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一、 創新教學背景 

1. 創新教學背景 

    臺灣雖似麻雀小，卻又樣樣全。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造成地形多樣性高，從北端富貴角的

風稜石，到國境之南的珊瑚礁，處處可見不同營力展現。對北部學生而言，要到墾丁進行地理實

察，困難度相當高。本校位於新北市山區，學生大多來自三峽區附近。受到地理位置與家庭背景

的關係，過去只有高二校外教學(俗稱畢旅)，才有三天兩夜的機會，能到臺灣南端進行課外活動。 

    但是既然稱為畢旅，學生的心態不外乎以遊樂為主。當畢旅歸來，學生幾乎只剩遊樂園的記

憶，全然失去「校外教學」意義。 

    因此，本教學活動，希望在不破壞娛樂心情前提下，設計 5 分鐘地理連線 SNG 活動，讓學

生能使用行動載具，在墾丁地區以自主學習的方式，即時拍攝介紹珊瑚礁地形影片與照片。與學

校內低年級生進行連線。此舉，不僅讓高年級的學生，有當駐外記者的新鮮感，不減畢旅興致，

也讓低年級學生，在學習課本知識時，能與高二學長姐進行互動交流。，接收到墾丁地形特色實

況轉播(圖一)。 

 

圖一 本校與墾丁的位置圖 

2. 學生學習條件分析 

(1)學生為參加教育部行動學習計畫之高二學生，每人配置一台行動載具。 

(2)已學習過高一~高二的地形、台灣環境特色、國家公園等地理課程單元。 

(3)能流利操作行動載具拍攝照片與錄製影片。 

 

圖二  學生條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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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目的或能力指標 

    大多數高中生階段的孩子，表演慾強烈，很喜歡在舞台上表現，因而在學校活動性社團往往

容易爆滿。不過一旦上課時，請學生上台說明課程相關內容，卻又容易畏畏縮縮。所以在未經過

課程教育下，一般普通的高中生無法直接進行錄影分享法的活動。以致於過去的高中生，在 5C

能力的培養效果低落。本課程設計，在校內預先進行簡易課程練習，再透過體驗式學習(圖三)、

錄影分享法，提升學生的 5C 關鍵能力。 

 

  

圖三 學生經由畢業旅行使用 Skitch APP 編輯隆起珊瑚礁地形照片~體驗式學習 

 

教學

目標 

海

洋

教

育 

課程目標 
熟悉海洋科學的基礎知識。 

養成核心

能力 
瞭解海洋環境變遷的成因，並提出因應對策。 

地

理

科 

課程目標 

(一）增進學生了解人類活動和地理環境間關係的能力，包括： 

  1.認知形塑地表景觀的自然營力系統與人文系統。 

  2.了解人類活動及地理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 

（二）提升學生了解重要的地理學觀點與方法，並適當應用於地理問

題的能力，包括： 

  1.地理學的空間、生態與區域觀點。 

  2.地理學觀察、蒐集、整理及分析資料的方法。 

  3.實察、地理資訊系統與討論等技能。 

養成核心

能力 

(三）能積極參與課程相關活動，並有能力規劃戶外地理實察內容。 

  1.能蒐集相關資料，妥適地規劃野外實察項目、路徑與方式。 

  2.能進行野外實察，並能登錄實察所獲得的資料。 

  3.能整理、分析及探討地理實察所獲得的各項資料，並將結果以

圖表、報告等型態呈現。 

預期學習

成果 

能運用課堂上的所學，實際在野外觀察珊瑚礁地形與隆起珊瑚礁地形

景觀特色，並拍攝珊瑚礁地形簡介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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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體驗式學習提升學生 5C 關鍵核心能力(圖四)。 

2. 經由錄影分享法改變過往校外教學流於娛樂的缺失。 

3. 提供學生展現 5C 關鍵能力的舞台。 

 

圖四 5C 關鍵核心能力 

 

 

三、 創新教學之理念與作法 

(一) 創新策略 

1.「體驗式學習」教學策略:  

    體驗式學習總讓學生覺得興奮，因學生會主動參與學習過程，並從體驗中產生覺知與反思。

本教案設計地理連線 SNG 活動，讓學生採合作學習方式，使用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透過

通訊軟體，在墾丁國家公園進行即時實況連線，體驗當記者、撰稿、攝影師的工作。藉由對學弟

妹介紹，增加地理環境的覺知。 

 

2.「融入 app 自主學習」資訊化融入： 

    拍攝影片必須使用攝影軟體，在教育部行動學習計畫下，本校學生一人一台平板電腦。學生

利用網路，自行搜尋合適的軟體，進行影片拍攝與連線。 

 

