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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設置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  

成果報告 

 

1、 申請計畫內容簡述（與申請計畫應相符） 

(1) 健全組織運作 

1. 戶外與海洋教育組織架構 

 

2. 戶外與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 

職稱 姓名 職責 服務單位 

諮詢

委員 
許民陽 1. 提供本市戶外與海洋教育相關專業諮詢與服務 

2. 輔導本中心各項工作 

臺北市立大學特聘

教授 

諮詢

委員 
張正杰 1. 提供本市戶外與海洋教育相關專業諮詢與服務 

2. 輔導本中心及推動小組各項工作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授 

諮詢

委員 
吳靖國 1. 提供本市戶外與海洋教育相關專業諮詢與服務 

2. 輔導本中心及推動小組各項工作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授 

諮詢

委員 
黃茂在 1. 提供本市戶外與海洋教育相關專業諮詢與服務 

2. 輔導本中心及推動小組各項工作 

國家教育研究院副

研究員 

諮詢

委員 
蔡銘峰 1. 提供本市戶外與海洋教育相關專業諮詢與服務 

2. 輔導本中心建構資源網路 

國立政治大學副教

授 

委員 莫恒中 協助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規劃、執行、研究與檢新北市立三重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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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工作。 中學校長 

委員 張俊峰 
協助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規劃、執行、研究與檢

討工作 

新北市立鶯歌國中

校長 

委員 黃中良 
協助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規劃、執行、研究與檢

討工作。 

新北市立三芝國中

校長 

委員 蔡建文 
協助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規劃、執行、研究與檢

討工作 

新北市立土城國小

校長 

委員 張錦霞 
協助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規劃、執行、研究與檢

討工作。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

國小校長 

委員 林愛玲 
協助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規劃、執行、研究與檢

討工作 

新北市新店區青潭

國小校長 

委員 許彩梁 
協助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規劃、執行、研究與檢

討工作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

國小 

(2) 發展學習路線： 

1. 新北青春小伴旅-戶外篇(金萬線) 

2. 新北青春小伴旅-海洋篇(淡八線) 

(3) 提升教學專業： 

1. 戶外與海洋教育素養導向課程規劃設計 

2. 新北青春小伴旅課程實踐教師增能研習 

3. 戶外教育安全管理與風險評估教師工作坊 

4. 戶外與海洋教育教師專業社群 

(4) 建構資源網絡： 

1. 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資源網-戶外與海洋教育平台 

2. 雙北戶外與海洋教育策略聯盟暨資源交流計畫 

(1) 桃園新埔國小、南崁溪、虎頭山 

(2) 基隆海科館、金山海洋文化體驗(牽罟) 

(5) 呈現推動亮點： 

1. 2022戶外教育年會 

2. 110年海洋教育成果發表暨觀摩會 

3. 深坑、坪林、烏來文史生態區域課程專書發表(自籌經費) 

4. 「微笑山線」親子戶外教育體驗活動(自籌經費) 

5. SDGs創意教案數位宣傳分享會(自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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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執行項目 計畫名稱 質化說明 

一、健全組

織運作 

戶外與海洋教

育諮詢輔導團

隊 

戶外與海洋中心會議：採焦點座談會議模式辦理 

1. 諮詢會議：於期初、期末召開（共 2 次），主要內容為本市

戶外與海洋教育政策性事務、年度工作計劃擬定、戶外與海

洋教育實踐成效考評。 

2. 工作會議：辦理 12 場，內容為本市推動戶外及海洋教育活動

規劃、推廣行銷作為 

3. 入校輔導：因應防疫規範，改採「線上諮詢」方式辦理，線

上輔導 10校。 

4. 諮詢委員會議中提出中心組織運作之意見，都能透過協調與

溝通及妥善之工作分配，讓中心運作更上軌道。 

二、發展學

習路線 

新北青春小伴

旅-海洋篇(金

萬線) 

1. 立基新北在地特色資源，跨區合力提供優質學習場域。 

2. 透過一線教師實作分享，協助建立正確戶外教育槪念。 

3. 推動戶外教育體驗學習，創化本市優質戶外教育活動。 

4. 點燃在地人文關懷情感，強化連結人與環境之關聯性。 

5. 體驗戶外實境學習樂趣，提升全體師生友善環境素養 

6. 結合新北市出版 16 套文史工專書，作為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

課程發展之教材文本。 

7. 運用新北市 108條好撼戶外教育路線，作為發展學習路線的基

礎，深化路線的教育課程。 

新北青春小伴

旅-戶外篇(淡

八線) 

