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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一、 申請計畫內容簡述 

1-1 健全組織運作  

工作重點： 

(一) 1-1-1完善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人員組織架構分工 

(二) 1-1-2組織運作規劃：成立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

諮詢輔導團隊，協助實踐中長程計畫。 

(三) 1-1-3 四年發展項目及進程：主軸一課程教學、主軸二教師專業、                                  

主軸三資源應用、主軸四行政支援 

執行策略： 

(一)中心組織採水平整合統籌分工運作方式，依工作特色屬性分組，各自分工統整

模式。每月定期召開相關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業務資源協調會議，邀請相關科

室參加。不定期召開相關業務協調諮詢會議。 

(二)透過教育中心人員的分工、推動小組跨局處科室行政資源的協調、專業人力聘

請及諮詢輔導團隊的協助，健全組織運作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組織及運

作。每月定期工作小組會議、辦理相關研習、統整資源研討會議，定期維護資

源網站、辦理跨縣市、機構、領域等活動方式。 

(三)分組運作 

1.課程組之運作方式：盤點本市資源特色、發展課程、教師專業和學生學習辦

理諮詢及輔導相關會議、辦理戶外及海洋教育增能研習講座、進行分區/入校

或線上專業諮詢輔導。 

2.行政組之運作方式：積極運作資源應用：架設網站資源平臺和 facebook、公

告與交流研發課程成果、規劃北宜、雙北跨縣市、南安國中和石門國小跨校

的特色課程的交流、串接外部資源福智基金會的海洋減塑計畫、海洋科技博

物、長榮海事博物館、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海保署、國海院、東區協作中

心、專業醫療通識講座等跨機構的資源策略聯盟合作，發揮觀摩與增長的作

用、行政支援.整合規劃臺北市相關戶外及海洋教育工作的行政協調，配合中

央政府年會與全國觀摩會、盤點臺北市的在地特色，配合地方政府結合局處

資源辦理相關戶海活動，擴大推動效益。 

1-2 課程教學 

工作重點：學習點開發規劃 

1-2-1-1研發學習點教學設計_臺北大縱走+國立臺北科學教育館 

根據戶外教育資源平臺公告之臺北市跨部會場域，研發國立臺北科學教育館學

習點跨領域教學設計，結合北市資源臺北大縱走（Taipei Grand Trail）」第五

段路線捷運劍潭站至碧山巖，發展體驗從都會城市的便利到享受自然環境山林

魅力。 

1-2-1-2研發學習點教學設計_陽明山國家公園小油坑地質景觀區+北投溫泉博物館 

根據戶外教育資源平臺公告之臺北市跨部會場域資源，研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的

小油坑火山噴氣孔地質景觀與北投溫泉博物館學習點教學設計。 



3 

1-2-1-3研發學習點教學設計-陽明山中山樓、陽明書屋、竹子湖氣象站和北投垃圾

焚化廠 

根據戶外教育資源平臺之臺北市跨部會場域，進行陽明山中山樓、陽明書屋、

竹子湖氣象站和北投垃圾焚化廠學習點研發教學設計。 

1-2-2-1元宇宙路線-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元宇宙(AR、VR)體驗軟體 

根據112學年度開發之學習路線成果(戶外教育學習路線：森山縱走饗宴、海洋

教育學習路線：虎山溪踏查)、111學年度開發之學習路線成果(戶外教育學習路

線：臺北大縱走：五感踏查—走靜三貓：貓空、貓纜、貓熊、海洋教育學習路

線：海洋臺北：藍色水路之旅-走讀淡水河)、戶外活動風險管理學習體驗、不

臨海城市的食魚教育課程資源手冊，發展 AR 及 VR 的虛擬與擴增實境軟體課

程資源，作為戶外及海洋教育路線出發前的行前教育(了解路線環境及內容)，

發展臺北市缺乏山海，難以到達場域的虛擬體驗。 

執行策略： 

(一)研發方式：整合學習點/學習站週邊相關地理特色、自然生態、歷史文化、經

濟發展、休閒觀光、科學知識、文學藝術等面向學習資源，回歸課程連結，規

劃跨領域學習點開發設計。利用公車或捷運做為交通工具，透過實地踏查及教

師社群的共備，研發出延伸各面向和多元教學法的學習點課程。 

(二)學習路線推廣與教師增能：透過資料蒐集與路線踏查，設計多元跨域的學習點

與課程。透過工作坊研習與踏查活動的辦理，推動教師認識與喜愛戶外及海洋

教育課程，有意願與能力帶領學生進行實際的戶外及海洋體驗活動。 

(三)活動體驗：教師推廣研習繼而帶領學生進入戶外及海洋的學習領域，結合級任

教師協作，安排2場學生實地到學習點戶外學習體驗教學。。 

(四)成果推廣：各安排1場學習點開發成果教師推廣研習，利用教師實地踏查，認

識相關教學方案，以作為修正課程之依據辦理學習點示範行程，引導老師進行

課程體驗，透過臺北市戶外與海洋中心網站、課程博覽會、海洋教育年會、臺

北市教師群組研習等機會，推廣學習點體驗課程。 

(五)組織跨校教師社群，進行學習點教導、指導、引導、自導之多元跨領域教學設

計，依場域評估相關軟硬體條件安全風險考量。  

1-3.教師專業 

(一) 教師專業社群 

工作重點： 

成立臺北市戶外教育學習教師專業社群、臺北市海洋教育教師社群、中心工作人員

社群、「素養導向課程設計」-開發學習點教學設計教師社群。  

執行策略：  

1.組織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教師課程共備社群與工作坊、學習點教學設計社群，定期

辦理社群聚會。  

2.分享研討優質學習點、主題，課程共備與學習點手冊摺頁設計。  

3.社群合作開發學習點教學設計和共同增能。 

4.於科技教育展分享工作人員研發成果。  

5.研發海洋教育教材、學習點多元教學設計及辦理教材推廣研習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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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邀請專業師資帶領進行教育課程規劃與評鑑研習。   

