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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5學年度推動與發展國民中小學戶外教育徵件實施計畫方案徵件 

課程計畫表 

(每個課程方案使用一份計畫表，表格請自行增加，並可改變) 

方案類別 

□ (臺北市)城市遊學體驗學習課程方案 

Ｖ 跨縣市校外教學體驗學習課程方案 

方 案 名 稱 三興山海經 

體 驗 情 境 

介    紹 

【腳踏七星】 

    七星山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轄區內，海拔 1,120公尺，是台北市第一高的

山岳。七星山屬於大屯火山彙，峰項置有一等三角點，山頂視野寬闊，能將整

個大台北地區一覽無遺。 

【輪御淡河】 

    騎乘腳踏車從公館水岸出發沿新店溪右岸匯入淡水河岸，過大稻埕碼頭後

繞行社子島至關渡自然公園，一路欣賞河口生態銜接北縣金色水岸自行車道至

淡水。 

【騰游龍岬】 

    龍洞灣是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最大港灣，特殊的海灣地形能抵擋洶湧的

潮流，吸引豐富的海洋生態在此棲息發展。在此處體驗浮潛，近距離觀察海洋

生態。 

實 施 年 級 五年級 課程設計者 藍士修 

連 結 學 

習 領 域 

國語(南一版) 

五上                    五下 

第三課 海洋朝聖者       第八課 沉默的動物園 

第九課 我的書齋         第九課 被埋葬了的城市 

社會(康軒版) 

五上                    五下 

第一單元 臺灣在哪裡     第一單元 唐山來的拓荒客 

第二單元 自然環境       第五單元 臺灣的自然災害 

健體(康軒版) 

五上 

第一單元 球類運動和游泳    

第二單元 安全新生活 

綜合活動(翰林版) 

五下 

第二單元 文化美地 

實施時間 106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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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目 標 

1.能透過文本閱讀，知道臺北市及臺灣的文化歷史變遷。 

2.能透過不同的活動體驗，進行不同的寫作方式。 

3.認識陽明山國家公園在環保與開發之間的平衡 

4.認識臺北市的主要河川及其沿岸特色。 

5.認識臺灣東北角的海岸地形。 

6.知道如何正確且安全的騎乘腳踏車。 

7.瞭解那些是危險的騎乘腳踏車行為。 

8.搭配水域運動體驗，引入水域安全相關技能與知識。 

9.藉由水域探索體驗活動，培養學生水域安全與自救能力，建立學生對海洋的 

  正確價值觀，近海而不畏海，深耕知海、愛海、惜海之海島公民意識。 

連 結 能 

力 指 標 

國語 

5-3-8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6-3-3能培養觀察與思考的寫作習慣。 

6-3-4能練習不同表述方式的寫作。 

社會 

1-3-1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1-3-10 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辦

法。 

健體 

1-3-2體驗親水活動，如游泳、浮潛、帆船等，分享參與的樂趣或心得。 

5-2-2判斷影響個人及他人安全的因素並能進行改善。 

綜合 

3-3-4認識不同的文化，並分享自己對多元文的體驗。 

設 計 理 念 

1.透過親身探訪,以期學生能夠瞭解在人文與自然環境上的特色，以及對 

  周遭生活環境的覺察，並能進一步討論，如何在開發和環境保育間取得共存。 

2.鼓勵學習與生活共舞；整合資訊科技，設計不同學習課程，使學習更多元更有 

  趣。 

評 量 方 式 紙筆評量(作文、學習單)、實作評量(騎腳踏車、浮潛) 

教    學    設    計    內    容 

體驗歷程 
時 間

( 分 ) 
學 習 流 程 學 習 資 源 

 

 

 

 

 

八 節 課 

 

3 2 0 分 鐘 

 

 

 

 

 

 

 

 

 

320分鐘 

 

 

 

 

【腳踏七星】 

◎活動內涵 

    七星山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轄區內，海拔 1,120公尺，

是台北市第一高的山岳。七星山屬於大屯火山彙，峰項置有

一等三角點，山頂視野寬闊，能將整個大台北地區一覽無

遺。 

◎問題思考 

  1.陽明山是個國家公園，其對臺北市的意義為何？ 

  2.為何在登山的過程中動植物的分布會有所不同？ 

  3.孔子登泰山而小魯，登七星山是否小臺北呢？ 

    這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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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節 課 

 

3 2 0 分 鐘 

 

 

 

 

 

 

 

 

 

 

 

 

 

八 節 課 

 

3 2 0 分 鐘 

 

 

 

 

 

 

 

 

 

 

 

 

 

 

 

320分鐘 

 

 

 

 

 

 

 

 

 

 

 

 

 

 

 

320分鐘 

 

 

◎學習活動 

  1.學生撰寫行前通知。 

  2.登山沿途觀察地形變化、動植物分布變化並予以紀錄。 

  3.登頂後觀察四周景色，並繪圖加以說明。 

  4.回校後進行成果發表。 

 

 

【輪御淡河】 

◎活動內涵 

    騎乘腳踏車從公館水岸出發沿新店溪右岸匯入淡水河

岸，過大稻埕碼頭後繞行社子島至關渡自然公園，一路欣賞

河口生態銜接北縣金色水岸自行車道至淡水。 

◎問題思考 

  1.沿途地名的變化代表了什麼？ 

  2.沿途的自然景色變化說明了什麼？ 

  3.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是臺北盆地的重要 

    水文動脈，這四條水脈對臺北的古今功能及意義？ 

◎學習活動 

  1.學生閱讀資料後，撰寫行前通知。 

  2.沿自行車道騎腳踏車瀏覽河岸利用變化，並加以比較 

  3.學生沿途拍照進行紀錄。 

  4.回校後進行成果發表。 

 

