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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1 年度戶外教育基地學校 

雲林縣立口湖國中【課程模組】 

課程主題 喚「龍」傳說-雲林縣口湖鄉成龍溼地環境永續  

主題重點

簡介 

    本次課程將雲林縣口湖鄉以及鄉內成龍溼地所有可探究的現象，將用故事包裝實

境解謎的遊戲方式讓學生探索成龍溼地境內環境議題，課程主題涵蓋在地生存之道

(生計「經濟」)、拯救生還者(生態)、永續不傳說(未來生存)三大面，設計此課程建立

學生先備知識，讓學生在成龍濕地實境解謎時，應對遊戲解題更能進入狀況。 

課程團隊 

 

 組別 成員 負責內容 

編

號 

計畫主持

人 

孫明山校長 1.統籌計畫方向與內容 

01 課程規劃

組 

許力云(教務主任)、詹于

萱、 

蔡雅紅 

1.統籌場域課程融入 

2.規劃課程融入方向與課程設計 

3.產出融入課程內容與學習單 

02 課程體驗 

設計組 

吳靜欣(學務主任)、郭義

明、 

吳思潔、林亭瑩 

1.配合課程安排體驗與現場解說 

2.開發與課程與相關實驗 

3.遊程行程試做與規劃 

03 交通安全

組 

郭義明、蘇昱銘、黃雅琪、

王德闊 

1.動線安排與安全維護 

2.路線看查與場地安全確認 

3.交通工具租賃與場地保險相關 

04 專家研究

組 

張恪銘、尤靜諠、俊甫 

 

1.社區場域導覽研究 

2.社區歷史文化演變歷程脈絡分享 

3.專業提供解謎題目設計相關建議

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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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理念 

與 

設計內涵 

一、課程理念: 

    雲林縣口湖鄉是一個漁產豐饒、生態豐富的地方，過去因產業與環境未能平衡的

運用下，造成不可逆的災害-地層下陷。從學生生活經驗出發，發現學校一下雨就淹水

的操場是我們常見的景象，地層下陷造成口湖鄉過去到現在，接連不斷的環境變遷，

因應生存的方式轉變不止…探究其源頭，抽絲剝繭找出改變口湖鄉環境關鍵，最後期

盼這樣的學習，學生可以回到日常生活中自己能為這片土地與環境盡一分心力，守護

我們的環境。 

二、設計內涵: 

    本次課程將雲林縣口湖鄉以及鄉內成龍溼地所有可探究的現象，將用故事包裝實

境解謎的遊戲方式讓學生探索成龍溼地境內環境議題，課程主題涵蓋在地生存之道(生

計「經濟」)、拯救生還者(生態)、永續不傳說(未來生存)三大面向，細究口湖鄉產業歷

史緣起、養殖型態與漁業產業變遷、成龍濕地生物種類與環境生態的關係與環境變化

造成的後續危機，最後探究成龍村目前面對地層下陷的困境、在地環境藝術節在生態、

生計的相互關係以及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在口湖鄉逐漸能源轉型造成的生態危機…等

等，藉由課程設計提供學生學習，以建立學生先備知識，讓學生在成龍濕地實境解謎

時，應對遊戲解題更能進入狀況。 

三、戶外教育實施過程: 

(一) 規劃階段-設定學習目標並與課程連結，例如:認識濕地成因、發現社區特殊景觀

(下陷屋、高腳屋)、辨識濕地生物(鳥類與植物)、瞭解養殖漁業成因與型態等，以終為

始，確認目標後，依各單元需求融入學科知識學習，最後設計學習單以及實境解密探

究體驗，檢視是否有達到學習目標。 

(二) 執行階段-依照成龍濕地環境設計實境解謎問題，部分題目結合學科知識點作為解

題的先備知識。活動執行中分組進行，將學生能力均分分組闖關，過程中提醒學生團

隊合作之重要性，注意時間規劃安排並提醒環境需注意安全事項。 

(三) 反思階段-讓學生製作回顧札記，團體進行行動研究方案以及小組討論與分享進行

回饋反思並檢視是否每位同學都了解活動意義。 

協同人力

需求與配

置 

一、課程主題涵蓋在地生存之道(生計「經濟」)、拯救生還者(生態)、永續不傳說(未來

生存)三大面向: 

1. 在地生存之道(生計「經濟」) /融入領域 : 社會、自然、藝術/相關師資協助教學。 

2. 拯救生還者(生態) /融入領域 : 社會、自然/相關師資協助教學。 

3. 永續不傳說(未來生存) /融入領域 : 社會、自然、藝術/相關師資協助教學。 

二、戶外教育實施人力需求: 

1. 統籌主導 1-2 人 

2. 關卡工作人員 8-10 人 

3. 攝影與安全維護 2-4 人 

課程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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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複選) 

總綱核心

素養 

(可複選)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主要領域 

□語文（如有本土語、新住民與及第二外國語文，請自行填入：        ）      

□英文     □數學     □社會     □歷史   ■地理     □公民 

□自然科學 ■生物     □物理     □化學   □地球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生活課程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其他（如有技術型 15 群科，請自行填入：                         ） 

次要/ 

跨領域 

(可複選) 

□語文（如有本土語、新住民與及第二外國語文，請自行填入：        ）      

□英文     □數學     □社會     □歷史   □地理     □公民 

□自然科學 □生物     □物理     □化學   ■地球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生活課程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其他（如有技術型 15 群科，請自行填入：                         ） 

主

要

與

次

要

領

域

核

心

素

養 

/ 

學

習 

重

點 

核心 

素養 

A 自主行動  

國-J-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透過欣賞各類文

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

用於日常生活中，有效處理問題。  

B 溝通互動  

社-J-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理解不同時空的科

技與媒體發展和應用，增進媒體識讀能力，並

思辨其在生活中可能帶來的衝突與影響。  

國-J-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運用科技、資訊與

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解

釋及省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C 社會參與 

自-J-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義)從日常學習中，主

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國-J-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義)閱讀各類文本，從 

