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 106年學年度戶外教育主題課程教學模組運用成果報告 

『平原特色系列－三星蔥、衝、聰體驗學習之旅』 

一、目的： 

  （一）促進師生透過走讀宜蘭、探索、體驗、互動與觀察等多元學習方式，提 

        升宜蘭學子對家鄉文化與在地價值的認同感。 

  （二）透過實際規劃與帶領，提升教學資源品質與教學效益。 

  （三）推廣本縣戶外教學體驗活動，落實在地化戶外教育的推展。 

二、辦理單位：礁溪國小國小六年孝班師生 

三、參與對象與人數： 

老師 學生 合計 

2人 28人 30人 

 

四、辦理日期(或期間)：107年 5月 1日(週二)上午 08:00-下午 15:00（放學前

回到學校） 

五、辦理行程： 

時間 
行程 

負責人 地點 
活動名稱 學習內容 

8：00~9：00 
搭車前往 

鎮安宮 

由參與學校教師介紹此行戶

外教育的流程與學習目的。 
帶隊老師 鎮安宮 

09：00~09：50 
活動一 

走訪鎮安宮 

了解過去鎮安宮站當時繁榮

的原因與景象；參觀鎮安

宮，了解三星的開發史。 

鎮安宮 

叭哩沙發展

協會 

導覽員 

鎮安宮 

叭哩沙發展

協會 

 

09：50~11：20 
活動二 

踏查安農溪 

步行前往安農溪，途中經過

三星市場，體會居民生活百

態，走至安農溪 LOVE觀景平

臺解說三星的地理環境，探

討安農溪的由來及對當地農

民的重要性。 

叭哩沙發展

協會 

導覽員 

安農溪 

11：20~12：10 
活動三 

我是小蔥農 

漫步通過蔥田，觀察農民種

蔥，並實際參與蔥農種蔥的

辛勞。 

叭哩沙發展

協會 

導覽員 

蔥田 

12：10~12：50 午餐時間 
品嘗當地居民烹煮的特色風

味餐。 

三星國小愛

心志工 

三星國小 

本土語教室 

12:50~14:20 
活動四 

蔥披薩製作 

前往風雨教室，讓參與者可

以體驗製作蔥披薩的感受，

說明製作蔥披薩所需的溫

度，並觀察蔥披薩窯烤前後

的差別。。 

三星國小愛

心志工 

三星國小 

風雨教室 



14：20~15：30 
活動五 

蔥杯墊 DIY 

將彩繪筆在木杯墊上先構蔥

的圖案再上色，並在另一面

寫上蔥的藝術字體，完成一

件具有特色的紀念品。 

三星國小 

盧進鴻老師 
三星國小 

15：30 滿載而歸    

六、執行成果 

（1）學習成果或心得寫作彙整等 

 

 



 

 



 

 

 

 

 

 

 

 

 

 

 

 



 

（2）學習活動成果照片 

  

解說三星鄉歷史 解說鎮安宮由來 

  

踏查安農溪 拜訪三星鄉公所 

  

洗蔥體驗 現場觀察三星蔥 



七、課程回饋與建議： 

1.來到三星國小，首先由棒球隊的歡迎迎賓戰舞揭開序幕，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

及好客氣息，在校長的介紹帶領下，由黃瑞疆老師開啟三星鄉豐富的歷史人文故

事，井然有序的時間歷史演進介紹，感受在太平山下的三星鄉曾經風華熱鬧的 

歲月腳步，在經由實地走訪探查，三星鄉分局、郵局、農會等，彷彿進入歷史的

廊道般精彩有趣。 

2.走訪到當地的精神寄託『鎮安宮』，經由導覽老師的解說才知道，原來在百多

年前的鎮安宮其實是由礁溪協天廟分靈出去的，原來礁溪與三星是如此的關係緊

密啊！每年的關聖帝君生日之時都會再回娘家一次喔，在三星鄉公所遇見熱心親

切的黃鄉長，並由導覽人員帶領整個三星鄉公所這個富有環教意義的建築物，體

會設計者的用心與努力，在傳奇的故事與實際走訪的過程中，導覽老師讓三星鄉

多了一份令人神往的想像。 

3.實地踏查安農溪，透過解說才瞭解到安農溪是三星鄉農業發展的命脈，但是也

  

蔥披薩製作 蔥披薩製作 

  

蔥披薩製作 蔥披薩製作 



常常氾濫，也更是以往在歷史的空間上，是個原住民會出草的地方，這幾年安農

溪整治得非常美麗，河邊有著許多特別的民宿，增添了安農溪悠閒生活形態。 

4.走在三星蔥田的田埂上，每一位同學內心有著滿滿的新奇與發現，蔥農確實不

簡單啊，除了種植過程要小心呵護，洗蔥過程更是一種技巧，感謝蔥農贈送每一

位同學自己親手洗過的三星蔥，帶回家當作禮物。 

5.回到三星國小，令人期待的披薩 DIY就要登場了，從材料的準備，到各組人員

的解說愛心媽媽，讓人感受到三星團隊的用心，當然披薩 DIY的成果，讓學生們

品嚐自己親手製作的感動，此次的戶外教育主題課程教學模組運用『平原特色系

列－三星蔥、衝、聰體驗學習之旅』可謂十分成功，再次感謝三星國小團隊的接

待與用心。 

 

