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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文 

暨教案設計工作坊活動徵文格式 

編號：（請勿填寫） 
本表僅參考用，作品繳交請至活動網頁 ee.tp.edu.tw    
作品名稱
(必填) 

米之徑、竹之徑、寂靜之徑。 

作品類別 
(必填/擇一) 

□1.歷史人文         

□2.自然生態 

3.環教場域(臺北大縱走)      

□4.環境議題 

□5.氣候行動 

教學路線 

 
圖 1.米竹之徑、寂靜之徑地圖(底圖引用自谷歌地圖) 

 

本方案與臺北大縱走路線規劃若即若離，「米竹之徑」後段

與大縱走第二段路線在箭竹林步道疊合，大約 0.2 公里長度；

「寂靜之徑」後段與大縱走第三段路線在七星山主峰－東峰步

道重疊，大約 2.78公里長度。 

 

本方案有二條教學路線、六個對話主題。 

教學路線一是「米竹之徑」，從西向東，以竹子湖為起點，

小油坑為終點。 

上午自竹子湖停車場下車，步行至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故

事館參觀，沿著水車寮步道經過百年古宅、老樹、半月池，急

流、林蔭、壺穴群，緬懷原種復育田傳奇身世，再接續頂湖環狀

步道前往財福海芋田，學子以遊戲體驗「六七拾米地」蓬萊米

桌遊，此部分是「與稻種對話」。 

下午前往小油坑箭竹林步道，觀察箭竹構造、習性，體驗採

筍秘徑的鬱閉幽靜，此部分是「與箭竹對話」。 

接著進入小油坑遊憩區，以親身體驗、五感觀察來領受火

山溫泉、爆裂口、原種米之間的關聯性，此部分是「與火山對

話」。 

 

教學路線二是「寂靜之徑」，從東向西，以冷水坑為起點，

小油坑為終點。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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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自冷水坑，步行至夢幻湖停車場，進入柳杉林的寂靜

山徑，走進夢幻湖自然保留區木造平臺，閉上眼，用心靈聆聽

微風與天籟合鳴；睜開眼，春神以野草花與小介蟲隨行，此部

分是「與生態對話」。 

接續爬行七星山東峰、主峰的陡徑，石階通天、考驗意志，

如何堅持到底、鼓舞自我？此部分是「與自己對話」。 

從七星主峰前往小油坑，視野千里、緩步下行，正可以好整

以暇的遊目四顧，路旁是硫磺噴氣、斷崖深谷，一副天地初闢、

海枯石爛的蒼茫景況，此部分是「與天地對話」。 

 

教材教具 

1. 竹子湖財福海芋田食農教育遊程學習單/每生一張。 

2. 參訪蓬萊米原種田故事館學習單/每生一張。 

3. 六七拾米地－－中村米種復育挑戰賽桌遊/每組一盒。 

4. 大屯火山群小油坑爆裂口探索任務單/每組一張。 

5. 大屯火山群小油坑爆裂口探索任務單(解答版)/每組一張。 

6. 七星山學習單/每生一張。 

7. 望遠鏡、石蕊試紙、溫度計。 

8. 優遊陽明山 3分鐘宣導影片(時間：3 分 1秒)，陽明山國家

公園。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6tPmzxxJ4g 

9. 愛吃飯的人都要感謝這兩人！蓬萊米雙雄：磯永吉與末永仁

【臺灣早期科學家｜可能性調查署第三季】影片(時間：7

分 15秒)，PanSci 泛科學。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zs0j00b_k 

10. 陽明山國家公園/解說服務/寧靜公園網頁，網址：

https://www.ymsnp.gov.tw/main_ch/docDetail.aspx?uid 

   =2173&pid=18&docid=12046&rn=10961 

多元學習成

果或預期效

益 

1. 學生能從導覽資料、米食桌遊認識蓬萊米稻種故事與大屯火

山環境的關聯性。 

2. 學生能從閱讀文本、實際觀察中瞭解國家公園境內動物、植

物的特殊構造與生態。 

3. 學生能感受自然界的美妙與生態，激發愛好自然環境的情懷。 

參考資料 

1. 王春洋(2002)。臺北市大自然教室。臺北市政府新聞局。 

2. 陽明山國家公園網站。網址：

https://www.ymsnp.gov.tw/main_ch/index.aspx 

3. 一凡。竹樹開花/人間福報網站，2020.11.05。網址：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602847 

 

圖文遊記(氣候行動教學實施歷程)內文(2000字以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6tPmzxxJ4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zs0j00b_k
https://www.ymsnp.gov.tw/main_ch/index.aspx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60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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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看到過一句諺語，諺語是這麼說的：只發生過一次的事等於沒發生過。

我想也是，戶外教學的地點或許也該一去再去、螺旋式加深加廣。 

因緣際會之下，我們設計了探索陽明山課程，第一次戶外教學探索米食文化，

漫步竹子湖，我們與稻種對話、與箭竹對話、與火山對話，摸索火山環境與梗米

育種的關聯性！ 

第二次戶外教學聆聽寂靜山徑，翻越七星山，我們與生態對話、與自己對話、

與天地對話，傾聽靜默靈魂與萬物天籟的連結性！ 

 

