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九十六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中小學教師地球科學戶外探索與活動設計進修研習 

主    持    人：林明聖 

執  行  單  位：臺北市立教育大學自然科學系 
 
一、 計畫目的  

本計畫為 95 年「中小學教師地質地形戶外探索與活

動設計進修研習」的延續，基於 95 年的經驗，題目將「地

質地形」面向擴大為「地球科學」，並加入自然災害、

動植物生態、人文史蹟、地方產業、探險等單元。內容

配合九年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

之精神要旨設計，透過生活化、系統化、精緻化、趣味

化之課程，以達到教材親近化、教法活潑化、評量多元

化、概念啟發化之目標。  
計畫內容著重在創新性、有理論基礎的科學活動設

計，並包含具體有效的成果評估計畫。以非制式

（ Informal）環境，結合各類型活動空間為場域，進行各

項戶外教育之研習。內容設計均針對非制式學習情境、

學科特質、參與者之認知等，發展出有效的活動模式，

培養教師探究能力、問題解決能力、建模能力，期待教

師返校後能有效結合地方社區資源將鄉土素材轉化為課

程素材，建立具體的教材或活動模式。藉以提昇學生對

科學學習之動機、興趣與自信，培養學生之科學精神與

科學態度。  
教學採創造創造思考教學法，盡量使參與的老師能發

展未來返校設計戶外教學的獨創性、流暢性、變通性、

精密性；計畫發展中提醒參與老師時時加入 5E（投入

Engagement，探索 Explora t ion，解釋 Eexplanat ion，精緻

化 Elabora t ion，評鑑 Evaluat ion）的觀念，不要把戶外教

學流於形式，確實做到把握問題、推論、設計驗證、解

釋、推廣發展的目標。  
 
二、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基於 95 年的工作經驗，結合不同領域的專家及地方資源（包括

博物館、媒體、學校、中心和民間團體）共同合作，能經由多元的學

習角度及策略性的聯盟，參與互動，以提高廣度與深度，效果頗佳，



今年將繼續實施。 
工作團隊仍以 95 年度計畫的舊有班底為主，並加入新血輪。主

持人林明聖負責教學計畫、路線規劃、教材編撰與設計以及師資培

訓。共同主持人盧志恆負責戶外踏勘、招生、排課…等行政庶務。科

學教師黃至韻觀察、記錄、問卷分析、課程分析。基於三人合作多次

戶外教學與學生營隊，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再加上學校方面給予充分

的行政支援，而教育局亦補助 50%的款項（教育部僅補助 50%），

相信本研究群能順利執行本計畫。 
 
三、 研究方法 

本計畫內容涵蓋了九年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的五大

單元：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110 組成地球的物質、111 地球和太空）、

自然界的作用（210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221 生物對環境刺激的反應

與動物行爲）、演化與延續（320 地層與化石）、生活與環境（420
天然災害與防治）、永續發展（510 生物和環境、512 資源的保育與

利用、521 科學之美，520 設計與製作），串聯出地球科學與物理、

化學、生物、數學、環境等學科的整合教材。 

內容除了介紹岩石辨識、地質災害、與地景保育等概念，並介紹：

（1）如何將九年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中與地球科學相

關的能力指標轉化爲具體的教學能力；（2）如何將多元評量溶入教

學活動設計；（3）如何進行創意教學並實際操作；（4）如何將地球

科學與其他學門進行統整式課程設計；（5）如何進行統整教學並實

際操作；（6）北台灣之戶外教學。藉由討論、田野實察、參觀訪問、

星空觀測、岩礦貝類採集、分組討論等方式，使參與教師達到以下三

項目的：（1）了解台灣北部的自然環境、生態系統、社區文化及人

地交互作用，使「自然科與藝術人文」熔鑄成鮮活的體驗。（2）靈

活運用科學方法，包括觀察、測量、推理、分類、預測、控制變因、

實驗、歸納、應用及評量等，以補課堂教學之不足。（3）配合認知

心理，與山水傳情，和鳥蟲對話，動態的啟發其創意與潛力，培養珍

惜自然、愛護環境的襟懷。 

（一）活動時間： 

活動時間本應為 2006 年 1 月至 2006 年 12 月止。今年度由於國

家預算較晚通過，使得計畫較晚實施；再加上教育部突然更動補助比

例為 50%，只得重新修改預算，並向教育局專案申請補助（教育局近

日同意補助另外 50%），導致計畫稍有延誤，10 月以前仍以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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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及課程規劃、場勘為主，正式野外仍須於 10 月或 11 月方能執行。

