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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畫：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組織及運作 

一、推動目標 

(一) 健全本市推動組織與運作機制，落實國民中小學校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實踐「讓

學習走入真實世界」及「親海、愛海、知海」理念，以達成自發、互動、共好的學習目

標。 

(二)整合本市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相關資源，運用多元教學模式，發展特色課程和學習路線，

拓展學習場域，強化體驗學習，提升師生戶外與海洋教育興趣與知能。。 

(三)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協助教師組成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專業社群，促進教師增能及交流，

提升專業能力。 

(四)建置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平臺，定期充實網路資源，促進師生教學經驗之交流與分享。  

(五)結合社區、教學場域及學術機構支援網絡，辦理跨校、跨縣市、跨機構資源交流及策略

聯盟，提升資源共享成效，呈現在地特色及成果亮點。 

二、過往執行成果概述 

(一)教育成效；配合國教署規劃本市各區戶外及海洋教育學習路線，鼓勵各校提出專案學

習計畫，教育局並配合本市觀光局地景藝術節，安排各級學校師生參與相關活動；其

次，配合文化局土地公文化節，亦安排各校相關社團參與表演，共襄盛舉，並於周邊

學校推動走讀課程；另外，本市近年斥資一億二千多萬元興建石門水庫阿姆坪划船基

地，除提供本市划船國手訓練及全國划船比賽外，更積極以現有設施推動水域安全教

育、獨木舟及 SUP體驗課程，吸引各級學校學生競相前往參與體驗；除此之外，本市

近年推動土地活化政策，將原本荒廢國有土地，重新整理規劃成自然體驗園區，提供

學校戶外教育使用，先後完成大溪山豬湖生態園區、石門水庫溪州遊客休閒園區、新

屋永安青年體驗園區及虎頭山生態露營體驗園區等，對本市發展戶外及海洋教育，提

供了多元豐富的場域。 

(二)教師專業發展：除配合國教署年度計畫規畫推動相關戶外及海洋教育工作坊外，自 107

年度起，本市教育局每年編定 80至 100萬元不等教師戶外及海洋教育研習經費，聘請

專業教練及專長師資，就其戶外及海洋專業領域，辦理獨木舟課程研習、自然生態及

無痕山林講習、高低空探索教育研習、溯溪水域安全研習、EMT1初階專長複訓、定向

教練及裁判講習及山高山、教師山野教育及高山冒險體驗研習，針對本市綜合領域教

師實施專長專業訓練，藉以提升教師戶外活動專業技能及戶外風險管理能力。 

(三)資源整合運用：全國有 226 個環境教育認證場所，本市目前即有 30 個，數量為

全國最多！桃園濱海獲環教設施場所認證的有「許厝港重要濕地」、「草漯

沙丘」、「觀新藻礁」、「海洋客家牽罟文化館」及「新屋石滬」等 5 處，皆

為桃園的環境生態亮點。此外，臨海的新屋濱海植物園、後湖溪與農博基

地；鄰近山林的「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石門水庫生態教育園區」、「大溪水資

源回收中心」、「小烏來環境教育園區」、「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館舍群」及「桃園市

原住民族文化會館」等，也列名環境教育設施場。桃園市政府「桃園 All 好

遊」今年正式上線啟動並與 KKday 網路平台簽署 MOU，合作行銷 3 個里山

https://eecs.epa.gov.tw/frontRWD/_cert/place_item.aspx?key=3C25714C609AF0E88490AF9F7219FF56
https://eecs.epa.gov.tw/frontRWD/_cert/place_item.aspx?key=B038FF33BB01868BE9CB69CA3D179377
https://eecs.epa.gov.tw/frontRWD/_cert/place_item.aspx?key=E0816B427CF6C82BACEBEF63506A10CC
https://eecs.epa.gov.tw/frontRWD/_cert/place_item.aspx?key=E0816B427CF6C82BACEBEF63506A10CC
https://eecs.epa.gov.tw/frontRWD/_cert/place_item.aspx?key=C835AC0221C1C9F61A8AD439535F6AE7
https://eecs.epa.gov.tw/frontRWD/_cert/place_item.aspx?key=20558DAD6A390F5949A7519A86B6AEB5
https://eecs.epa.gov.tw/frontRWD/_cert/place_item.aspx?key=F1C9D748E069B6FD8A3AEBF450B84DC2
https://eecs.epa.gov.tw/frontRWD/_cert/place_item.aspx?key=F1C9D748E069B6FD8A3AEBF450B84D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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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堂、7 個里海學堂遊程，讓市各級學校學生能透過 30 個里山及里海學堂