三、提升教

學專業 

戶外與海洋教

育素養導向課

程規劃設計 

1. 辦理目的：透過整合性的專家指導、經驗分享、省思對話，挹

入教育元素、據以實施富有教育意涵及永續發展精神之戶外與

海洋教育活動，系統性地呈現戶外教育課程，以全面提升戶外

教育之優質理念。 

2. 預定執行方式：素養導向課程規劃設計、主題經驗分享、協同

備課、案例分析、專題講座、資源盤點及彙整。 

3. 為消彌教師辦理戶外課程時對風險及安全管理的困惑，與國教

署協同辦理多場次戶外教育風險管理種子講師培訓，協助教師

在課程進行時，降低風險與增加安全。 

4. 110學年度以開發校園內的戶外教育及校園內的海洋教育為主

要社群目標，以利現場教師理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的教育

原則。 

新北青春小伴

旅課程實踐教

師增能研習 

戶外教育安全

管理與風險評

估教師工作坊 

戶外與海洋教

育教師專業社

群 

四、建構資

源網絡 

新北市永續環

境教育資源網

-戶外與海洋

教育平台 

1. 政策宣導：公告教育部、本市及其他單位戶外及海洋教育相關

政策。 

2. 活動訊息：提供本市及其他單位戶外及海洋教育相關活動資訊

（含報名）。 

3. 資源平臺：提供優良戶外及海洋教育相關課程、教材等資源分

享。 

4. 成果集錦：發布本市戶外及海洋教育相關活動實執成果。 

5. 電子報：每年一期戶外及海洋教育電子報發送，內容包含相關

議題、教學現場 

雙北戶外與海

洋教育策略聯

盟暨資源交流

計畫 

1. 參加對象：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及桃園市戶外及海洋教育

中心成員、輔導團員 

2. 辦理原則：每一學年安排 1-2 個戶外及海洋教育相關場館跨縣

市交流，由各中心代表共同規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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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呈現推

動亮點 

2022 戶外教育

年會 

1. 管考進度成果展現：中心專案助理針對每項子計畫業務進行進

度管考，並於活動進行中進行記錄、活動結束後製作成果及滿

意度回饋等，以利隔年度計畫提送參考。 

2. 召開推動小組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推動小組會議，不定期

召開中心內部會議，以利管控計畫執行進度，並藉由專家諮詢

修正計畫。 

3. 結合跨局處及單位：戶外及海洋教育是個跨領域的議題，藉由

教育局內部國民教育輔導團溝通協調，讓戶外及海洋教育融入

跨領域議題；新北市以市府一體的團隊精神，讓教育局與其他

局處、非營利組織及其他單位合作，努力推動具有新北市在地

特色的戶外教育路線。 

110 年海洋教

育成果發表暨

觀摩會 

深坑、坪林、

烏來文史生態

區域課程專書

發表 

「微笑山線」

親子戶外教育

體驗活動 

SDGs 創意教案

數位宣傳分享

會 

3、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1) 計畫無法解決之問題說明：無。 

(2) 總體自我評估與檢討：於實施過程中質化說明。  

設置戶外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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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戶外與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線上輔

導 10校。 

邀請相關專家學者、由中心組成輔導團

隊，透過入校輔導及諮詢會議，協助所

屬國中小落實推動戶外教育及海洋教

育。 

(二)發展

學習路線 

（戶外教

育路線） 

1. 研發地方政府戶外教育學習路線 

路線名稱：新北青春小伴旅-戶外篇(金萬

線) 

發展課程 1 組（內含教案、教材、教具

等） 

2. 辦理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總場次 4場 

總人次     140   人次 

國中學生   100   人次 

國中參與校數 3 校 

國小學生    40  人次 

國小參與校數 1校 

 

1. 運用地方資源與特色規劃戶外與海洋

教育體驗學習路線。 

2. 研擬路線之學習內容，以發展課程與

教學示例。 

3. 相關路線及課程教學示例公告於戶外

教育及海洋教育資源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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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二)發展

學習路線

（海洋教

育路線） 

1. 研發地方政府海洋教育學習路線 

路線名稱新北青春小伴旅-海洋篇(淡八

線) 

發展課程 1組（內含教案、教材、教具

等） 

2. 辦理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總場次 30場 

總人次 2,372人次 

國中學生 257人次 

國中參與校數 10校 

國小學生 2,115人次 

國小參與校數 20校 

 

1. 運用地方資源與特色規劃戶外與海洋

教育體驗學習路線。 

2. 研擬路線之學習內容，以發展課程與

教學示例。 

3. 相關路線及課程教學示例公告於戶外

教育及海洋教育資源平臺。 

(三)提升

教學專業 

（戶外教

育） 

 

