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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戶外學習與

         有效教學方案

前　言

戶 外（outdoor） 對 於 學 習 的

意義而言，在於走出原有的學習閘

門（out of  door），把學習擴展至戶

外的各類場所，利用各類型的文化

生態環境或場館發展出不同的學習

課程，讓知識不再侷限於書本上，

讓學習不再限於教室，真實的生活

經驗，親身的嘗試與探索，開啟學

生的視野、體悟與感受（陳美燕，

2013）。戶外學習乃是透過感官與經

驗，不斷擴展視野和多元智能，體

現杜威（Dewey）之「教育即生活」

的理念，讓教育不僅是抽象知識的

獲取，更是學習如何學習的過程。

超越既有教科書與教室等的藩籬，

藉由課室外的親身觀察和直接體驗

得以延伸學校的課程內容，使得學

習的環境、背景跨越教室，使學生

能接觸不同領域的知識，因而有更

深入的見解及更清晰的體認（周

儒、呂建政譯，1999）。同時，運用

感官創造直接經驗，並允許學生自

主探索並發展自己的學習風格，整

合學科進行跨領域學習，從社會互

動中進行學習，並讓學習者瞭解自

身與環境間密不可分的關係（曾鈺

琪，2012）。

是以，戶外學習有其積極意

義。第一，讓學生在真實世界中學

習，並協助活化運用學校的學科教

優質戶外學習與有效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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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養具有多元智能的公民；第

二，讓學習能發生每一個角落場

景，無論是學校或校外，讓成長來

自與土地、與人群的交流互動、互

信與互助；第三，基於關心並願意

協助學生學習，提供合適於學習的

最佳的學習場所、學習內容和學習

資源；第四，學校能與不同性質的

機關單位或場域合作，並設定該組

織宗旨與資源特色的戶外學習目標

和模式。

優質戶外學習規劃

教育部 2013 年公布之〈中華

民國戶外教育宣言〉提供為戶外學

習之參考（陳美燕，2013）。時間

方面，配合課程學習目標和完整的

評估，任何時間都可以進行戶外學

習，包括正式上課時間、放學後的

課餘時間、周末例假日或寒暑假。

地點方面，配合教科書的單元學

習、日常生活的體驗、計畫性的探

索挑戰，處處都是學習的場域，包

括：1. 校園環境：搭配學科領域或

議題教學，利用校園環境資源，包

含活動空間、藝術造景、動植物生

態等；2. 社區場域：讓孩子利用自

己所居住的社區環境，包含公園、

圖1　新北市雲海國小：體能訓練（圖片來源／郭雄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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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文化場所等進行鄉土學習和

節慶活動；3. 鄰近縣市：提供生活

差異較大的學習經驗，包含城鄉交

流、都會設施、文化場所與社教場

館，自然野地、環境學習中心等，

進行跨學科的主題學習；4. 遠距場

域：利用多日型戶外教育方案，對

孩子的學習有更深遠的影響，例

如：山海環境、國家公園、國家風

景區、森林遊樂區、特色文化場所

等。

一般教師常誤以為戶外學習

是到了活動場域課程才開始，這樣

概念使得教師規劃課程時，易忽略

活動前的準備，例如：學生先備概

念、技能培養，更重要的營造學生

對於活動的期待、參與動機、心理

的準備。此外活動後課程的省思，

如何引導學生回頭看待這段活動的

經驗？一場戶外學習活動，是否深

刻體驗、是否能深化學習，是否能

在學生心中留下印痕、值得回憶，

有許多需要注意，依階段說明如

下：

一、第一階段：預想與建構

第一階段屬課堂活動，也就

是先備知識的預備，教師應設定明

確的教學目標，而活動內容須整體

圖2　新竹市光武國中：溯溪（圖片來源／郭雄軍）

優質戶外學習與有效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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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避免割裂學生學習歷程與連

