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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成果報告〔宜蘭縣立礁溪國中〕 
一、計畫名稱 與海洋的對話—野柳自然踏查與海科館參訪 

二、學校名稱 宜蘭縣立礁溪國中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新北市、基隆市   ☐無跨縣市 

地點：新北市萬里區野柳地質公園、基隆市中正區海洋科技博物館   

課程實施單位 ☐班級 ☐班群 █學年 
參與學生數 96人 

參與教師數 8人 

課程主題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外部協作師資 

■ 無 

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_____位 

☐安全風險管理_____位 

☐其他：__________需求師資，_______位 

協作師資資訊

(若有多位師

資，請自行新

增欄位) 

姓名  
師資類型 請選擇師資類型 

單位 (若無免填) 

聯絡資訊 
電話： 

信箱： 
教學類型 請選擇教學類型 

專業證書 
 

教學專長 請選擇教學專長 

協作師資資訊

(若有多位師

資，請自行新

增欄位) 

姓名  
師資類型 請選擇師資類型 

單位 (若無免填) 

聯絡資訊 
電話： 

信箱： 
教學類型 請選擇教學類型 

專業證書  教學專長 請選擇教學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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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實施過

程記錄 

一、活動流程紀錄表： 

        時間: 111年10月21日 

         地點: 野柳地質公園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館 

實施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師資 

活動前三日 行前準備 

1.學習單發放 

2.當日行程介紹 

3.緊急流程說明 

教務處人員 

班級導師 

07:40~07:50 穿堂集合 

1. 清點各班人數 

2. 發學習任務單及行前

叮嚀 

教務處人員 

班級導師 

07:50~09:00 車程 前往野柳地質公園 班級導師 

09:00~11:30 
野柳踏查之

旅 

1.觀察野柳海岸地形 

2.觀察野柳動植物生態 

3.野柳岬觀景步道踏查 

班級導師 

社會及自然領域

教師 

11:30~12:00 車程 前往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館 班級導師 

12:00~12:40 午餐 海科館廣場 班級導師 

12:40~15:10 
參訪基隆海

科館 

1.參訪海科館常設展，聆

聽導覽人員解說 

2.欣賞海洋劇場「海底的

奧秘」，了解海洋世界中

不為人知的秘密 

海科館導覽人員

(分組進行) 

班級導師 

社會及自然領域

教師 

15:10~16:30 車程 返回礁溪國中 班級導師 

活動後 
學習任務報

告 

各班繳回學習單及活動

照片 

教務處人員、導

師、社會及自然

領域教師 

二、戶外教育教學活動： 

1.準備活動 

(1) 由社會領域及自然領域教師於活動當學期，建立七年級學生基礎學

科概念，並將學科內容與參訪地點連結。 

(2)活動前三週，由教務處及相關同仁擇日進行場地勘察，以確保活動

的安全與行程流暢性 

(3) 活動前一週，召開隨隊教師及導師行前會，由行政同仁提出活動整

體流程安排並聽取老師建議。另請導師協助班級分組，任課教師就相

關學習任務進行規畫說明。 

(4) 活動前三天，由教務處安排學生說明會，介紹當日活動流程、參訪

重點及相關安全維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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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16 第一次籌備會議 111/10/05 第二次籌備會議 

 

 

 
111/10/06 社會領域教師針對戶外教

育課程進行討論。 

111/10/07 自然領域教師針對戶外教

育課程進行討論。 

  
111/10/19 教師及隨隊人員行前會議 111/10/20 師生行前說明會 

  

111/10/20 行前說明會簡報大綱 111/10/20 行前說明會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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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活動 

(1) 野柳地質公園：各班分組行動，以小組為單位，於園區內實際踏查

各種海岸岩石奇景，並觀察動植物生態，走訪二十四孝山步道，並完

成學習任務單及指定的影像紀錄。 

(2) 海洋科技博物館：由館方導覽人員分組帶領學生進行50分鐘常設展

導覽解說。之後由學生分組活動，透過學習單的引導，以分組合作

方式完成相關任務，並從中認識海洋科學、海洋生態與文化。 

 

  

野柳踏查，由老師先說明安全原

則，礁中學生展現井然有序的學習

精神 

學生分組行動，實際走入野柳特殊

的地質中，感受大自然的力量。 

 
 

這麼棒的天氣，這麼美的景觀，拍

照也是重要的影像紀錄哦~~ 

登上野柳二十四孝山觀景台，瞭望

大海，吹撫海風，和同學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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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踏查任務完成後，當然也要

和好朋友一起刺激在地經濟囉~~ 

感謝教師伙伴們全程照護學生，讓

這趟戶外踏查活動能安全而順利。 

 

 

 

 
在海科館豐富的知識世界中，學生

努力紀錄每個展廳的發現。 

海科館內體驗討海人的文化與生活

的艱辛。 

  
學生專注地動手操作互動式展品，

從實際操作認認海洋科學理論。 

導覽老師介紹海科館的前身，如何

轉型為認識海洋科技的博物館 

 
 

海科館導覽人員介紹潮間帶生態，

學生認真地聆聽解說。 

全體師生與導覽志工於海科館合影 

 

3.統整活動 

活動結束後，請同學於三天內將學習單及影像紀錄交至教務處，

由社會及自然領域教師共同批閱並遴選出優秀作品和照片，張貼於佈

告欄並公開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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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課後反思(教學省思)： 

由社會及自然領域教師，分別於課堂中帶領學生回顧戶外教育當日

之所見所感，並與七年級學科課程內容進行對照與反思。另針對各組小組

合作部分，由老師給予觀察的回饋與建議。 

四、後續延伸課程 

由社會及自然領域教師引導學生針對野柳及海科館相關展覽提出問

題，問題可由學生自行發想或教師從旁引導，例如：野柳地質特色的成

因、如何拯救女王頭、海洋科學如何運用在海洋永續發展…等，從發現

問題著手，進而引起學生研究動機和興趣，使之願意主動蒐集資料解釋

或解決問題。 

四、學生學習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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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效檢討與

建議 

(一) 成效檢討:  

1. 本次戶外教育以海洋為主題，進行野柳地質公園及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館

的踏查與參訪。透過活動前的課程教學: 不管是地理科的海岸地形或自然

課的海洋生態及環境永續等議題，讓學生有了知識的基礎與連結。之後再

以實際行動進行踏查，親身感受大自然地質的變化與力量，也吸收更多有

關海洋的科學知識及文化。 

2. 整體活動規畫及課程進行尚稱完整，學習單與學習任務的設計安排也能

契合教學目標。唯當天下午行程較趕，學生在海科館導覽結束後，可自由

探索的時間較短，未來在安排時程上，可以再行調整。 

3. 活動後的成果展現，學習單及活動影像紀錄展出，利用校慶藝文成果展

時進行。分組發表則在原班利用地理課程進行。學生除了踏查所學的課程

內容外，亦可培養學生語語表達及簡報製作等能力。 

(二) 建議:  

   1. 本次戶外教育經費承蒙教育處核准，於期初將全額經費核撥，在辦理

活動經費支用上較為方便處理，期望未來在經費整體運用許可下，亦可考量

比照今年度方式辧理。 

  2. 透過網踏平台，發現各校戶外教育辦理情形都非常精彩豐富，若能辦理

相關的實體分享研習，供各校參考，互相觀摩，相信可精進各校辦理戶外教

育的規畫與執行能力，亦可激發出不同的創新課程。 

六、計畫經費收支結算表: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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