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教育實務學習期末報告 

指導教授：周  儒 

學生姓名：山夢嫻 

一、 實習單位 

2013 年 6 月至 11 月，實習者到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

育協會實習，主要是參與該協會之課程研發小組的工作。 

二、 實習內容 

實習期間的工作，主要是參與「太魯閣國公園峽谷地質旅遊資源

調查及教案操作規劃」計畫，協助「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營

隊」的規劃、課程教案設計以及參與營隊的辦理。 

因為實習期間為 2013 年 6 月底開始，當時該計畫已從 2013 年 3

月開始，執行了 3個月，期間已召開了 2 次的專家顧問會議，以及 2

次協會課研小組內部會議。由於計畫定位於地質旅遊資源，當時協會

課程研發小組，為了連結學生對於學校課堂上所學，參考了教育部九

年一貫課程綱要後，設定教案之適用對象為國中三年級的學生，因為

國三才會上到地球科學，並且決定以營隊的方式進行教案操作。 

實習者進行實習時，因計畫教案內容有所更動，包含：學習對象

由國中生轉變為高中生，教案格式需要重新調整等。因實習者具有出

版社以及高中生物科及地球科學教師之經歷，因此該協會將實習者分

配至課程研發小組，協助教案之設計。 

主要實習內容依照時間，以下列表格方式呈現。 

時間 實習內容 

2013.7.25 參與專家顧問會議，與太管處人員進行教案討論 

2013.8.12 由太管處解說員帶領現勘，擔任據點紀錄員 

2013.10.3 參與專家顧問會議，與太管處及花蓮教師，進行

教案討論 

2013.10.13 營隊行前模擬與教案討論 (太管處及花蓮教師) 

2013.11.9-10 參與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營隊，擔任營

隊之工作人員 



三、 實習紀錄 

 
2013.7.25 參與專家顧問會議，介紹

教案設計理念 

 
2013.10.3 參與專家顧問會議，與太

管處及花蓮教師，進行教案討論 

2013.10.13 營隊行前模擬與教案討

論，參與人員包含太管處解說員及

花蓮教師 

 

2013.11.9-10 參與太魯閣國家公園

生態環境教育營隊，擔任營隊之工

作人員，主要為教案操作之觀察員

四、 反思心得 

經過將近 5 個月的實習，實習者參與了營隊的規劃與教案設計，

並且實際參與營隊整個進行過程。以下分為三個層面，進行反思與心

得回饋。 

(一) 教案設計 

生態環境教育營隊規劃期間，實習者共參與了 2 次專家顧問會議，

第一次為 2013.7.25，主要與太管處進行教案之討論。第二次主要參

與對象為太管處與參與營隊之帶隊教師。分別透過太管處與學校教師

的會議，讓我了解到大家對於環境教育的解讀很不同。因此，要如何

結合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變成了實習者在設計教案的主要方向。

(關於教案設計歷程，已詳述於給實習單位的報告中，故不再贅述) 