 
 
 
 
 
 
 
 
 
 
 
 
 
 
 
 
 
 
 
 
 
 
 
 
 
 
 
 
 



 
 
 
 
 
 
 
 
 
 
 
 
 
 
 
 
 
 
 
 
 
 
 
 
 
 
 
 
 
 
 
 
 
 
 
 
 
 
 
 



 
 
 
 
 
 
 
 
 
 
 
 
 
 
 
 
 
 
 
 
 
 
 
 
 
 
 
 
 
 
 
 
 
 
 
 
 
 
 
 



 
 
 
 
 
 
 
 
 
 
 
 
 
 
 
 
 
 
 
 
 
 
 
 
 
 
 
 
 
 
 
 
 
 
 
 
 
 
 
 



宜蘭縣 107年度戶外教育主題課程教學模組推廣成果報告 

『河海系列－漁村文化體驗學習之旅』 

一、目的： 

  （一）促進師生透過走讀宜蘭、探索、體驗、互動與觀察等多元學習方式，提 

        升宜蘭學子對家鄉文化與在地價值的認同感。 

  （二）透過實際規劃與帶領，提升教學資源品質與教學效益。 

  （三）推廣本縣戶外教學體驗活動，落實在地化戶外教育的推展。 

二、辦理單位：三星國小五年級師生 

三、參與對象與人數： 

老師 學生 合計 

5人 60人 65人 

 

四、辦理日期(或期間)：107年 5月 8日(週二)上午 08:00-下午 15:00 

五、辦理行程： 

時間 課程主題 內容簡介 授課講師 地點 

8:10-9:00 
坐車前往後埤

社區 

教師於車上提醒本日活動流

程及注意事項 
五年級老師 

後埤 

社區 

09:00-9:50 

社區迎賓─社

區及牽罟活動

簡介 

室內課程 

活動介紹與社區發展簡介 

後埤社區 

張永德總幹事 

後埤 

社區 

10:00-11:30 
漁村討海人 

的體驗~牽罟 

讓學童了解牽罟的方法外，也

體驗漁家苦與樂。 

『牽罟』需要力量與團結合作

的精神，才能捕魚維生養續後

代，因而形成聚落居民共同的

記憶。 

後埤社區 

張永德總幹事 

後埤 

海灘 

11:30-13:00 
漁村飲食 

文化體驗 

體驗漁村居民純樸具在地食

材的飲食文化。 
後埤社區團隊 

後埤 

社區 

13:30-15:00 
瓜瓜的異想世

界 

透過專業課程解說，實地觀察

現代農業發展，以深入淺出方

式，引領學童認識科技農業。 

南瓜彩繪 DIY 

全國十大農民 

林旺山 老闆 

旺山休

閒農場 

15:00~16:00 賦歸 帶回滿滿的感動與回憶   

 

 

 



 

六、執行成果： 

✩心得寫作 

 

 

 

 

 

 

 

 

 

 

 

 

 

 

 

 

 

 

 

 

 

 

 

 

 

 

 

 

 

 

 

 

 

 

 

 



 

 

 

 

 

 

 

 

 

 

 

 

 

 

 

 

 

 

 

 

 

 

 

 

 

 

 

 

 

 

 

 

 

 

 

 

 

 

 

 



（2）學習活動照片 

  

✒張總幹事解說牽罟的流程 ✒跟著耆老準備牽罟 

  

✒同心協力一起拉 ✒準備收網 

  

✒抽籤分享漁獲 ✒淨灘，留下淨美的海灘 



  

✒尋找傳說中的北瓜 ✒解說現代科技如何運用在農業栽培 

  

✒認識各種不同的瓜果 ✒南瓜燈彩繪體驗 

 

七、課程回饋與建議：  

 

    透過參與壯圍後埤社區發展協會牽罟體驗，讓山區的孩子有機會體驗有別於

日常生活的農村經驗，感受傳統的捕魚方式。海對於這一群小孩有著神奇的魔

力，因喜愛海寧願多花點時間淨灘，還給海洋原本乾淨的風貌。 

牽罟是一種社區合作捕魚，共享漁獲的傳統捕魚方式，也是村民情感交流的重要

時刻。時過境遷，此種捕魚方式以不復存在，唯有透過文化保存及教學體驗才能

讓小孩從中感受老祖先們如何共同生活，瞭解人與人的關係為何如此緊密。 

    隨著科技及栽培技術的進步，現代化的南瓜栽種和傳統方式有很大的差異。

運用溫室減少病蟲害，並運用現代科技自動化控制溫度、溼度、養分，還能透過

不同的 LED燈照射改變作物的生長速度。 

    此一課程結合了傳統與現代，傳統的捕魚方式已無法符合現代的需求，但它

的文化、精神是值得代代相傳。人與人的合作分享，人與大地的和諧共存，這都

是我們不斷在學習的課題。老社區如何營造再創新，為社區帶來生命，如何運用

現代科技和環境結合，創造一個永續發展的雙贏局面，是未來大家要共同努力的

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