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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0年度戶外教育基地學校-貢寮國中  

【一日（或半日）體驗】活動教案 

※整體教案架構是以上述「課程模組」為出發點，依據模組中的學習目標設計課程前、中、 

後三階段的課程單元，並針對各階段之課程單元進行活動流程的操作說明、教學策略的使用
描述等步驟，讓教師更能清楚明白此活動的重點與學習方向。 

活

動

名

稱 

共聊「三里」-七年級水田觀察課

程 

活動人數乘

載量 
35人 

對

應

之 

模

組

主

題 

七年級 

里山課程模組 

結合之 

領域/科目 

健體領域(健康與體育)、 

自然科學(生物)、 

綜合活動(童軍、家政)、 

活

動

場

地 

貢寮區的人禾水梯田 活動時數 4小時 

活

動

目

標 

● 強化與環境的連接感，養成友善環境的態度；發展社會覺知與互動的技 能，培養尊

重與關懷他人的情操；開啟學生的視野，涵養健康的身心。 

● 建立安全意識；提升對環境的敏感度、警覺性與判斷力；防範事故傷害發生以確保

生命安全。 

● 能學習與同儕合作，並嘗試溝通。 

● 透過欣賞貢寮水梯田與山域景觀，體驗自然與生命之美。 

活

動

教

材 

農用工具、自製教具(農業工作期程)、換洗衣物(下田需要換衣)、學習單、生態觀察箱 

活

動

流

程

與

步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1、 教學準備 

學生：於課程前換為短褲，並多準備一套換

洗衣物和輕便雨衣。 

教師：準備是日要使用的農用拖鞋與農用器

材與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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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 2、 引起動機 

於校內進行先導課程，教授學生關於水梯田

的環境保育維護先備概念，並介紹貢寮地區

的地理概念含河流與水系等介紹與水梯田的

歷史和其對於環境的蓄水功能；由貢寮特有

稻米講述到食物里程的認識，讓學生對於自

身家鄉又有更深層次的認識。 

3、 水梯田的觀察與實作課程 

1.帶學生到水梯田實地解說導覽，讓學生親

身到水梯田體驗踩稻頭，感受腳踩進田裡泥

土包覆的親密感，和近距離認識水稻，並學

習使用耙子翻土供土壤呼吸。 

2.生態觀察：發給學生透明容器，教學生撈

起田中泥土尋找水中生物及昆蟲的蹤跡，將

撈到的生物放進觀察箱中進行認識與觀察。 

3. 講師將學生撈到的水中生物及昆蟲容器收

集並一一分類，擺在桌上進行解說與釋疑，

也提供學生反思與表達的機會，讓學生知道

因為水梯田採取友善共生的適切農法，讓這

些瀕臨絕種水生動植物及昆蟲棲地不被破

壞。 

4、 統整總結 

    學生採小組圍圈討論，分享今日心得感想，教

師與同學給予回饋。 

 

*延伸學習： 

水梯田的蓄水功能與對河川的影響，可延伸至八

年級的里川課程。 

水梯田實做課程亦探討到里山主義的核心，充分

展示貢寮地區的人類生活與環境永續的和諧共生

狀態。 

 

40分 

 

 

 

 

 

 

50分 

 

 

 

30分 

 

 

45分 

 

 

 

 

 

15分 

 

 

教授里山昌議的核心

宗旨，帶入本次水梯

田環境與人之間的關

係，融入生態、生

物、童軍與健體等領

域。 

 

 

利用觀察、體驗的形

式帶學生從實做中學

習。 

 

教授學生如何在不收

害到生物的情況下，

進行觀察作業。 

 

 

 

 

 

 

 

活

動

提

醒

與

建

議 

一、天氣 

貢寮地區的天氣常年有雨且較陰冷濕滑，故需提醒學生衣著問題，和需要帶輕量型的雨

衣和雨具 

二、自備餐具 

為實施環保的概念，要求學生禁止使用一次性的餐具，故需自備餐具，已達環保之求。 

三、建議 

貢寮地區因其地理與歷史的獨特性，故發展此水梯田文化，其成功背後的特殊性不可複

製，因此此刻成乃貢寮區獨有的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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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學生學習單 

 
 

  
戶外教育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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