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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0年度戶外教育基地學校 

 【課程模組】 

課程主題 攀樹探洞觀蝶，六龜的生態體驗 

主題重點簡介 

本課程模組的主題重點有三，藉由攀樹課程親近樹木體驗自然，觀察一棵大樹

的長成有多麼不易；18羅漢山自然保留區生態豐富外，六座隱藏其間的隧道，

有著什麼歷史意義，實地走訪其中讓在地人說分明；茂林紫斑蝶的翩翩身影，

優雅絢爛，美麗的背後有著什麼生態習性和獨特之處，就到現場一觀究竟。 

課程團隊 

 

編號 姓名 職稱 課程研發職掌 

01 李任軒 體衛組長 業務執行與聯繫窗口與探洞課程研發 

02 吳郁銘 總務主任 主責攀樹課程模組研發 

03 蘇育田 輔導組長 協助攀樹課程模組研發 

04 張郁晨 資料組長 主責觀蝶課程模組研發 

05 陳蓓萱 圖書館主任 協助觀蝶、探洞 
 

課程理念 

與 

設計內涵 

動機及理念 本校位於高雄市平地行政區中最東北端之六龜區，高

屏溪上游荖濃溪畔，東南毗茂林區，西臨杉林區，南

接美濃區與屏東縣高樹鄉，北鄰桃源區，山明水秀，

氣候溫和。六龜高中作為本區唯一高中，希望能培養

學生與自然共存，與社區共榮，透過體驗接觸自然生

態，了解在地人文，投入運動休閒，累積知識、熟悉

技能、培養領導力。本校約六十年校內有足齡、健

康、且適宜攀爬之桃花心木；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

在 105年成立生態導覽團隊，地方愛鄉認識投入導覽

員培訓，且逐步結合地方歷史人文產業發展；本校鄰

近之茂林區，為紫斑蝶遷徙之重要場域，且茂管處多

年經營，規劃賞蝶步道區與 3D蝴蝶館。 

結合學校特色及願景 

 
塑造社區共存共榮，萌發資源分享精神，達成永續發

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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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階段 1.蒐集相關資源與資料:校園植物辨識、樹木知識、校

園樹木健康檢查與修剪；六龜學相關資料:老照片、

林業發展、六龜文史工作人士、本校出版品圖說六龜

事等資源；蝴蝶相關知識、紫斑蝶相關書籍、茂管處

關於紫斑蝶資料。 

2.分析課程:對象、施行時間、學生特質 

3.建構課程: 

*攀樹:植物知識>>認識攀樹>>技能熟悉>>實作 

*探洞:六龜歷史生態人文>>生態導覽參訪>>回饋 

*觀蝶:認識紫斑蝶生態>>生態導覽參訪>>回饋 

執行階段(前) 1.課堂準備 

(1)聯繫相關專業人員:攀樹教學專業教練規劃針對本

校教師群的攀樹課程；在地文史工作者、十八羅漢山

生態導覽團隊等取得相關資料、討論課程、規劃實作

時間。 

(2)器材準備:檢視攀樹器材是否合乎安全準則；十八

羅漢山文史生態相關資料；蝴蝶生態相關資料。 

 

2. 引起動機: 

*攀樹:透過校園植辨課程，繞行校園，認識校園生

態。 

*探洞:播放「行旅六龜看見山城小林賢伍系列影片」

喚起學生對於六龜這塊區域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 

*觀蝶登錄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紫蝶

生態網。 

執行階段(中) 主要內容/活動 

*攀樹實作:認識攀樹器材、風險管理、攀樹繩結技

巧、攀樹器材穿戴、上攀技巧學習、體驗攀樹活動、

學習攀樹器材架設、精熟器材架設。 

*十八羅漢山參訪:邀請十八羅漢山生態導覽團隊進行

導覽，並且於參訪時紀錄筆記。(關於礫石地形、區

域植物、隧道生物) 

*茂林區紫蝶步道參訪:邀請專業導覽員進行導覽，並

且於參訪時紀錄筆記。(紫斑蝶的生老病死) 