7.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透過綠階研習等相關，種子教師返校進行教學實踐，回饋

試教結果作為主題方案後續優化參考 。 

 (二)增能課程與研習  

工作重點： 

1.串接資源辦理多元的戶外和海洋教育研習：結合臨海縣市場域資源辦理綠階和水

上自救教師研習、串接醫學專業領域辦理「從健走到野營：骨盆健康在戶外活動

中的穩定角色」教師研習，提升對生理技能的掌握程度，避免運動傷害。 

2.研發多元四導課程模式教學設計、開發自導式手冊教學資源、研發素養導向、虛

實整合教學模組。 

執行策略：  

1.辦理戶外教育自導式學習手冊與優質案例甄選推薦及教師研習工作坊分享設計概

念。  

2.公開戶外教育自導式學習手冊得獎作品於臺北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資源網平台

網站、編輯成冊。  

3. 辦理「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戶外教育課程與規劃增能研習-PBL 如何引領戶外探

險教育1、2 

4.辦理教師研發戶外自主規劃教學教材研習。  

5.辦理學習點多元開發教師體驗推廣研習。 

6.辦理安全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安全風險管理材料包運用、意外事故與撤

離、意外報告書之撰寫。並結合子計畫二專項執行有成學校，辦理自行車、攀

樹、露營活動等專項體驗與實作研習。。  

7.研發海洋教育教材手冊(五)，提供現場教師教學實施的資源。  

8.辦理海洋教育教材手冊教學的增能研習，培訓種子教師，投入教材編寫和教學活

動的行列。  

9.跨縣市合作辦理綠階海洋教育教師研習，開發海洋教育體驗教材。  

10. 跨縣市辦理水上自救暨海洋社區走讀教師研習，增進教師海洋教育實施視野。 

11.跨組織合辦海洋減塑教師培力工作坊、尋藻碳源-海洋藍碳公民科學家養成課程

(學習點模式)。 

12.跨專業資源辦理骨盆底醫學運用於戶外活動之核心肌群練習教師研習。 

 (三) 整合策略研討  

工作重點：梳理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相關行政工作內涵、相關風險管理流程，整合北

區縣市輔導機會，研商戶外及海洋活動辦理，共商的整合策略。 

執行策略：  

辦理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行政)整合策略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蒞臨指導，釐清有

關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的行政範疇，研商臺北市整合的的策略。 

1-4 建構資源網絡  

工作重點：  

(一) 臺北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資源網網路平臺規劃與人才庫建置維護  

(二) 本市局處資源盤點、歷年執行資源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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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源交流與策略聯盟 

執行策略： 

(一) 網路平臺規劃重點：分設(1)首頁區 (2)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3)戶外教育區 

(4)海洋教育區(5)資源連結區/戶外與海洋教育人才庫。113 學年度資源網絡整合規

劃 (1)建構及充實臺北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資源網平臺 (2)盤點臺北市府局

處、機構與相關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推動資源 (3)盤點臺北市戶外教育及海洋

教育中心協作師資資源。(4)建置與完善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人才資源(5)善用

網路資源網絡公告活動相關訊息。  

(二)資源盤點  

 1.盤點與整合局處、機構相關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資源-臺北市建城140周年系

列活動、臺北兒童藝術節、場館(關渡自然公園、長榮海事博物館；陽明山國家

公 園、臺大農場、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台北植物園、郵

政博 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市立動物園)、局處資源(5+3+3無圍牆博物

館、工 務局大地工程處臺北大縱走、觀光局文化小旅行、鄉土教育中心、文獻

館20條史 蹟導覽、環境教育中心101環境教育路線、環山登山步道、走讀課程、

溪溝賞螢 生態導覽、溪遊記、自來水故事延續近年推動的自主學習概

念，……) 。 

2.盤點與整合臺北市歷年發展戶外與海洋教學方案資源-歷年推動(110~113學年度 

_38+29+23+38件學校2-1戶外教育計畫)、統計112和113學年度普查學校實施戶外

教育及海洋教育情形。 

3.持續優化與充實人才庫與協作師資資源盤點，掌握戶外教育與安全風險管理合格

培訓講師。 

(三)資源交流與策略聯盟執行策略：  

1.結合場域機構資源辦理跨縣市、跨機構、跨校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體驗交流活 

動、海洋地質及生態學習活動-辦理海科館鱟知鱟學入館學習交流活動、陽明海

運文化藝術館、宜蘭文史生態考察、北宜跨機構跨縣市場域，作為合作綠階研

習場地、與國海院合作辦理海養素養序列教材工作坊、與東區協作中心合辦藍

碳公民科學家養成教師研習。 

2.以策略聯盟方式，交流不同縣市的相關資源與經驗，做為推動戶外教育與海洋教

育的重要體驗，增能教師從事戶外與海洋教育的素養-辦理北宜跨縣市跨校交流 

活動_南安國中海洋課程暨南方澳海事生態考察、工作團隊推動發展動能凝聚共

識營暨 北宜跨縣市資源探察、與臺東戶海中心交流，認識其面山面海學校的資

源串接發展策略，成果影片徵件推動、串接臺北海大的資源和石門區海域資

源，辦理水上自救教師增能研習、跨專業領域串接資源辦理戶海活動中骨盆底

肌群的作用。 

1-5 呈現推動亮點  

工作重點： 

(一)彙整成果及亮點，籌備戶外教育10周年系列活動。 

(二)配合中央政府辦理相關活動。 

(三)配合地方政府辦理兒童月相關特色活動、拓展不臨海的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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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策略：  

(一) 配合戶外教育十週年，梳理歷年戶外教育推動成果，盤點都市型實施特色，整

理成果影片。辦理臺北戶外教育10周年系列活動，呈現於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資

源網站。 

(二) 配合海洋教育週辦理海洋教育議題宣導與公開授課觀摩會。 

(三) 結合2025兒童月主題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SDGs)17項議題，以主題「自主

