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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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明學校 
方案類別 

□ 臺北市城市遊學 

☑ 跨縣市校外教學 

□ 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方案名稱 跨越視界，走鹿山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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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13 110/11/14 1 5 1 13 0 
東埔山、鹿林山、

麟趾山(南投縣) 

 

方案特色 

1. 挑戰不可能的任務：13位參加同學的視力狀況包含4位全盲、9位低視能，涵蓋2位國一
及11位高中部學生，在短短兩天一夜的時間，須適應高山嚴寒的氣候與嚴峻的地形，在
外在環境的考驗下，運用殘存視力及本體覺，搭配陪同志工或老師的引導以及登山杖的
協助，一步步登向山頂。面對崎嶇、不規則、無法預測的高山地形，每一個步伐必須格
外小心謹慎，不求快，只盼穩健、安全走向海拔2,782公尺的東埔山、2,881公尺的鹿林
山及2,854公尺的麟趾山，然後感受綿延山巒的壯闊，完成不曾有過的挑戰。 

2. 跨領域課程結合：在從事戶外教育課程前，跨領域結合健體、特殊需求(生活管理)、自
然、綜合領域等課程，融入環境教育、戶外教育、安全教育及生命教育等重大議題，透
過課程編排與設計，讓學生學習登山技巧，加強體能，練習打包行李，認識山林環境與
氣候，更重要的是落實無痕山林、愛護地球的精神，建立人與環境之間正確的互動方
式。備妥知識、技能、態度後，以敬畏之心，面對大自然的考驗，挖掘台灣山林之美。
希望從戶外教育的過程中，學生能強化自信心，不因視力損傷而感到自卑，而是面對挑
戰無所畏懼。 

3. 連結外部專業資源：此次登山活動與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合作辦理，登山會成員具有
豐富的登高山背景，多數亦有陪同視障者登山的經驗，在兩次台北市郊山行前訓練，學
生與五二三志工建立關係、培養默契，並建立信任感，有助於志工在高山上引導學生克
服複雜的地形。另外，行前說明邀請五二三領隊到校提點學生注意事項，除了說明行程
外，也提醒務必攜帶禦寒衣物及登山裝備。 

4. 充實視障者生活經驗：視障者受限於視力狀況，鮮少有機會從事戶外休閒活動，更遑論
風險較高的登山活動，部份視障生的家長不放心孩子從事戶外活動，家庭活動大多以靜
態的室內活動為主，自然限縮了視障生參與戶外活動的機會。有鑑於此，學校規劃戶外
活動時，會以家長較少帶孩子進行的戶外活動為規劃方向，除了開拓視障者的視野，充

實生活經驗之外，更重視讓學生知道有關戶外活動的社會資源，學會向外尋求相關單
位，登山會就是很容易接觸的社會資源。未來畢業離開學校後，能自主參加休閒活動，
維持適當的身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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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突顯方案特色或主軸之照片) 

 

 

 

 

 

 

 

 

 

 

於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聆聽導覽、解說，了解

地理環境與天文現象。 

在東埔山頂前100公尺被關門的同學，趁天

未黑趕快下山。 

 

 

 

 

 

 

 

 

 

 

與老師早起看日出，未見太陽公公露臉，啊~

被山脈擋住了。 

在出發鹿林山、麟趾山前，在高山導覽員解

說下，視觸嗅認識高山物種。 

  

全體於高山草原上休息、合影。 12位學生攻頂抵達此次最高山麟趾山，與三

角點興奮合影。 

 

 

 

 

 

 

 

 

 

上山容易、下山難，更何況是視障者，一夥人

小心翼翼下山。 

抵達玉山登山口，有一天我們要登上台灣最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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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效評量(必填) 

1. 場域選擇地點：高山地形複雜、變化大、不確定因素較多，此次規劃東埔山、鹿林山、

麟趾山為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熟悉且評估後較為適合視障者的路線。 

2. 交通方式：一同搭乘遊覽車前往南投水里、塔塔加遊客中心，第二天下山抵達玉山登山

口後，以小組方式搭乘九人座至塔塔加遊客中心，轉乘遊覽車返回台北。 

3. 課程進行方式規劃：在活動前，校內體育課教授使用登山杖的技巧，並利用階梯、斜

坡，讓學生練習使用登山杖登階，適應地形變化。此外，與學生討論登山行李應該帶哪

些物品，並指導學生打包個人行李，逐一檢查登山背包的內容物。除了校內體育課及課

間活動時間訓練學生體能及肌耐力外，規劃了兩次台北市郊山的行前訓練，讓學生與登

山會志工提前培養默契，在步行過程中學習引導與被引導，建立登大山的先備能力。 

4. 導覽方式：第一天在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聆聽導覽、解說，初步認識玉山山脈的環境、

地形、植被、天文及動植物，學生期待晚上在山莊外夜遊看動物、觀星。第二天玉管處

資深導覽員，帶領師生走向鹿林山、麟趾山，途中引導學生透過觸覺、嗅覺認識高山樹

種、果實，並觀察動物留下的足跡。 

5. 導覽手冊或學習單：活動前發下自導式學習手冊，透過文字內容，學生對於此次登山的

路線與目標有初步認識；藉由檢核表確認自己在打包行李時是否攜帶了必要且需要的物

品；在活動後，藉由填寫學習手冊，回顧活動過程的經歷與成長，並將值得記錄的時

刻，以文字及照片刻劃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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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域選擇：對於視障生而言，本來就缺乏機會接觸戶外活動，更遑論具危險性的登高山

活動，考量學生在視力上的損傷與需求，所以在登山路線選擇上更為謹慎，審慎評估安

全性與可及性。若視障生可以完成，相信一般生也可以。 

2. 住宿地點規劃：因山莊床位有限，團體入住有難度，建議及早確定參與人數，以便提前2

個月預訂。 

3. 可結合的周邊戶外教育地點：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可提供影片及專人導覽服務，在入

山前熟悉登山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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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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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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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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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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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意度調查統計表 

項       目 統  計  百  分  比 

1. 你覺得本課程「地點距離」及

「交通安排」滿意嗎? 
滿意 100% 普通 0% 不滿意 0% 

2. 本次活動「課程安排」可以擴

展你的學習經驗嗎? 
滿意 100% 普通 0% 不滿意 0% 

3. 你對這一次的課程進多樣化行

方式(講解、分組、體驗活動)

滿意嗎? 

滿意 100% 普通 0% 不滿意 0% 

4. 你覺得老師（導覽人員）解說

內容清楚嗎？ 
清楚 100% 普通 0% 不清楚 0% 

5. 導覽手冊或學習單，能適度引

導，讓大家方便學習嗎？ 
滿意 77% 普通 23% 不滿意 0% 

6. 本課程能增進你對「當地特色

及產業」的認識嗎? 
可以 70% 普通 30% 無法 0% 

7. 學習本課程後，你可以向別人

簡述本次活動的經驗嗎? 
可以 100% 普通 0% 無法 0% 

8. 你會推薦別人參加【臺北趣學

習】戶外教育學習活動嗎? 
會 100% 還好 0% 不會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