屆時又會卡在 12 月初關帳前，以及避開小學體育表演會以及選舉

日，再加為了配合星象與氣候因素，時間會稍嫌緊迫。 

基於 95 年度的經驗，一天期的活動缺乏理論基礎與經驗、心得

分享，效果較差；今年度每梯次採三天或兩天舉辦，週五或週六上午

為室內課程，教授安全教育、規劃原則、計畫管控、與課程連結等方

面，其餘時間則為戶外實查課程。除非地點偏遠或特殊，盡量以當天

來回規劃，並每天檢討及心得分享。 

（二）活動對象： 

規劃參加對象包括（1）台北市、縣高中職、國民中小學及幼稚

園在職合格教師。（2）台北市、縣高中職、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在

職代理（課）教師。（3）台北市、縣各級學校實習教師。（4）北部

其他縣市（基隆、宜蘭、桃園、新竹）高中職、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

在職合格教師。（5）就讀中的師培生。原則上以現職教師優先，並

考慮各級學校的分配以及男女生比例而錄取。 

（三）經費規劃 

95 年為免去收退費的行政程序所造成的不方便，以及不同食宿

需求造成的困擾，決定參加者一律免費，以致造成資源過度集中於少

數教師的情況。基於資源共享及使用者付費原則，今年度學員的住宿

傾向自理（若有住宿需要的話）；本計畫僅提供車資、講義、保險、

門票、場地費、講師費、稿費、雇工費、聯繫費用。若梯次或天數太

多則會造成講師費過於龐大，將盡量協調本校教師及民間組織與義工

團體予以支援。 

（四）活動方式 

辦理方式仍採用戶外教學體驗方式，行程則涵蓋了火山、溫泉、

礦物、岩石、動物、植物、海岸、史蹟、遊憩、探險等單元，串聯成

地質、地形、生態、多元文化等鄉土教材的精髓。並參酌 95 年計畫

的學員意見，盡量針對國小課程內容舉辦相關主題式的考察，並加入

戶外教學經驗分享與問題探討時間，提供城市型與鄉村型的優良「戶

外教學」教案課程的分享與研討；讓「校園內」教師與「研習定點」

在地知識份子民俗學者的對話，使戶外教學不致淪為戶外參觀，甚至

戶外遊憩之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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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地點 