1. 研發增能課程 10組。 

2. 辦理研習 

 場次 3場 

 人數 99人次 

 參與校數 78校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群 

人次 114人次 

參與校數 10校 

 

1. 研發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教學方法、

安全管理等類型增能課程。 

2. 針對縣市內國中、國小學校之教師辦

理增能培訓課程。 

3. 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升教師專

業成長。 

(三)提升

教學專業 

（海洋教

育） 

 

1. 研發增能課程 10組。 

2. 辦理研習 

 場次 2場 

 人數 109人次 

 參與校數 74校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群 

人次 114人次 

參與校數 10校 

 

1. 研發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教學方法、

安全管理等類型增能課程。 

2. 針對縣市內國中、國小學校之教師辦

理增能培訓課程。 

3. 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升教師專

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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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四)建構

資源網絡 

1. 戶外教育網路平臺（含人才庫）網址：

https://www.sdec.ntpc.edu.tw/p/404-

1000-2970.php?Lang=zh-tw         

2. 海洋教育網路平臺（含人才庫）網址：

https://www.sdec.ntpc.edu.tw/p/404-

1000-2970.php?Lang=zh-tw 

建置並維護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網路平

臺，並建立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專業人

才庫，透過公告課程模組、學習路線、

教學研習以及專業人才資訊等，以提供

各校辦理相關課程參考 

1. 跨縣（市）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臺北市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

桃園市戶外教育基地學校 

 合作項目:新北市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跨

縣市策略聯盟 

2. 跨機構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新北市

萬里加投社區 

 合作項目:跨縣市交流參訪-國立海洋科

技博物館暨海事增能研習 

規劃辦理跨縣（市）、跨校及各機關

（構）之資源交流及策略聯盟以豐富各

校辦理相關課程之資源應用 

(五)呈現

推動亮點

（戶外教

育） 

 

1.年度主題活動 

 活動名稱: 戶外教育安全管理與風險評估

教師工作坊  

日期 110.10.21、110.10.22 

111.3.24-25 

 場次 3場 

 人數 110人次 

2.全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 2022戶外教育年會         

 日期 111.04.08        

 場次 1 場 

 人數 227人次 

1. 配合中央政府辦理戶外教育年會、海

洋教育成果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及

全國海洋教育週相關活動。 

2. 結合地區中小學、在地政府機構、文

史生態社團、專家學者及地方耆老等

相關資源，透過彼此相互合作及資源

共享的方式，蒐集區域內特殊的自然

景觀與人文環境，發展並建構一個完

整的在地文化課程，以提供教師教

學、民眾遊憩、學生學習，透過文史

專書，了解地方風情、地理環境，建

構親師生及社區民眾之愛鄉愛土情

懷、以期培育「放眼世界」之國際

觀，並於去年度已完成全市文史專書

之出版。 

(五)呈現

推動亮點

（海洋教

育） 

 

1.年度主題活動 

  (全國觀摩展尚未辦理) 

2.海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海洋世界日海洋教育周         

 日期 111.06.01-30      

1.配合中央政府辦理戶外教育年會、海

洋教育成果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及全

國海洋教育週相關活動。 

2.配合世界海洋日辦理海洋教育體驗課

程，惟因疫情因素，本年度多以線上互

動課程或協同合作以 AR 虛擬實境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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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場次 11場 

 人數 369人次 

學習海洋知識，學生表現與回饋積極。 

※上表可自行增列 

 

4、 附件（詳細活動成果、活動照片、回饋單等） 

(1) 戶外與海洋中心會議：附件 1-1 

(2) 發展學習路線： 

1. 新北青春小伴旅-戶外篇(金萬線)：附件 1-2-1 

2. 新北青春小伴旅-海洋篇(淡八線)：附件 1-2-2 

(3) 提升教學專業： 

1. 戶外與海洋教育素養導向課程規劃設計：附件 1-3-1 

2. 新北青春小伴旅課程實踐教師增能研習：附件 1-3-2 

3. 戶外教育安全管理與風險評估教師工作坊：附件 1-3-3 

4. 戶外與海洋教育教師專業社群：附件 1-3-4 

(4) 建構資源網絡： 

1. 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資源網-戶外與海洋教育平台：

https://www.sdec.ntpc.edu.tw/p/404-1000-2970.php?Lang=zh-tw 

2. 雙北戶外與海洋教育策略聯盟暨資源交流計畫： 

(1) 桃園新埔國小、南崁溪、虎頭山：附件 1-4-1 

(2) 基隆海科館、金山海洋文化體驗(牽罟)：附件 1-4-2 

(5) 呈現推動亮點： 

1. 2022戶外教育年會：附件 1-5-1 

2. 110年海洋教育成果發表暨觀摩會：附件 1-5-2 

3. 深坑、坪林、烏來文史生態區域課程專書發表(自籌經費)：附件 1-5-3 

4. 「微笑山線」親子戶外教育體驗活動(自籌經費)：附件 1-5-4 

5. SDGs創意教案數位宣傳分享會(自籌經費)：附件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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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戶外與海洋中心會議 