與稻種對話 

20221130 的星期三下午，淒風苦雨、風雨飄搖。與豐壤老師到竹子湖蓬萊米

原種田故事館行前踏查，並跟盧會長確認教學流程。 

盧會長是在地海芋花農。竹子湖在花季時遊人如織，帶來商機處處；但在冬

季呢？要如何運用社區優勢來創造文化價值？於是社區青農以蓬萊米源流，設計

了一系列遊學課程，將故事館、原種田、米食桌遊串聯一氣，再以深度文史體驗

帶給遊人更多的觸動。 

蓬萊米故事館描摹了臺灣米食文化由在來米轉變成蓬萊米的轉折過程。盧會

長深諳精彩的導覽是「給他答案不如讓他自己去找答案」，讓學生分組在蓬萊米

故事館 6個展館內找出米食文化關鍵答案。 

戶外教學當天，我們接著步行水車寮步道，盧會長介紹聚落風情、生態采風，

還有社區共同努力培植的中村種原種復育田。這片綠油油的一畝田，看起來雖不

起眼，卻有極強的故事性，舉重若輕，一株活生生的秧苗，輕易地就能將本地與

內地的空間區塊，過去、現在、未來的米食脈絡都串連起來了。 

接著我們到達財福海芋田，孩子們寓教於樂，分組進行蓬萊米桌遊遊戲；孩

子們寓樂於食，一同品嘗了在地飲品與米食饗宴。 

 

與箭竹對話 

20221214 的星期三下午，風雨交加、雨霧籠罩，驅車前往小油坑行前勘查

時，凍雨冷、讓人流涕，風勢強、呼嘯作響，小油坑遊憩區人煙罕聞。 

還好戶外教學當天天候和煦，與學子近距離認識箭竹籜葉與竹葉的異同、母

株共死的習性、天羅地網的策略，一起在箭竹林景觀臺環顧火山群四大名山，以

及讓學子既期待又緊張的採筍密徑體驗。 

 

與火山對話 

20221222 的星期四下午，寒流結束了，戶外教學迎接我們的是暖烘烘的晴

朗熱忱。 

我們在小油坑進行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五感觀察，預測及檢測

溫泉露頭的溫度、酸鹼度，從火山爆裂口的地層剖面推論火山類型等活動。 

幸安國小的孩子敏捷而聰慧，布題及回應十分流暢，進行小組任務討論也十

分熱烈！家長帶著學子在火山地熱雲眼前進行探究任務，親子共學的場景是戶外

教學最美的時光了！ 

 

與生態對話 

    20220416，星期六的這一天，北投國小忻岱老師規畫了火山踏查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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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了資深解說員——俊明主任一路指畫，讓一個個自然視窗如同畫框般凝固

著，讓一種種無聲靜默的生態復甦了。走在人聲雜沓的寂靜山徑上，領受觸及靈

魂的某一種流動著的事物正在瀰漫，彷彿藉由直觀與體驗，在有意無意間可以慢

慢地將大自然的殷勤與對自然的孺慕縫合交錯。 

    第二次的戶外教學當天，愛婷老師在夢幻湖平臺操作聲音地圖活動，閉上眼，

浮現另一個天地，此起彼落的面天樹蛙、布氏樹蛙、拉都希氏赤蛙鳴聲嘓嘓彷若

雷響。 

接著來到教育廣播電臺前，睜大了眼，孓遺的昆欄樹綻放出沒有花瓣的花序；

學子發現了粗腿巨緣椿象，揮著手說氣味比實驗課的醋還要酸；學生還在岩壁上

發現了食蟲植物－－小毛氈苔，而且，還貼心地帶了學校菜園的菜蟲、蒼蠅來款

待它們。 

 

與自己對話 

20230319，星期日的這一天，與豐壤老師進行七星山行前踏查。從冷水坑步

行到小油坑，走了四個小時，一路上雲霧瀰漫。 

七星山是丰采多姿的，溫帶春天的千種風情、珍稀生態的保育聖地、無死角

環繞景觀等等，真可說是「一生一次」的步道首選。祇是有人欲罷不能、有人走

馬看花，有的是僅此一次、再也不來的賭氣了！ 

第二次戶外教學當天，登七星山東峰前的一段陡坡，可說是學子們體力的測

試了；而登七星山主峰前的一段陡坡，則是意志力的考驗了！在氣喘吁吁之際、

在腿酸腳軟之餘，腳步不自覺已然穿越了森林線；此時隊伍越拉越長，四野無人，

只剩下自己跟自己喊話：「呵！再轉個彎就到了！」、「呵！再堅持一下下就好

了！」 

 