 

【騰游龍岬】 

◎活動內涵 

    龍洞灣是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最大港灣，特殊的海灣

地形能抵擋洶湧的潮流，吸引豐富的海洋生態在此棲息發展。

在此處體驗浮潛，近距離觀察海洋生態。 

◎問題思考 

  1.臺灣是個海島，但我們接觸大海的機會並不多，這是為

什麼呢？ 

  2.東北角海陸的特殊性為何？ 

  3.我們應該要如何保護這片美麗的海洋？ 

◎學習活動 

  1.學生閱讀資料後，撰寫行前通知。 

  2.進行浮潛觀察海中生態。 

  3.觀察龍洞岬地形特色並予以紀錄。 

  4.回校後進行成果發表。 

 



- 4 - 

 

 

教  學  要  點  及  注  意  事  項 

1. 【腳踏七星】、【輪御淡河】、【騰游龍岬】此三活動可分散進行，毋須依照先後順序，並

可挑選部分活動進行教學。 

2. 各活動進行前，引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規劃路線，以增加學習深度。 

3. 進行登山、騎車、浮潛時應先取得家長同意書，並隨時確認學生身心狀態，若有不適應

隨時暫停就醫。 

4. 行前學生肌耐力的鍛鍊：早晨慢跑(10圈→15圈操場)、爬 1至 4樓樓梯(5趟→10趟)、 

                      跳繩 300下→500下。 

5. 安全規則之教導： 

(1) 【腳踏七星】：山路行走單人成行勿超越、勿推擠 

(2) 【輪御淡河】：勿併排騎車， 

(3) 【騰游龍岬】：確實暖身，穿妥救生衣 

6. 活動進行時，若能取得家長人力支援，沿途協助照顧學生安全最佳。 

7. 引導學生在成果製作時除針對觀察所得外，亦可比較課本上所提，相互印證。 

 

實 施 效 益 

    學生能透過文本閱讀及實地踏查，認識臺北市的主要河川及其沿岸特色以及臺灣東北角

的海岸地形，比較發現並印證臺北市及臺灣的文化歷史變遷。再透過不同的活動體驗，進行不

同的寫作方式將所得記錄下來。並在此過程中瞭解那些是危險的騎乘腳踏車行為學習到如何

正確且安全的騎乘腳踏車，以及登山時的安全防護知識及體力分配要領，最後搭配水域運動體

驗，引入水域安全相關技能與知識。藉由水域探索體驗活動，培養學生水域安全與自救能力，

建立學生對海洋的正確價值觀，近海而不畏海，深耕知海、愛海、惜海之海島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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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5學年戶外教育課程方案自我檢核表 

一、 校名：  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小                                           。 

二、 主題名稱：  三興山海經                                                 。 

三、 申請類別 

□ 城市遊學體驗學習課程方案。 

Ｖ跨縣市校外教學體驗學習課程方案。 

四、 檢核內容 

檢核
項目 

檢核細項 

達 成 情 形 
( 擇一勾選) 

備註：指標補充說明 

學校依計畫補
充並說明活動

特色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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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非單純遊樂式的活動，可連結

場域資源和領域教學目標，以深

化領域學習內涵。 

並單純遊樂式的活

動，連結場域資源

和領域教學目標，

深化領域學習內

涵。兼具認知、情

意及技能學習目

標。 

2.可促進學生和環境連結，擴展

學習經驗。 
V   

不受限於課堂教學，讓學生由對

環境之體驗，進而拓展視野及學

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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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目標有不同面向、層次之設

計，如感官經驗、概念學習、問

題解決及價值觀養成等，讓學生

學習多元能力。 

4.建立學生和環境友善的關係。 V   

運用場域資源特色，提昇學生和

環境良性互動的強度，例如：感

受自然與人文的美、敬畏自然力

量、關懷生命、願為守護環境而

行動。 

5.建立學生和他人友善互動關

係 
V   

透過課程學習尊重不同觀點與文

化差異，願意協助、服務他人，

也願意接受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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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運用及配合場域資源特性，以

核心議題或領域關鍵概念為主軸，

引導學生深入體驗與探索。 

課程規劃重點從本

市內的七星山至跨

縣市的淡水河再至

他縣市的龍洞灣。

山、河、海，以點

拉線擴展成面，帶

給學生完整的學習

體驗。透過人文、

自然的體驗，引入

資料蒐集、文本閱

讀，融合古今變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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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的設計可創造美的感受，新奇

的情境，引發學生探索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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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計可引發學生學習興趣、營

造學生可表現的情境，並建立其自

主學習的自信和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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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學生主動蒐集場域資訊，對場

域特性有整體性之瞭解，不是片斷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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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
項目 

檢核細項 

達 成 情 形 
( 擇一勾選) 

備註：指標補充說明 

學校依計畫補
充並說明活動

特色 

已

達

成 

部

分

達

成 

未

達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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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合於國家安全

標準之體驗場所。

並引入家長人力支

援，以補教師人力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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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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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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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本市七星山
登山步道為起
點，新店溪、
大漢溪與淡水
河自行車道連
結至新北市，
最後以東北角
暨宜蘭海岸國
家風景區為終
點，進行學習
場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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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符合經濟效益原則。 V    

4.經費編列項目符合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相關規定及標

準。 

V   

 

 

承辦人核章：            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 註 1：以上檢核項目，係採用國教署優質戶外教育檢核表。 

   註 2：審查結果由本局另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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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臺北市 105學年度推動與發展國民中小學戶外教育徵件計畫方案 

經費概算表 

 

申請學校：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小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車資 5500 輛 5 27500  

門票 225 人 100 22500 浮潛課程 

合計    50000  

 

 

 

承辦人：            單位主任：              校長： 

 

 

                    會計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