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  畫  名  稱：走入太魯閣─以住宿型戶外教育模式實施鄉土性環境教育教

學活動之行動研究 

主    持    人：張世璿 

執  行  單  位：花蓮縣秀林鄉西寶國民小學 

 

一、 計畫目的 

1.建立西寶國小推動「住宿型戶外教育課程」之實施機制。包含： 

  （1）校內外講師群的組織培訓，蒐集並建立課程資料庫。 

  （2）設計「假日宿營活動」的教學架構。 

  （3）建立「住宿型戶外教育課程」的行政支援人力 

（4）建立對外招生的平台與學習檔案分享網站。 

 2.探究策略聯盟推動「住宿型戶外教育課程」之合作機制，包含： 

（1）官學合作的可行性及遭遇困境。 

（2）針對遭遇困境的解決策略。 

（3）建立「住宿型戶外教育課程」的資源分享方式 

（4）建立「住宿型戶外教育課程」的經驗交流方式 

 3.進行「住宿型戶外教育課程」的成效評估，包含： 

  （1）學生於「住宿型戶外教育課程」學習前後之環境教育素養是否有顯著差

異？ 

  （2）學生於「住宿型戶外教育課程」學習前後之學習興趣是否有顯著差異？ 

  

二、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職  稱 本專案擔任工作 

張世璿 花蓮縣西寶國小 校長 負責專案計畫實施及撰寫報
告 主持人 

楊懿如 東華大學生態與
環境教育研究所 所長 負責營隊課程指導及人員培

訓 協同主持人

李明澤 花蓮縣西寶國小 教導主任 負責營隊課程規畫及講師 教學觀察員

曾恆杰 花蓮縣西寶國小 總務主任 負責營隊課程設備及器材 教學觀察員

蘇玉華 花蓮縣西寶國小 訓導組長 負責營隊活動策畫 教學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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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亞馨 花蓮縣西寶國小 教學組長 負責營隊環境藝術教學 教學者 

柯玉潔 花蓮縣西寶國小 藝文教師 負責環境藝術教學 教學者 

胡志翔 花蓮縣西寶國小 自然科任 負責營隊活動策畫 教學者 

傅元陽 棲地保育學會 理事長 擔任營隊步道解說教學 教學者 

葉美青 棲地保育學會 總幹事 擔任營隊步道解說教學 教學者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協同行動研究法，因營隊活動分成三大區塊推動： 

(一)西寶國小負責營隊行政事務。部份課程採取西寶特色課程，由西寶教師擔

任講師。 

(二)東華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負責課程規畫、營隊生活照顧及康樂活

動，部份課程內容由研究生負責。 

(三)配合營隊主題，另外聘請講師。如棲地保育學會講師及太魯閣國家公園解

說員等。 

透過參與營隊活動的授課教師及小隊輔導員的對等合作，以協同研究的伙

伴關係，探究建立本校環境教育營隊的歷程。因此研究團隊參考環境教育相關

文獻與戶外教育等相關課程單元之內容，進行課程素材及教學活動的討論及設

計，透過參與真實教學情境的運作過程中，系統的搜集資料、分析問題、提出

宿營的課程計畫，加以實施後，提出研究歷程與實施成果的報告，做為下一次

宿營活動的改進參考。 

研究者與學校團隊於計畫依計畫需要，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及量化研究兩

種途徑，分別回答不同研究問題： 

    1.質性研究： 

      （1）教師群課程資源統整：討論錄影錄音。 

      （2）教師教學歷程分析：課前討論試教、上課錄影錄音、課後反思分析。 

      （3）學員作品分析。 

      （4）講師及學員口頭訪問。 

      （5）宿營教育專屬網站建置：網站內容分析討論、網站架構討論、網站

製作、互動區的型式、定期修改維護。 

    2.量化研究： 

      （1）探討學員於參與活動前與活動後之環境態度是否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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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探討學員於參與活動前與活動後之學習興趣是否有顯著差異 

      