探索 FUN 遊臺北」、「整個臺北都是我們的大教室」用城市解謎開啟孩子的知識

大冒險！安排園遊會展攤推廣。結合「海洋教育」、「環保減塑」、「永續臺北」

等元素發想，辦理臺北兒童月海洋微夢想的旅行、假日樂學─辦理「海洋拓荒

者」親子活動。帶領兒童了解水上活動的相關安全知能、划舟的技能及樂趣。

體驗水域休閒活動，強化 學童親近海洋的能力，進而產生愛護海洋的情懷 

(四) 辦理海洋科普繪本創作研習、永續海洋徵選活動、繪本優化策略服務。 

(五) 結合海洋科技博物館資源辦理海洋公民科學_鱟保母學校與珊瑚種植體驗+200班

參觀海科館活動。 

1-6 其他 

 工作重點： 

(一) 協辦陽明文化藝術館「海運小達人」推廣參觀。 

(二)協辦「鮮奶週報，生生喝鮮奶」酪農食農戶外教育牧場參訪。 

(三) 臺灣科技教育展展攤_呈現戶外及海洋教育元宇宙科技應用實施和公民鱟科學展

攤服務。 

(四) 協辦校園減塑計畫教師培力工作坊。   

執行策略： 

1.結合基隆陽明海運文化藝術館資源邀請20個班級參觀場館，體驗海運小達人的職

涯認識。 

2. 探訪牧場資源，辦理四方牧場酪農食農戶外教育參訪，體驗從產地到餐桌，認識

從牧草到乳牛生活、鮮奶榨乳和處理包裝運送的流程。 

3.參與臺灣科技教育展展攤推廣臺北戶外及海洋教育元宇宙課程開發、科技整合的

戶海教育資源呈現，以及8校公民鱟科學學生代表到攤解說的鱟科學推廣服務。 

4.攜手慈心辦理校園減塑計畫教師培力工作坊，從認識塑膠垃圾問題，於課堂上推

廣生活減塑，實踐公民行動，從源頭減少海洋廢棄物、海漂塑膠問題。 

二、 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一） 計畫無法解決之問題說明 

1. 戶外教育資源平臺之跨部會場域(臺北市)部分資源動能不足，缺乏接待導覽的人

力，預約不易，或需另籌入園門票經費，而多數在課程設計上串接學校領域課

程不易。 

2. 部分場域為特定時空下的特色資源，導覽人員/業師易有特定政治立場。教學上

應保持立場中立不偏頗，因此在課程執行之前後，需加強相關資料收集與閱

讀，課後亦應重視引導反思，維護學生多元批判自主思考的空間。 

3. 陽明山場域為本市重要特色，尤以小油坑為最，但因季節或相關氣候變遷下風雨

因素，讓課程的執行增加環境場域挑戰，規劃上應視學生能力和課程執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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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雨天備案。 

4. 臺北市的人口密度為全台之冠，服務的學生數量也居高。雖因應戶外教育及海洋

教育中心成立，增加了人事費用，本市依照國教署建議提供組織架構，甄選2名

全時借調之正式教師擔任專業工作人員，但事實上仍不足以因應中心業務內容，

人力大大不足，本學年度工作負擔沉重2倍，組織架構建議優化增加彈性。 

5. 戶外及海洋教育的課程發展設計需考慮許多因素，必不可少安全風險管理機制，

活動的辦理事前評估妥切，在經費支應不變的原則下，進行路線執行滾動式修正

和調整，也提供下年度計畫編擬的經驗參考。 

（二） 總體自我評估與檢討 

民國 113 年 05 月 07 日通過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

依第10條、國民教育第九條第二項所述，臺北市通過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設置

及組織運作要點，正式設立任務編組性質的臺北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臺北

市是交通網絡便捷、人文政經文化豐富的城市，不臨海的里山盆地地形，有四條主

要的河流流過，五條山脈延伸，是個有山有水、得天獨厚的城市。 

中心肩負四大任務：課程發展、教師專業、支持學校、資源應用。從整體效益

來看，年度工作有以下七面向的亮點： 

1.健全組織運作：串接15所學校協助戶海教育中心任務推動，分為課程和行政二組，

組織橫向也垂直整合執行任務。每月召開中心工作會議，分享執行進度與策略，共

商困境，及時提供行政資源，支持工作組計畫的實施與推動。 

2. 積極課程發展：本學年度完成3個學習點開發課程設計、6套學習點摺頁教材、發展

13件臺北市和30件跨縣市自導式手冊和2套元宇宙軟體開發、18件素養導向海洋教

育教材、8件海洋科普繪本作品。研發素養導向海洋教育教材18 套、開發3 學習點

多元四導課程設計、完成6件學習點開發摺頁、2套元宇宙戶海教材。 

3.支持教師戶海專業發展增能：辦理戶外教育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規劃增能研習、學習

點多元四導課程設計研習、安全風險管理評估增能課程、辦理海洋教育綠階教師研

習、海洋教育種子教師研習、基礎風險管理研習、戶外教育基礎研習營、水上自救

與海洋社區走讀、三場學習點開發成果推廣教師研習、成立「戶外教育、學習點開

發、自導式手冊開發、公民鱟科學、海洋教育課程共備」教師專業社群、藍碳公民

科學家養成教師研習、南方澳海事介紹、海洋文化和永續海鮮食魚教育課程開發研

習、多領域海洋教育公開課、海洋科學序列教材 OSS 教師培訓工作坊、海洋教育

主題演講、海洋種子教師培訓_自然與人文環境資源踏查、永續海洋科普繪本增能

研習、連結臺北海大和石門海域的資源辦理教師水域求生計海洋社區走讀、跨界醫

學-辦理從健走到野營：骨盆健康在戶外活動中的穩定角色研習。 

4.跨際整合內外資源積極串接資源：媒合本市的藍色水路、文化小旅行、古蹟之旅、

公運處、文獻局和大地工程處、國海院研究院、財政部海關博物館、海保署海洋科

學、攜手臺北市；基隆市、新北市和宜蘭縣；海科館、陽明文化藝術館、竹仔湖氣

象站、海關博物館和國海院等單位；東區協作和北區協作中心；臺灣乳業協會和四

方牧場；整合行政院跨部會學習點；串聯其他資源：戶外安全推廣協會、大安社區

大學發揮資源、活化課程與培能的辦理。 

5. 積極開發虛實整合科技應用：沉浸式 XR 生態體驗、以 AI寫海洋與戶外探索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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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AI知識認知遊戲。 

