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113學年度學校實施戶外教育計畫 

子計畫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方案申請表 

申請學校 成功國小 

計畫名稱 探索海洋的奧秘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 _基隆市    

地點：基隆市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課程屬性 

■搭配部定課程延伸實施，結合領域、單元： 

自然領域康軒四上第二單元 水生生物與環境 

社會領域南一四上第一單元 家鄉的交通 

課程實施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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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實施單位 ☐班級 ☐班群 ■學年 

課程是否搭配

外部協作師資 

■是   (協作師資所屬單位及姓名：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導覽人員) 

☐否 

計 

畫 

計畫 

目標 

1. 認識海洋的生物多樣性 

2. 了解海洋對人類的重要性 

3. 培養學生對海洋的探索興趣 

落實 SDGs 

指標 
SDG 14 保育海洋生態 

 

 

 

 

 

 

 

 

對應12年

國教核心

素養、學

習重點 

領域核心素養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

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自 E-A2 能運用好奇心及想像能力，從觀察、閱讀、思

考所得的資訊或數據中，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或

解釋資料，並能依據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概念及探

索 

社-E-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

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

權，關懷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自 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

與行動力。 

 

：編號 



學習內容 

自 Ing-Ⅱ-1自然環境中有許多資源。人類生存與生活需

依賴自然環境中的各種資源，但自然資源都是有限的，

需要珍惜使用。 

社2a-Ⅱ-1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與

變遷等問題。 

 

學習表現 

自 Po-Ⅱ-1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行

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社 Ab-Ⅱ-2自然環境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也會

改變自然環境。 

 

計畫要點 

一、實施地點：基隆市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二、辦理時間： 113年11月7日 

三、實施對象：本校113學年度四年級學生 

四、參與人數：預計160人 (學生150人、教師10人、家長志工0人) 

五、任務分工：(得依學校處室規模及任務編組情形自行調整) 

（一）教務處：提供課程相關資料、分派支援教師 

（二）學務處：協助計畫申請、辦理學生平安保險、租賃車輛 

（三）總務處：活動經費概算、計畫經費核銷與執行 

（四）導師：相關單位的聯繫及課程活動內容的安排與協調 

（五）其它：博物館提供解說及導覽 

六、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 

（一）評估戶外教育風險： 

戶外教育風險評估表、戶外教育活動程序檢核表及緊急事件處

理流程圖如附件一、二說明。 

（二）學生體能評估： 

1、考量本學年中特殊生的需求，評估館場的無障礙設施，以利學生

行進，以期教育機會均等。 

2、考量參加者在活動期間所需的飲水、電解質與熱量，檢視館場中

的飲水機設備，並提醒孩子攜帶適量食物和飲水。 

（三）活動安全態度建立： 

1、引導學生學會自律負責、互助關照等態度，避免互相干擾。 

2、引導學生設定明確的場域活動界線，避免學習者因為「越界」而

衍生非預期的其他風險。 

3、事先確認行程時間與活動安排的時間管理，包含交通時間、移動

方式、活動時間設定，並注意課程活動期間的時間與人員控管。 

4、分組進行活動時，老師必須進行巡視、適時引導提問與關照各組

的狀況。 

5、事先充分做好小隊編組與隊伍行進管理，避免走失走散，增加團

隊與個人的行走安全。 

（四）活動場域知識評估： 

1、場域活動知識：結合相關課程與教學活動，於課堂學習時，奠定

基礎知識，並於出發前提醒與強調。 

2、資訊更新：出發前與博物館確認當天的環境與交通條件是否與過

往依然相同。 

3、環境知識：與學生約定好集合或解散、授權小隊任務編組進行自

主學習的「時間點」與走散時的應對方式。 



實施內容 

一、課程計畫：探索海洋的奧秘 

（一）課程架構：

 

（二）設計理念： 

結合部定課程，讓學生跳脫課本的文字性學習，透過參訪博物館

來探索海洋的奧秘，以活潑有趣的互動方式，呈現出海洋科學中已經

了解與尚待探索的課題，同時也讓學生感受到海洋科學的發展對人類

帶來的福祉，引導學生省思並共築海洋可能的未來。 

二、教學流程表： 

實施時間 教學活動名稱 教學內容 師資 

8:00~8:20 行前準備 
當日行前設備檢查(飲水

與食物) 