3.「學習 V.S. 旅行」的校外教學反思： 

    校外教學在流於形式後，對學生來說已經沒有太大的「學習」意義。而若要硬塞過多課程在

其中，又會導致學生反感。因此，在設計地理連線 SNG 活動時，必須考慮 「學習」 V.S. 「旅

行」的平衡點。在融合學生喜歡到景點自拍的概念與 SNG 連線的趣味下，讓學生也能在旅行中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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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施方式 

1.跨領域教學: 

    在學生出發前，使用一節地理課複習珊瑚礁地形與台灣環境的特色。並預先讓學生觀賞「國

家公園行動解說」影片，請學生根據影片中的解說員說明方式，事先練習拍攝 1~3 分鐘的解說影

片練習。每一組學生都需要拍攝指定照片與影片，但教師須指定一組須進行野外即時連線。 

    另外，協同生活科技與美術教師，各借用一堂課，指導學生可以使用哪些 APP 以及攝影美

感技巧(圖五)。 

     

圖五 實施歷程 

 

 

教學科目 重大議題 創意教學創新策略之教學活動 時

間 

評量方式 

地理 海洋教育 

環境教育 

1.結合行動學習，配合墾丁畢旅進行體驗

式學習活動。 

2.運用國家公園行動解說員影片，引導學

生透過錄影分享法，提升學生有效學習。 

 

1 (1)拍攝恆春西台地

照片並使用 APP 寫

出(離水/沉水作用)  

 

(2)拍攝介紹墾丁珊

瑚礁地形或海生館

珊瑚的影片 

生活科技 1.結合行動學習，預先練習拍照與錄影

APP。 

2.使用 Sckith、Line、FB 進行教學練習。 

1 

藝術與人文 1.講解時間與日照位置產生的光影位置。 

2.攝影畫面佈置教學。 

1 

 

地理連線

S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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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科課程: 

時間 
活動流程 教學內容及注

意事項 
資源與評量 

10 分鐘 

1. 教師於課前請小老師先發下活動單，並說明以組為

單位。 

2. 一上課，教師直接說明:「各位同學好，今天要上課

的內容為珊瑚礁地形。首先我們先一起來欣賞一小

段，墾丁的珊瑚礁影片，並且在觀賞完畢後，討論

活動單中的內容。」 

3. [行動解說員]墾丁國家公園- 貓鼻頭公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xVE5m6PBA 

影片播放。 

 

1. 珊瑚礁地

形的特色 

2. 臺灣南部

海岸地形

特色 

活動單 

20 分鐘 

1. 影片欣賞完畢後，讓小組有 15 分鐘的討論時間，

在討論中完成活動單所負責的題目。 

2. 教師提醒小組，此時可以利用平板電腦，上網查詢

更多資訊。 

3. 並請各組事先規劃拍攝的地點與腳本編制。 

1.活動討論須

掌控時間，可

以在投影幕

上，播放計時

器，提醒討論

的同學。 

海報紙 

17 分鐘 

1. 將討論的內容簡要寫在電子白板上。 

2. 小組依次上台口頭報告。 

活動討論須掌

控時間，可以

在投影幕上，

播放計時器，

提醒討論的同

學。 

口頭簡報 

3 分鐘 教師講評後，說明校外教學活動的注意事項。   

15 分鐘 

畢業旅行校外教學活動: 

 

1.由學生自行決定影片拍攝的取景地點。 

2.請各組攜帶相機或可錄影之設備。 

3.畢業旅行第二天晚上(回程之前)，將影片直接上傳

至雲端硬碟(可使用飯店之網路)。 

 

◎指定組別，使用 Line進行現場直播，與教師帳號進

行連線，直接進行 5分鐘連線。 

請學生拍完指

定照片與影片

後，立即上傳

至網站。 
照片與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xVE5m6PBA


7 
 

3.問題解決: 

    體驗式學習讓學生在實際世界中，面臨真實問題而又必須運用所學，在參與過程中，解決

問題。例如，在即時連線過程，學生必須自己學習如何解決突發狀況，提升自主學習能力。於

出發前，學生須先討論腳本與可能遇到的問題(圖六)。 

 

  

圖六 學生於課堂中預先規劃與討論 

 

4.多元評量方式 

(1)拍攝恆春西台地照片並使用 APP 寫出(離水/沉水作用) 50% 

(2)拍攝介紹墾丁珊瑚礁地形或海生館珊瑚的影片 50% 

 

四、 創意教學成效評估 

I.  鑑賞力：透過體驗式學習活動(圖七)，學習墾丁地形特色之認知。 

II.  合作力：由地理連線 SNG，透過團隊分工，集合眾人之力完成連線活動。 

III. 應用力：能夠搜尋到適合的攝影與連線的 app，與學弟、妹分享。 

IV. 熟練性：將高一、高二地理、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所學，應用在作品呈現。 

 

  

圖七 歡樂畢旅實景 

 

※關鍵詞：地理連線 SNG 、體驗式學習、自主學習、校外教學、墾丁地形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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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影片作品 

  

學生影片 學生影片 

  

學生影片 學生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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