與天地對話 

20230323，星期四的這一天，艷陽高照的七星山戶外教學成行！學生登頂了，

以前抬頭仰望的山巔群峰，此刻都在腳下了，開闊的視野讓學子們讚嘆連連！ 

從主峰走回小油坑的輕鬆下坡，氣氛轉變成一路嬉鬧了。我們知道孩子透過

挑戰，突破自己的極限，過程的汗水、疲勞、上氣不接下氣等等辛勞，都已然雲

淡風輕了！ 

途經第二個觀景臺之後，蜿蜒的山徑拉直了，二側的山壁壁立了，硫磺水霧

漫開了，火山地熱躍然眼前。我們看到一條斷層線切穿了七星山東側，噴氣溫泉

正將亙古磐石煮的爛透，正巧山徑就鋪設在斷層上頭。站在斷層線上天地悠悠，

海枯石爛、滄海桑田，正是眼前寫照！ 

 

對我們來說，策畫戶外教學是學期中的大事，不是說去就去那麼隨興；我們

也不是專家名師，沒有百分之二百的準備是不敢出門的，要有觸發引信、要與主

題搭配、來來回回踏查、絞盡腦汁規劃、戰戰兢兢落實、拳拳懇懇反思。 

我們期望操作的課程能帶來一點點改變，也期望能對學子有益、對環境關懷、

對生命有感！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活動 

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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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說明:學子在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故事館進行食農教育遊程學習單解謎活

動，找出學習單上的答案。 

 

照片 2說明:學子在財福海芋田分組玩「六七拾米地－－中村米種復育挑戰賽桌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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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說明:學子在家長的引導下，於箭竹林觀景臺進行分組探究任務的討論。 

 

照片 4說明:學子在小油坑遊憩區溫泉露頭，實際進行溫泉水溫的預測與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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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說明:學子在夢幻湖自然保留區進行聲音地圖體驗活動後，拍攝大合照。 

 

照片 6說明:在國家公園寂靜山徑進行自然觀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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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說明:在七星山東峰合影。 

 

照片 8說明:學子從七星山東峰，前往下一個目標－－七星山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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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說明: 走在七星山主峰－東峰步道，步道鋪設在斷層線上，芒草蒼茫、

硫磺噴氣，頗有海枯石爛、天地悠悠之感。 

 

照片 10說明:米竹之徑、寂靜之徑戶外教學地圖。(底圖引用自谷歌地圖) 

 

※請繳交繳交 6-10張照片及說明(活動、路線或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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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 教案設計表 

課程主題 米之徑、竹之徑、寂靜之徑。 設計者 
賴豐壤、 

楊志文、徐愛婷 

實施年級 國小五年級 課程時間 二天+200分鐘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自然科學領域 

□跨領域融入 

（領域/科目：  ） 

課程實施時

間 

領域/科目：  

校訂必修/選修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領域/學

習重點 

核心

素養 

自 E 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

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知道如何

欣賞美的事物。 

環境

教育

議題 

核心

素養 

環 B3 能欣賞、創作與環

境相關的藝術與文化，

體會自然環境與人造環

境之美，豐富美感體

驗 。 

學習

表現 

pc-Ⅲ-2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 

字、影像（例如攝影、錄影）、繪圖

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

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

果。 

學習

主題 
環境倫理 

學習

內容 

INb7 植物各部位的構造和所具有

的功能有關，有些植物產生特化的

構造以適應環境。 

INe12 生物的分布和習性，會受環

境因素的影響；環境改變也會影響

生存於其中的生物種類。 

實質

內涵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

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 

的生命。 

教學活動 

設計目標 

1.學生能從導覽資料、米食桌遊認識蓬萊米稻種故事與大屯火山環境的關

聯性。 

2.學生能從閱讀文本、實際觀察中瞭解國家公園境內動物、植物的特殊構

造與生態。 

3.學生能感受自然界的美妙與生態，激發愛好自然環境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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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路線 

特色與規劃 

本教學方案鏈結蓬萊米食歷史人文、疊合臺北大縱走第二段與第三段

若干路徑、追溯永續發展目標 2消除飢餓議題相關的糧食教育。 

我們以陽明山國家公園小油坑遊憩區為座標核心，發展米竹之徑、寂

靜之徑二條戶外教學路線。 

 

教學路線一是米竹之徑，從竹子湖到小油坑，教學特色為蓬萊米食文

化源流，包括與稻種對話、與箭竹對話、與火山對話。 

與稻種對話部分，先是拜訪竹子湖蓬來米原種田故事館，繼而踏查中

村種原種復育田，最後前往財福海芋田進行中村米種復育挑戰賽桌遊、遠

眺頂湖百年梯田景觀、享用在地米食飲品等美味饗宴。邀請在地青農親自

帶領，一探蓬萊米育種脈絡故事。 

與箭竹對話部分，前往小油坑遊憩區的箭竹林步道，近距離觀察箭竹

外型構造、生態習性、生存策略，最後進行採筍秘徑實地體驗，真實觸碰

生命的堅韌與生態的奧妙。 

與火山對話部分，前往小油坑後火山活動地質景觀區，五感觀察火山

旺盛活力；接著俯瞰竹子湖盆地，從高度、地形、土壤、水質、溫泉等各

項條件中，爬梳出火山環境讓日本梗米品種終能落地生根的關鍵因素。 

 

