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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0學年度推動與發展國民中小學戶外教育計畫 

成果報告表 

校名 
臺北市士林區百齡高級中學 

附屬國中部 

方案類別 

■臺北市城市遊學 

□跨縣市校外教學 

□無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方案名稱 
齡基一動 – 社會領域暨跨領域  

三腳渡闖關活動 

 

辦理時間 
梯

次 

參加人數 
地點 

(請加註縣市名) 起 迄 
教師 

(含兼行政) 
職員 學生 家長 

110年 12月

7日 

110年 12月

7日 
1 21 0 220 10 台北市 

 

方案特色 

1. 將學校所學的抽象知識，應用於日常的生活環境。  

2. 了解人與環境的互動與交互影響，培養對鄉土的認同與關懷。 

3. 社會、自然、藝文、綜合等跨領域教師一起腦力激盪，以鄉土為基底，融合各領域

知識的引領，讓學生對環境有更全面的知識連結與應用。 

4. 跨領域教師的合作，增加彼此的對話與創造更多課程設計的可能性。 

5. 藉闖關、分組活動，培養學生表達、溝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6. 與社區資源 -- 三腳渡龍舟文化發展協會合作，增加學校與社區的正面互動。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突顯方案特色或主軸之照片) 

 
 

文字說明：ipad融入闖關 文字說明：社會科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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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說明：英文科闖關 文字說明：胸章製作 

  

文字說明：造船師傅利用模型解說 文字說明：數學科闖關 

  

文字說明：師傅解說划船技巧 文字說明：龍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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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說明：龍舟體驗 文字說明：龍舟體驗 

活動成效評量(必填) 

問題解決策略(課程實際執行中所面臨的問題，及往後修正的改進策略) 

1. 場域選擇地點：闖關在三腳渡空地，需向水利局申請；划船是在基隆河面上，需有另一

艘馬達式的舢舨預備，且有水上救生員於一側。 

2. 交通方式：步行約十五分鐘至三腳渡，沿途十字路口皆有愛媽指揮。 

3. 課程進行方式規劃：一系列的課程規劃，校內有社會科教師在課堂內操作三腳渡的環境

與歷史，胸章圖案設計與各科室前融入；戶外活動需要行政、導師與家長志工的協助，

在活動前約與該年級導師們擁有良好的溝通互動，如班級分組名單、家長同意書發放

等，都需要導師的協助，另場地的申請、課務的調動等，也需要行政的幫忙，因眾人之

力，才能促成一場有意義且有品質的跨領域戶外活動。 

資源、經驗分享/執行建議：提供其他學校(含臺北市及外縣市)執行本方案的參考意見 

1. 行前準備建議：社會領域主辦，商請其他領域設立關卡，事前場地申請、各領域用品需

求表與課務調動等，都要有良好的溝通。 

2、當天闖關：踏出校門的學習，對學生本就具有很高的吸引力，要時刻提醒此為戶外課  

   程，非郊遊，保持正確心態，才能盡興又有收穫。 

3、心得回饋：願意操作的國文教師會以此次戶外教育為作文題目，若無法配合，則融入在 

  每班每日的生活札記中，地理老師也會整理闖關當天每班的作品，布置、展覽於校園。 

4.學習成效: 期待學生藉由這樣的課程設計，除了知識點的學習，更能藉由分組活動培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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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溝通以及合作的能力，也因為實際走入社區，期待發展出對家鄉的感情。 

 

 

 

活動辦理之課程內容檢核 

項目 檢核規準 

學校自我檢核結果  

(請在相對應的欄位內打 V) 

達成 部分達成 未達成 

教 

學 

目 

標 

擬 

定 

 1.可運用場域資源，以達成領域教學目標。 V   

 2.可促進學生和環境連結，擴展學習經驗。 V   

 3.教學目標多元且具多面向(包含感受、探索、

體驗、操作、理解…等)。 
V   

 4.建立學生和環境友善的關係。 V   

 5.建立學生和他人友善互動關係 V   

課 

程 

方 

案 

規 

劃 

 1.有系統的課程主軸架構，避免零碎分散的活動 

   行程。 
V   

 2.以學生為主體的課程規劃，重視啟發而非教 

   導、強調互動而非灌輸。 
V   

 3.課程規劃兼顧穩定和彈性，營造學生多元能力 

   表現的情境和機會。 
V   

 4.結合場域資源特色，透過多樣化的活動（觀

察、體驗、探究、調查…），引導學生主動學

習。 

V   

5.以小組合作方式進行活動，強化同儕互動機 

會，並且讓每個人都有展現的空間。 
V   

場 

域 

選 

擇 

及 

安 

全 

準 

備 

1.具備學習資源的場域，如：自然生態場域、歷 

史文化館所、藝文展覽、地方產業活動等。 
V   

2.軟硬體設計應與學生背景或學習經驗、關切事 

物、生活模式產生連結。 
V   

3.各項設施與設計具當地特色，或具綠能設計、 

趣味性、知性、美學、人文與教育之意涵。 
V   

4.軟硬體的規劃、設計與管理制度，能以人身安 

全為優先考量。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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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活動場域和路線的安全評估，以及緊急事 

件處理和應變的準備。 
V   

完 

整 

資 

源 

建 

構 

1.能連結本市或他縣市發展之戶外教育場域資\ 

源，豐富孩子之學習路線規劃與學習經驗。 
V   

2.能運用本市或他縣市發展之戶外教育成果，深

化學校戶外教育課程內涵及課程設計。 
V   

3.經費編列與使用符合經濟效益原則。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