生態體驗課程，學習向山、向海致敬。未來本市將持續持續推動戶外及海

洋教育、生態亮點學校，並結合生態保護、生態教育及生態體驗，讓生態

成為全民資產並展現桃園獨特魅力。  

(四)行政支援：本市除執行國教署預算外，每年更編列相關配合款項辦理各項大型戶外及    

海洋教育體驗活動，如「市長盃定向越野比賽」、「石門山越野賽跑」、「暑期國中、小校

園菁英領袖自然體驗營」等活動。另外，透過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成立，建

構完善的行政配套措施與法令規章，整合本市教育、觀光、文化、各單項運動協會及

社區資源，協助各級學校推動及落實優質的戶外教育課程。 

三、四年發展主軸及架構 

(一)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整體發展架構編列「中心主任─計畫執行人」、「執行秘書─計

畫協同執行人」及「中心─專案人員」等多位行政專業人員，下轄「課程教學」、「師資

培育」、「資源應用」、「行政支援」及「路線規劃」五組。 

 

(二)桃園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111至114學年度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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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本市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成立，建構完善的行政配套措施與法令規章，整合本市

教育、觀光、文化、各單項運動協會(划船、極限運動、定向越野協會)及青年事務局

等各局室現有行政教育資源，並廣納社會資源(如野鳥協會、藻礁保護協會、童軍會、

荒野保護協會等)，藉由戶外教育資源整合，建構完善教育資源平台，提供完善戶外及

海洋教育資源，協助各級學校推動及落實優質的戶外教育課程。 

(四)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組織成員及相關任務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 職責  

計畫主持人 林明裕 桃園市教育局局長 綜理全般業務推動  

計畫副主持

人 
林威志 桃園市教育局副局長 督導本計畫之執行  

承辦單位 沈可點 
桃園市教育局國小教

育科科長 
規劃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業務  

承辦單位 陳麗如 
桃園市教育局國小教

育科專員 
規劃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業務  

承辦單位 李昀柔 
桃園市教育局國小教

育科股長 
規劃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業務  

承辦單位 孫俊國 桃園市教育局承辦人 規劃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業務  

中心主任 林棋文 東興國中校長 執行本市戶外及海洋教育計畫事宜  

執行委員 徐大川 永安國小校長 協助推動本市海洋教育計畫事宜  

執行委員 黃玉鳳 大埔國小校長 協助推動本市戶外教育計畫事宜  

執行秘書 李文義 內壢國中主任 協助推動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事宜  

執行秘書 徐永相 永安國小主任 協助推動本市海洋教育計畫事宜  

執行秘書 蔡怡智 大埔國小主任 協助推動本市海洋教育計畫事宜  

執行委員 陳彥文 定向越野協會 協助推動本市戶外定向越野活動全般事宜  

執行委員 吳豫州 桃園市野鳥學會 協助推動本市戶外生態教育全般事宜  

執行委員 徐笑晴 北區水資局 協助推動本市水源生態保護教育  

執行委員 呂理祿 桃園市童軍會 協助推動本市高山生態教育全般事宜  

執行委員 陳昭元 
桃園市體育會 

划船委員會 
協助推動本市水域活動事宜  

執行委員 林奕韡 仁美國中 協助推動本市山野生態教育全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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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1-114學年度發展項目及進程 