教學路線二是寂靜之徑，從冷水坑到小油坑，教學特色為自然天籟深

深傾聽，包括與生態對話、與自己對話、與天地對話。 

與生態對話部分，2020 年，陽明山國家公園授證為世界第一個都會寧

靜公園，夢幻湖步道成為陽明山第一條寂靜山徑。我們從冷水坑拾級前往

夢幻湖生態保護區，透過聆聽、靜心，在一片寂靜中與自然萬物深度連結。 

與自己對話部分，連續攀登七星山東峰陡坡、七星山主峰陡坡，天地

悠悠、四野蒼茫，讓心肺與心靈喊話、腳步與意志角力，完成自己為自己

認證的高峰經驗。 

與天地對話部分，由七星山主峰緩步下行小油坑，一路上硫磺惡地、

滄海桑田，見證了大地變動不居的常態；又或是陰晴圓缺、風雨如晦，投

映到人生路程順境逆境的交錯。大自然是我們的心靈導師，體悟道法自然

才能虛懷若谷。 

 

回到學校之後，最後進行壽司米食體驗活動及自然寫作統整活動，將

探索陽明山的認知與情意收攝自身，咀嚼後去蕪存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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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分) 

學習評量(表

現) 

一、活動介紹與引起動機 

本學期的彈性課程主題是「探索陽明山」，我們將進行人文取向

的米竹之徑、自然取向的寂靜之徑戶外教學活動，讓我們一起走入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奇妙世界吧！ 

1. 認識陽明山國家公園：教師播放優遊陽明山 3 分鐘宣導影

片，師生討論陽明山國家公園特色。 

2. 認識蓬萊米起源：陽明山的竹子湖是臺灣蓬萊米的發源地，

讓我們在出發前藉由影片先認識一下「蓬萊米雙雄：磯永吉

與末永仁」的貢獻。 

3. 認識寧靜公園/寂靜山徑：學生二人一組使用平板，連結入陽

明山國家公園/解說服務/寧靜公園網頁，請瀏覽一下寧靜公

園/寂靜山徑概念，並點選自然歌手樂曲聆聽天籟，感受自然

寧靜的美妙滋味。 

4. 介紹戶外教學行程：教師介紹第一條戶外教學路線－－米竹

之徑活動流程，第二條戶外教學路線－－寂靜之徑活動流

程，以及安全事項提醒。 

5. 預覽學習單：教師發下參訪蓬萊米原種田故事館學習單、七

星山學習單，說明戶外教學學習重點，鼓勵學生在出發前先

行蒐集相關學習概念，擴展背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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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認識陽

明山特色 

學生能認識蓬

萊米育種過程 

 

學生能體會寧

靜公園/寂靜山

徑的滋味 

 

學生能知道戶

外安全守則 

 

鼓勵學生主動

搜尋相關資料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一〉米之徑 

地點：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故事館、中村種原種復育田、財福海芋田 

活動主題：與稻種對話 

活動內容：認識與體驗蓬萊米米食文化源流 

活動實施： 

1. 與稻種對話 

A. 流連原種田故事館 

a. 觀察：講師發下竹子湖財福海芋田食農教育遊程一紙

書，學生依照一紙書上的題目，在故事館內找出有關竹

 

 

 

 

 

 

 

 

20 

 

 

 

 

 

 

 

 

 

學生能熱烈參

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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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湖環境、農業發展、米食文化的答案。 

B. 流連原種復育田 

a. 觀察：講師進行水車寮步道傳統聚落、自然生態解說。 

b. 觀察：講師進行頂湖環狀步道傳統聚落、自然生態解說，

並說明中村種原種復育田的價值與意義。 

C. 流連財福海芋田 

a. 應用時間空間之關係：講師介紹六七拾米地－－中村米

種復育挑戰賽桌遊遊戲規則，學生四人一組進行遊戲。 

b. 觀察：品嘗在地農作製作的美味米食便當、季節飲品。 

c. 觀察：步行經過百年梯田景觀田園、生態小溪步道，前

往小油坑橋。 

 

活動〈二〉竹之徑 

地點：箭竹林步道 

活動主題：與箭竹對話、與火山對話 

活動內容：體驗箭竹林生態、探討火山環境與梗米育種的關聯性 

活動實施： 

1. 與箭竹對話 

A. 分類：教師介紹箭竹之後，請說出竹葉與籜葉的差異。 

B. 應用數字：閱讀竹樹開花科普文本之後，請計算陽明山箭竹

下一次開花時間。 

C. 推理：聆聽竹子各種生態習性之後，請勾選出竹子的競爭策

略。 

D. 觀察：請在老師的指示之下，以小組為單位，由家長帶隊前

行，親身感受採筍秘徑的神祕感體驗。 

E. 分類：箭竹林觀景臺擁有環繞全景的視野，請在任務單上勾

選出周遭坐落的大屯名山。 

2. 與火山對話 

A. 竹子湖成功育種日本梗米的關鍵條件 

a. 推理：小組討論海拔高度對溫帶稻米花粉授粉的影響。 

b. 推理：小組討論盆地地形對隔絕花粉雜交的影響。 

c. 推理：小組討論火山土壤對稻米育種的優劣性。 

d. 推理：小組討論火山地層水質對水稻育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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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推理：小組討論溫泉、冷泉對稻種栽種的影響。 