執行階段(後) 後續整理: 

(1)筆記撰寫與整理。 

(2)個人活動心得發表 

反思階段 引導反思: 

(1)填寫反思回饋表單。 

(2)主題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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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人力需

求與配置 

 規劃 執行 反思 

攀樹 教師社群(二人以上) 一位主要指導員。多

名分組指導員。攀樹

區(攀登組、助教

組)、技能練習區 

學生與教師社群(二人

以上) 

探洞 教師社群(二人以上) 一位專業導覽員。建

議學生八人一組，一

班拆成二到三組，指

導老師依組數。 

學生與教師社群(二人

以上) 

觀蝶 教師社群(二人以上) 一位專業導覽員。隊

伍前中後三位教師。 

學生與教師社群(二人

以上) 

 

課程類型 

(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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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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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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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與

次

要

領

域

核

心

素

養 

/ 

學

習 

重

點 

核心 

素養 

社-U-A2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探

索、思考、推理、分析、批判、

統整與後設思考的素養，並能提

出解決各種問題的可能策略。 

社-U-A3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反

省、規劃與實踐的素養，並能與

時俱進、創新應變。 

社-U-B3  

體會地理、歷史及各種人類生活

規範間的交互影響，進而賞析互

動關係背後蘊含的美感情境。 

U-C2  

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

現相互包容、溝通協調、社會參

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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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表現 

體 2c-Ⅴ-2  展現相互包容與適切

的人際溝通互動之技巧。 

體 3d-Ⅴ-2  應用系統思考與後設

分析能力，解決各種運動情境 

的問題。 

歷 1a-Ⅴ-2  說明相關歷史事件或

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 

地 1c-Ⅴ-1  以地理系統、地理視

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地 1c-Ⅴ-3  跨領域/科目整合相關

知能，反思各種社會及環境議

題，並提出看法或解決策略。 

歷 2b-Ⅴ-1  理解時空背景對歷史

事件發展或人物的影響。 

地 2b-Ⅴ-1  具備地方感與鄉土

愛，關懷其他地區的社會及環境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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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 U5:善用環境議題，實地到

戶外及校外考察，認識臺灣環

境並參訪自然及文化資產，如

國家公園及國家風景區及國家

森林公園等。 
學習 

內容 

體 Cd-Ⅴ-1  戶外休閒運動自我挑

戰。 

歷 Bb-Ⅴ-1  早期移民的歷史背景

及其影響。 

地 Bb-Ⅴ-4  問題探究：地形與人

類生活。 

地 Md-Ⅴ-2  地方文化與觀光產業

的發展。 

地 Md-Ⅴ-3 生態旅遊的意涵與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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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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針對校內、外課程實施之空間與場域進行介紹，並敘述其運用方式。 

(一)校內課程：教室、校園內桃花心木。以教室室內課程作為傳授先備知識和行

前確認的場域；校園內桃花心木則為攀樹活動主要場域。 

(二)校外課程：十八羅漢山公園及隧道、茂林蝴蝶生態公園。兩者皆為野外實察

體驗地點，讓學生接觸在地特殊地形和生態體驗。 

課程架構圖 

 

課程特色與架構圖的描述:戶外教育是讓學生透過感官與經驗學習，擴展視野和多元智能的教

育理念，利用戶外環境資源進行學習活動，運用感官創造直接經驗，允許學生自主探索，整

合學科的跨領域學習，創造從社會互動中學習的機會。本課程模組運用六龜高中學校所在區

位自然環境的特點，模組一以攀樹活動為主體，加入植物辨識課程，透過環境辨析、攀樹技

能學習、嘗試領導攀樹活動等方面進行。模組二以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為主體，結合在地

生態導覽團隊資源，學生爬梳六龜的歷史過去、觀看產業現在，透過串連過去現在讓學生考

未來發展。模組三以周邊地區茂林紫斑蝶生態，認識紫斑蝶的遷徙與特性、現場體驗紫斑蝶

遷徙地生態、反思如何創造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機會。 

模組一:攀樹趣 

第一節:認識校園植物、攀

樹器材與安全管理。 

第二節:攀樹技術相關，例

模組二:十八羅漢山 

第一節:認識六龜歷史、認

識地區生態。 

第二節:參訪保護區並進行

模組三: 