班級導師 

8:20~9:30 前往海科館 

1. 交通安全介紹 

2. 緊急狀況應對說明 

3. 辨明遊覽車上的逃生

出口 

4. 參訪須知與安全注意

事項 

班級導師 

9：30~10：

30 

參訪主題館-

「海洋科學

廳」 

認識海洋的誕生與生活

中利用海洋資源製造的

產品，並進而珍惜海洋

資源。 

班級導師 

館員導覽員 

10:30~11:3

0 

主題館-「船舶

與海洋工程

廳」簡介 

透過觀察、互動操作方

式，了解海洋運輸與人

類生活的密切性，認識

船舶與海洋工程的運作

班級導師 

館員導覽員 

探索海洋的奧秘

海洋的樣貌

生物生存的環
境(自然)

海洋的資源

認識海洋生物

(自然)

認識航運

(社會)

海洋的未來

珍惜海洋資源
(自然)

認識海洋科技
(社會)



依存性，體會海洋工程

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進

而憧憬未來海洋科技的

發展前景。 

11:30~12:0

0 
輪船 DIY 課程 

透過輪船 DIY 課程，親

近海洋科技與海上交通 

館員導覽員 

12:00~13:3

0 
休憩充電 午餐 

班級導師 

13:30~14:3

0 

參訪主題館-

「海洋環境

廳」 

了解臺灣海洋環境的特

色，並實際認識日常生

活是如何深受海洋的影

響 

班級導師 

館員導覽員 

14:30~14:5

0 
分享與討論 

小組分享與討論今日收

穫 

班級導師 

14:50~16:0

0 
返校  

班級導師 

 

三、活動設計 

(一)課前準備： 

1. 讓學生預習海洋相關的知識，例如海洋的地理環境、生物多樣

性、海洋文化等。 

2. 準備參觀博物館所需的物品，例如水壺、雨具、帽子等。 

3. 與博物館聯繫，預約導覽或工作坊。 

(二)課中教學： 

1. 參觀海洋科學廳 

⚫ 小組分組參觀海洋科學廳的各個展區，認識海洋的誕生與生

活中利用海洋資源製造的產品 

⚫ 引導學生思考海洋生物對人類的重要性 

⚫ 完成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提供之學習單，如附件三。 

2. 參觀船舶與海洋工程廳 

⚫ 小組分組參觀船舶與海洋工程廳的各個展區，透過觀察、互

動操作方式，了解海洋運輸與人類生活的密切性。 

⚫ 讓學生進行小組討論，討論海洋工程對人類的影響。 

⚫ 完成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提供之學習單，如附件四。 

3. 參觀海洋環境聽 

⚫ 了解臺灣海洋環境的特色，並實際認識日常生活是如何深受

海洋的影響 

⚫ 引導學生了解海洋面臨的威脅，例如海洋污染、過度捕撈、

氣候變遷等 

⚫ 完成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提供之學習單，如附件五。 

4. 輪船ＤＩＹ 

 









附件一 

宜蘭縣立成功國民小學戶外教育可行性評估暨風險管理評估表 

壹、戶外教育可行性評估： 

項 目 評   估   項   目 是 否 

基 本 條 件 

⚫ 領隊及協同領隊人力是否充足？ ✓  

⚫ 學生負擔經費是否恰當？ ✓  

⚫ 學生是否會期待本次校外教學活動？ ✓  

⚫ 教師對於本次教學是否有工作或心理上的負擔？  ✓ 

時 間 

⚫ 日期是否與學校行事衝突？(考試、發表會等)  ✓ 

⚫ 日期是否遭遇特殊停課？（補假、民俗假日等）  ✓ 

⚫ 舉辦時機是否符合課程進行？ ✓  

⚫ 課程及活動進行時程是否充裕？ ✓  

⚫ 課程活動之安排是否過多？過於緊湊？  ✓ 

地 點 

⚫ 距離是否太遠（車程過久）？  ✓ 

⚫ 行經道路是否有可能塞車之路段？  ✓ 

⚫ 行經道路近期是否曾發生無法通行之事故？  ✓ 

⚫ 下車後（停車場、公車站）步行距離是否太遠？  ✓ 

主 要 教 學
場 域 教 學
關 聯 性 

⚫ 與教學之領域單元是否相關？ ✓  

⚫ 是否渉及領域或議題課程的真實呈現(主學習)？ ✓   

⚫ 是否提供領域或議題課程的延伸補充(副學習)？ ✓  

⚫ 是否有助於前項以外的學習（輔學習）？ ✓  

教學方式：導覽、參觀、實作、體驗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本表由評估人依主觀意識填記，僅供辦理校外戶外教育活動可行性評估之檢核參考，