盡量以北部地區為主，由於已經進入東北季風，為恐氣象因素造

成困擾，地點的選擇可能考慮走向中南部，這時就有可能改為兩天的

行程。兩天行程就會加入夜間觀星與流星雨，所以必須選擇沒有光

害，便於觀星的山上。目前先以當天來回的行程規劃，包括：北投的

北投石與溫泉之旅、芝山岩的臺北盆地形成史與生態之旅、貓空的壺

穴之旅、陽明山擎天崗的觀星之旅、陽明山（冷水坑）--金山（水尾

港）的火成岩與沈積岩之旅、基隆河平溪的瀑布壺穴之旅（煤礦之旅）

(煤礦之旅)、北海岸或東北角的海岸之旅、九份金瓜石的金礦之旅、

桃園大漢溪的河階之旅、新竹玉山礦場的石灰岩之旅、苗栗白沙屯的

過港貝化石之旅、苗栗中油出磺坑的石油之旅、苗栗火炎山的礫岩惡

地之旅、台中的車籠埔斷層之旅….等，將視實際情況決定。 

（六）講師規劃 

目前規劃本校的李孟陽、許民陽教授協助地球科學教育、戶外觀

星、古生物演化、全球變遷等課程；甘漢銧、陳建志教授協助環境教

育、動植物生態；徐榮崇、張政亮教授協助人文與產業課程，以及主

持人負責地形、地震、地質的課程外，並商請北市文山新願景促進會

周祥傳負責植物、人文；北市登山協會理事長張信忠負責動物、戶外

安全；北市景美溪工作小組黃順良負責教案、社區互動；以及當地（如

玉山礦場、中油、九二一地震園區）解說員協助講解，盡量結合大學

與社區，使講師具有多樣性。 

（七）活動步驟 

透過實際走訪、觀察與紀錄，在適度引導之下，思考形成的原因，

並練習將調查所得做歸納分類，做出教師個人專屬之觀察手冊。並配

合個人之觀察手冊，訓練解說及設計課程之能力。戶外能力包括：1. 
辨識方向（植物、星象、太陽、指北針），2. 認識星星（四季星空、

夜間教學與夜間採集）3. 認識氣象（溫度、濕度、能見度、雲、風

向、風速），4. 生態保育（法規與概念），5. 地形圖、地質圖辨識

（定位、設計路線），6. 戶外教學設備與操作，7. 解說技巧，8. 教
案設計，9. 危機處理，10. 行程規劃與經費預算支出規劃…等。 

（八）活動工具 

1. 有關台灣北部之相關書籍、影片及圖片、圖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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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察紀錄表、活頁夾（觀察手冊用） 

3. 數位攝影機、數位照相機。     

4. 戶外實查所需工具。 

（1）必備物品：雨具、水壺、畫具、望遠鏡、筆記本、手帕、

面紙、一大桶水、乾糧、隨身藥品…等。 

（2）教具箱：磁鐵、手電筒、夾鍊袋、放大鏡、指北針、營服、

粉筆，盛裝器具。 

（3）展示教具：稀鹽酸、水銀溫度計、石蕊試紙、燒杯、蓋格

計數器、定稿膠、鐵粉、氫氧化鈉、白紙、手電筒、望遠鏡、磁鐵、

夾鍊袋、放大鏡、指北針、營服、粉筆、雨具、水壺、畫具、照相機、

筆記本、攝影機、碼表。口哨、手套。 

（4）服裝穿著：休閒輕便為主，請著長袖、長褲以防蚊蟲叮咬；

穿一雙好的休閒鞋或運動鞋（防滑，紋齒深而粗）、帽子（防曬）、

背包（避免妨礙兩手動作）。 

 
四、 目前完成程度 

目前已進行路線規劃、場勘、課程設計及行政公文之處理，俟

十月底將正式公告並於十一月底完成活動，於十二月將成果整理分

析，繳交報告。 
 
五、 預期成果  
1.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完成多梯次的九年一貫戶外教材的教學活動。 
 建立參加者之聯絡網，並建立反饋機制，持續追蹤學員後續發

展。 
2.對於協助教師強化戶外教育之預期成效 

 讓教師具備戶外教學的基本能力，並養成戶外教學的思考力及

判斷力。 
 培養戶外教育素養，藉此提升並強化社會戶外教學能力。 
 教師建立個人戶外教學的教材內容。 

3.對於參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訓練 

本計畫由兼任碩士生及現職教師參與相關工作，除了行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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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經由計畫的執行過程中有助於培養研究生對於資料之收集、分析

及歸納能力，進而提高其從事研究或解決問題的能力。另外，參與試

教的教師亦可獲得最新的戶外教育資訊，參與計畫之人員與其他老師

間的人員互動，相互協調並規劃出最佳的教學計畫，群策群力，使戶

外教材得以最完整的內容呈現。 

具體成果簡述如下： 
（1） 參與教師經由參加此活動後，藉由彈性化、多樣化、在

地化的設計，完成個人戶外教學教材。 
（2） 對戶外教學教材及轉化後的教學設計進行教學示範與實

地教學，並將經驗整理後分享。 
（3） 對戶外教學教材及在地轉化後教學設計的實施成效與問

題，進行有實徵檢視與評估，並提出改進建議。 
（4） 開發戶外教學種子教師，做為推廣戶外教育觀念及戶外

教材使用的生力軍。 
 
六、 檢   討   

又是老僧常談，行政支援（包括撥款程序、各單位公

告）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由於本校隸屬臺北市政府

教育局管轄，行政庶務必須透過教育局轉教育部，致使

作業緩慢，再加上此次教育部突然減少補助 50%，本校

因受教育局預算管制，無法另籌財源，幸蒙教育局專案

補助另 50%，工作始得順利進行，但公文往返及尋找補

助仍影響進度甚劇；目前只能先行以路線規劃、課程安

排、驗證機制建立、戶外人才資料庫的蒐集，以及線上

老師意願調查為主，必須在年底方能進行戶外活動，請

上級長官日後能於計畫提出前即告知預算及撥款規則，

以免徒增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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