6. 面對不臨海的困境，定義臺北市海洋教育範疇和策略：擴大學習場域、援引鄰境之

海洋資源、公民鱟科學、新北、基隆、宜蘭結盟、桃園。自籌維運，設立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學生，提供全市學生參與河海遊學海洋體驗活動。梳理海洋教育的實施內

涵和可能，積極擴展不臨海的海洋教育實施的可能，串結基隆市，規劃海科館的

200班次的參觀與40班公民科學的珊瑚與鱟知鱟學計畫，更安排送小鱟回大海放流

活動，完善整個公民行動和生命教育的實踐； 

7.滿足個別需求、支持特殊學生戶海洋教育平權活動權益：啟明登山、海洋天使計

劃，擴展學生體驗的可能，超越一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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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一：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成果彙整表 

執行項

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一)健

全組織

運作 

 

1.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
隊，入校輔導  38 校。 

2.組織成員完善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
相關任務，除每月定期召開工作會
議，並不定期召開相關任務研討協調
會議、中心籌備會議、計畫撰寫討論
與諮詢、專家到校諮詢輔導會議、成

果觀摩會籌備會議、整合策略研討
會、縣市服務、承辦 OSS 研習等，
近40場工作協調會議。 

3. 設置戶外與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
隊，邀請專家諮詢團隊 12 位，入校
諮詢輔導團隊 22 位，輔導38校相關
計畫執行，另有9場執行海師入校課
程增進實施動能，擴大參與計畫學
校。 

4.協助與協辦北市政府及跨機關相關
戶海教育政策推動活動共9項。 

1.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以
教師社群方式提供計畫學校實施戶外教育及
海洋教育相關諮詢輔導。邀請專家諮詢團隊
和入校諮詢輔導團隊協助發展戶外與海洋教
育課程與評量，多元教材設計。 

2.採多元方式進行諮詢與輔導，善用線上會
議，與 38 校戶外教育計畫學校定期成立網路

社群、歷年戶外教育執行學校88人、113學年
LINE 群組71人、以及北宜跨縣市綠階海洋教
育者群組33人，FB 社群媒體260人追蹤，定
期召開工作坊，即時分享相關活動與回覆執
行困境，交流計畫撰寫意見，增辦多元學習
四導課程設計和自行車、攀樹繩索風險管
理、AI驅動解謎研習與課程規劃線上研習，
隨時支援學校計畫執行。 

3.每月召開工作會議、輔導114 計畫撰寫與113

執行輔導、網站優化協調、承辦活動相關籌
備工作會議共 40 場。 

4.協助與協辦北市政府及跨機關相關戶海教育
政策推動：藍色水路、文化小旅行、海洋科

技博物館鱟知鱟學海洋公民科學計畫、陽明
海運文化藝術館海運公民科學計畫、國海院
海洋科學序列教材推廣研習、東區協作中心

尋找藍碳教師增能、福智基金會的海洋減塑
研習、財政部海關博物館推廣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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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

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二)課

程教學 

1. 研發地方政府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

體驗學習點  3  個。 

2. 學習點試行與推廣活動 

總場次  13   場 

教師推廣研習參與教師數   110   人

次 

教師觀課2場 

學生體驗參與學生數    280 人次 

     參與校數   73   校 

1.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學習點：本戶外教育跨

部會學習點開發，於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進

行科學教育探索，此學習點可執行之探索任

務多，相對於戶外為較低風險之場域，可設

計讓學生自導式學習的相關活動，搭配劍潭

山步道，在步道可以發現有趣的動植物，藉

由登高眺望臺北市，認識方位，了解所處之

地理位置。安排室內外活動，進行學習點設

計。 

2. 小油坑學習點：根據小油坑戶外教育跨部會

學習點相關其地理特色、自然生態、歷史文

化、經濟發展、休閒觀光、科學知識、文學

藝術等面向思考，盤點課程連結，安排由小

油坑、地熱谷、北投溪、溫泉博物館、凱達

格蘭博物館、新北投車站分站導覽、進行專

家教師解說，溫泉水質實地操作和觀察、分

組參觀、回家完成4F 回饋小書。將多元四

導教學模式，應用在各學習活動中。小油坑

體驗活動辦理因為天氣多變，或需採取雨天

備案，學生依舊學習興趣滿滿，主動探知溫

泉的源頭。 

3. 竹子湖氣象站學習點：本戶外教育跨部會學

習點開發辦理《揭開草山神秘面紗》教師增

能研習，開發竹子湖氣象站學習點、搭配陽

明書屋及中山樓等，包含國中小等教師，透

過實地導覽與踏查活動，深入認識陽明山中

山樓、竹子湖氣象站及陽明書屋之歷史特色

與教學資源，增進教師對學習點的理解與課

程設計能力。 

延伸辦理《水岸河濱環保永續》學生課程體

驗活動，使用共享自行車 Ubike 騎乘，認識

自行車河濱路線，往北投焚化爐，透過預約

專家導覽活動：參觀焚化廠、觀看影片、聽

取說明，讓學生了解垃圾處理流程和資源回

收的重要性。提供，並透過互動遊戲學習環

境教育資源回收知識。 

3.研發元宇宙路線 (AR、VR)體驗軟體

2條：走靜三貓、虎山溪踏查元宇宙

(AR、VR)體驗軟體 

製作 AR 及 VR 的虛擬與擴增實境體驗軟體，

讓學習者可以透過元宇宙科技的體驗，沉浸在

學習路線的體驗，作為線上學習與實體體驗出

發前的行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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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