非關決策之依據。 

  



貳、戶外教育風險評估： 

⚫ 帶隊人力是否充足（填入人數）？ 
□教師 □家長 □護理人員 □小隊輔 □小組長 

是 
尚
可 

否 

行程特性評估 

⚫ 天候是否恰當（恰當者畫✓）？ 
□氣象預報 □季節因素 □地形因素 □其他 

是 
尚
可 

否 

天氣因素考量 

⚫ 行經道路是否有潛在危機（就所知填記，符合者畫✓）？ 

□大雨後山地 □陡坡 □狹路 □土石流潛勢區 
□曾發生崩塌 □交通流量過大 □其他 

是 
尚
可 

否 

畫記越多越不利 

⚫ 活動場域管理單位： 
□政府機構 □企業公司 □公益團體 □個人 □無 

⚫ 活動場域如為民間場域，是否合法經營？是否辦妥相
關登記？               

是  否 

⚫ 活動場域是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是否有相關
保障措施？  

是 
未查
證 

否 

⚫ 近期是否為重大傳染病流行期？ 
⚫ （如腸病毒、流感等） 

是  否 

⚫ 活動場域是否處於前項傳染病之高風險區域？ 
活動場域是否即為高風險場域或易生群聚效應之場
域？ 

是  否 

⚫ 活動場域管理單位是否處於正常管理狀態？ 是 
尚
可 

否 

⚫ 活動場域若處於山坡地，坡地是否安全（如坡度、步
道）？（可參考官網資訊或電話詢問） 

是 
尚
可 

否 

⚫ 活動場域是否鄰近危險水域（如無人看管之溪塘、海
域）？  

是 
尚
可 

否 

⚫ 活動場域如有水域，防護或救生措施是否充裕（如圍
籬、救生設備、救生員或現場管理員）？  

是 
尚
可 

否 

⚫ 本活動是否與學校行政單位建立緊急聯絡機制 是 
尚
可 

否 

⚫ 本活動是否與家長建立緊急聯絡機制 是 
尚
可 

否 

註：本表僅供辦理校外戶外教育活動可能風險之檢核參考，非關決策之依據。 

 

 

  



參、宜蘭縣成功國民小學辦理戶外教育活動程序檢核表 

活動名稱或地點：                       實施日期：  113年11月7日 

編號 檢核項目 填記 備註 

1  提出校外教學申請 □完成  □免辦  

2  發下校外教學活動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 □完成  □免辦  

3  製作校外教學參與人員暨保險名冊 □完成  □免辦  

4 製作、發放收費單，並收取學生費用  □完成  □免辦  

5 行前勘查(視實際狀況自行評估辦理)  □完成  □免辦  

6 實施行前安全教育  □完成  □免辦  

7  校外教學分組教學及安全維護管理 □完成  □免辦  

8  校外教學當日人員課務處理 □完成  □免辦  

9 營養午餐異動處理  □完成  □免辦  

10 未參加學生之安置(事先提供學生名單)  □完成  □免辦  

11  備妥簡易醫療用品 □完成  □免辦  

12 辦理活動保險、租車、購置門票及相關採

購 

□完成  □免辦  

13 車輛安全檢查(完成出發前檢查及逃生紀錄 □完成  □免辦  

14 逃生演練  □完成  □免辦  

15 指導學生完成相關作業及批閱 □完成  □免辦  

16 辦理經費核銷及進行檢討  □完成  □免辦  

※本表請自申辦活動即開始依執行實況填記。 
 

 

肆、宜蘭縣成功國民小學辦理戶外教育活動緊急處置與安全通報 

1.  地點環境風險評估：低~基隆市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2.  應變與通報：備妥一般醫藥箱，若需進一步送醫時立即依戶外教育意外事

件處理程序流程通報119，並由行政或科任人員陪同前往就近醫院（導師

照顧原班學生）。若遇大量人員傷亡，通報學校緊急事件危機處理小組依

學校緊應變計畫處理。  



附件二  戶外教育意外事件處理程序流程圖 

 

 

 

  



附件三  海洋科學廳學習單

 



附件四 船舶與海洋工程廳學習單 

 



附件五 海洋環境廳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