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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目標達成情形 

在教師教學部分，109 年開設大學部全英語課程「戶外活動與解說」。 

 

二、 產生之成效與成果 

(一)開啓英文業界證照之考照，大三王翔宇同學通過外語領隊和英語導遊

之國家證照。 

(二)多元職涯活動成效卓越，109年辦理研究所介紹講座一場，題目為

「研究所之路／空間作為思考主體」，主講人：莊詠竹。 

 

三、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圖 1「戶外活動與解說」課程校外教

學全英文進行，解說宜蘭北關海岸 

圖 2 「戶外活動與解說」課程校外教

學全英文進行，風雨中解說蘭陽博物

館 



 

 

圖 3研究所未來報考之參考 
圖 4演講者莊詠竹說明台大城鄉所的

特色 

 

四、各面向執行績效目標、策略及預期成效 

計畫 1.1：培養核心能力（自主、跨域、創新學習） 

1.1.1：自主學習 

接軌十二年國教重大議題 

(一)銜接十二年國教之環境教育與戶外教育之重大議題 

透過校外參訪與實作等活動，每個學期至少以一門課程操作十二年國

教之教育與戶外教育之重大議題，讓學生得以接軌環境教育於教育體制上的

學習。 

109 年 12 月「環境教育教材教法」進行兩天一夜校外教學，參訪地點

包括：苗栗縣大山國民小學、新竹縣粘巴達假日學校；「國小社會教材教法」

進行北門街之探訪。 

 

(二)透過試教活動之推展，創造學生的就業力 

透過教師課程設計配合，於課堂內或戶外場域進行試教練習，除了可以

更加鞏固學生的學習深度外，更能有效強化未來的就業力。 

109年 9-12月「環境教育教材教法」設計了 22個教案，分別於課堂和

戶外試教，獲致解說相關的就業力；109年 2-6「國小社會教材教法」設計了

27個教案，9-12設計了 28個教案，都為未來學生就業奠定利基。 

 

計畫 1.2：強化學習品質（彈性、多元、適性） 

1.2.1：建立學習防護網實施情意教育 

(一)情意教育發展與認知技能教育共行 



情意教育的發展，可以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此非認知能力的推動可以

補足現今教育現場的缺憾，在資訊爆炸的社會中找到學生適當的學習方向。 

109年「環境教育教材教法」課程，打破課堂上老師人占用大多數時間

的慣習，透過學生發表每週小感動、環境教育相關活動之實施，讓學生成為

主要學習者，蘊積情意和認知，達到學習者為中心之目標。 

 

(二)藉由翻轉教室學習改變學習模式 

以培養動機與主動意願為先，促使學生得以事先閱讀相關認知知識，也

使得許多課程因擁有大量知識無法在課堂間完成一事，得以順利解套，達成

翻轉教室學習的新模式。 

109年「國小社會教材教法」二次課程總計發展 55個教案，由於時間有

限，教案之認知要求學生事前閱讀，並加入大量的私下討論時間，初步估計

每次課程、每個教案師生課餘互動的討論時間達 3個小時，故每次課程總計

多出了 83個小時，相對於 2學分一學期 36個小時的課程，多出了許多學習

時間，也改變了學習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