主軸 發展目標 發展項目 

發展進程 

111 學年

度 

112 學年

度 

113 學年

度 

114 學年

度 

主軸一 

課程 

教學 

提供真實情

境的體驗，

創造有意義

的學習機

會，喚起學

習的渴望和

喜悅，增進

求真、友

善、美感的

多元學習價

值，進而創

造支持戶外

學習的環

境。 

★1-1 大溪河畔公園

發展自行車定向，結

合地方特色，展現地

方亮點。 

彙整周邊

步道景點

教材資訊 

發展具在

地特色深

化課程   

1-2 結合石門水庫自

然資源，阿姆坪划船

委員會基地，辦理青

少年獨木舟體驗活

動，推展水域海洋教

育。 

彙整本市

戶外結合

海洋體驗

教學資訊 

發展桃園

戶外結合

海洋特色

課程 

推廣桃園

戶外結合

海洋課程

經驗 

充實桃園

戶外結合

海洋課程

內涵 

1-3研發戶外與海洋

教育素養導向教學

教法並推動分享教

學演示。  

發表課程

教材成果 

推廣課程

實踐學校 

組成戶外

海洋教育

策略聯盟 

1-4 結合桃市環境認

證場域，設計型態多

元且具整合性的戶

外與海洋教材、教案

或課程模組。 

盤點本市

環教場域

教學資訊 

發展應用

環境場域

教材設計 

推廣應用

環境場域

課程經驗 

充實環境

場域課程

成果 

主軸二 

教師 

專業 

透過跨領合

作學習，提

供校際間教

學資源，增

進彼此觀摩

成長，豐富

教學場域，

促進教師創

意思維與經

驗交流互

動；鼓勵孩

子在學科知

識之外，徜

徉於山野戶

外，與自然

★2-1 整合本市戶外

及海洋專業人才，提

供到校或線上專業

諮詢服務。 

籌組戶外

海洋教育

諮詢小組 

實施戶外

海洋教育

諮詢輔導 

檢核戶外

海洋教育

諮詢輔導 

推廣戶外

海洋教育

諮詢輔導 

★2-2 成立教師社群

辦理增能研習，協助

老師取得 EMT1、定

向裁判及教練證、休

閒獨木舟教練證、

SUP 教練證及高低

空探索教育引導員

證照。 

成立戶外

海洋教師

社群 

推廣戶外

海洋教師

社群成果 

定期戶外

海洋教師

社群發表 

擴充戶外

海洋教師

社群 

2-3 每年辦理教師成

長工作坊，辦理戶外

海洋教育教案徵選  

 

 

 

 

 

辦理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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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進一

步提升自我

認識與自我

價值感。 

比賽發展多元型態

教材、教案或課程模

組透過教師工作坊

提升安全與風險管

理專業知能 

辦理戶外

海洋教師

成長工作

坊 

海洋教育

風險管理

教師專業

成長 

辦理戶外

海洋教育

教案徵選 

2-4 辦理教師戶外體

驗及海洋體驗課程

研習，提升教師能

力。 

辦理教師

體驗課程 

培訓種子

推廣教師 

結合諮詢

輔導機制 

檢核教師

教學效益 

主軸三 

資源 

應用 

建立網路平

台整合各種

戶外教育資

源，成立戶

外教育與海

洋教育中

心，建置戶

外教育專屬

網站與資源

資料庫，以

整合相關的

戶外教育資

源及資訊，

供相關教育

人員參考和

運用。 

★3-1 負責各領域課

程與教學相關資源

整合，並建置資料庫  

建置整合

性網站 

建立教材

資料庫 

檢核網站

應用效益 

★3-2 辦理跨校、跨

縣市、跨領域資源交

流及策略聯盟  

辦理跨縣

市交流 

辦理成果

發表活動 

籌組策略

聯盟 

3-3 盤點與整合縣市

內不同單位與機構

之可用資源 

盤點本市

教育資源 

建構教育

資源網絡 

發展跨縣

市資源  

3-4 整合本市各區

教育、文化、觀光及

農業相關資源，規劃

跨區體驗活動，提供

學生多元體驗活動。 

彙整本市

跨局處戶

外海洋教

育資訊 

推動各區

發展戶外

海洋教育

教學模組 

辦理學生

戶外海洋

教育學習

體驗活動 

檢核推廣

各區戶外

海洋教育

教學成果 

主軸四 

行政 

支援 

整合相關局

處的行政資

源，市政府

逐年編列經

費共同支

持，鼓勵和

協助各級學

校推動及落

實 優質的

戶外教育課

程。透過行

政支持，建

置安全、永

★4-1 配合體育署每

年登山全國登山日

辦理本市登山體驗

活動配合本市觀光

局地景藝術節辦理

體驗活動。 

招募山野

教育及地

景藝術節

教學夥伴 

設計山野

教育及地

景藝術節

教材 

推廣山野

教育及地

景藝術節

教學模組 

檢核山野

教育及地

景藝術節

學習效益 

★4-2 設計多元戶外

探索及海洋體驗活

動模組 

彙整探索

體驗資訊 

發展探索

活動模組 

辦理探索

體驗活動 

檢核學生

學習效益 

★4-3 每年編列相

關預算推動本市戶

外及海洋教育。 

檢討及編

列預算 

檢討及編

列預算 

檢討及編

列預算 

檢討及編

列預算 

4-4 定期至各校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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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戶外教

育。 

推動戶外教育，每年

辦理績優學校表揚

選拔，提高輔導成

效。 

配合戶外

海洋教育

諮詢小組 

實施戶外

海洋教育

教學輔導 

檢核戶外

海洋教育

輔導效益 

推廣戶外

海洋教育

教學輔導 

五、四年計畫規劃原則與重點 

一、未來四年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程發展計畫規劃原則： 

（一）行政支持系統：建構完善的組織系統，整合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資源，連結本市

相關局處行政網絡，共同推展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依實際條件與學校需求配合可用

資源及各方條件，規劃具體可行之活動。 

（二）健全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資源整合平臺：建置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專屬網站與資