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三)教

師專業 

1.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5   群 

總人次：130人次 

參與校數：76 校 

2.辦理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增能課程與

研習 

 總場次：18  場 

 總人數：151  人次 

 參與校數   115    校 

3.辦理安全風險管理評估增能課程與

研習 

 總場次 5場 

 總人數 94 人次 

 參與校數 45  校 

4. 辦理其他增能課程與研習 

總場次16場 

總人數463人次 

參與校數386校(含跨縣市) 

1.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學習點教學與課程設計社群：由雨農國

小、幸安國小、溪山實小負責串接士林、

大安、中正三區學校，組成跨校教師社

群，以素養導向暨多元四導教學模式進行

課程設計，安排跨部會學習點開發面向重

點分析、海關博物館開發案例分享、四導

式教學模式規劃案例分享、分區學習點開

發實作、跨校研討分區學習點開發討論、

執行困境研討、分區撰寫學習點教學設

計、學習點踏查、分站活動規劃與安全風

險管理評估計畫撰寫，並辦理學習點規劃

成果教師研習。 

(2) 自導式學習手冊增能課程與研習社群：

由萬興國小負責規畫增能研習、辦理徵

件、成果分享。於114/01/06辦理自導式學

習手冊徵件計畫說明暨學習點開發線上研

習，由吳靖國教授主講，主題為自導式手

冊撰寫重點以及開發臺北市區內學習點的

訣竅與注意事項。教師專業社群共進行兩

次，第一次為114/5/21，於線上進行113學

年度自導式手冊徵件活動得獎作品分享，

本次依照地點分為甲類及乙類，甲類10

件，乙類33件。兩組分別擇特優一名；甲

類優等1名、乙類優等2名；甲類佳作2名；

乙類佳作3名。透過線上交流分享，得獎學

校分享其執行自導式手冊時的困難與收

穫，並將優質的學習點或路線推薦給其他

學校。第二次為114/6/11於萬興國小視聽

教室辦理頒獎典禮及教授分享。本次邀請

北市大史地學系徐榮崇教授分享戶外教育

的多元面向及其教育意義，以及自導式學

習手冊徵件的評審建議，提供投件學校未

來在撰寫手冊上的經驗分享與參考。 

(3)戶外及海洋教育課程與活動規劃社群：以

跨校方式進行，以規畫實務工作坊。邀請

臺北市自然科學輔導團、社會輔導團及科

技輔導團團員。召集國小、國中、高中職

各學層經已完成戶外教育種子師資培訓、

海洋教育綠階、參與公民後科學40校教師

參與、對戶外教育有興趣之老師參與共有

210人。 

(4)113學年度戶外教育社群：邀請辦理戶外

教育教育2-1、2-2、2-3計畫之學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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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

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LINE群組71人，計42校。線上即時提供計

劃執行之行政諮詢服務，研討推動策略，

辦理年度工作執行成果或進度分享，提供

彼此觀摩與計畫精進的策略，優化計畫執

行成果與新年度計畫申請的品質。 

(5)戶海中心課程開發工作人員社群：邀請9

校計10位對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有優質推

動經驗的教師，擔任工作人員，召開共識

會議、研發會議、分享學習點編寫重點、

確認編寫格式及進度、A.B版編寫分享、踏

查步道和場勘、摺頁編輯與校稿。完成6份

學習點摺頁開發。 

2.辦理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增能課程與研習

/PBL如何引領戶外探險教育1+2，說明課程

架構、引導學員覺察與分享戶外教育困境

之牆活動、進行登山議題的腦力激盪結果

分享、介紹 PBL課程規畫六步驟。 

3.辦理安全風險管理評估增能課程與研習：

介紹意外事故與撤離與意外報告書之撰寫

安全風險管理計畫撰寫實作課程、自行車

和垂降、滑降、攀岩、攀樹和露營活動實

作體驗。 

4.其他增能課程與研習 

(1)蹦世界 AI驅動解謎的遊戲設計實作 

(2)自行車、垂降、滑降、攀岩、攀樹和露營

活動專項風險管理評估體驗課程。 

(3)戶外教育基礎教師研習營。 

(4)教師基礎風險管理自行車課程工作坊 

(5)石門國小水上自救暨海洋社區走讀。 

(6)台灣科學教育館學習點開發教師推廣研

習。 

(7)小油坑溫泉旅程學習點開發教師推廣研

習。 

(8)竹子湖氣象站學習點開發教師推廣研習。 

(9) 跨縣市慈心基金會2024「教師減塑培力

工作坊」：推廣校園減塑活動知能，邀請教

師延續推動，影響擴大至學校、社區與民

眾，加入海洋保衛隊，執行減塑任務，展

現公民行動力力行減塑教育。開學後延續

班級減塑活動、我的家庭減塑月誌。 

(10)辦理從健走到野營：骨盆健康在戶外活

動中的穩定角色研習，跨界專業醫學資

源，增進戶外活動的健康策略。 

(11)2025潮勢力：OSS海洋素養行動浪潮_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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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

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海院 OSS師訓，協辦國海院美國海洋素養

序列教材教師研習。 

(12)南安國中海洋課程暨南方澳海事生態考

察教師研習。 

(13)永續海洋科普繪本創作教師研習 

(14)公民鱟科學_鱟保母學校教師培能研習。 

(15)酪農食農戶外教育研習。 

(16)尋藻碳源-海洋藍碳公民科學家養成計畫

(跨縣市跨區協辦)。 

(四)資

源應用 

1.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網路平臺 

瀏覽人次：742040(114.7.14) 

2. 人才庫師資人數：70人 

1維護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資源網網路平臺，

發布新知、活動公告、得獎訊息、充實人

才庫資源。不定期召開網路功能優化會議

和完善活動報名系統。開設戶外教育及海

洋教育中心 fb粉絲專業與臺北市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 fb粉絲專業提供不同社群成果交