中培養道德觀、責任感、同理心，並能觀察生

活環境，主動關懷社會，增進對公共議題的興

趣。 

自-J-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透過環境相關議

戶外

教育

議題 

學習 

主題 

■有意義的學習 

■健康的身心 

■尊重與關懷他人 

□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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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具有差異性與

互動性，並能發展出自我文化認同與身為地球

公民的價值觀。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

態度，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

及在地 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學習 

表現 

地 1a-Ⅳ-2 說明重要環境、經濟與文化議題間的

相互關係。 

地 1b-Ⅳ-2 歸納自然與人文環境互動的結果。 

社 2a-Ⅳ-2 敏銳察覺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及其

淵源。關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

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社 3d-Ⅳ-3 執行具有公共性或利他性的行動方

案並檢討其歷程與結果。 

實質 

內涵 

國民小學： 

□戶 E1  □戶 E2  

□戶 E3  □戶 E4  

□戶 E5  □戶 E6 

國民中學： 

■戶 J1  ■戶 J2  

■戶 J3 

■戶 J4  □戶 J5 

 

高級中等學校： 

□戶 U1  □戶 

U2  □戶 U3  □

戶 U4  □戶 U5 

學習 

內容 

Gc-Ⅳ-2 依據生物形態與構造的特徵，可以將生

物分類。地球上有形形色色的生物，在生態系

中擔任不同的角色，發揮不同的功能，有助於

維持生態系的穩定。   

地 Ac-Ⅳ-3 臺灣的水資源分布。  

地 Bc-Ⅳ-1 自然環境與資源。  

地 Bc-Ⅳ-2 全球氣候變遷的衝擊。  

地 Ba-Ⅴ-5 問題探究：氣候、水資源與人類生

活。 

自 Na-Ⅳ-3 環境品質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與維持

生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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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Da-IV-1 永續環保的探究、執行與省思。 

學習資源 
■學習單    ■教學照片   ■教學影片    □平台網站  

■軟硬體設備 □其他:         

課程場域介

紹 

一、成龍濕地 

  過去農田變濕地，水中電線杆、下陷樓、泡水墳等都是社區原有的地層下陷活教

材，經過觀樹基金會深耕 10年藝術季與社區生態調查，除多了美麗的藝術品、示範

建築與地層下陷共存 30年的高腳屋外，更深耕地方產業發展與教育，透過高腳屋導

覽，協助地方教育從在地觀點與國際思維去看社區與環境議題。透過社區行動重新認

識過去這片悲傷的土地，重拾居民社區地方感，產業示範部抽地下水養殖，建立不抽

地下水友善環境品牌，並建立或平台協助居民銷售。 

 

二、地方產業 

  抽地下水引海水海殖的生態養殖法，是友善這片下陷土地的方式，過去因產業超

抽地下水而造成地層下陷，改變養殖的方式，友善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 

口湖鄉老蚵，口湖鄉金湖台子一帶，沿海許多的蚵棚，蚵棚的形式隨著水域隨著深淺

有不同的方式，而近一兩年風電成為海上重要議題，離岸風機是否影響產業是否影響

漁貨，近 10年來漁貨不斷減少，若又加上風機是否雪上加霜，而台子金湖的學生家

中有 6成以上家中是與漁業相關，因此這也是學生另一個新的議題，而酸化的海洋對

於有殼類漁業影響，也是預先讓學生思考現在可能的改變，讓海洋資源能夠永續。 

三、地方能源-離岸風機 

  離岸風機是最近口湖鄉的新新議題，而為何要離岸風機，對於生態與政策的執行

究竟是如何?為何要離岸風機?是否影響沿岸蚵棚的養殖及近海漁業、水下生態、居住

環境，都是地方居民生活與經濟的重要考量。 

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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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口湖鄉產業種

類與歷史緣起

現今產業模式-漁業

混養池、鳥類威脅

口湖鄉近海漁業與

魚塭養殖轉變

成龍濕地候鳥及生

活棲地介紹

成龍濕地植物及生活

環境介紹

生態環境變遷危機

成龍溼地地層下陷

的現在與未來

成龍濕地藝術節

再生能源轉型

  

 

 

 

 

 

 

 

 

 

 

 

課程模組一在地生存之道 

適用 

年級 
七年級 

教學 

節數 
6 節 

實施 

時間 

■領域課程：自然、社會、藝術 領域 

□彈性學習課程 

■校訂必修課程 

□多元選修課程 

□團體活動時間 

喚「龍」傳說

雲林口湖環境教育

在地生存之道

生計(經濟)

拯救 生「環」者

生態

「勇」續不傳說

未來生存

永續發展

SDGs7、1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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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目標 

學生認識口湖鄉產業種類並能說出口湖鄉產業歷史緣起。 

學生認識口湖鄉現今產業模式-漁業混養池以及鳥類威脅魚池生態問題。 

學生認識近海漁業的種類和經營模式，探討養殖漁業用鹽水代替抽取地下水之境效益。 

學生 

起點 

行為 

學生於日常生活中對口湖鄉產業的常識概念。 

學生知道成龍濕地地理位置 

學習活動 時間 評量方式/學習表現 備註 

第一節 

活動一  認識口湖鄉產業種類與歷史緣起： 

 

※教學準備-  

教師準備颱風入侵淹水報導以及抽取地下水的新聞

報導      

氣候難民第一排！ 雲林地層下陷造就「末日奇景」 

 

※引起動機-  

1.口湖鄉因颱風進入造成海水倒灌淹水之報導 

 -口湖鄉土質鹽化，使口湖鄉的產業發生大變化。 

2.過去近年抽取地下水造成下陷新聞報導。 

 -超抽取地下水造成口湖鄉持續地層下陷的危機。 

 

※發展活動- 

教師展現一張成龍溼地的裝置藝術牆讓學生觀察。 

1.此圖學生觀察到哪些? 包含天氣、產業的變化… 

學生利用平板分組討論，並製作發表海報: 

(1) *西元 1986年韋恩颱風入侵發生什麼事? 