源資料庫，以整合相關的教育資源及資訊，內容含括本市所轄之環境教育場所和文化

場館，可連結的節慶活動、民間社會團體、觀光休閒處所等，設計網路平臺，提供學

校規畫戶外活動及海洋教育數位資訊資源，俾利教育人員參考和運用。 

 (三)培育戶外與海洋生態環境專業人才：結合十二年國教課綱學習領域課程，鼓勵各校老

師進行跨領域協作，設計，學校本位特色課程，強化戶外學習方案的規劃與執行能力，

並提供教師完善且多元的戶外教育專業研習課程、工作坊與研討會等，研發優質戶外

教育課程，提供參考資料與工具，鼓勵教師成立戶外教育相關專業社群和教學輔導組

織，訂定具體指標與評估方法，以確保戶外教育的品質。 

（四）場域資源系統：本市轄屬自然生態教育園區及社區資源如下： 

      1.大漢溪山豬湖親水生態園區 

      2.溪州山生態公園 

      3.石門水庫北區水資源局 

      4.阿姆坪獨木舟基地 

      5.永安國小海洋生態教育中心 

      6.霞雲國小庫志溪溯溪體驗 

      7.西濱 46公里海岸線及藻礁生態自然復育區 

      8.新屋青年探索體驗園區高空探索體驗 

      8.大溪復興區周邊溪州山、石門山、白石山、賀威山、北插天山等自然資源。 

      9.桃園市定向越野協會 

      10.桃園市野鳥協會 

      11.八德防災教育館。 

      12.虎頭山忠烈祠 

透過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整合本市所屬上列教育場館與相關教學資源，規劃教育部

與其他社區戶外教育場域資源合作機制，充分運用政府與社區資源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 

（五）教學輔導系統：提升教師的戶外教學能力，培訓專業人力資源，成立課程發展暨輔

導團隊，以建立教學支援與輔導系統，發展優良教學案例，並建立資源共享機制，

以落實戶外與海洋教育之成效。 

 (六)營造友善安全戶外與海洋教育環境：戶外與海洋教育常態化願景為推動戶外與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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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重要目標，讓學校師生隨時能處在安全的情境中進行戶外學習；並提供豐富

多元安全的戶外與海洋教育場所和人力資源，讓師生能無後顧之憂地盡情學習。 

 (七)展現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亮點：本市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東面與壯麗的雪山山

脈餘脈相鄰，西邊則擁有美麗的 46公里海岸線。大園區、觀音區的許厝港濕地已公

告為國家級重要濕地，面積廣達 961 公頃，海岸線長 10.5 公里，是全國最大的濕

地，亦是「水鳥樂園」；大漢溪石門水庫豐富的親山親水教育資源，透過桃園大圳緊

密地與一千多口生態埤塘相連。本市未來將以「山、海、都市、國際」四個主題面

向，結合戶外與海洋教育內涵，讓學習走入真實世界，踐行《戶外教育 2.0宣言》，

以打造新的教育亮點。 

二、規劃重點：  

項目 工作內容 

課程教學組 
1.蒐集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相關課程及教材 

2.規劃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體驗學習及安全教育課程 

師資培育組 

1.規劃戶外及海洋教育師資培訓課程內容 

2.培訓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相關領域種子教師 

3.建立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專業人力資料庫 

資源應用組 

1.建置及管理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網站 

2.蒐集彙整本市及國內外有關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相關資

料及知名網站 

3.推廣行銷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成果與特色事宜 

行政支援組 

1.規劃及執行本案總計畫及各子計畫 

2.規劃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成果交流事宜 

3.彙整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成果資料 

4.配合辦理本市及教育部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各項活動 

路線規劃組 1.開發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學習路線及教材 

2.盤點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學習路線資源 
 

六、預期效益(質性說明) 

(一)整合本市教育局等各局處、戶外及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專家學者、

民間社團能量，順利推動本市戶外及海洋教育政策。 

(二)強化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服務功能，提供本市各學校發展戶外海洋教育

活動與豐富教學資源。 

(三)透過 30 大里山里海生態體驗課程，持續推動戶外及海洋教育、生態亮點

學校，並結合生態保護、生態教育及生態體驗三合一推動，讓生態成為教

育資產，展現桃園亮點與魅力。  

(四)藉由戶外及海洋教育的推動，增進師生對海洋生態環境及資源的了解與認識，落實「親

海、愛海、知海」的教育理念。 

(五)推動以面山親水為主題的特色遊學課程，鼓勵各校以山海為遊學場域進行戶外教育，

掌握教學的契機，深化面山親海教育課程學習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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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賡續教師專業發展，深化教師對戶外環境及海洋生態相關專業知識，透過教師工作坊

等交流活動，鼓勵教師經驗分享，深化戶外與海洋教育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