關於教案這部分，設計完了之後，實習者發現真的是僅供參考而

已，因為每個教師的教學方法都不同，解說員也是一樣，不可能完全

照著教案去教導學生。當時實習者因為自己曾有在出版社的經歷，希

望能把所有知識都網羅納進教案中，就算不行，也希望能做成像是素

材庫(大補帖)之類的教學補充包，但後來發現，這其實造成協會很大

的負擔，要花更多人力去做這件事，而且這並不在計畫合約內。 

後來，自我反省了很多，因為自己是來實習的，主要是協助的角

色，所以在某部分，自己有時候會太過要求，包含對於教案的環境教

育內涵及課綱的準確性，變成以自己的標準去協助，而忽略了該協會

的人力配置以及對計畫的定位。 

(二) 營隊規劃 

在協助教案設計期間，同時也學習營隊流程的規劃與安排。以前

從沒想過，一個營隊的辦理時間須考量到當地的氣候，以及天氣是否

適合進行戶外活動? 安全的考量、動線的安排、辦理保險、聯絡食宿、

行前通知、車輛安排、雨天備案…有好多好多，實習者從沒想過或是

注意到的細節。 

由於實習者主要是協助計畫助理婉如，進行教案設計與營隊規劃，

她研究所念東華觀光遊憩所，碩士論文是探討太魯閣原住民與太管處

的關係。這段期間，我和她透過不斷的討論與行前模擬演練，在她身

上學習到許多營隊的規劃眉角。 

當然這段期間，我們也討論出不少火花，因為難免會有摩擦跟理

念不合的時候，讓我學習到共事時，具備良好的溝通能力是多麼重要

的一件事，也讓我深深反省著自己的工作態度與嚴謹度。 

(三) 營隊辦理 

營隊教案操作，主要採太管處解說員與帶隊教師，協同教學的方

式進行。在擔任觀察員的時候，發現解說員有時候會講得太開心，而

忽略學生的學習速度，變成講解太多知識面的東西，學生完全無法消

化。帶隊教師則是因為對於該地區不熟悉，所以也無法及時解答學生

之問題。 

因為參與了營隊的執行過程，實習者一直在思考著，當初所寫出



的教案，未來可以落實的機會有多大? 還是說可以簡單一點，只要提

供學生一個與自然接觸的機會就好了，而不是拘泥於教案的豐富或是

好壞。這讓實習者想了很久很久，直到現在都還在思考這個問題。實

習者相信擁有撰寫教案的能力很重要，但也發現教案其實僅能提供使

用者參考罷了，所以與其說要具有撰寫教案的能力，還需要具備轉化、

執行教案的能力。 

實習期間，對於我的生涯規劃有很重要的啟發，當初我是因為關

懷流浪動物以及想成為一位老師，所以來報考環教所。如今，我希望

能以更大的視野去推廣我的理念。長久以來，投入植物園流浪貓的研

究，所以我給人的印象，大多和流浪動物聯想在一起，但現在我希望

能從都市生態的角度，關懷生命的態度，環境教育的向度，結合自己

的生命經驗與經歷，去寫一套屬於自己風格的教材。 

參與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營隊，相信對於我將來寫教案

有許多幫助外，最重要的是我在實習期間，所看到的社會面、工作面、

現實面。反思著，工作跟夢想該如何保持平衡? 如何快樂工作? 我究

竟適合甚麼樣的工作環境? 在這短短 5 個月，有了一些新的想法與方

向，確定的是我對於教育真的很有興趣，而且想要持續下去，所以就

學期間，也會完成教程的修讀。然而，對於關懷流浪動物的那份初衷

也依舊不變，我要感謝那些站在第一線的動保鬥士，因為有他們的支

持，讓我可以退居幕後，從事教育這塊。這段期間，最有感觸的就是

「隨緣」，只要平常努力不懈做好準備，機會來到自然會水道渠成。 

五、 實習建議 

建議該協會可以多加更新網站內容，並且能主動分享環境教育相

關教案，提供環境教育相關單位或教學者之參考。 

 



 
附件 

致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環境教育實務學習報告 

指導教授：周  儒 

學生姓名：山夢嫻 

一、 工作項目─生態環境教育營隊教案設計 

實習者規劃教案內容的歷程。首先，實習者先參考了環保署環境

教育課程方案，以及整合太魯閣國家公園官方網站之教案項目，規劃

教案內容項目，設計出「砂卡礑的奇幻漂流」教案。 

教案內容之基本項目，涵括課程領域、課程模組、課程名稱、課

程設計、諮詢指導、設計理念、教學目標、師生比例、教學時間、學

習對象、概念連結、教學方式、教學資源、多元評量、地點場所等；

在環境教育能力指標，則是參考教育部於 2003 年頒布的九年一貫課

程綱要之重大議題「環境教育」，含括環境覺知與敏感度、環境概念

知識、環境倫理與價值觀、環境行動技能、環境行動經驗等項目。在

教學流程上，為落實在環境中學習的理念，以環境教育為主要學習目

標，規劃了教案據點與環境教育資源、路程時間、課程教學與體驗活

動 (環境教育連結)、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等項目。其中在教學流程

的「教案據點與環境教育資源」、「路程時間」項目，由計畫助理與實

習者，與太管處專業解說員、帶隊教師，一同進行現地教案據點紀錄

與討論後，彙整砂卡礑步道之環境資源與代表性據點設計而成。 

在「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項目，參考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

程綱要」之必修科目「基礎生物」與「基礎地球科學」，將在地資源

與課程綱要進行連結，讓學生能夠在環境體驗中，進行認知層面的系

統性概念整合。在「課程教學與體驗活動」項目，主要是連結砂卡礑

步道在地資源與正規教育課綱，所設計之教學流程。教學者可參考本

教案的教學順序，進行教學或自行發展其他教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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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者在實習期間，主要參與之活動如下表所列： 

時間 實習內容 

2013.7.25 參與專家顧問會議，與太管處人員進行教案討論 

2013.8.12 由太管處解說員帶領現勘，擔任據點紀錄員 

2013.10.3 
參與專家顧問會議，與太管處及花蓮教師，進行

教案討論 

2013.10.13 營隊行前模擬與教案討論 (太管處及花蓮教師) 

2013.11.9-10 
參與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營隊，擔任營

隊之工作人員 

二、 學習心得 

原先來協會實習，是希望能學習關於環境教育教案設計部分，沒

想到除了協助課程研發小組工作外，意外參與了營隊規劃的發展經過，

11 月還有機會去參加營隊的辦理，擔任觀察員的工作。感謝貴 協會 

所提供的實習機會，理事長與秘書長不時關心實習狀況，協會工作人

員熱情提供計畫相關資訊，大家一起討論打拚的感覺真好，希望未來

有機會能回饋協會。 

三、 生涯啟示 

實習期間讓我發現，擁有撰寫環境教育教案的能力，真的很重要!

在環教所學習階段，能有機會學以致用，讓我更加篤定自己未來的方

向，以「推廣都市生態與關懷生命」為人生之目標。 

四、 相關建議 

關於「砂卡礑的奇幻漂流」教案，未來在「課程概念連結」部分，

建議加入正規課程內容之能力指標，作為教學之檢核，以期將環境教

育與課程教育緊密結合，增加學習效率，避免教師教學時數不夠之情

形，以提升教學者備課之效率。有關諮詢指導者 (如太魯閣國家公園

管理處) 所提供之實務經驗，未來可彙整成「教學建議」或「教學指

引」，作為教師在教學策略與方法之參考。最後建議該協會可以多加

更新網站內容，並且能主動分享環境教育相關教案，提供環境教育相

關單位或教學者之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