(2) 過去口湖鄉以什麼方式生計 VS.現在以什麼方

式生計，  

    原因何謂? 

(3) 為何颱風入侵海水倒灌進來?原因何謂? 

(4) 未來地方產業面臨什麼樣的問題? 

(5) 持續抽地下水將繼續地層下陷、引海水是否另

有擔憂問 

    題?海洋汙染? 文蛤暴斃? 野生魚種產量下降

不穩定… 

 

 

 

 

 

 

 

10’00 

 

 

 

 

 

 

30’00 

 

 

 

 

 

 

 

 

35’00 

 

 

15’00 

 

 

 

 

 

 

 

學生口頭分享日

常生活所遇到地

層下陷後的影響。 

 

 

 

 

 

學生認識口湖鄉

產業種類並能說

出口湖鄉產業歷

史緣起。 

 

 

 

 

 

學生能夠在公開

場合進行口頭發

表。 

 

 

 

 

 

 

 

 

 

 

 

 

* 跨 域

地理第

一冊第

五章-台

灣的氣

候 -5-2

台灣氣

候特色 

(颱風對

我們的

影響) 

* 跨 域

地理第

一冊第

六章-台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B0%A3%E5%80%99%E9%9B%A3%E6%B0%91%E7%AC%AC-%E6%8E%92-%E9%9B%B2%E6%9E%97%E5%9C%B0%E5%B1%A4%E4%B8%8B%E9%99%B7%E9%80%A0%E5%B0%B1-%E6%9C%AB%E6%97%A5%E5%A5%87%E6%99%AF-155759554.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B0%A3%E5%80%99%E9%9B%A3%E6%B0%91%E7%AC%AC-%E6%8E%92-%E9%9B%B2%E6%9E%97%E5%9C%B0%E5%B1%A4%E4%B8%8B%E9%99%B7%E9%80%A0%E5%B0%B1-%E6%9C%AB%E6%97%A5%E5%A5%87%E6%99%AF-1557595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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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享小組成果(海報發表) 

 

※統整總結- 

教師提問與結語 

1.是否能夠繼續抽取地下水使用? 又如何解決? 

2.如何使產業供應與環境之間達到平衡，雙贏永續? 

 

※教學評量-口頭、分組實作評量 

※延伸學習- 

『養殖不抽地下水 成龍濕地「鹽選文蛤」好吃又

可緩解地層下陷』 

 

學生能夠系統性

思考問題以及培

養解決問題能力。 

 

(一組發表約 5 分

鐘) 

灣的水

文 -6-2

如何充

分利用

水資源 

 

 

第二節 

活動二 現今產業模式-漁業混養池、鳥類威脅 

※教學準備-  

口湖鄉魚塭混養池種類抽籤紙、魚塭水底圖片、水

底聲音檔 

※引起動機-  

欣賞口湖魚塭介紹影片:發現水底生物動作之美，從

日常生活簡易辨認口湖魚塭種類。 

*他的魚塭像大海——與自然共存的養殖達人 

※發展活動- 

1.教師簡單介紹舞台位置(Center、上下舞台、左

(右)上下舞台)的概念。 

2.學生抽籤指定扮演的口湖水塭混養池生物角色。 

(虱目魚、變身苦、黃金鯧、黑格、巨藻、微型藻類、

螺貝類、文蛤、夜鷺、白鷺鷥、白蝦、排泄物…) 

3.教師講述一段混養池生態的故事，故事內容呈現

口湖鄉混養池生物食物鏈與環境關係，學生依據教

師的故事聽見自己的角色走進舞台即興演出! 

表藝教學重點-演出時特別提醒舞台位置與動線，養

成舞台位置的概念。 

4.學生回顧食物鏈劇情情節整理出生物之間食物鏈

連結，並結合*生物科了解魚塭生物在生態系扮演角

色 

-教師說明食物鏈、食物網的關係 

-教師說明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 

-生物的交互作用，掠食、競爭、共生、寄生關係。 

5.學生自行抽籤討論生態池劇情，並畫下開場角色

位置圖 

 

 

 

 

10”00 

 

 

 

5”00 

 

 

 

 

15”00 

 

 

 

 

 

15”00 

15”00 

15”00 

 

 

 

 

5”00 

 

 

 

 

 

 

 

 

學生能夠在正確

的舞台位置演出。 

 

 

 

學生能夠依據教

師劇本情節說出

口湖鄉混養池生

物食物鏈與環境

關係。 

 

 

學生能夠運用知

識編輯混養池生

物食物鏈劇情，並

且安排正確的舞

台位置演出。 

(一組 5 分鐘) 

 

 

 

 

 

 

 

* 跨 科

地理-第

二冊第

四課-臺

灣的產

業發展 

 

 

 

 

 

 

 

* 跨 科

生物-能

量的流

動與物

質的循

環(第二

冊 4-2)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64396/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64396/
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1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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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生演出一段生態鏈的故事(特別提醒注意舞台

上下台之走向、演員在舞台的配置安排)。 

※統整總結- 

教師提問與結語 

1.口湖鄉魚塭混養池生態型態如何? 

2.口湖鄉漁民對鳥類吃魚苗的態度? 如何守護魚塭

不讓鳥類吃魚苗的方法? 

*報導-護魚蝦擅架鳥網 漁民小心觸法 

*報導-請黑琵吃 Buffet，魚塭農田做微調，友善候

鳥超簡單！「黑琵牌」生態加值正夯 

 

※教學評量-口頭評量、實作評量 

※延伸學習- 

延伸閱讀-氣候變遷帶來的生態大失衡!! 