壹、 成效評估 

一、質性分析：採焦點座談會議模式辦理 

(一) 諮詢會議：於期初、期末召開，主要內容為本市戶外與海洋教育政策性事務、年度工作計

劃擬定、戶外與海洋教育實踐成效考評。 

(二) 工作會議：每年辦理，內容為本市推動戶外及海洋教育活動規劃、推廣行銷作為。 

(三) 工作彙整表：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重點 

小組工作會議(1) 110.08.19 金美國小 110 學年度中心行事曆確認 

科長面報-9 月 110.09.08 
新北市政

府教育局 

1.戶外季與海洋季日程安排 

2.戶外與海洋教育如何推廣 

研發教師會共備

議(1) 
110.09.10 三重高中 研發教師工作說明及任務分配 

小組工作會議(2) 110.09.16 三重高中 
1.藍星學校重組 

2.戶外教育行銷 

小組工作會議(3) 110.09.24 三重高中 
1.藍星學校實際任務分配 

2.中心增能研習內容調整案 

科長面報-10 月 110.10.06 
新北市政

府教育局 

1.青春小伴侶的行銷方式 

2.藍星學校任務分配 

研發教師共備會

議(2) 
110.10.08 深坑國小 

1.研發教案格式及重點內容 

2.各科教案設計的研發構想 

研發教師共備會

議(3) 
110.11.05 板橋國中 各科教案設計的簡案內容 

科長面報-11 月 110.11.09 
新北市政

府教育局 

1.戶外教育摺頁推廣 

2.文史專書行銷 

3.藍星學校分組及任務目標 

小組工作會議(4) 110.11.24 三重高中 
1.市內學校實施戶外或海洋教育資源盤點 

2.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資源整合之推廣宣導 

110 學年度第 1 次

諮詢會議 
110.11.24 三重高中 

1.110 學年度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業務報告 

2.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入校輔導可行性探討 

小組工作會議(5) 110.12.03 三重高中 
1.金萬小伴旅摺頁地圖景點設計 

2.藍星學校工作分配 

研發教師共備會

議(4) 
110.12.17 溪洲國小 

1.110 學年度下學期行事曆 

2.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活動辦理分工事宜 

研發教師共備會

議(5) 
111.01.07 淡水地區 淡水區實地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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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面報-1 月 111.01.11 
新北市政

府教育局 

1.110 學年度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業務報告 

2.戶外教育年會籌備進度報告 

小組工作會議(6) 111.01.14 三重高中 

1.戶外教育安全風險評估課程結合學務主任研習辦

理 

2.110 學年度海洋擂臺賽之辦理 

研發教師共備會

議(6) 
111.02.09 線上會議 

1.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教案簡案 

2.淡水八里小伴旅摺頁學習地圖之據點設計規劃 

科長面報-3 月 111.03.11 
新北市政

府教育局 

1.2022 戶外教育年會細項流程 

2.創意教案進度-5/5 

3.金萬遊學趣-歐副行程-5/27 

研發教師共備會

議(7) 
111.03.18 

金美國小

等 
青春小伴旅-金萬地圖實際踏查 

研發教師共備會

議(8) 
111.04.29 豐珠中學 

1.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培訓之教案設計細

項 

2.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教案簡案 

研發教師共備會

議(9) 
111.05.13 公館漁港 海洋地質、海洋休閒、海洋文化教案探討 

戶外與海洋教育

中心網頁權限設

定討論會議 

111.06.01 
新北市政

府教育局 
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網頁權限設定 

研發教師共備會

議(10) 
111.06.10 溪洲國小 

1.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教案詳案 

2.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培訓教案簡案 

研發教師共備會

議(11) 
111.06.17 線上會議 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教案簡案內容確認 

研發教師共備會

議(12) 
111.07.08 線上會議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任務及行事曆確認 

 

二、量化分析： 

(一) 諮詢會議辦理 2 場次，計 31 人參與。 

(二) 工作會議辦理 22 場次，計 178 人參與。 

貳、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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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報告本年度工作業務 委員聆聽報告並給予諮詢建議 