流與行銷。  

2. 與新北市、宜蘭縣以實施經驗交流形成策

略聯盟，合作共好進行跨縣（市）資源交

流/策略聯盟。 

3.盤點臺北市不臨海在執行海洋教育的推動

上存在場域困境。藉參訪機構資源：宜蘭

縣南方漁港和南安國中交流、海洋科技博

物館、陽明文化藝術館等海岸地景生態踏

查教師增能研習活動，和相關海洋教育機

構的參訪，增能教師實施動能。 

4. 善用鄰近資源-海科館鄰近臺北市，教師增

能海洋新知的海洋資源寶庫，藉合作海洋

公民科學課程，提供150班近2000位學生

實際參訪與鱟知鱟學的鱟保母課程。 

5. 串接與推廣戶外資源平台和優良案例、臺

灣海洋教育中心開發《學生海洋讀本》 

6. 串接與推廣國海院翻譯之美國海洋科學序

列教材(OSS) 

7. 串接與推廣塔城街上的財政部海關博物館

資源，規劃學習點開發。 

8. 結合兒童月、台灣科技教育展、科普列車

行銷中心推動成果，進行科學服務。 

9. 盤點交流與整合局處、機構相關戶外教育

及海洋教育中心資源。 

10. 網站加設歷年和跨局處資源，以利觀摩。 

11. 串接產業資源：四方牧場，推動酪農食農

戶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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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

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五)行

政支援 

 

1.海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 ： 海洋教育公開課       

 日期 ： 114.06.05      

 場次：    1    場 

 人數：    80    人次 

1.於113年6月5日於銘傳國小進行海洋日由來

介紹和《沉睡的水下》影片推薦。 

2.臺北市113學年度海洋教育議題宣導與公開

授課觀摩會。針對海洋休閒、社會、文化、

科學、資源等面向，邀請健體、社會、語

文、藝文、自然領域及環境教育議題等輔導

團推薦講師進行授課觀摩會，並於綜合座談

進行海洋教育議宣導與人員回饋。 

2.海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 假日樂學─「海洋拓荒

者」   

 日期：114年4月12-20日週末 

 場次：8場 

 人數： 200 人次 

海洋拓荒者-優游生態話永續 

(一) 認識海資中心 

1. 十大海洋教育主題區導覽 

2. 臺灣水域生態養殖缸參觀 

(二) 水上操舟課程 

1. 認識各式舟艇沿革歷史 

2. 上下舟艇實際體驗 

3. 救溺五步驟及救生衣正確著裝 

4. 水中漂浮-自救練習 

5. 翻出最高點，翻船復位練習 

3.戶外教育10周年系列活動 

活動名稱：自主探索 FUN 遊臺北     

 日期：114.4.26 

 場次： 1 場 

 人數：2000人次 

1.結合2025兒童月主題連結「聯合國永續發

展」(SDGs)17項議題，以主題「自主探索 

FUN 遊臺北」、「整個臺北都是我們的大教

室」用城市解謎開啟孩子的知識大冒險！安

排園遊會展攤推廣。 

2.結合「海洋教育」、「環保減塑」、「永續臺

北」等元素發想，辦理臺北兒童月海洋微夢

想的旅行、假日樂學─辦理「海洋拓荒者」

親子活動。帶領兒童了解水上活動的相關安

全知能、划舟的技能及樂趣。體驗水域休閒

活動，強化 學童親近海洋的能力，進而產生

愛護海洋的情懷 

4.海洋日系列活動 

活動名稱：永續海洋繪本創作教師研

習、 徵選與優化 

 日期：114.1.10 

 場次：1場 

 人數：26人次 

1.先辦理永續海洋繪本創作教師研習，邀請

兒童文學作家林玫伶校長擔任講座分析繪本

元素和創作策略，以及王郁軒教師和李汪聰

博士以  「永續海洋」為主題介紹進行相關海

洋知識。 

2.辦理永續海洋繪本創作徵件至6/20，接續提

供專家優化意見和策略，以修正創作，優秀

作品再行送件至海洋教育中心參賽。 

5. 其他活動辦理 

活動名稱： 海洋科技博物館參觀暨鱟

知鱟學-鱟保母學校計畫教師研習 

 日期：114.08.26-11.30 

 場次：3 場 

1.串結海洋科技博物館的資源，規劃200班次

的參觀，認識海洋科學新知，更有40班公民

科學的珊瑚與鱟知鱟學計畫，114年5月安排

送小鱟回大海放流活動，完善整個公民行動

和生命教育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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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

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人數 ：120人次 

6. 其他活動辦理 

活動名稱：臺灣科技教育展_戶海元

宇宙 +公民鱟科學         

 日期：113.11.14-17 

 場次：1場 

 人數：2000人次 

 1.透過元宇宙 AR/VR 技術，開發課程成果，

行前讓大家不出門也能踏查戶外和海洋教

育學習路線的重要知識點。 

2.透過科技工具也能遠觀察小鱟的最新動

態，輔助鱟知鱟學海洋公民科學進行。四

天邀請8個班級/8校學生到攤位為現場民眾

解說，呈現臺北市學生參與鱟知鱟學_鱟魚

保母公民科學活動的學習成果。 

7. 其他活動辦理 

活動名稱：海洋減塑教師培力工作坊         

 日期： 113.8.06 

 場次：1場 

 人數：75人次 

邀請教師培力研習，介紹塑膠對扼殺海洋環

境對生物生存的影響、人體健康影響、提供

生活減塑的策略，延續推動，影響擴大至學

校、社區與民眾，加入海洋保衛隊，執行減

塑任務，展現公民行動力力行減塑教育。 

 8. 其他活動辦理 

活動名稱：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_海運

小達人   

 日期： 114.1.-6月 

 場次：10場 

 人數：280人次 

邀請國中小學 10 校(班)參與，期望透過學生

參與現場館內導覽與走讀體驗活動，讓學生

對於基隆在地文化有更多的了解與感受，認

識海洋航運業的公民科學教育，提升學生海

洋科學知識與提高主動學習科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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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_子計畫一實施成果 

1-1健全組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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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和2位副召集人 每月召開工作會議 海資中心執行進度報告 

   