聖嬰讓南美洲的魚、鳥和漁民一起餓肚子 

10”00 

 

 

 

 

 

 

學生能夠口頭說

出混養池生物食

物鏈，並進一步思

考分享鳥類吃魚

苗其他解決方法。 

第三節 

活動三 口湖鄉近海漁業與魚塭養殖轉變： 

 

※教學準備-相關漁港消息報導、影片、平板 

 

※引起動機-  

關閉的海門，鬱卒的漁民：苗彰沿近海漁業被迫退

場 

龍鳳港有近百條漁船，其中捕魚為生的刺網船約

40 條，其他多為載客或兼業的釣漁船。風機進

駐，首當其衝的就是這些刺網漁船。由於風場中每

支風機間距只有數百公尺，但是漁網依規定可達

2.5 公里，若海流強勁，一旦卡網只能認賠，太靠

近一不小心可能就出事故，漁船根本不敢在附近作

業…… 

 

※發展活動- 

一、*認識口湖近海漁港 

1.雲林縣海岸線北起麥寮鄉許厝寮的濁水溪口，南

迄口湖鄉西南方的外傘頂洲，全長五十餘公里，由

於外海有外傘頂洲、統汕洲、海風嶼、三條崙洲等

大小海州，錯綜複雜散佈於沿岸淺海中，與本縣陸

地形成內外海之天然屏障，由於海岸海底坡度平

緩，形成淺平的沙灘，漲潮時浩瀚及岸，退潮時是

 

 

 

 

 

5”00 

 

 

 

 

 

 

 

 

 

 

 

10”00 

 

 

 

 

 

 

 

 

 

 

 

 

 

 

 

 

 

 

 

 

 

 

學生瞭解雲林縣

口湖鄉近海漁港

地形與所在位置。 

 

 

 

 

 

 

 

 

 

 

 

 

 

 

 

 

 

* 跨 域

地理第

一冊第

四章 

臺灣的

海域-海

岸與海

域利用

狀況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98907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77108/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77108/
https://web.fg.tp.edu.tw/~earth/learn/elnino/enso05.htm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55745/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5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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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無涯數公里的廣大砂灘，底質含砂量多，適合

貝類等淺海養殖，是捕撈水產及養殖最佳的場所。 

2.口湖鄉兩處漁港 

(1)金湖漁港 

於本縣口湖鄉港西村，係利用原有海岸低地略加浚

挖，並修建碼頭及堤岸。本港漁民，一部份從事沿

近海漁業，船筏約至濁水溪口附近作業，約六小時

往返，另一部份從事淺海牡蠣養殖，船筏皆當日往

返。 

(2)台子漁港村 

位於本縣口湖鄉台子村附近海岸，為第二類漁港。

本港漁民以從事沿近海漁業漁船者約六小時可返

港，而以從事淺海養殖漁筏於沿岸及外傘頂洲附近

插蚵，亦可當日往返。 

 

二、目前口湖近海漁業與養殖漁業狀態 

1.近海漁業 

(1)尚有部份動力漁以出海從事釷蠣養殖和文蛤養殖

作業用。 

(2)鹹水養殖以文蛤、車蝦、沙蝦、鼠目魚類殖為

主。  

(3)淺海養殖以文蛤、釷蠣等。  

(4)淡水養殖以分佈於麥寮或鄰近鄉鎮從事規和鰻魚

養殖為主, 並溫養淡水魚,只有少部份從事淡水魚專

養。 

2.雲林縣養殖業遠較漁撈業發達，雲林縣之漁業主

要是以內陸養殖(鹹水養殖與淡水養殖)為主。 

3.近海漁業的危機與轉型 

近年來隨著離島工業區的設立與魚產量減少，漁港

將慢慢轉型，未來不再僅供漁民買賣漁獲，漁船休

息避風之處所而已，隨著國家發展觀光政策及國人

對於休閒遊憩需求，因此雲林縣漁會積極推動漁港

功能多元化等重大計畫。 

4.口湖鄉養殖漁業轉型 

水試所專家指導觀樹、成龍村民水產養殖 

成龍溼地三代班”鹽“選白蝦 

        

※統整總結- 

 

 

10”00 

 

 

 

 

 

 

 

 

 

 

 

 

 

10”00 

 

 

 

 

 

 

 

 

10”00 

 

 

 

 

 

 

 

15”00 

 

 

 

 

 

 

 

 

 

 

 

 

 

 

 

 

 

 

 

 

學生瞭解雲林縣

口湖鄉近海漁港

養殖型態 

 

 

 

 

 

 

學生瞭解雲林縣

口湖鄉近海漁業、

養殖漁業的轉型 

 

 

 

 

 

 

 

 

 

 

 

 

 

 

 

 

 

 

 

 

 

 

SDGs14

保護和

永續利

用海洋

和海洋

資源，

促進永

續 發

展。 

 

http://www.kskk.org.tw/main/?tag=%E5%AF%A6%E9%A9%97%E9%AD%9A%E5%A1%AD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8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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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與結語 

1.口湖鄉近海漁業為何衰落? 有哪些方式可以加強

破壞的停損點? 

2.養殖漁業逐漸興盛，原因何謂? 未來有隱憂嗎? 

3.生態環境永續與生計如何達成平衡? 

4.學生完成學習單 

5.學習單報告與分享 

※教學評量-口頭、學習單紀錄 

※延伸學習- 

台灣近海漁業有 3 大危機 2048 年恐吃不到野生魚

類 

消失的鰻苗-海洋與河川汙染問題 

鰻魚業寒冬：為著明天的鰻魚苗，休養生息吧！ 

 

 

10”00 

 

 

 

10”00 

10”00 

 

 

 

 

學生能夠說出近

海漁業興衰原因

及過程，並對生態

環境永續與生計

平衡取捨有所見

解。 

 

 

 

課程模組二 拯救 生「環」者 

適用 

年級 
八年級 

教學 

節數 
6 節課 

實施 

時間 

■領域課程：自然、社會 領域 

□彈性學習課程 

■校訂必修課程 

□多元選修課程 

□團體活動時間 

學習 

目標 

學生瞭解成龍濕地候鳥生活棲地以及能夠辨認在地鳥類。 

學生瞭解成龍濕地植物生活環境以及能夠辨認在地植物種類。 

學生發現生態環境變遷所造成的危機，並可以探究解決方法。 

學生 

起點 

行為 

學生於日常生活中對口湖鄉生物有概念。 

學生對成龍村產業型態有概念 

學生知道成龍濕地地理位置 

學習活動 時間 評量方式/學習表現 備註 

第一節 

活動一（成龍溼地候鳥棲息地介紹） 

※教學準備-  

 成龍濕地會出現之鳥類圖鑑、投影設備 

※引起動機- 

教師進行 kahoo 評量學生認識成龍溼地鳥類有多

少! 