第一節:認識紫斑蝶，以及其所生活

的生態環境，並了解茂林地區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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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繩結、裝備、技巧、練

習。 

第三節:操作攀樹全流程，

並分享相關心得。 

 

觀察、紀錄。 

第三節:各小組反省回饋自

己的觀察，以及對於保護

區劃設有怎樣的觀點。 

第二節:實地走訪觀察紫斑蝶蝶群生

態，以及蝶谷的自然環境。 

第三節:各小組反省回饋自己的觀

察，討論近年紫斑蝶南移的數量減

少可能原因，以及改善方法。 
 

課程模組一（攀樹趣） 

適用 

年級 
高一~三 

教學 

節數 
3 

實施 

時間 

□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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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安全的攀樹，獲得攀樹活動的暢快感，學習與大自然和諧相處。 

■學習攀樹技巧 

透過攀樹活動的體驗學習，挑戰自己的耐力與毅力，拉近與大自然的距離，除了學習

攀樹的技巧，更能感受周遭的生態環境及森林大樹，因為透過攀樹活動已經跟『樹』

有了不一樣的情感連結，創造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機會。 

■自我對話、自我認識與挑戰 

攀樹學習過程中同學自然增加自我對話、自我認識與挑戰；同時透過團隊活動，增進

分工與合作，強化團隊動力。 

■強化環境教育 

從「環境教育」的課程主題出發，設計了校園種子植物辨識學習單，結合了環境保護

及認識植物的概念，去加強一般學生普遍欠缺的生物分類觀念，也由實物的觀察讓學

生從觀察結果去做合理的推論。 

■增進自然觀察力 

藉由教師解說以及讓學生從校園周遭植物及一般農作物的觀察當中，培養敏銳的觀察

能力及愛護環境的情操，進而對自然觀察活動產生興趣，讓學生在學校為功課勞心之

際，也能體會大自然化育萬物之美。  

 

學生 

起點 

行為 

1.學生無攀樹相關經驗。 

2.學生具有學習熱情。 

3.喜好戶外活動。 

學習活動1  時間 評量方式/學習表現 備註 

第一節 

活動一：安全的攀樹 

1.整體環境評估 

2.攀樹安全與認識裝備 

3.環境及樹木風險評估 

4.回饋回應 

 

10分 

15分 

20分 

5分 

1.觀察 

2.實作 

引起動機: 

 

發表或討論引

導: 

 

第二節 活動二：初階實務操作檢驗(一)  1.觀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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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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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攀樹裝備使用的方式 

2.基本繩結、技巧 

3.繩結的運用方式 

4.回饋回應 

10分

15分 

20分 

5分 

2.實作 

第三節 

活動三：初階實務操作檢驗(二) 

1.上攀及下降技巧介紹 

2.攀樹實作 

3.心得與分享 

 

10分

30分 

5分 

1.觀察 

2.實作 

3.回應分享 

 

課程模組二（十八羅漢山的生態與保育） 

適用 

年級 
高中一年級 

教學 

節數 
3 

實施 

時間 

□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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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課程設計理念結合戶外教育實質內涵及領域學習重整，進一步建構課程模組

（或教學案例）之學習目標。 

1.能由十八羅漢山的形成，了解內營力及外營力如何形塑地形。 

2.能經由實地觀察的過程，認識六龜的生態環境。 

3.能透過討論，反思保護區劃設的利弊得失。 

 

學生 

起點 

行為 

※請說明學生在從事學習活動前，應具備的經驗與技能與相關基礎知識。 

1.地理地形:地形形成的內、外營力。 

2.地理水文:河流侵蝕、搬運、堆積作用。 

3.六龜地區樟腦產業認識，以及產業發展。 

4.六龜地區受災背景:八八風災 

學習活動2  時間 評量方式/學習表現  

第一節 

活動一（遇見 18羅漢山）： 

1.請學生發表他所認識的 18羅漢山。 

2.說明 18羅漢山的形成。 

3.介紹地層地質構造。 

4.介紹環境特徵。 

5.介紹隧道的歷史。 

6.認識台灣的其他惡地地形。 

50min 學習單、口頭發表 引導 :行旅六

龜看見山城小

林賢伍系列影

片 :https://reurl

.cc/l512qv 

 

