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挂起課程魂靈與戶外教學之我兌

宋滿足

國立林口啟哲學校、.、
A 

已戶甸、一‘

畫、 前言

f~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J '我想這樣的

理念應該可以運用至任何教育領域中!在期

初的課程規章便與任課老師討論，如何將課

程內容與戶外教學相互結合，讓學生有目的

學習並能運用至社區中﹒故課程規11J上以學

生的生連年齡和所處的環境為考量，以生態

評蠱、發展和實施生態課程的方式來進行教

學 。 主主課程目標和內容是透過生態評量的方

式，分析學生目前及朱來環境所需的技能，

將課程領域依攘教育部(2000) r 特殊教育學

校高中職教育階段 」 智能障礙類課程綱要區

分為三大領域，分析每個領域中學生可能參

與的環境，並在此環境中一般成人可能傲的

活動，已成為身心障礙者在這些環境中必須

學習的技能， J比技能即為課程目標﹒(鈕艾

英， 2003) 

我想教育不應該只侷限於教室內，應讓

學生走出教室跨入社區，藉看課堂上所學習

到的經驗，在社區中驗證 。 生態課程的目標

在使智能障礙者適應正常化的環境，並能獨

立生活，透過生態課程與戶外教學的配合期

待學生能有 「帶著走」的知識將所學運用至

日常生活情境中，能糟熟所學為將來獨立生

活作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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膩、生態課程

特殊教育的課程一股而言可分成三類

一、發展佐課程.二、功能性課程. 三 、生

態課程，此三種課程各具特色，其比較如表

l 所未﹒近年來，生態課程不斷彼特殊教育

者倡導運用，起源於下列四點要絮一、考慮

重度障礙者的學習特徵;二.發展性和功能

性取向的缺失，三、智能障礙者畢業後的職

業適應和生活適應不佳，四、目標未能反應

成人生活的指標仔 | 自鈕文英， 2003)且生態

課程的教學比發展佐課程或功能性課程的教

學，更易使身心障礙者融入正常的社會(李宜

臻， 2004) ﹒ 陳靜江( 1997)認為生態課程具備

四種重要向度，包含個體的特質、環境的特

性、個人與環境的互動情形‘個人本身與重

要他人的感受與態度﹒生態課程具有下列特

色。 一 、強調教導生態環境中符合功能性、

生理年齡之活動與技能: 二 、注重其實生活

中所需的知織和技能，重視社區本位教學，

三、教學內容反應生活的各個領域，重視轉

銜;四﹒注重學習者與正常人融洽、互動的

活動，提高學習者的被接納度 ， 五、採零推

論的策略，盡可能在其實情境中，進行教

學;六、教學內容鼓勵教師、治療飾、家長

與學生等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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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課程的實施除7在課程規量的上應有 課程領域學生可能參與的環境，並在此環境

詳細的評估，以學習者生態系中的四個重要 中一般人可能做的活動 ﹒ 如此一來便能為她

向度為依擻，更需要重視學習者目前及未來 們設計出適合他們融於社會的課程﹒

環境所需的知識、技能等作考量 ， 分析每個

衰 l 三種課程取向之比較

向度取向 發展性課程 功能性課程 生態課程

目標
使智能障礙者能趕上正常 使智能障礙者適應正常化使智能障礙者適應正常化

人的發展 的環境，並且獨立地生活 的環境，並且獨立地生活

l 發展評量 找出重要 ] 生態評量

的、吳功能性‘旦適合 2 強調家長、和學生(如果

決定課程內 發展評量:找出合乎發展 生理年齡的課程目標和 適當的話)參與整個選擇

容之方法 順序的課程目樣和內容 內容 課程目標和內容的過程

2.獨立生活技的標準參照 3 強調個別化的課程目標

評量 和內容

適合任何年齡及障礙程
適合任何年齡及障礙程;

適用對象 年幼或輕度智能障礙者 度 ， 尤其是年長及重度障
度 ， 尤其是年長及軍度障|

礙者
礙者

l 語言
l 語言/溝通

2 知覺/精細動末考慮學生
2 生活自理

生連年齡 ，對年長者可 1居家生活
3.家事

能反而擴大其作 2 學校生活
4 社區活動

課程領域 1社會/情緒 3 社區生活
5.職業/職前訓練

4.認知 4 職業生活
6 休閒/娛樂

5.自理能力
7.與一般人互動

6.粗大動作

資料來海: (鈕文英， 2003 ' P72-73) • 

.、 戶外教壘，

關於 F戶外教學』定義眾說紛耘，各學

者亦有不同的觀點與見解如 Harnmennan 等

學者(1 999)對戶外教育的定義為 ( 應用戶

外以為學習之實驗室﹒ ] 除了國外學者的看

法之外 '!M合圍內學者的看法分述如下 .