※發展活動- 

 

 

 

 

10”00 

 

 

 

 

 

 

測驗學生可以辨

認多少成龍溼地

鳥類 

 

 

 

 

 

 

 

                                                      

 

 

https://tw.news.yahoo.com/news/%E5%8F%B0%E7%81%A3%E8%BF%91%E6%B5%B7%E6%BC%81%E6%A5%AD%E6%9C%893%E5%A4%A7%E5%8D%B1%E6%A9%9F-2048%E5%B9%B4%E6%81%90%E5%90%83%E4%B8%8D%E5%88%B0%E9%87%8E%E7%94%9F%E9%AD%9A%E9%A1%9E-03584495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news/%E5%8F%B0%E7%81%A3%E8%BF%91%E6%B5%B7%E6%BC%81%E6%A5%AD%E6%9C%893%E5%A4%A7%E5%8D%B1%E6%A9%9F-2048%E5%B9%B4%E6%81%90%E5%90%83%E4%B8%8D%E5%88%B0%E9%87%8E%E7%94%9F%E9%AD%9A%E9%A1%9E-035844950.html
https://e-info.org.tw/node/98601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9718/301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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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鳥類辨識偵探軍團 

1.教師將學生分組成 3 組，每一組挑選一位同學當

偵探坐在最後一排。 

2.每一組組員依序至前方觀察教師手中的鳥類圖，

並找一個象徵寫在紙上。 

3.最後所有小組成員都將觀察到的鳥類象徵傳給自

己組別的偵探同學，並由教師翻開的兩圖中找到答

案。 

4.總共進行二次(琵嘴鴨、小鴨；小環頸鴴、東方環

頸鴴；中、大白鷺) 

5.教師小結 6種鳥類辨識差異。 

 

二、鳥類棲息地 

1.候鳥的遷徒線 vs.保育遷徒生物棲地 

2.遷徒線威脅泥灘地流失/度冬地威脅:水稻田消失 

3.氣候變遷(鳥類單一化)和過度獵捕的隱憂 

4.太陽能板擴張產生新的環境議題-鳥類在太陽能

板上休憩…. 

※統整總結- 

教師提問與結語 

滯洪池太陽能板佈滿鳥屎遭嗆「大自然的反撲」光

電業者：樂見 

※教學評量-口頭、學習單紀錄 

※延伸學習- 

成龍溼地的候鳥（5分鐘精華版）  

25”00 

 

 

 

 

 

 

 

 

 

10”00 

 

 

30”00 

 

 

 

 

 

15”00 

學生能夠使用觀

察力辨識鳥類相

似中的差異之處。 

 

 

 

 

 

 

 

 

 

學生認識口湖鄉

成龍溼地鳥類生

存環境。 

學生能夠說出氣

候變遷造成成龍

溼地鳥類生存的

隱憂。 

 

學生能夠探究並

思考再生能源建

造的新問題。 

 

 

 

* 跨 科

生物第

三章-地

球上的

生物 -3-

6 動物

界 ( 鳥

類) 

第二節 

活動二（植物偵探社）： 

※教學準備-  

成龍濕地植物圖片、成龍濕地植物真實植物罐裝、

海報及彩色筆 

※引起動機-  

教師進行 kahoo 評量學生認識成龍溼地植物知多

少! 

 

※發展活動- 

1.教師介紹成龍村土質鹽化，成龍溼地附近植物樣

貌及生長環境簡介。 

2.準備 12罐植物樣本放入罐子裡，學生根據植物樣

本找尋相對的植物名稱。 

 

 

 

 

 

10”00 

 

 

 

10”00 

 

10”00 

 

 

 

 

 

 

測驗學生可以辨

認多少成龍溼地

植物 

 

學生能夠說出成

龍溼地植物生存

環境的特性。 

學生能夠辨識植

 

 

 

 

 

 

 

 

 

 

 

* 跨 科

生物第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BB%AF%E6%B4%AA%E6%B1%A0%E5%A4%AA%E9%99%BD%E8%83%BD%E6%9D%BF%E4%BD%88%E6%BB%BF%E9%B3%A5%E5%B1%8E%E9%81%AD%E5%97%86-%E5%A4%A7%E8%87%AA%E7%84%B6%E7%9A%84%E5%8F%8D%E6%92%B2-%E5%85%89%E9%9B%BB%E6%A5%AD%E8%80%85-%E6%A8%82%E8%A6%8B-065844973.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BB%AF%E6%B4%AA%E6%B1%A0%E5%A4%AA%E9%99%BD%E8%83%BD%E6%9D%BF%E4%BD%88%E6%BB%BF%E9%B3%A5%E5%B1%8E%E9%81%AD%E5%97%86-%E5%A4%A7%E8%87%AA%E7%84%B6%E7%9A%84%E5%8F%8D%E6%92%B2-%E5%85%89%E9%9B%BB%E6%A5%AD%E8%80%85-%E6%A8%82%E8%A6%8B-065844973.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uoqu3bJ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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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植物分類法:學生依據生物科所學或是日常生活

經驗將植物分組。(依藻類、單子葉植物、雙子葉植

物、葉子形狀、葉子顏色…等)，教師引導學生使用

平板查詢相關資料，學生將分類方式製作成海報。 

4.完成小組植物種類分類法，以及上台報告分享。 

 

 

※統整總結- 

教師提問與結語 

1. 成龍濕地植物介紹總結。 

(1)自 1986韋恩颱風前後植物種類的變化 

(2)植物生長與環境變遷的關係 

(3)學生完成學習單 

※教學評量-口頭、學習單紀錄 

 