結，同時必須有助於達成教學目

標。教師一開始時即能明確地加以

陳述教學目標及相關活動，那麼選

取合宜之教學活動及學習經驗的工

作就容易進行，而評量學習成就水

準的架構則可隨之建立（周儒、呂

建政，1999）。教師依此檢視學生的

學習成效，避免因欠缺教學目的，

流於玩樂。

確定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後，

教師應事先與場域、人員做行政與

課程之協調與聯繫，做好安全評

估，提供學生相關資訊或活動手冊

與行前訓練，也可讓學生蒐集相關

資料、文獻，為戶外學習共同做準

備。

二、 第二階段：驗證與探索

第二階段為課室外現場教學，

實際來到教學現場進行教學。

人數上，適當的學生人數及指

導學生分組，透過組員之間彼此相

互協助、激勵，使每一位學生皆能

投入學習活動中，並且藉由分組學

習團隊合作之精神。

教學方式上，教師除了以解說

的方式進行教學，也可以搭配其他

的教學方式，如：讓學生探索、體

驗等。優質的戶外學習應該具有多

元的活動方式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

趣。學習活動中，不斷激發學生學

習的興趣，盡量拋出問題引導學生

思考，或者是鼓勵學生踴躍發問，

讓學生自己或小組腦力激盪地去尋

求解答，避免由教師直接提供答

案，剝奪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

教學歷程上，重視活動內容之

觀察與紀錄。可以做為活動後檢討

會的討論依據，檢討會將記錄表中

列為待檢討改進之事項加以討論並

進一步形成修正方案，可調整下次

活動進行之方向，作為教師、行政

人員活動之後的檢討，改進教學活

動之用。同時，可以檢視學生在活

動中的學習成效。

三、 第三階段：歸納、統整、反思

與討論

後續討論與回饋，能在教學現

場進行，或回到課室內進行。活動

結束之後，教室裡的後續教學、反

思：一般戶外學習以往大多著重於

活動中高峰經驗的創造，教師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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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後比較少採取後續的教學，以

致於學生無法將戶外學習經驗與既

有的學習歷程做連結，戶外學習之

後，還需營造一個讓孩子自由討論

的空間，讓老師與孩子盡情探索戶

外教學過程中觸及的議題與想法。

（李介麟，2007）。全部教學活動後

應該盡速召開檢討會，討論本次活

動中之行前準備、教學設計、人員

安排、活動成效等事項之優、缺

點，以及改進方案，作為下次戶外

學習活動之參考。

希冀透過三階段的教學歷程建

構優質戶外學習的模式，經由優質

戶外學習的過程達成有效教學的目

標。

戶外教學方案示例

以快樂國小為例，該校是一所

臺灣北部都會型的學校，針對學習

場域的不同所設計三種戶外學習方

案，方案內容簡述如下：

一、 以學校社區為主題的戶外教學

方案

校園的大樹多，生態豐富，本

教學方案設計期待學生從認識校園

的植物開始，進而熟悉學校植物、

校園環境，更進一步珍愛學習成長

的環境。

1.  教學主題：校園植物走透透。

2.  實施場域：學校操場周邊。

3.  適用年級：一年級學生。

4.  結合之學習領域：生活領域。

5.  教學時間：本課程為 3 節（120

分鐘）之學習課程，並安排於第

二、三節課進行戶外學習活動。

6.  教學目標

　(1)  認識植物生長的環境。

　(2)  體驗植物的多樣性型態。

　(3)  培養愛護植物的情操。

7.  教學準備

　(1)  本課程結合校內建置之校園植

物網站─「快樂國小植物步

道」進行教學，教師事前應將

校園植物規劃為數區，以方便

戶外學習時學生的定位及學習

活動進行。

　(2)  為了訓練學生敏銳的觀察力，

至戶外學習時，老師站在提醒

引導的立場，而不直接告知植

物的名稱，強調學生要用五官

去感受，並學習記錄觀察的歷

優質戶外學習與有效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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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8.  教學歷程

　(1)  預想與建構：教師先於教室內

結合「快樂國小植物步道」進

行課程說明，讓學生認識不同

型態的校園植物；師生共同建

構校園植物的學習地圖。

　(2)  驗證與探索：全班學生分為五

組，師生一起到校園進行自主

探索活動，將觀察到的植物進

行記錄。

　(3)  歸納、統整、反思與討論：師

生尋找合適的大樹玩遊戲，如

「木頭人」；遊戲結束後，老師

引導學生抱著大樹，和大樹說

一說悄悄話。

9.  評量方式：學生觀察記錄表、口

頭發表自己的感受。

二、 以動物園（鄰近縣市）為主題

的的戶外教學方案

校園老樹眾多，多種鳥類棲

息於此，學生透過認識、了解鳥類

的生活，進而能成為一個護鳥小天

使。規劃上以鳥為主題，作為各科

統整之軸心，設計出一系列相關教

學活動。透過語文、生活、藝術與

圖3　雲林縣華南國小：百岳登頂訓練（圖片來源／郭雄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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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多元學科不同點的建立，促進