 

 

中心業務工作探討與執行規劃 因應疫情會議以線上方式進行 

 

 

課程設計探討 課程設計討論及小組成員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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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查運用當地資源設計課程 運用線上會議室進行討論 

 

 

小組會議紀錄 1 小組會議紀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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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1 

新北青春小伴旅-戶外篇(金萬線) 

壹、成效評估 

一、質性分析：  

(一) 運用地方資源與特色規劃戶外與海洋教育體驗學習路線。 

(二) 研擬路線之學習內容，以發展課程與教學示例。 

二、量化分析： 

(一) 發展金萬地區學習路線課程 1 組。 

(二) 辦理 6 場次師生體驗活動，計 210 人參與。 

貳、 活動照片 

  
摺頁地圖設計發想說明 各點活動及遊戲設計規劃 

  
如何設計坑道內課程活動 運用在地資源設計活動及遊戲 

  
學員自主討論規劃行走路線 抵達學習點進行活動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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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光武坑道依方向及距離進行地圖繪製 海邊小生物發現與觀察 

  
如何辨識生痕化石 船舶紅綠燈加碼說明 

 
青春小伴旅摺頁地圖-金萬區(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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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小伴旅摺頁地圖-金萬區(正面) 

附件 1-2-2 

新北青春小伴旅-海洋篇(淡八線) 

壹、成效評估 

一、質性分析 

(一) 運用地方資源與特色規劃戶外與海洋教育體驗學習路線。 

(二) 研擬路線之學習內容，以發展課程與教學示例。 

二、量化分析： 

(一) 發展淡八地區學習路線課程 1 組。 

(一) 辦理課程設計實地踏查 1 場次，計 12 人參與。 

貳、 活動照片 

  
淡水碼頭課程設計及活動規劃 齊柏林空間活動設計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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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面或建築以人字砌工法的原因探討 淡水文化園區活動及遊戲設計 

  

滬尾偕醫館課程與活動設計 雲門舞集課程設計與發想 

 
各景點確認及活動/遊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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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1 

戶外與海洋教育素養導向課程規劃設計 

壹、成效評估 

一、質性分析 

透過整合性的專家指導、經驗分享、省思對話，挹入教育元素、據以實施富有教育意涵及永續發展

精神之戶外與海洋教育活動，系統性地呈現戶外教育課程。 

二、量化分析： 

(一) 辦理素養導向課程規劃設計 12 場次，計 130 人參與。 

(二) 辦理課程試教 20 場次，計 462 人參與。 

貳、 活動照片 

  

校園內可執行之戶外教育課程設與發想 校園內可執行之海洋教育課程設與發想 

  

各組任務認領及組員路線討論 校園內任務點尋找及動手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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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課程進行 大風吹課前說明 

 
 

可利用積木或生活中的材料設計釣魚竿 鳳凰樹及台灣欒樹探索 

  

台灣島(司令台)出發模擬有舷外支架的木舟 完成任務後給予學生回饋 

 

參、 教案設計 

(一) 戶外教育 

1. 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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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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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洋教育 

1. 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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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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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2 

新北青春小伴旅課程實踐教師增能研習 

壹、成效評估 

一、質性分析： 

(一) 透過海洋實地體驗、強化海洋教育專業素養。 

(二) 運用海洋教育專書、提升海洋教育推廣成效。 

二、量化分析：增能工作坊 2 場次，計 45 人參與。 

貳、 學員回饋、感想與建議 

(一) 期待繼續開辦專業課程。  

(二) 有實作很棒 

(三) 時間太短，好可惜。 

(四) 感謝講師分享。 

(五) 謝謝，辛苦辦理這一天課程。 

參、 活動照片  

  
運用現地資源設計活動 小伴旅設計發想 

  
小伴旅使用說明 實地走訪小伴旅據點-威靈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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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宇文化-右進左出、暮鼓晨鐘 實地走訪小伴旅據點-光武坑道 

  

海濱常見植物介紹-林投 古生物追追追-生痕化石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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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3 