※延伸學習- 

植物:成龍濕地維管束植物計有 38 科 116 種，除荒

地及堤岸常見的植物外，在水域發現海草植物流蘇

菜(Ruppia maritime L.)以及稀有植物宜蘭莞草。長

期積水區域已形成穩定草澤區，以禾本科海雀稗為

最大族群，蘆葦生長在水域邊緣地區。 

30”00 

 

 

 

20”00 

 

 

 

10”00 

物，並正確說出植

物名稱。 

 

 

學生能夠將植物

依種類做分類並

在公開場合說明。 

 

學生能夠說出颱

風前後植物種類

的變化與變遷，並

完成學習單。 

 

 

 

 

 

三章-地

球上的

生物 -3-

3 原生

生 物

界、3-5

植物界 

第三節 

活動三-生態環境變遷危機 

※教學準備-  

相關議題影音資料、報導 

 

※引起動機-  

一、教師展示西元 1986 年前後的空照圖，讓學生

尋找差異性。 

二、教師影音資料以及報導-雲林地層下陷造就

「末日奇景」   

 

※發展活動- 

一、目前口湖鄉環境變遷有哪些因素? 

1.探討*地層下陷的過去到現在 

  (1) 你看到地層下陷的成龍村，居民的反應如何? 

  (2) 你看到成龍村有什麼因應的做法? 

 

2.氣候變遷造成海平面持續上升 

 

 

 

 

 

10”00 

 

 

 

 

 

10”00 

 

 

 

 

20”00 

 

 

 

 

 

學生能說出西元

1986 年前後的空

照圖前後標物的

差異。 

 

 

 

 

學生瞭解氣溫變

遷所帶來的危機，

以及因應環境永

續發展而造成其

 

 

 

 

 

* 跨 域

地理第

一冊第

六章-臺

灣的水

文 -6-2

如何充

分利用

水資源 

 

SDGs13

採取緊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B0%A3%E5%80%99%E9%9B%A3%E6%B0%91%E7%AC%AC-%E6%8E%92-%E9%9B%B2%E6%9E%97%E5%9C%B0%E5%B1%A4%E4%B8%8B%E9%99%B7%E9%80%A0%E5%B0%B1-%E6%9C%AB%E6%97%A5%E5%A5%87%E6%99%AF-155759554.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B0%A3%E5%80%99%E9%9B%A3%E6%B0%91%E7%AC%AC-%E6%8E%92-%E9%9B%B2%E6%9E%97%E5%9C%B0%E5%B1%A4%E4%B8%8B%E9%99%B7%E9%80%A0%E5%B0%B1-%E6%9C%AB%E6%97%A5%E5%A5%87%E6%99%AF-1557595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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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蘭冰層融化不可逆 海平面將上升 27 公分 

  (1) 什麼因素造成格陵蘭冰層會融化? 

  (2) 海平面上升將帶給全球人類生存上有什麼威

脅? 

  (3) 其他氣候變遷的證據(聖嬰現象、反聖嬰現

象…) 

 

3.因應環境永續發展，西部沿海設置風機造成魚類、

鳥類滅絕的危機? 

【台灣 NEXT】風力發電悲歌！ 綠能與環境如何

兩全｜ 

離岸風機與鳥遷徙影響 開發商跨國調查監測－民

視新聞 

  (1) 離岸風機建置帶給漁民什麼困擾? 

  (2) 離岸風機造成鳥類遷徙有什麼影響? 

 

※統整總結- 

教師提問與結語 

1.我們可以為口湖鄉環境變遷的現在做一些什麼? 

2.氣候變遷造成海平面上升這個議題，渺小的我們

可以做些什麼讓海平面上升速度減慢? 

3.身為口湖鄉的一份子，你認為生活和環境如何平

衡? 

4.學生完成學習單 

※教學評量-口頭、學習單紀錄 

※延伸學習- 

【外來種鳥類】聖䴉之亂｜搶奪鷺科鳥類棲地 

 

20”00 

 

 

 

 

 

15”00 

 

 

 

 

 

 

 

 

 

15”00 

 

他環境迫害的議

題。 

 

 

 

 

 

學生分享氣溫變

遷所帶來的危機，

以及因應環境永

續發展而造成其

他環境迫害的議

題感受與積極作

為。 

急行動

應對氣

候變遷

及其衝

擊 

 

SDGs7

確保人

人負擔

得起、

可靠和

永續的

現代能

源。 

課程模組三 「勇」續不傳說 

適用 

年級 
九年級 

教學 

節數 
6 節課 

實施 

時間 

■領域課程： 社會、藝術、自然領域 

□彈性學習課程 

■校訂必修課程 

□多元選修課程 

□團體活動時間 

學習 

目標 

學生知道成龍溼地地層下陷現在處置的方法與未來變通可能性 

學生知道成龍濕地藝術節對成龍溼地的轉變，並持續認同 

學生瞭解口湖鄉再生能源轉型背後因素以及未來展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JyyJAxKl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6YJtdYr6xc&t=3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6YJtdYr6xc&t=3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S_lJHpWre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S_lJHpWre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ByogwP5s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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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起點 

行為 

學生於日常生活中對口湖鄉產物以及生物樣態等環境永續有概念。 

學生參與成龍溼地 

學生知道成龍濕地地理位置 

學習活動 時間 評量方式/學習表現 備註 

第一節 

活動一  搶救地層下陷： 

※教學準備-  

1. 教師準備影音資料以及報導、各國家高腳屋圖片 

※引起動機-  

教師秀出各國家、台灣地區有杆欄式建築的圖片，

讓學生觀察建造高腳屋相同原因之處。 

杆欄式房屋流行東南亞:緬甸、泰國、越南、中

國、台灣等國 

台灣厝文化(平鋪族)-干欄式建築 

馬來西亞高腳屋 

同學說出這些地方的特色與為什會有這樣的建築，

其共同點是什麼? 台灣也有高腳屋，想想成龍濕地

建立高腳屋的原因? 