工作會議、整合研討暨北 妍妤股長支持戶海中心業務、 北區協作提供縣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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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縣市服務 蒞臨指導、聽取簡報、 

   
靖國教授協助指導行政整

合研討會 

文德校長/主委協助指導行政整

合研討會 
良庭教授蒞臨本市戶海中心介

紹縣市服務和國教署政策介紹 

 
  

北區縣市縣市巡迴詢服務 崇旗教授協助諮輔整合研討，

也引入師大專家資源 
建棕督學串接環教 SDGs 概念

協助戶海行整合研討諮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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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課程教學 
1-2-1-1研發學習點教學設計_臺北大縱走+國立臺北科學教育館 

   
室內研討學習點內容 教師體驗研習說明起點提醒

事項 

教師體驗研習實際踏查 

 
  

教師體驗研習說明植物觀

察要領 

學生體驗學習點課程劍潭山

步道 

於步道觀察植物並執行小組任

務 

  

 

科學教育館進行探索數位

互動式體驗 

學生進行科學遊戲體驗 

1-2-1-2小油坑溫泉旅程_陽明山國家公園小油坑地質景觀區+北投溫泉博物館 

  
 

小油坑溫泉旅程教師研習 專家教師小油坑地質解說 教師體驗研習說明植物觀察要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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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油坑高溫噴氣口 專家教師補充小油坑生態資源 教師研習步道踏查6面相場地

資源 

 
 

 

小油坑遊客中心學習資源 小油坑地質景觀模型 噴氣口的硫磺結晶 

   
北投公園可以做為學習點

活動的休息解說地點 

地熱谷氤氨硫磺氣終年不斷 眼見為憑溫泉水酸鹼值檢驗 

   

北投溪近距離觀看北投石

生成過程 

溫泉博物館入園免費不能預

約 

溫泉博物館裡歷史悠久的大浴

池 

   
學生體驗活動-新北投出站 學生體驗活動-北投溪踏查 學生體驗活動-地熱谷五感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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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行程解說 查 

   
家長協助任務解說 小油坑大雨，雨備啟動 芝山岩生態導覽 

   

青磺泉介紹寢子+觀課師長 學生操作泉質檢測 小油坑5月大雨的雨備_貴子坑 

   
雨天用餐和休息方式_借用

鄰近學校 

貴子坑生態地質解說 高年級學生體驗_地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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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2-1-3研發陽明山中山樓、陽明書屋、竹子湖氣象站和北投垃圾焚化廠學習點教學設計- 

   

竹子湖氣象站 氣象站主任親自接待和導覽資

源 

海拔高度(607公尺)位置，可提

供充實高空氣象預報分析資料 

   

大屯山頂氣象觀測資料傳遞

之中繼站 
接待各機關、學校、社團等之

參觀 
有一株百年櫻王的山櫻花。花

季時遊客慕名而來 

   
行館內共有梅園、森林公 重要人文史蹟及環境教育場域 地昔為森林公園，位於七星山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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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後花園等三大庭園 岩臺地上，當地居民稱槴子寮埔 

   
集中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

連同大溪資料室、芝山書屋

「總裁史料」，全部此處 

以蔣中正行誼為軸，輔以園區

自然生態導覽，提供大眾對近

代人文歷史真實的體驗。 

為總統接待國內外貴賓及夏日避

暑之處 

   

全世界迄今唯一一棟蓋於硫

磺口的建物。 

綠色玻璃瓦覆頂，搭配紅簷、

白牆，建築主體之屋頂採單檐

歇山頂 

1965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百年

誕辰，由名建築師修澤蘭女士

規劃 

 
 

 
專業播音員志工深入導覽 可容納1,800人的會議廳 與士林官邸、圓山行館及總統

府連成一線，左青龍、右白

虎，前有紗帽山位於龍脈上。 

   
外雙溪-北投焚化爐自行車期

程 

學生 u-bike租借 期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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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肥化爐的效益：減少垃

圾體積節省掩埋空間，達到

垃圾減量化 

北投焚化爐，不僅是處理垃圾

設施，更蘊藏科技與環境保護 
利用焚化垃圾後的「飛灰」製

成環保紅磚，邁向全循環目標 

 

 

1-2-2-1元宇宙路線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元宇宙(AR、VR)體驗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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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科技內容介紹 課程規劃流程 虛擬人物建模 

 
  

實地踏查_分鏡圖 課程內容規畫學習內容 自然領域海洋教育議題公開課 

1-3教師專業 

1-3-2-1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教師社群-開發學習點教學設計增能 

   
靖國教授線上介紹學習點

開發 

學習點應呈現豐富內容的面向 每月線上研討學習點開發的策

略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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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自導式學習手冊增能課程與研習社群 

 
 

 

自導式手冊徵件獲獎名單 自導式手冊徵件講座時間 執行成果辦理講座 

1-3-2-4_113學年度戶外教育社群_子計畫二成果分享 

   

教育局長官蒞臨現場勉勵 
突破限制~看不到還是可以

用手摸用鼻聞_啟明學校 
突破限制~視障生的登山體驗 

  
 

學生練習介紹社區歷史 

反思應用成效大 

長時間培能登上期待已久的

哭坡 
社區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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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前完善規劃 在戶外學習求生技能 走入真實世界、向大地學習 

1-3-2-5戶海中心工作人員社群_課程開發 

   
家意校長分享各縣市資料 任務工作分配說明 汪聰主任分享112學年度編寫經

驗 

   
鄭貴霖老師  八芝蘭巡禮 李汪聰主任  基隆河踏查 參考基隆市編寫的摺頁 

   
振富校長分享學習點開發   學習點串聯實作 明霞主任回饋學習點內容 

   
討論學習路線格式內容 安排六條路線的實地踏查 蔡三陽主任分享貴子坑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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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聰主任分享植物生態 遠眺基隆河與淡水河交接處 小坑溪文學步道 

   
認識基隆河凸岸、凹岸 搭配 GOOGLE地圖對照 

基隆河與淡水河 
善用科技軟體 

台灣山岳識別 - AR認山頭工具 

  
 

