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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新竹縣「學校實施戶外教育」計畫 

成 果 報 告 
學校名稱：新竹縣竹北國中 

一、計畫名稱 未來創客。築夢踏實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   無跨縣市 

地點：竹北國中 

課程實施單位 ☐班級 班群 ☐學年 參與學生數 290 

參與教師數 15 

外部協作師資 共__3   位 

協作師資屬性：專業課程_2__位  安全風險管理_1_位 

☐其他：__________面向師資_____位 

協作師資資訊 
 

姓名 翁桓斌 師資類型 專業課程 

單位 攀樹趣 

聯絡資訊 0912312090 教學類型 協作教師 

專業證書 ISA認證的攀樹師 

證書編號:TW-0138T 

教學專長 攀樹教學與體驗 

協作師資資訊 姓名 許荏涵 師資類型 專業課程 

單位 攀樹趣 

聯絡資訊 0922212346 教學類型 協作教師 

專業證書 ISA認證的攀樹師 

證書編號:TW-0340T 

教學專長 攀樹教學與體驗 

協作師資資訊 姓名 杜裕昌 師資類型 專業課程 

單位 攀樹趣 

聯絡資訊 0988097957 教學類型 協作教師 

專業證書 ISA認證的攀樹師 

證書編號:TW-0199T 

教學專長 安全維護、風險管理 

課程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二、申請計畫簡述(與申請計畫應相符), 若有調整，請說明調整原因： 

    國中三年的生涯課程中，引導學生蒐集了有興趣的高中職資料，進行統整和分析後，

對於未來漸漸有比較明確的目標了，而對於未來，需要多些想像來勾勒樣貌，才能引導學

生了解現在的你還需要做哪些努力。所以將攀樹隱喻為築夢歷程，從樹根慢慢攀登至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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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樹叢，象徵追求目標與夢想，透過實際體驗攀樹，來感受築夢的努力和達到目標的喜

悅，目的是期待學生能從中覺察築夢歷程中所需要的努力及調整，擬定以下具體的課程目

標。 

(1) 戶外教育與生涯教育課程交織，增進實踐未來夢想的動機。 

(2) 創造未來生活的樣貌，培養面對生涯轉折時的因應能力。 

(3) 落實逆向式築夢計畫，夢想夥伴促進實踐效果。 

三、計畫實施過程記錄 

     戶外冒險教育與領域課程交織，透過戶外的攀樹課程，引導學生從登頂的經驗裡體驗到

成就感，高峰經驗轉化為未來生涯規劃的實踐動力，效果很好。而教師社群共備研發課程，透

過外部資源引入，補足教師的專業不足，全年級實施攀樹課程，提供共同的高峰經驗，提升教

師願意陪伴學生學習的動力。藉由公開觀議課及社群分享，課程的實踐歷程，共同看見學生在

攀樹課程中得到的高峰經驗，進行轉化遷移，多元呈現課程成效與推廣實踐。在外部資源引入，

除了戶外教育、生涯教育等議題融入課程之外，也引導學生對於環境的關懷，實踐環境教育的

理念，促進友善校園的落實。教師在實施課程過程中，也進行攀樹體驗，與學生共同突破舒適

區，挑戰攀樹的體驗，達到設定目標，進行課程更有感，也為學生立下身教的模範。 

 

110學年度綜合領域三年級攀樹時間總表 

班級 310/307/311/305 303/309 306/302 308/301/304 

日期 11/22(5) 12/13(6) 12/14(5) 12/9(5) 12/10(6) 

節次 一 一 二 四 五 

2 310 307 309  306 308 

3 310 307  309  306 308 

4 310 307  309 306 308 

午休      

5 305 311 303 302 301 

6 305 311 303 302 301 

7 305 311 303 302 304 

8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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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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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攀樹的學習任務，你覺得哪一個詞可以代表你的狀況~ 

 

 

 

 

 

 

 

 

 

 

 

 

 

 我覺得我克服了爬樹這個困難在未來也可以勇敢面對未來的困難。 

 因為我原本以為爬樹會很可怕，嘗試後我覺得比起可怕，更需要的是爬樹的技術，

而且我變的更勇敢了。 

 攀樹前我非常沒有信心，直到我鼓起勇氣往上爬的時候。 

 爬上很高的樹需要克服自己本身的問題‘需要付出很多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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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效檢討與建議 

一、學生量化成效 

二、以下為活動過程進行檢討與提供建議: 

    (一) 活動過程檢討 

■ 引入外部資源，與講師的溝通不易達成共識，導致講師講授安全與環境知能過久，

學生只有一節課攀樹體驗，覺得時間太少。 

■ 本校綜合活動課程為每週三節的合科教學模式，因此兩節連排，另一節單獨排課，

才能順利進行攀樹體驗，但是仍然有些班級無法連排，造成調課困難，三年級的導師

又以學業為重，不願意配合調課或是調整至較多的時間體驗，以至於部分學生覺得體

驗時間不夠。 

■ 部分學生想要到校外進行攀樹課程，但是適合攀樹的樹種難以尋覓，再加上體驗

的時間有限，所以只能在校內進行，雖然熟悉的情境讓學生較難有跳脫現實的想像，

但是本校的環境的確是攀樹師認可為攀樹最適切場地。 

 (二)以下為問題解決策略: 

● 外聘講師較難理解學校氛圍，堅持攀樹前的安全提醒與環境教育宣導需要一節課

的時間，也許未來可以統一全校同學進行相關知能課程後，再利用兩節課攀樹體驗。 

● 與導師分享教學成果與學生的正向改變，影響導師的舊有思維，願意成為夥伴，

提升對課程的認同與支持，目前在實行兩年下來，已有多數導師肯定攀樹對學生視野

的改變，以及提升學生改變的動力，也願意再攀樹時成為陪伴學生的鼓勵者。 

■ 因為課程時間安排不易，要利用兩節連排的時間，若是要到外面的場地進行活動，

除了要有適合的攀樹的樹種，還需要三節連排的課程時間，增加攀樹活動體驗的難

處。而多位攀樹師對於竹北國中校園內的樹種讚許有加，認為在校園內進行攀樹能提

升學生對學校的認同感與情感聯繫，所以，仍然維持目前的做法。 

三、學生質性成效:學習遷移的狀況 

    從攀樹課程中，經歷了活動體驗、課堂省思、整理歸納通則後，將所學轉移到日常

生活動，甚至運用於面對會考時的態度與行動，實難可貴!以下圖表呈現學生的學習遷移

的狀況: 

             滿意度 

項目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 課程的安排 80% 20% 0% 0% 0% 

2. 時間的規劃 80% 20% 10% 6% 0% 

3. 場地的規劃 90% 20% 10% 0% 0% 

4. 人員的配合 80% 10% 10% 0% 0% 

5. 教材設備 90% 10% 10% 0% 0% 

6. 講師與學員的互動 90% 1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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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詳細活動成果活動成果照片與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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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單:夢， 只有想是不夠的， 追到了，才是自己的。 

 

學生的學習單:唯有實踐才有夢想成真的未來。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