 

※發展活動-探索成龍溼地高腳屋 

前進地層下陷重災區，雲林第一棟成龍濕地高腳屋

落成 

成龍溼地首座高腳屋 與地層下陷共存 30年 

一、成龍高腳屋探索: 

1.認識高腳屋挑高的距離與計算? 

2.觀察高腳屋外觀的特色?  

  -簡學義設計高腳屋防洪綠建築 

 

 

二、高腳屋與村落 

1.高腳屋座落位置-從不同的角度看海平面、水閘

門、成龍的剖面圖? 發現下陷區受內外水的影響。 

2.居民為何不遷村 

3.高腳屋做為未來示範屋 

 

 

 

 

 

15”00 

 

 

 

 

 

 

 

 

 

 

 

 

 

 

 

 

30”00 

 

 

 

20”00 

 

 

 

 

 

 

 

學生能夠觀察並

說出各國建造高

腳屋相同、異原因

之處以及思考成

龍濕地建立高腳

屋的原素。 

 

 

 

 

 

 

 

學生能夠探索成

龍溼地高腳屋，並

瞭解高腳屋的特

色與未來性。 

 

 

 

 

 

 

學生能夠瞭解整

體成龍溼地環境

帶給居民的影響。 

 

 

 

SDGs11

建設包

容、安

全、具

防災能

力與永

續的城

市和人

類 住

區。 

 

 

* 跨 域

地理第

一冊第

五章-台

灣的氣

候 -5-2

台灣氣

候特色 

 

                                                      

 

 

https://54aming.com/articles/c2579d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2385529@N04/2498347561
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13807
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13807
https://e-info.org.tw/node/208002
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187666499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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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總結- 

教師提問與結語 

1. 總結-成龍濕地為什麼有高腳屋? 高腳屋的特色

是?有高腳屋就可以不必擔心淹水的問題嗎? 

2. 除了高腳屋設計，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解決地層下

陷造成淹水的問題嗎? 

3. 氣候變遷與綠建築對未來的展望 

4. 學生完成學習單 

 

※教學評量-口頭、學習單紀錄 

※延伸學習- 

為地層下陷踩煞車 觀樹健康養殖力爭上游 

 

 

15”00 

 

 

 

 

 

10”00 

 

 

 

 

 

學生能夠延伸高

腳屋議題，對氣候

變遷有基本認識。 

第二節 

活動二（成龍溼地之裝置藝術）： 

 

※教學準備-  

成龍藝術節相關報導與影音檔 

※引起動機-  

1.教師撥放*2022成龍溼地國際環境藝術季欣賞 

2.教師詢問同學是否有參加 2022(今年)成龍溼地

國際環境藝術季，有什麼感受。 

 

※發展活動- 

1.成龍濕地藝術季國際環境藝術節對成龍溼地的改

變 

報導 1.堅持十年的環境藝術節，改變了整個村

落！成龍濕地變寶地，凝聚三代向心力 

報導 2.國際環境藝術節 看見成龍社區的蛻變新生 

 

2.成龍濕地藝術季國際環境藝術節對成環境教育的

意義 

報導 3.成龍濕地的幸福感｜濕地藝術節的環境教育 

 

3. 環境藝術節與藝術作品賞析 

成龍社區藝術作品 

1.《一起開一扇窗》-描述暴雨過後的新生。以木

刻板畫的傳統技藝來複刻詩句，並藉由集體創

作，讓眾人一起為這片土地和人再開一扇窗。 

 

 

 

 

 

10”00 

 

 

 

 

15”00 

 

 

 

 

 

10”00 

 

 

 

20”00 

 

 

 

 

 

 

 

 

 

學 生 分 享 參 觀

2022 成龍環境藝

術節之感受。 

 

 

學生瞭解成龍濕

地辦理國際環境

藝術節的意義以

及活動辦理後之

成果效益。 

 

 

 

 

 

 

學生能說出成龍

是地環境藝術品

創作內涵以及與

成龍溼地的關係。 

 

 

 

 

 

 

 

 

 

 

* 跨 域

藝術-藝

術季策

畫策畫 

 

 

 

 

 

 

 

 

 

 

跨域視

https://e-info.org.tw/node/10629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WZEynVMfA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26975/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26975/
https://e-info.org.tw/node/99095
https://ourisland.pts.org.tw/content/2926
https://chenglongvillage.com/introduction-to-ar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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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還野》-此作品重新思考人與環境之共生

關係。藉由退化演替的動態過程，作者強化生

態系統美學之傳遞。 

在地層下陷所形成的溼地環境中，人為構造物

逐漸崩毀，然其裂解之元素與結構，化為野生

族群避難、停歇與繁衍之新棲地。 

3.《連結與再生》- 2016 年與 2017 年藝術作

品，由社區村民共同創作的藝術作品，以「連

結」概念串連過去生活記憶、現有自然環境與

成龍新的未來。「再生」從空中俯視有如發芽

種子，生生不息。夕陽西下時，與水中倒影相

映成一顆心，傳達對家鄉的愛。 

 

4.從作品看到成龍濕地居民的愛鄉情懷 

 

5.學生利用成龍溼地材料設計一個藝術作品 

(完成構圖，需有主題與介紹，並註明使用材料、作

品內涵) 

 

※統整總結- 

教師提問與結語 

1.為什麼成龍溼地要辦環境藝術季? 

2.環境藝術作品對成龍濕地的居民有什麼作用? 

3.除了環境藝術作品我們還有其他方式提升居民對

成龍溼地的認同感嗎? 