B. 後火山活動五感體驗 

a. 分類：以視覺找出小油坑爆裂口五種顏色的岩石/礦物。 

b. 傳達：以聽覺聆聽噴氣孔的嘶嘶聲響，並以自己的話來

說明像是何種聲音。 

c. 傳達：嗅聞到火山氣體的味道之後，請形容一下這種味

道的特點。 

d. 預測：請預測若今天小油坑飄著細雨，若有人伸出舌頭

嚐試一下，雨水會是哪種味道？ 

e. 觀察：請用手指頭摸摸看被溫泉煮爛的火黏土，觸感是

何種感覺？ 

f. 預測/測量：請先預測溫泉的酸鹼度、溫度，再用石蕊試

紙、溫度計實際測量。說說看，測量的結果跟你的預測

有何異同。 

g. 推理：請根據小油坑爆裂口的地質構造，判斷這是哪種

類型的火山。 

 

活動〈三〉寂靜之徑 

地點：夢幻湖寂靜山徑、七星山主峰－東峰步道。 

活動主題：與生態對話、與自己對話、與天地對話。 

活動內容：以靜心傾聽連結人與自然萬物、以登山創造自我高峰經

驗、以步行領受天地悠遠氛圍 

活動實施： 

1. 與生態對話 

A. 觀察：踏行夢幻湖步道寂靜山徑，留意腳下的石階，打開所

有的感官，領納整座山的低調喧嘩、靜默豐美。回家後與家

人分享感動、感觸。 

B. 觀察：七星山四季有不同生態變化與物候現象，請比對七星

山學習單上的圖像，沿途尋訪春天訊息。 

C. 觀察：在夢幻湖平臺操作聲音地圖體驗活動，閉上眼，打開

心靈頻道，與大地氣息的吐納同步，讓寧靜自在緩緩走入心

湖，享受寂靜的內在喜悅。 

D. 觀察：尋訪七星山地區獨特的古老物種、食草植物、偶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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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動物們，觀察它們/牠們的構造之美、習性之趣。 

2. 與自己對話 

A. 傳達：陡峭連天的登頂步道讓人氣喘吁吁，請提醒自己緩步

慢行、調勻呼吸，以自己的節奏一步一步前行，不張狂、不

氣餒，以謙遜態度面對群山的巍然。 

B. 觀察：沿途觀察植被的變化，森林、箭竹、菅芒物種隨著客

觀條件變化此起彼落。 

C. 分類：於高山峰頂眺望四野，區辨各種地形的類型，周遭群

山的位置。 

D. 傳達：教師介紹無痕山林運動的原則：事前充分的規劃與準

備、在可承受地點行走宿營、適當維護環境處理垃圾、勿取

走任何資源與物件、減低用火對環境的衝擊、保育自然環境

與野生物、尊重其他的山林使用者。期勉大家培養負責任的

環境倫理信念，與大自然和平共處。 

3. 與天地對話 

A. 觀察：火山地熱區高溫、高酸的環境因子將原本堅緻的火山

岩石劇烈風化、崩解。此條步道是近距離觀察熱液換質作用

的最佳地點之一。 

B. 觀察：隨著步道前行，一路上森林、箭竹、芒草各有不同的

適應坡向與生態區位，可看出各種物種有其偏好的環境，植

株的高度也與風向、微地形息息相關。 

C. 觀察：鼓勵學生自我設定感興趣的目標，在路程中記下探索

學習的發現和想法，回家後記錄在自然筆記內，提供進一步

研究的引信。 

D. 傳達：回顧本日戶外教學，有靜默、有歡笑、有爬坡、有降

坡，與家長、學友的相互勉勵，與天地、萬物的彼此感應，

期勉學子懷抱著感恩、惜福之心，才能走入無盡寶藏的大地

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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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回顧戶

外教學活動 

三、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1.天候不定的考驗：天有不測風雲，戶外不會天天放晴。因此除了

極端氣候，例如颱風、雷雨，教師遇到雨日仍會如期出發。我們

應該教導孩子的是做好調適與做好準備，例如穿戴二截式雨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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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行動自如、準備橡膠雨鞋不怕泥濘濕滑等等。 

