 活動一：鳥事一籮筐  
• 活動二：野生動物調查與動物特搜隊 
• 活動三：山的畢卡索  
• 活動四：森林大估算 
• 活動五：黃金大搜奇 
• 活動六：夜間獨處 
• 活動七：蝙蝠俠與羅賓漢 
• 活動八：心中的那棵樹 



森
林
樣
區
調
查
：
小
組
討
論 



森
林
樣
區
設
立
：
科
學
化 



森
林
樣
區
調
查
：
每
木
調
查 



森
林
樣
區
調
查
：
分
組
合
作 



森
林
樣
區
調
查
：
確
認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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