戶外教育安全管理與風險評估教師工作坊 

壹、 成效評估 

一、質性分析： 

(一) 透過專家指導及第一線教師的課程實作分享，協助教師建立正確的戶外教育槪念。 

(二) 進行學校環境資源的盤點，並共同討論如何善用社區在地素材，擬定各校戶外教育課程的發

展方向。 

(三) 如何將登山、溯溪、自行車等常見戶外活動設計成具有教育價值的課程，並提升參與教師風

險管理的正確意識、風險管理分析能力、風險管理的策略、風險計劃書及意外事件的撰寫，

並希望精進學校實施戶外教育相關活動時應具備的專業知能、風險評估及緊急應變能力。 

二、量化分析：增能研習 3 場次，計 100 人參與。 

貳、 學員回饋、感想與建議 

一、這次課程最有收穫的部分 

1. 觀音山路線實地踏查實作 

2. 風險管理矩陣 

3. 對於 MABC 更進一步了解！ 

4. 增進戶外活動辦理前中後風險評估 

5. 從事戶外活動所應注意的風險事項 

6. 瞭解登山風險的評估及處理 

7. 風險管理矩陣及 SOAP 等都收穫很多 

8. 風險評估管理確實操作，很實用 

9. 有實作部分，情況題實際演練，學習更多實際上用得到的知識 

10. 第二天登山演練是的三個狀況 

11. 山野實務體驗，對風險管理有更多的理解 

12. 實際體驗加上風險評估更有感 

13. 風險矩陣資料，實作 

14. 涉及理論部分能輔以實作演練及團體激盪 

15. 第一天專業知識的洗禮，第二天實際到觀音山課程模擬情境體驗，充分驗證教學需求 

16. 講師親切的解答各種登山與戶外風險管理的疑惑。活動安排周延，體驗中學習，活動後

分享都令人獲益良多。 

17. 終於攻頂下山謝謝大家的支持及鼓勵 

18. 認識觀音山登山路線 

19. 收穫滿滿，非常符合期待的 

二、其他建議 

1. 風險管理課程可以安排一整天，這個太重要了。 

2. 謝謝辛苦了！ 

3. 謝謝講師們分享，啟發老師們對於戶外教育的熱情或靈感。 

4. 可以多以國內登山步道為主題研習，在地化符合素養能力。 

5. 可以廣泛宣傳室內課程和實作一起。 

6. 可以針對最重要的專業理論進行講解深入，其餘可以給講義。 

7. 精進教師專業。 

8. 多舉辦這樣的課程，讓我們可以多學習及複習。 

9. 實作集合地點可以考慮一下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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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強化學生學習。 

11. 感謝新北市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辦理研習！ 

12. 老師辛苦了，非常感謝各位舉辦這場精彩的研習活動。 

13. 辛苦各位講師，收穫很大，也認識很多同路人。 

參、 活動照片 

  
風險管理規劃-風險管理矩陣說明。 戶外教育風險管理矩陣試算。 

  
是否從事過具風險的活動。 金山小伴旅地圖說明。 

  
運用簡易檢測工具量測現場資源。 實際討論動手規劃屬於自己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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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規劃-風險管理矩陣說明 小組行前討論及任務派發 

  
入山前禱式 實際建議路線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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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4 

戶外與海洋教育教師專業社群 

壹、成效評估 

一、質性分析： 

素養導向課程規劃設計、主題經驗分享、協同備課、案例分析、專題講座、資源盤點及彙整。 

二、量化分析：教師專業共備社群 12 場次，計 130 人參與。 

貳、 活動照片 

 
 

共備社群年度工作說明 成員教案設計內容分享 

  
課程設計討論及小組成員回饋 教案設計說明 

  
實地踏察確認課程設計之可行性 如何結合當地資源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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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1 

新北市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跨縣市策略聯盟(北北桃) 

壹、成效評估 

一、質性分析： 

(一) 實地參訪戶外教育基地學校，觀摩戶外教與的規畫與實踐成果。 

(二) 整合外部教育資源，提供方案規劃之參考，增進教育資源運用之層面。 

(三) 透過雙北戶外教育策略聯盟，增進縣市交流與資源共享機制。 

二、量化分析：跨縣市策略聯盟 1 場次，計 40 人參與。 

貳、學員回饋、感想與建議 

(一) 此次參與教師任教年資皆在 4 年以上，任教 11 年以上佔約 6 成。 

 

(二) 此次課程皆能符合教師任教需求。 

(三) 課程回饋 

1. 可以有一些空白休息交流時間 

2. 很用心規劃，能感受到團隊的付出與努力 

3. 很棒的學校對戶外教育課程進行的很完整 

4. 此次很可惜因時間關係沒來得及單騎，希望下次有機會 

5. 很適合在桃園發展戶外教育的場域 

6. 很棒，步道很好走 

7. 謝謝許教授，帶來不同的學習內容 

8. 很好的考察及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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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照片 

  
桃園市戶外教育基地經營成效分享 新埔國小學生現場導覽一 

  
新埔國小學生現場導覽二 南崁溪實地踏查 

  
虎頭山地質考察一 虎頭山地質考察二 

 