       不過此行造訪的小油坑是著名的風口，探勘時遇到的強風、

凍雨、低溫，還真的讓人對自然偉力心懷敬畏，體驗到冬日「草

山風、竹子湖雨」的威力了！ 

  2.戶外活動的裝備：提醒學生遮陽帽、長袖運動服、運動鞋等基本

服裝較適合戶外活動；此外，防蚊、防曬的用具也是不可或缺的

配備。 

  3.體能活動的訓練：登高山要有充足體力，出發前訂立訓練計畫，

規律性的跑步提升心肺能力是學習重要環節。第二次的寂靜之徑

戶外教學當天，教師預先安排一位體力較弱孩童替代性的活動，

避免在漫長山徑中體力不支的尷尬景況。 

  4.彼此關心的扶持：走在山徑上隊伍拉長，光靠教師一雙眼是顧不

到每一個孩子的，要仰仗學子們彼此關心、相互扶持，看到狀況

伸出援手、向外求援。登山活動尤須高比率的協助人員幫忙，感

謝家長傾力支援，第一次米竹之徑戶外教學，參與學生 27位、家

長 6位、教師 3 位，成人/小孩的比例是 1/3；第二次寂靜之徑戶

外教學，參與學生 29位、家長 6位、教師 3位，成人/小孩的比

例是 1/3.2。充足的人力資源讓活動安全更加牢靠！ 

  5.飲水習慣的叮嚀：二次戶外教學都遇到晴朗炎熱的天氣，學生攜

帶的飲用水很早就一飲而罄了，需多提醒小口分次補充水分；此

外，遇到遊客服務站也可以利用飲水機補充飲水。 

  6.野生生物的相處：在七星山頂時，突然飛來一隻體型碩大的中華

大虎頭蜂盤桓不去，最後停留在一位家長的口罩上，教師後來協

助撥開大虎頭蜂，讓牠離去。之後，學生脫口讚許家長不驚不怖、

不動聲色的沉著感，家長回應說常去露營，知道尖叫也無濟於事，

冷靜才能解決問題。相信透過足夠的戶外活動經驗，學子更能清

楚與野生動物相處的尺度、互動。 

  7.箭竹林探秘規劃：採筍人在陽明山箭竹林迷路的新聞時有所聞，

的確，走入鋪天蓋地、不見天日的箭竹純林秘徑內，確實有不辨

方向、幽閉恐懼的壓迫感。教師運用箭竹林步道相鄰二條岔路小

角度交會的位置，讓學生體驗箭竹林直線距離大約 20m，步行時

間大約 1分鐘，一下子就走出來了。小組有家長帶隊，出口有人

聲喧嘩，操作時較無安全隱憂，但有特別叮嚀學生日後勿隨意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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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熟悉的箭竹小徑內，以免發生危險。 

       事後與俊明主任討論此事，俊明主任建議能拉一條標示路徑

的繩索，或是拉出二條標誌範圍的繩索，操作此活動時會更具安

全性。 

 

四、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1.食農活動體驗：返校之後，運用小田園採收的蔬果，指導學生動

手包捲壽司，作為米食文化體驗的完美句點。 

  2.自然寫作引導：返校之後，教師運用國語課歸納戶外教學重點與

感受，指導學生進行自然寫作的總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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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動手製

作小田園米食 

學生能寫作戶

外教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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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壤教師心得 

出發前充分準備是志文老師教學的特點，不辭辛勞、風雨無阻

就是要實際探勘、寫教案準備。這二次要去竹子湖、七星山校外教學

當然也不例外，即使在 11月經常下雨又苦冷的日子，志文老師還是

堅持要探勘，而且是仔細的探勘，包括沿路停留幾個點？要介紹哪些

植物？要教什麼？都要細細規劃，並且述之文字、反覆模擬。 

志文老師自然知識豐富，沿路看到的植物信手拈來，都可以講

出這植物的來龍去脈，學生聽得如癡如醉；遇有學生發問，志文老師

也都能立即解答，學生彷若徜徉在有活字典的大自然教室。 

七星山這次校外教學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探勘時志文老師在

一個不起眼地方發現了食蟲植物－－小毛氈苔，所以我們在出發前

就跟同學講可以先預習小毛氈苔的習性。登山當天，我們如預期地在

路徑上找到了小毛氈苔，這時敬生同學竟然從包包裡拿出一個塑膠

袋，裡面有三條學校小田園抓的紋白蝶幼蟲，並且當場實驗動、植物

的食物鏈如何交替！這一幕真是把我嚇到了，沒想到志文老師的探

勘能引起小朋友這麼大的共鳴。所有小朋友都圍了過來看自然界的

奇觀、看植物與動物之間的另一種交流；我真的非常佩服志文老師行

前的規畫、準備，能引起小朋友這麼大的迴響－－學生自主，主動想

到帶肉給植物，這是我校外教學數十次第一次遇到。我想，這樣實際

的體驗，肯定給所有同行的同學帶來正向的激勵，而且永不忘記那株

吃了毛毛蟲的的小毛氈苔。 

有一位維楷小朋友體型壯碩，沒有登山經驗，他爺爺好多次邀

他一起走七星山，他都婉拒。今天在走步道登七星山過程中，可以說

是滿腹牢騷、喊苦又喊累，滿臉悔恨參加這次校外教學，說他不可能

走到的。愛婷老師從旁一直鼓勵他再走一小段路就到了，他還是一直

喊：可以回頭嗎？再也不來了！最後，當我們都站在七星山主峰要拍

照時，維楷突然語出驚人說：我下次要和阿公一起來七星山。哦！此

話當真？同儕的力量好大，真的是：「一個人走可以走很快、一群人

走可以走很遠」。這次校外教學真是值得，竟然徹底地改變了同學以

為自己做不到的觀念。 

從七星山下來到小油坑這段，看到很多小朋友和愛婷老師有說

有笑，璀璨的笑容完全取代上山時哀怨的臉龐。洋甫同學不斷的追問

昆欄樹的故事，愛婷老師都一一解答，真的是既專業又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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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文老師設計：分組進入箭竹林、找路穿越到步道另一端。這

