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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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前回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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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導師：                        學務組： 

 

        教務主任：                        校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