 

 

  



66 
 

 

附件 1-4-2 

跨縣市策略聯盟暨海洋文化體驗-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暨海事增能研習 

壹、成效評估 

一、質性分析： 

(一) 透過跨縣市聯盟活動，增進戶外與海洋教育方面的資源交流、人員互動與對話的機制，有助

於提升推動視野與成效。 

(二) 藉由參訪海洋教育機構-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促進教師瞭解海洋科學教育，加強海洋體驗

活動對於海洋教育推廣之正增強，拓展雙方海洋教育視野。 

(三) 提升臺北市與新北市之研發教師在海洋教育核心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知能，以利實踐於教學

之中。 

二、量化分析：跨縣市策略聯盟 1 場次，計 40 人參與。 

貳、學員回饋、感想與建議 

(一) 此次參與教師任教年資皆在 4 年以上，任教 11 年以上佔約 7 成。 

 

(二) 本活動能促進新北市、臺北市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之交流，達到互通有無、互享教育新知，

課程安排上，亦有助於老師在海洋文化、海洋科學等素養提升。 

(三) 學員的回饋與感想 

1. 牽罟雖無法一次補足大量漁獲，但也造就知足惜福，資源永續的概念，這樣的方法與精

神回到學校後可融入食魚教育，讓學生吃魚的同時也能反思自己能為大自然做出什麼貢

獻。 

2. 體驗牽罟活動才能真實的感受傳統漁撈的辛苦，一次捕撈需耗費多人投入罟網，以拔河

的方式將罟網慢慢拉上沙灘，沒有團結合作是無法達成。 

3. 參觀海科館的實體地質模型，並透過館員淺顯易懂的解說，更容易理解台完的行程過程

與海岸地質之特殊性。 

4. 透過牽罟海事體驗活動的實務操作，更能感受臺灣傳統的漁事文化。 

5. 海岸地質導覽課程有許民陽老師專業解說，海岸的地質地形增能提升。 

6. 有許老師帶領東北角海岸地質解說這門課程，同時實地走訪觀察地形，受益良多。 

7. 安排在海科館的海洋科技教育課程，環境場館導覽很精彩，可以增廣見聞，另外參觀特

展，具有時效性，收穫量多。 

任教年資

4~6年 7~10年 11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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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檢討與反思 

規劃基隆場域參訪，實地體驗新北海洋文化-牽罟活動及海洋休閒體驗，目的是讓研發教師於增能的

過程中深化專業知識，提升研發教師團隊的課程教學知能，將戶外與海洋教育落實在新北校園。同

時，藉由海科館海洋科學與科技等方面多元又創新的教案與教具設計，協助教師啟迪學生海洋科學

的創意發想。體驗新北市萬里區下寮沙灘之海洋傳統漁撈活動，結合海洋文化、海洋資源與永續的

探討，以及牽罟文化如何從傳統漁村社會轉變為現代海洋休閒，讓海洋環境議題有更深的發想與體

認。未來可在設計互動課程案，讓交流的老師彼此激發教學創意，研發更適於學生體驗與思考運用

的教育方式。 

參、活動照片 

  
參觀海科館進行臺灣地質學習 參觀海科館特展認識臺灣沿海常見鳥類 

  
青春小伴侶學習地圖之說明 研習教師看圖自行規畫學習動線 

  
體驗海洋文化「牽罟」傳統漁撈活動 1 體驗海洋文化「牽罟」傳統漁撈活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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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1 

2022戶外教育年會 

壹、成效評估 

一、質性分析： 

(一) 新北承辦全國首屆戶外教育年會，呈現戶外教育多元亮點。 

(二) 新北戶外教育榮獲首屆地方典範獎，獲獎獎數勇冠全國。 

(三) 培育專業戶外教育人力，串連在地資源。 

二、量化分析：承辦全國戶外教育年會 1 場次，計 227 人參與。 

貳、活動照片 

 

 

年會前日彩排與走位 本次活動考量疫情，採實體與線上方式辦理 

  

新北承辦首屆戶外教育年會 新北獲 8 座獎項全國最多 

  
各縣市獲獎師長出席會議 各縣市代表與會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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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貴賓實體出席會議 本市獲頒地方典範獎 

  
戶外教育課程安全與風險評估論壇 樟湖中生態中小學進行戶外資源整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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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3 