 

※教學評量-口頭、學習單紀錄 

※延伸學習- 

【新聞】林務局推動成龍濕地里海行動計畫 再度榮

獲國家永續發展獎 

 

 

 

 

 

 

 

 

 

 

 

 

 

 

20”00 

 

 

 

 

 

 

15”00 

 

 

 

 

 

 

 

 

 

 

 

 

 

學生能簡易設計

裝置藝術創作，並

說明創作力念以

及與作品與環境

的關聯。 

 

 

學生能說出成龍

溼地辦理環境藝

術季意義以及藝

術品與環境之間

關係。 

覺藝術-

版畫藝

術、生

活中的

雕塑、

生活美

感 

第三節 

活動三（能源再生）： 

※教學準備-  

相關能源發電方式介紹影音檔案、學習單 

※引起動機-  

暖身運動:跟著音樂走動，假想你是風/太陽/海水/

火… 

※發展活動- 

 

 

 

 

10”00 

 

 

 

 

 

 

 

 

 

 

 

 

 

 

 

SDGs7

https://hiking.biji.co/index.php?q=news&act=info&id=12732
https://hiking.biji.co/index.php?q=news&act=info&id=1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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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力行能源 

1.經由遊戲分組成 8 組，並使每一組抽一個能源發

電方式 

2.教師傳送能源影片給予學生觀看，並找出其所分

配到的能源發電種類，觀察發電方式後，討論演出

所屬的能源發電方式。 

火力發電、核能發電、風力發電、海洋能發電、地

熱發電、生質能發電、水力發電… 

3.學生小組討論後，演出並讓其他組的學生猜測何

種發電方式。 

4.該組向其他組說明演出的方式，並將各能源發電

方式說明。 

5.其他組別成員給予該組回饋。 

 

二、風力發電 

-影片欣賞【台灣 NEXT】風力發電悲歌！ 綠能與

環境如何兩全 

學習單-綠能與環境如何兩全? 

1.你認為要如何解決未來電能不足的問題? 

2.再生能源以風力發電為例，面對近百座 150 公尺

高風機將進駐雲林沿海，居民憂慮會有滅村之虞這

個議題，請問身為雲林縣沿海的居民，你是否接受

高風機將進駐雲林沿海這個做法?為什麼? 

3.假設你是政府官員，你遇到居民抗議不應該為再

生能源-風力發電而影響雲林沿海生態，但面對未來

電力資源短缺的壓力，你有其他解決策略? 

 

※統整總結- 

教師提問與結語 

1.欣賞了解完其他能源發電的方式，你覺得火力發

電、核能發電一定不好嗎? 

2.再生能源勢必一定使用嗎? 再生能源取代目前的

發電方式是否會有生態或其他影響? 

3.這堂課結束後，面對兩難情境你會如何取捨? 

 

※教學評量-口頭、學習單紀錄 

※延伸學習- 

 

 

20”00 

 

 

 

 

 

 

 

 

10”00 

 

5”00 

 

 

10”00 

 

20”00 

 

 

 

 

 

 

 

 

 

 

15”00 

 

 

 

學生透過影片說

明瞭解能源發電

的方式，並運用肢

體展演模擬各種

發電方式的樣態。 

 

 

 

 

 

 

 

 

 

 

學生瞭解綠能與

環境相互之間的

關係，並能嘗試提

出其他解決方案。 

 

 

 

 

 

 

 

 

學生體會綠能與

環境相互之間的

關係，並能分享環

境與綠能之間取

捨的感受。 

確保人

人負擔

得起、

可靠和

永續的

現代能

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6YJtdYr6xc&t=3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6YJtdYr6xc&t=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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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支持與安全風險管理 

1.活動前預先進行活動安全評估，包含場地及戶外教育場域風險及活動執行中可能的風險，將活動

危險及風險確認， 

  將風險降到最低。 

2.負責相關課程人員於事前課程規劃與實際課程執行時都清楚自己的課程內容與執行方式。 

3.參與師長務必清楚了解相關緊急應變措施流程及窗口。 

 

評量與回饋機制 

※請於教學結束後，針對課程主題之評量與回饋機制進行描述。 

1. 學習單-學習內容融入課程領域，以探索觀察的方式去瞭解議題背後的意義，除紙筆紀錄亦可

透過操作、互動、合作、觀察等去完成學習活動內容。 

2. 戲劇角色扮演-透過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出，發現視野角度的不同，學生可以站在不同立場看見

世界一體兩面、事情與議題的全貌，同時同理他人、理解週遭事物的各種可能性。 

3. 活動紀錄與省思-將活動心得與發現作紀錄與大家分享 

 -口頭分享自己的感受與想像，同時培養學生公開場合發表的實力。 

 -海報分享:運用多元敘述能力(畫圖、寫字、符號…)等發表自己的觀點、感受與見解。 

教學實踐、省思與建議 

 

1. 透過認識故鄉的過程看見環境議題，經過探索省思發現可以改變生態環境的契機，教學過程

可以運用 DFC 行動將實踐分享給更多的人。 

2. 優質教育-透過大概念下的學習，讓學生透過每次的探索與回饋，除了學習知識，更學習的

不同角度的觀察思考，更深入看見問題背後的問題，期待能學習遷移至各領域，真正了解我

們為何而學。 

3. 透過課程不斷地滾動修正，每一次都讓議題更深入學生的心中，學生感受多深刻，回到生活

的改變就會有多大，因此活動如何觸發學生的心與想像，是戶外教育非常重要的環節，因此

不斷的進步，透過學習與體驗打開學生的視野，實踐越在地越國際的戶外教育理念。 

4. 建議邀請各領域教師共同備課，議課過程中可彼此提升跨域知識以外，同時深化課程內容，使

戶外教育與學科結合性更密切。 

5. 根據每一次教學的省思與發現，重新滾動式修正教案細節，讓教學內容更貼切學習目標，多與

相關經驗的教授前輩多討論，讓課程設計近於完美。 

6. 戶外教育實境解謎題，可以進階設計，做二個難易度差異區分，既可讓八年級參與簡易版，九年級

則闖關難度增加的方式安排，可以分散時間過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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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備註：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刪。 
註：此處可根據實施戶外教育課程架構流程提及之「課前討論、課中學習、課後反思」等重點，依據不同節課或

是數個教學活動中標示，並著重於課前-師生共同討論的課程內涵，課中-跨領域連結、深度體驗、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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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素養實踐的教學內容以及實施策略，輔以課後-反思討論與成果展現等進行描述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