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高中優質化暨前導學校【未來學習研討會暨博覽會】 
 亮點課程/教學方案說明書 

 課程名稱 

 (如：三峽學) 
 宜蘭學 

 探討議題(不可複選) 
 (如：「地方學」、「自主學習」、 
 「國際教育」、「戶外教育」…) 

 □人權教育 □媒體識讀/素養 □數位學習  □  SDGs與全球公民素養 

 ▓自主學習 ▓地方學 □新興科技 ▓戶外教育 □其他 

 授課教師  徐銘鴻、林秀惠 

 學校名稱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與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之關 

 連性 

 A 自主 

 行動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 

 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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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社會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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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類型 
 □部定必修  □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彈性學習時間 

 □增廣/充實選修課程 □補強性選修 □其他： 

 參與學科(可多個科目)  社會科、藝能科 

 課程理念與目標 

 戶外環境，為人們所生存的空間，也是人與環境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場域 

 ，在這個場域中，人與自然要素共同作用，因而產生不同的區域特色， 

 本課程計畫以戶外教育與地方學為主軸，並以12年國教課綱發展學生自 

 發、互動、共好之素養，以及跨領域學習整合能力為理念設計課程，以 

 位於宜蘭縣的宜蘭河流域，作為體驗式學習的場域，除了認識蘭陽平原 

 的區域特色的形成外，亦希望藉此達到下列目標： 

 (一)、藉由跨領域探索式課程設計以培養學生的獨立學習、探究思考、 

 以及自主性的問題解決能力，並培養終身學習的知識、技能與態度，培 

 養正確之環境道德。 

 (二)、藉由地方本位的課程設計建立學生和在地自然環境、歷史文化、 

 社區議題、重大議題之深度連結，涵養學生之地方感。 

 (三)、訓練學生能實際使用各種地圖、地理資訊系統工具、田野調查等 

 地理技能，並整合地理、歷史、公民、生物、地科等跨領域學科知識， 

 以storymap為工具，提出地方再生的旅遊行銷方案。 

 (四)、藉由探究式的課程架構，建構學生探索、獨立思考的能力，並能 

 從戶外場域中培養發現問題進而蒐集資料、解決問題的能力。 

 課程與教學設計 

 (  教學方法、媒材、評量、 

 策略等) 

 課程透過多次帶領學生到實地進行戶外實察與討論，最後再利用最終表 

 現任務—地方創生的旅遊行銷方案的實施，讓學生不是僅待在室內單向 

 的接收教師給予的訊息，也需要透過自己的五感到當地進行實地的感受 

 ，並期待透過更具挑戰性的最終報告--表現任務的實施，讓學生必須透 

 過自己與組員的討論、資料收集、規劃可行方案、公開報告，相互詰問 

 的過程，對於自己的所學能更有所感，也能透過自己動手觀察、探究的 

 過程了解地方環境的變遷，而這樣的練習，都需要教師、學生與在地資 

 源的提供，也讓”地方”成為一個提供脈絡化與情境化教學的重要場域 

 ，以符應108課綱中的素養教學，並學生能學習與自己、組員與地方，自 

 發、互動且共好。 

 1.教學上使用講述法、實作、自導式實察等方式，讓學生可以從各方面 

 去認識蘭陽平原的特色與區域特性，透過對在地故事的認識，提升學生 

 的地方感，期待學生在戶外實察中開啟與在地的連結，讓學生與地方連 



 結而有感，有感而有溫度，有溫度而有故事，啟發而形成有溫度的宜蘭 

 人。 

 2.評量方式採書面報告、作品發表、實作的多元評量方式，希望學生從 

 認識到保護宜蘭與行銷宜蘭，並提升學生對於永續發展的公民素養。 

 學生學習表現與成果 

 本課程模以宜蘭河流域為主體，分別討論了人類活動與環境變遷的關係 

 ，宜蘭河變遷與發展，暨扣緊「知識、技能、情意」三大面向，也讓學 

 生理解自然與人文是彼此影響的；而為了解決問題，課程也結合不同領 

 域的知識內容，建構起不同的學習目標。而利用戶外場域進行課程，一 

 方面是學生到了戶外觀察探索，除了能夠應證在書本學的內容及老師的 

 講授之外，更希望學生藉由五感體驗過後能更珍惜我們的環境資源，能 

 夠從自身做起，善於觀察探究，及愛護自然並珍惜每一份資源，且能夠 

 關懷在地事務，例如:節水、節電、使用環保袋、關心公共環境議題等 

 等。在課程評量中除了短期的成效檢核，先以學生的心得反思作為課程 

 是否達到成效的指標，再以最終表現任務—宜蘭創生旅遊storymap進行 

 報告或實地導覽，試圖為宜蘭的新生找出出路，可從表現中看出學生的 

 在地情懷與解決事情的思考是否完備及具創意。學習素養的養成，是讓 

 學生終身受用，可以應用在以後生活的任一個舉動，希望學生日後的生 

 活態度，都可以保有這份堅持。 

 學生課堂學習照片(2張) 
 (請上傳原圖/JPG檔) 

 (照片格式請用：區/學校名稱/ 

 課程名稱/照片編號，例如：北 

 一區/北大高中/三峽學/1) 

 頭城海灘淨灘，認識頭城海岸變遷 

 之後透過淨灘了解海洋汙染 
 雨中的員⼭農事體驗：除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