深坑、坪林、烏來文史生態區域課程專書發表 

壹、成效評估 

一、質性分析： 

(一) 結合深坑、坪林及烏來三區中小學、在地政府機構、文史生態社團之相關資源，透過彼此相

互合作及資源共享的方式，蒐集區域內特殊的人文環境與自然景觀資料，發展並建構一套完

整的在地文化課程。 

(二) 整合現有資料，結合新產出之教學資源，產出課程與教學之數位、平面出版，建構課程分享

平臺，分享資源與創意教學，落實永續發展之環境教育。 

二、量化分析： 1 場次，計 150 人參與。 

貳、活動照片 

  
發表 PLAY 深坑坪林烏來文史生態專書 學生透過認識家鄉進而愛自己的家鄉 

  
自導式認識家鄉在地特色 展出本市 16 本文史生態區域課程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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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4 

「微笑山線」親子戶外教育體驗活動 

壹、成效評估 

一、質性分析： 

透過新北市境內豐富的山林資源，結合親子戶外教育，讓每個家庭能親山、知山及愛山，讓孩子認

識他所在的每一塊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事物，並藉由活動培養親子關係。 

二、量化分析：體驗活動 10 場次，計 307 人參與。 

貳、活動照片 

  
樹林大同山步道生態遊戲說明 三峽鳶尾山步道植物介紹 

  

土城賞螢步道生態介紹 鶯歌孫龍步道生態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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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5 

SDGs創意教案數位宣傳分享會 

壹、成效評估 

一、質性分析： 

透過得獎教案教師、教育界 KOL 分享，交流創新教學的可能性，多方激盪下，也同時拓展教師們在

發想永續教材的創意與視野，期待教師們能跳脫舊有框架，回應新課綱精神，激發學生對學習與未

來的無限想像。 

二、量化分析：線上分享會 1 場次，計 218 人參與。 

貳、學員回饋、感想與建議 

一、本活動讓我印象最深刻/最有收穫：  

(一) 三位分別在不同學制的講者的教案分享都非常充實完整，對未來有意願設計 SDGs 課程的老

師有很大的助益。結合成州國小校訂課程的玉玲老師讓學生連結在地化和脈絡化的情境，以

及與馬來西亞小學交流的方式對學生國家文化的認同和比較分析特別符應 108 課綱素養導向

的教學原則。印象特別深刻。 

(二) 三位教師將教學設計及發展的內容簡潔而聚焦分享，讓與會者能快速掌握，進而可以思考如

何運用至個人教學上，非常感謝！ 

(三) 三位分享者的分享內容都很精采，黃玉玲老師的課堂策略/跨國課程、昌宏老師分享的國外

參訪經驗、評量與評量規準、跨校共備經驗......都讓人獲益良多，很有收穫，衷心感謝三位

老師無私的分享。 

(四) 分享的老師們提供了好多很棒的課程，包含整個學期的 SDGs 課程、跨國合作教學、國外參

訪分享與一個飲料杯的旅程，十分感謝。看到國外的精采案例真的學習到好多，我很喜歡跨

域課程、擬真課程、個人化的學習方式(自己選擇要做什麼學習、什麼時候個人、什麼時候

與同學合作，在同一個場域各自投入，覺得很棒)、老師共備的方式(分享、交流、給建議但

不一定需要達成共識)。會讓我開始思考，要如何達到這樣的目標。十分感謝！ 

(五) 課程設計思考，如何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 因為下午下內有研習，無法一開始就聆聽，

覺得很可惜，期待下次能全程參與。非常棒的分享，感謝主辦單位安排這麼棒的增能課程。

謝謝。 

(六) 各國學校學生的學習時間比較、芬蘭學校教師的教學設計以及 High Tech High 的教學理念與

模式。謝謝主持人、三位創意教案的講師、天下雜誌群、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辛苦了!收穫

滿載，感恩! 

(七) 實例分享,欣賞認真的教師!感謝! 

(八) 內容都非常棒！最後綜合座談能針對問題再解惑,更有助益。 

(九) 設計課程的方式：可以先拉出主軸，連貫式課程主軸： ①課程簡介+全球化簡介②SDG14③

SDG5④學生個人報告⑤sdg11 ．主題式(SDGs 主題及教學)+活動式(實作、增加及引導討論

加強動機) ．評量：期末學生以一全球課題進行分析及討論。 

(十) 感動講者的用心與無私分享，讓我覺得自己不是孤單向前。謝謝用心團隊，期待下一次的研

習分享。 

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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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張明文局長致歡迎詞 與會貴賓及講者大合照 

 
 

成州國小學生跨國分享為繪本重命名發想 翻轉教育現場實務分享 

  

教案分享全球化的因應與挑戰 QA 與綜合座談時間，講者經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