活動帶給小朋友很大震撼，璿為同學在他的校外教學心得上寫：「我

走一小段後發現，放眼四周都是箭竹，我被箭竹林包圍了。往前看根

本沒路，回頭看、來時路也被箭竹淹沒，我發誓：請媽媽到菜市場，

再也不要買箭竹筍了！找不到路我好害怕，會不會有蛇跑出來？正

徬徨、無助時，聽到平常上課最吵的那位同學在出口處喊：我們在

這、我們在這……忽然間覺得他的聲音好美妙，賴老師教背的詩原來

這時也用得上－－『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

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以後我不會說他話好多了。」 

謝謝愛婷老師、志文老師，專業令人折服、耐心又肯付出，從

不吝惜多教一點，學生受益良多，也讓學生在心中種下一顆愛好大自

然的種子。 

 

※志文教師心得 

愛婷老師即席教學的風采讓人賞心悅目，出發之前還緊張兮兮

地準備觀察題材，彙整環境網絡中的交互關係，想把更多生態細節

弄清楚，問了很多我答不出來的問題。今天一開口，立馬展現了臺

風穩健、談笑風生、欲罷不能的優質環境生態教學風範。愛婷老師

的教學引導循循善誘、發人深省，雖不敢說是震聾發聵，頑廉立懦，

但已然盪人心弦，任眼前的山川美景滑落每一個傾聽自然的學子心

靈中了。 

豐壤老師將戶外教學與微夢想計畫融合，活動規劃的細膩與投

入程度讓人敬佩；戶外教學前一天，豐壤老師帶領學生認識、朗讀

七星山學習單；走在步道中，學生已早早知道要觀察哪些生態，主

動去逡巡此行的學習標的與目標了。 

豐壤老師也善於激勵學生，他為參與的每位學生都預訂了一束

純白海芋花束，也預告了認真的參與者都有的即將入口的草莓冰

棒！ 

感謝豐壤老師安排這種具有地方創生色彩的米食文化戶外教

學，讓我們見學到精緻米食與育種技術之間的千絲萬縷牽連，真的

是「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呢！也讓我們實際認識了竹子湖盆

地種種獨特自然條件，才能讓溫帶稻米品種順利地在臺灣這塊土地

落地生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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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會想照著豐壤老師、盧會長的規劃及步

伐，帶著文化學子們來到竹子湖，遇見這麼美麗的田園景緻、大地

瑰奇，發掘這麼傳奇的梗稻身世、米食桌遊，走讀一趟這麼精彩的

複合式戶外教學活動！ 

 

※愛婷教師心得 

豐壤老師為學生付出、為活動徹夜、千方百計為教育創造可能

性。 

鄰國喜歡以「千年一遇」形容珍貴稀有；以珍貴稀有而論，豐

壤老師不啻是眼前的教育奉獻標竿了！在多年教育現場的見聞中，

真可說是「廿年一遇的豐壤老師」；而幸安 508學子的活潑與友善，

熱情與天真，也讓人印象深刻，堪稱是「廿年一遇的可愛班級」，真

的很榮幸有機會與 508再一次一同出遊。 

接受豐壤老師邀請，跟志文老師帶著幸安國小 508 學生戶外教

學，在爬向七星東峰時，一路艱辛。學生你一言、我一句的喊「剩半

條命了！」、「走不動了！」、「這輩子再也不來了，我媽也不會來

了！」、「我不應該來的！」一路哀嚎⋯⋯所幸，最後都如願登頂了，

得到志文老師精心準備的火山紀念品－－浮石。 

之後，從主峰走回小油坑的輕鬆下坡，氣氛轉變成一路嬉鬧，

孩子們臉上笑意盈盈，還會對著迎面的上山遊客說「加油！」。我知

道孩子透過挑戰，突破自己的極限，過程的汗水、疲勞、上氣不接

下氣等等辛勞，都已然雲淡風輕了！ 

走入寂靜山徑前，教師先行引導學生閉上嘴巴、打開耳朵，孩

子聽到了十種以上的自然聲響，包括遠方的行人的對話，也因位於

山凹處格外清晰。走在寂靜山徑中，我們並未主動提醒孩子開啟寂

靜模式，沿途全班卻只有輕輕的腳步聲，沒有交談。直到接近夢幻

湖時，有學生很小聲地問「老師，現在還是寂靜山徑嗎?」原來學生

以為寂靜山徑不能說話。我想：在大自然裡，與同學歡樂交談是愉

快的回憶，同樣的，與同學靜心聆聽肯定也是一種難得的經驗。 

自然的體驗，唯有親身參與方能領會箇中滋味；寂靜的自然，

只有靜心傾聽才有機會開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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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參訪蓬萊米原種田故事館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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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大屯火山群小油坑爆裂口探索任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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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大屯火山群小油坑爆裂口探索任務單(解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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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七星山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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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竹子湖－－蓬萊米的故鄉戶外教學遊記學生作品 