舊稱「錫口」的饒河街有

河堤彩繪歷史牆 

線上編寫討論會議 貴霖老師編寫八芝蘭巡說明 

   
地圖摺頁示例1 地圖摺頁示例2 地圖摺頁示例3 

1-3-2-3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增能課程與研習_PBL 如何引領戶外探險教育(1)  

   
講師說明工作坊的課程架構 學員分享在執行戶外教育困境 登山議題的腦力激盪分享 

1-3-2-3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增能課程與研習_PBL如何引領戶外探險教育(2)/張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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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分享  腦力激盪結果 PBL規畫六步驟 戶外教育困境之牆老師分享 

1-3-2-4辦理戶外教育基礎教師研習營 

   
基礎教師研習營半天線上

課程 

國教署戶外教育種子教師 半天線上課程+一天課程實作

觀課 

   

課程空檔分析觀課活動成

果 

王伯宇教授利用午休分享實

務概念 

研習營教師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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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安全風險管理評估增能課程與研習(1)基本教育概念介紹/洪維忼老師 

   
風險管理需求 學員專注聆聽 風險評估的兩個方式 

1-3-3-1安全風險管理評估增能課程與研習(2)/意外事故與撤離與意外報告書之撰寫 

 

  

如何進行減災、整備、應變、復原 意外事故與撤離分組討論 分組上台分享處理重點與流程 

1-3-3-1安全風險管理評估增能課程與研習(3)—自行車安全風險管理計畫撰寫實作課程 

 

  

風險計劃書架構 自行車安全風險管理討論分享 學員上課情形 

1-3-3-1安全風險管理評估增能課程與研習(4)—垂降、滑降、攀岩、攀樹體驗風險管理

計畫撰寫實作課程 

 

  

繩索裝備 頭盔穿戴錯誤樣態 學員上課情形 

1-3-3-1安全風險管理評估增能課程與研習(5)—露營活動風險管理計畫撰寫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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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中的衛生安全與急救 WBGT綜合溫度熱指數 上課學員 

1-3-3-1安全風險管理評估增能課程(6)—自行車騎乘體驗課程/林郁均、徐榮助老師 

 

  

教練講解課程內容 課程大綱 騎乘體驗 

1-3-3-1安全風險管理評估增能課程(7)—垂降、滑降、攀岩、攀樹體驗課程/曾建勳、洪

維忼、林義閔教師 

 

  

裝備介紹 裝備著裝 高空凌亂木棧道體驗 

1-3-3-1教師基礎風險管理_自行車課程工作坊 

   

教師基礎風險管理_自行車 風險管理的6W 海大種子教師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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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石門國小水上自救暨海洋社區走讀 

   
翻舟復位練習 臺北海大協辦水域求生課程 划舟練習 

   

石門國小海洋特色課程交

流 

老梅石槽 老梅社區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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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臺灣科學教育館+臺北大縱走學習點開發教師推廣研習 

   
戶外教育概念介紹 研習教師大合照 臺北大縱走圓山段 

1-3-4-3小油坑溫泉旅程學習點開發教師推廣研習 

  
 

小油坑學習點內容踏查 北投溪踏查北投石生成 溫泉博物館學習資源導覽 

1-3-4-4竹子湖氣象站學習點開發教師推廣研習 

   
竹子湖氣象站導覽 陽明書屋 中山樓導覽 

1-3-4-5 OSS海洋素養行動浪潮_國海院 OSS師訓 

   

國海院長和美國學者蒞臨 海洋素養序列教材教師研習 公開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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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永續海洋科普繪本創作教師研習 

   

海洋科普繪本創作研習 科普繪本的要素 海洋永續的科學內容 

1-3-4-7公民鱟科學_鱟保母學校教師培能研習 

   

鱟教師培能研習 鱟保母學校行動開始 執行心得分享 

 
1-3-4-8醫學應用_從健走到野營：骨盆健康在戶外活動中的穩定角色   

   

戶外活動都需要認識 骨盆底肌肉穩定可以幫助步伐

穩定、疲勞控制，運動安全性 
研習開放教師和一般民眾 

1-3-4-9尋藻碳源-海洋藍碳公民科學家養成計畫(跨縣市跨區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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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區辦理藍碳永續培能研

習 

東區攜手臺北市辦理 專業分享藍碳、紅樹林對減碳

的貢獻 

1-3-4-10 114鮮奶周報-生生喝鮮奶_臺北市戶外食農教育_酪農參訪認識鮮乳計畫 

  

 近距離觀察乳牛榨乳 牧草收割整成球_我們滾草球 

1-3-4-11校園減塑研習活動_ 114.08.06 

   
教師減塑工作坊 海洋減塑小公仔 研習課程成功 

   

塑膠對身體的危害 塑膠氣候暖化 計畫性採購 

1-3-4-12蹦世界 AI驅動解謎的遊戲設計實作/曾慶良主任 

   

講師說明程式下載流程 學員認真聽講 學員討論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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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資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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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資源交流與策略聯盟  

 

 

 

與海洋科技博物館簽訂 MOU 辦理鱟海洋公民科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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鱟科學效益擴及家長成長班和家長會代表 

 

攜手石門國小資源、串接臺北海大資源，辦理水域求生和海洋社區走讀教師研習 

  
 

隱居老梅的學者 水上自救課程 海洋社區走讀 

 



40 

1-4-3-2盤點與整合臺北市歷年發展戶外與海洋教學方案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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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行政支援 

1-5-2-1海洋教育公開課 _ 114.6.05   

   
海洋教育資源介紹 社會領域海洋教育議題公開課 公開課成功 

   
體育領域海洋教育議題公

開課-陸上划舟 

藝文領域海洋教育議題公開課

後議課分享 
自然領域海洋教育議題公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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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行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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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兒童月系列活動_永續生活 

 

   
1-5-2-6 _2024臺灣教育科技展-臺北市教育聯合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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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 感動與期待千隻鱟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