學生點與點的能力，形成一完整的

知識面；經由知識的了解，感性的

體會，加深學生對生命的尊重及人

文關懷。

1.  教學主題：鳥的世界。

2.  實施場域：臺北市立動物園（鳥

園）。

3.  適用年級：二年級學生。

4.  結合之學習領域：語文領域、生

活領域、綜合領域。

5.  教學時間：以全學期綜合活動統

整各領域學習，並安排 1 日戶外

學習活動。

6.  教學目標

　(1)  辨識生活中常見的鳥類。

　(2)  認識鳥的特徵習性，並能愛護

鳥。

　(3)  透過肢體動作、視覺藝術展現

鳥的各種姿態。

7.  教學準備

　(1)  學期開始前進行教材統整工

作，學年老師共同討論全學習

課程，活動包括影片欣賞、舉

辦鳥類的講座、製作鳥類的視

覺藝術作品、撰寫鳥類文學作

品等，活動形式多元，並安排

一次戶外學習體驗活動。

　(2)  學年教師布置學年班級教室走

廊為「賞鳥步道」，讓學生可

以於情境中學習。

　(3)  戶外學習安排 1 日參觀「動物

園的鳥園」，並規劃於第四週

課程執行，老師事先應與校外

參觀單位聯繫，規劃交通方

式、學習動線。出發前，進行

相關場域探勘及徵求家長志工

支援。

8.  教學歷程

　(1)  預想與建構：教師利用課程第

一至三週建構學生的「學習地

圖」，利用「學習地圖」讓學

生確立課程學習重點，並形成

學習策略以進行第四週之戶外

學習活動。

　(2)  驗證與探索：與學生討論觀察

重點，並記錄於行前記錄表，

有助學生戶外學習前的先備經

驗建構；觀察完成後完成學習

單─鳥園觀察報告（觀察發

現、學習心得）。

　(3)  歸納、統整、反思與討論：運

優質戶外學習與有效教學方案



封面故事
COVERSTORY

��Physical Education of School    141
2014年‧4月

用走廊情境布置「賞鳥步道」

進行戶外學習後的統整學習活

動，並邀請專家舉辦鳥類講

座、設計鳥類頭套之作品、體

驗鳥類生活的肢體表演活動、

創作鳥的故事集……等，讓學

生對於鳥的認識更加深入、真

切，進而培養學生的人文情

懷。

9.  評量方式：學習單、團體合作體

驗活動、口頭報告學習成果。

三、 以日月潭（遠距場域）為主題

的戶外教學方案

日月潭位於臺灣中部，雖經

過九二一地震的洗禮，大地的「營

力」在地表留下深刻的痕跡，但事

過境遷，災後的積極重建工作看出

臺灣人旺盛的生命力。本課程將帶

領六年級學生走入日月潭區，體驗

當地人文地理風光，認識不同族群

之文化特色，體會不同於都會區的

生活。

1.  教學主題：日月潭湖濱文化探

索。

2.  實施場域：南投日月潭區周邊。

3.  適用年級：六年級學生。

4.  結合之學習領域：社會領域、綜

合領域。

5.  教學時間：因路途較長，安排二

日之隔夜型戶外學習活動。

6.  聯盟單位：日月潭特色遊學中

心。

7.  教學目標

　(1)  認識日月潭周邊地理人文環

境。

　(2)  體驗不同族群之生活及文化。

　(3)  以欣賞、尊重的態度看待不同

族群之文化差異。

8.  教學準備

　(1)  本方案為隔夜型之戶外學習活

動，行政規劃部分事先成立戶

外學習規劃小組（包括行政人

員、教師、家長），與日月潭

特色遊學中心聯盟，進行路線

規劃、交通住宿餐飲、聯絡安

排、費用收取、勘查等工作。

　(2)  師生討論並製作行前手冊，編

輯注意事項及學習活動重點。

9.  教學歷程

　(1)  預想與建構：規劃日月潭區周

邊參訪地點包括邵族特色學校

（德化國小）、邵族聚落－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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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等。教師於課堂中與學生針

對當地文化特色進行解說，增

進學生對於不同族群文化之認

知。

　(2)  驗證與探索：與邵族特色學

校（德化國小）進行交流，校

內保存在地文化，除情境陳設

外，成立「邵族文物館」，並

設計邵族文化體驗課程，學

生從中獲得另一種特色文化體

驗。其次，搭乘遊艇從邵族聚

落－伊達邵出發，進行環湖之

旅，體驗湖光山色美景、臺灣

重要水利建設成果。

　(3)  歸納、統整、反思與討論：舉

辦學習成果發表會，學生整理

旅程學習重點、心得，製作相

關報告內容進行分享交流，促

進彼此對於不同文化的理解。

10.  評量方式：學習成果發表會。

結　語

走出戶外，讓學習更深刻。

學生的學習不應侷限於教室或教科

書，無論是校園社區場域、鄰近縣

市，甚至是遠距場域，透過教學的

規劃、設計，與外部資源結盟合

作，豐富學習的內涵，學生也能

「向大地學知識，與萬物交朋友」。

在優質戶外學習的歷程中，從學習

前的準備與教學、學習中的教學活

動的進行、學習後的統整反思，引

發學生能學、樂學、好學的精神，

進而提升學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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