四、 目前完成程度 

(一) 營隊辦理情形 

1. 第三屆環境教育成長營於 97 年 1 月 22 日至 1 月 25 日舉行。參加學員 54 人。 

2.第四屆環境教育成長營原訂於自97年7月27日起，共連續十天的三梯次活動。

但因鳳凰颱風來襲，第一梯次及第二梯次均取消，僅辦理第三梯次(97年7月

31日至8月2日），參加學員80人。 

(二) 營隊課程內容 

1. 配合現地特有生物及生態環境，第三屆營隊的課程以「鳥」為主題，第四屆

營隊課程以「蝴蝶」為主題。 

(三) 課程發展歷程 

第三屆營隊的發展歷程： 

1.納入生環所 96 學年度生態旅遊學程課程內容，並做為該學程評量項目。 

2.以課程方案設計競賽鼓勵選課學生設計寒假營隊課程方案 

3.邀請生態學程開課教授及太管處解說課承辦人、西寶國小校長擔任評審，評

選出優秀課程方案，做為寒假營隊課程初稿。 

4. 楊所長帶領學生至西寶國小現場實察及課程方案討論修正。 

5. 營隊進行，每日夜間檢討由生環所研究生擔任主席。營隊結束後，擇期由參

與單位共同召開檢討會。 

第四屆營隊的發展歷程則有大幅修正，以下是第四屆營隊發展歷程： 

1.由西寶國小設計以「蝴蝶」為主題的課程方案草案後，再與楊所長及生環所

研究生共同討論，提出初稿。 

2.與太管處解說課討論初稿，將課程方案定稿，並且確定辦理梯次與分工內容。

由西寶國小負責講師聯絡、對外招生及相關行政事務，生環所負責學員小組

活動、夜間觀察及小隊輔導員招募訓練等事項。 

3. 楊所長帶領生環所研究生至西寶國小現場實察，並提供西寶國小夜間觀察環

境營造之專業建議。 

5. 由太管處提供經費進行蝴蝶園區內蜜源食草植物的維護 

6.西寶國小對外招生，營隊開始前二日，小隊輔進駐演練課程及細部流程。 

8.營隊活動開始，營隊每日檢討，由西寶國小校長擔任檢討會主席。 

9.營隊結束，九月中召開檢討會。 

(四)資料整理 

1.第三屆及第四屆學員意見調查表已整理完成。分述如下： 

(1)參加第三屆的 54 名學生，在回饋意見中，贊成續辦及願意再參加者，有 50

人，無意見者及漏填者為 4 名，可見課程及活動內容呈正向反應。 



(2)第三屆學生在回饋意見中，有 30 名學生期望在下次營隊再見到原服務的小

隊輔導員，有 16 名希望換小隊輔，主要原因是太凶，有 8 名沒有意見。顯示小

隊輔的服務受到肯定，但是在態度上及溝通技巧上還有改善空間。 

(3)第三屆參加學員在回饋表中，有 41 名認為本次活動確實增進環境生態知識

及認識新朋友，有 52 名喜歡陶藝及紙藝課程。但也有 35 名認識夜間觀察活動

很無聊，希望改進。此點在第四屆營隊課程的籌畫時已加以改善。 

(4)第四屆 80 名學生參加，發出 80 份，共回收 58 份調查表。其中三年級有 8

位(15.69%)，四年級有 9 位(17.65%)，五年級有 17 位(33.33%)，六年級有 16

位(31.37%)，七年級有 1 位(1.96%)，7 位學員未填寫年級。由下表之調查統計

結果中可知，第四屆學員對整體課程內容、小隊輔服務的態度、西寶國小提供

的食宿服務上，80%以上覺得滿意；而學員對於每項課程有 75%以上覺得滿意，

尤其在紙藝蝴蝶書及夜間觀察課程的滿意度最高。 

(5)第三屆及第四屆的學員各訪談三名，第三屆學員認為參加營隊，增加其對於

國家公園生態環境的理解，親自至步道欣賞鳥類，還有至田間植樹，都讓他們

喜歡接近大自然，也認為維護美好環境是人人應努力的目標。而第四屆的學員

認為原本對於國家公園的生態環境十分陌生，也不覺得環保有何重要性。但是

在課程中，實察蝴蝶的棲地及觀察幼蟲，讓他們認識到蝴蝶生態的變化。在夜

間觀察活動後，透過小組討論，讓每人思考在生活中自己確實可以實踐的環保

行為，並對組員做出承諾，可以增強他們回去實踐環保的信心。訪談學生對於

課程內容及小隊輔導員之服務，皆表示肯定，希望能再回來參加。 

 

五、 預期成果 

(一)建立大學與小學合作推動生態遊學發展模式 

 

 

 

 

 

前置階段：遊程規劃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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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索階段：雙方探索信任關係及合作方式  

 

無法建立信任關係階段：未建立

信任、未找到核心價

值觀、未建立較完善

的合作制度 

建立信任關係階段：建立信任、找

到核心價值觀、建立較

完善的合作制度 

檢討階段：活動結束後診斷分析問題，雙方商議合作與否 

深層探索階段：雙方共同探索信任關係，並探索核心價值觀及合作制度 

開始階段：雙方同意再度合作

實踐階段：隊輔培訓、營隊活動、發現問題及診斷分析 

結束階段：雙方結束合作關係

前置階段：遊程發展、釐清工作分配、小隊輔甄選 

檢討階段：活動結束後診斷分析問題，雙方商議合作與否 

建置階段：辦理營隊活動、檢視學生反應及隊輔服務狀況、發現問題  

 

 

 

 

 

 

 

 

 

 

 

 

 

 

 

 

 

 

 

 

 

 

 

 

(二)校內特色課程與營隊課程互相滲透，正向影響 

1.透過營隊活動發現未來校內可再發展的特色課程如賞蛙及賞蝶，使校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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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斷創新。 

2.學校教師將其平素在特色課程進行之生態活動及解說教材，加入營隊內容，

增強解說效果。 

 

六、 檢  討   

（一）校內行政人員面對持續辦理之營隊，校內人力有吃緊情況。且寒暑假期

間，教師進修及外調更替，為減輕人員負擔。未來營隊辦理方式，採取

內部分組，各組承辦某一梯次營隊，不同梯次由不同小組負責，可以透

過小組團隊減輕工作壓力，而且會有良性競爭。 

（二）有意往環境教育營隊活動發展之學校，可以參考本校辦理宿營活動的模

式，尋求公部門提供資金及場地使用，大學提供人力、課程生態諮詢及

顧問，學校則負責師資聘請、報名手續、場地器材等行政服務。不過這

樣的模式，仍需要在過程中不斷檢討及改進，以免因為彼此的衝突，而

造成合作關係中止。 

（三）生態專業師資易找，但是解說的人才難覓。在營隊中，發現解說效果最

佳的講師仍是以校內教師為主。因此若能獲得教師的熱烈參與，解說效

果大。但如果校內缺乏專業師資時，可以辦理一系列培訓，讓校內教師

建立專業能力，而在營隊及平時校內課程擔任講師，解決講師不足的問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