第二節 

活動二（走進 18羅漢山）： 

實地走訪 18 羅漢山，由導覽員進行解

說。 

1.觀察地層地質。 

2.生態環境。 

3.歷史故事 

 

60min 實察手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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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l512qv
https://reurl.cc/l512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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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活動三（回應 18羅漢山）： 

1.小組發表觀察到什麼。 

2.小組擔任不同角色，各自以不同的觀

點討論保護區劃設的利弊得失。 

 

50min 小組海報、小組成

果發表 

 

課程模組三（翩翩起舞蝶戀花） 

適用 

年級 
高中二年級 

教學 

節數 
3 

實施 

時間 

□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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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課程設計理念結合戶外教育實質內涵及領域學習重整，進一步建構課程模組

（或教學案例）之學習目標。 

能透過認識六龜生態環境、實地體驗，培養地方感。 

能欣賞六龜各種動植物資源，從環境議題中主動探尋生命的意義，珍愛資源。 

學生 

起點 

行為 

※請說明學生在從事學習活動前，應具備的經驗與技能與相關基礎知識。 

茂林的氣候特徵、 

蝴蝶完全變態的認知。 

學習活動3  時間 評量方式/學習表現 備註 

第一節 

活動一（認識紫斑蝶）： 

1.介紹紫斑蝶種類、生態習性。 

2.蜜源植物認識。 

3.獨特的遷移行為。 

50min 學習單、口頭發表  

第二節 

活動二（觀察紫斑蝶）： 

實地走訪茂林蝶谷 

1.觀察紫斑蝶。 

2.認識蝶谷的自然環境。 

60min 實察手冊  

第三節 

活動三（保護紫斑蝶）： 

1.近年紫斑蝶南移的數量減少，請學生

討論可能的原因。 

2.以及是否有方法可以改善。 

50min 小組海報、小組成

果發表 

 

行政支持與安全風險管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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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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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維護 風險管理規劃 緊急應變建議 

攀樹 拋繩袋、安全帽、坐帶、

地面軟墊、寬鬆衣物、運

動鞋。 

意外傷害險、樹木評估、

體能評估、心理狀態評

估、專注度評估、器材適

用度評估 

天候不佳終止活動、建立

備用攀繩(高空救援)、保健

室、緊急送醫 

探洞 安全帽、運動鞋、長褲、

天氣(雨天)、地震 

意外傷害險、旅遊平安

險、體能評估、心理狀態

評估、專注度評估、生態

環境評估 

天候不佳立即終止活動、

落石、緊急送醫 

觀蝶 安全帽、運動鞋、長褲、

天氣(雨天)、地震 

意外傷害險、旅遊平安

險、體能評估、心理狀態

評估、專注度評估、生態

環境評估 

天候不佳立即終止活動、

落石、緊急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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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度評量 個人參與度、同學參與度 

課程內容 學習度自評、清晰度、完整度、難易度 

講師 準備資料、台風、口條、與聽眾互動。 

其他延伸 個人心得、意見抒發 

 

教學實踐、省思與建議 

 

活動執行成果 教學實踐過程 專業省思發展方向 檢討與意見 

*關於操作與參訪學

生十分投入。 

*實地走訪親身體驗

確實能刺激學生。 

 

 

*學生體力、專注度

下降。 

*時間控制。 

*學生參與度。 

*能參訪日期少。 

*加強學生學習動機 

*地區特性是否能擴

大影響力。 

*延伸相關議題 

*建議納入行事曆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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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附上教學簡報、學習手冊、活動照片、學生作品（如：學生對於課程之質性回饋）、教學

歷程影片、相關資料、評量工作或參考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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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