竹子湖－－蓬萊米的故鄉戶外教學 

         508杜若涵 

    這個星期四，也就是我們期待已久的校外教學，就是參訪蓬萊米的故鄉－－

竹子湖！雖然這次去的目的不是要去玩的，但我還是跟去六福村一樣，抱持著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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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又緊張的心情來看待這次親近大自然的校外教學。 

    做好萬全的準備後，我們就出發了！首先，我們去參觀了竹子湖蓬萊米原種

田故事館，裡面記載著許多關於蓬萊米和當地的特色。雖然要寫學習單，但也讓

我覺得有點闖關的樂趣。其中，我得知了海芋也有它自己的星座，而它的花語就

是勇敢及堅強，是為了感謝為社會大眾服務的護士們，所以每當到了護士節，人

們就會把海芋送給為我們貢獻心力的護士們，以表達感謝。在這次的參觀中，也

讓我知道磯永吉和末永仁這兩位蓬萊米之父、之母，為我們臺灣培育、研發及改

良出蓬萊米，讓人民可以吃著那麼可口的米飯。 

    接著，我們一邊走著，一邊欣賞著沿路的美景，徐徐的微風輕輕的吹拂著，

此時此刻，我正享受著大自然的美好。在午餐之前，我們來到財福海芋田玩了一

個精心設計、簡單明瞭的「六七拾米地」小桌遊，因為我們這組都沒什麼心機，

所以我就幸運的贏得了比賽。 

    終於到了期待已久的午餐時間，當我打開飯盒，一陣噗鼻而來的香氣竄入我

的鼻子，光憑感覺就知道，這飯盒一定很好吃。吃飽飯後，我們就出發前往小油

坑箭竹林！ 

    到了箭竹林，志文老師就開始跟大家介紹那裡優越的地理位置，還有竹子的

秘密。我一開始也沒有去注意，竹子旁邊為什麼都沒有其他的植物？但經過這次

的解說，我終於明白為什麼了！因為竹林會把陽光都遮住，而且它的根生長的很

密集；它還有一個秘密武器，就是它的根和葉子都會分泌毒素。箭竹的葉子也分

成兩種，一種是我們平常看到的那種「竹葉」，第二種就是包在莖上的葉片叫「籜

葉」。竹子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通常竹子死都是一起死，因為它是透過地

下蔓延的竹鞭來長出新竹筍，也因為是同一條竹鞭長出來的，所以命脈都是來自

於同一條主鞭。經過志文老師的一番講解，我們終於對竹子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到了我既期待又害怕的箭竹林探索，因為我們這組都怕有蛇，所以都不敢走

第一個，但最後我們還是手牽著手ㄧ同走進狹小又陰暗的竹林，我們尋著光，一

步步的在竹林中穿梭。終於，我們從一個狹小的洞擠了出來，原本心中的恐懼瞬

間消失殆盡，這次有趣的經驗，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最後，我們來到了小油坑火山爆裂口。一到了那裡，我就聞到了一股濃濃的

硫磺味，我覺得就像我最討厭的水煮蛋味。老師要我們用溫度計測量水溫及酸鹼

性，原本我猜水溫是 110度，因為我看那裡面的水一直沸騰，而且媽媽說通常沸

騰的水都超過 100 度，結果我們測出來的竟然是 82 度，讓我有點驚訝；而我用

石蕊試紙測出來的顏色是紅色的，所以溫泉的酸鹼性是酸性；溫泉旁邊的泥沙摸

起來滑滑黏黏的， 我覺得有點噁心。測量完以後，我們就開始觀察那裡的景色，

我們發現有些地方一直冒著白煙，仔細看，還會看到一些五顏六色的礦石；仔細

聽，還會聽到一陣陣的聲響，有點像飛機聲，又有點像施工的聲音；而那裡的火

山，是成層火山，它有一層一層不同的構造，非常的神奇。 

    我們依依不捨的離別了竹子湖、小油坑。這次的校外教學，讓我增進了許多

知識，也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謝謝志文老師生動又詳細的解說，以及豐壤老師

和同行家長們的陪伴。 

    這次的活動不但讓我了解了許多有關竹子湖的故事，也讓我們這些都市的小

孩體會到大自然的空氣有多乾淨，湖水有多清澈。雖然這次去沒有觀賞到海芋這

種美麗的植物，但希望下次光臨此地時，能夠欣賞到海芋和其他大自然的風景。

期望下次回到那裡時，景色仍然那麼的美麗，不要遭到人為的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