學定義為;學生在老師或家長的協助引導

下，步出教室、校門.而在社區、社會、田

野、大自然裡等 ，進行有規JlJi主﹒系統性 、

目標性之學習活動﹒戶外教學及所謂體驗學

習 ，是指學生在學校或教師安排之下 ，體驗

各種學習活動 ， 自做中學，加上反思的整合

活動 ， 來達成體驗學習的效益﹒從有意義的

學習 ， 並由活動中習的各種生活實用能力 ，

運用在實際生活倩境中(吳清山， 2003) • 

王金、朱慶昇( 1995) 戶外教育IlP課外

的活動，主主於學習發現原則與感宮的使用，

使學生從實際、生活的體驗學習 ， 有助於其

對特定主題的了解﹒李良山(1996)將戶外教

36 特教通訊民 98 年 7 月

因此，綜觀上述之概念，戶外教學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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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外的活動，藉由教師與環境做結合已達

成學習目標的戶外實驗室 。 換言之即教師帶

領學生走出教室，以從事有規劃性、有系

統、目標性的教學活動，讓學生透過其實的

體驗，去了解人、環境、學科課程之相互關

係 ' 以作為未來在社區生活中的應驗﹒

肆、生態鎳程與戶外教學之結合

近年來 ， 生態課程不斷地被教育者倡導

運用，主要原因是生態課程的教學，容易使

身心障礙者融入正常社會﹒鈕艾英(2000) 認

為生態課程結合功能性課程的特點，強調學

校教師、治療飾、家長、學生與社區參與課

程規I1J的過程 ， 以發展個別的學習內容 ﹒ 從

不同人物的觀點去歸納學生所需的課程再利

用社區參與的機會去修正 、 映證所學 。 如此

一來便能使教學更加生動化讓學習的動機提

高 ﹒

在啟智教學的過程中 ， 深感特殊學生在

生活上基本的禮儀與技能訓練的重要性，但

若只是單純的在課堂上不斷訓練生活禮儀

如譜、謝謝、對不起、洗手、切食物﹒洗

東西...等﹒對學生而言難以引發學習動機且

特教通訊 民 98 年 7 月

不易融於生活中，故如何結合校內、外教學

活動言醫學生有興趣學習能類化或轉移到日常

生活情境中是值得從事教育工作者深思的﹒

從這樣的思維中我們以餐飲為主題，發

展出融合社區生活、家庭個人、職業生活等

課程內容教學如圖 l 及表卜並將餐飲-戶外

教學活動規化如圍 2 。 利用學生所期待的戶

外教學與生態課程做結合，在課程進行前以

生態評.11:收集學生個別資料了解其先備能

力 ， 再從教學中及課堂模擬演練運用課程本

位評暈、(教什麼就評什麼)、動態許量(在學

習活動中的評量)如可表 3 、卷宗評.11:(評定學

生學習進步的歷程) .評定學生的學習表現.

在一連串的學習過程中過動的自閉兒 ， 能安

稽的坐在位于上完成切塊、學習等待，而唐

氏症的孩子能分辨許許多多的食材與工具 :

且利用角色扮演的教學活動讓孩子能了解守

秩序與禮儀的重要性﹒這二者的結合不僅學

習者學習動機提高、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聽

到學生運用諧、謝謝、對不起.. .等 ﹒ 我想這

就是讓學習的知識落實於生活情境中 ， 讓學

生有「帶著走J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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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設計

以生態評量為依擻. r餐飲」為主題將課程區分為三大領域其內容規J1J如下闡 4-1

l 交通工具的選擇

2 交通工具使用

3 交通安全

一---l刷家庭個人生
活能力/行

教

餐飲

學

活

職業生活/

工作知識

社區生活/

社會能力

動

l 工作戰種

2 工作安全

3.工作環境

l. iit土區資源的使用

2社交禮儀

3.人際關係

4 用餐禮儀

設

'+I z--u 

三大領域課程設計圖 1

二、在課堂上模擬午餐的約會一角色扮演教學活動

(一)評估使用刀叉能力並配合語文與數學的認知將學生分組

(二)依同學意廠每組派出一位同學負責協助餐飲工作

(三)以「餐飲」為主題的核心課程並以工作分析方式進行教導

(四)以角色扮演的方式進行教學﹒

三、後續活動

(一)對無法使用刀叉的學生改以其他方法代替

(二)發活動行程表、家長同意書並邀請家長參與

1.Il 1 三大領域課程大綱

教
學
活
動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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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戶外教學

行前篇 課程規直到 餐飲戶外教學 省唐、與檢討

1.調查先備能力 J. r 餐飲 J 1 搭公車 1 經驗分享

及社區環境 二大領域教 2.點餐禮儀 2.問題討論

2. ã育教他人收集 學設計 1用餐禮儀

資料 如國 4-1 如表 4-1

2.戶外教學活動
後續發展

設計
J.家庭體驗

如表 4-1 2 你和我有各約

定

國 2 餐飲﹒戶外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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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餐飲戶外教學一牛排館點餐教學活動

一、出設前

I 拿取搭車費用袋，並言青班長確認搭車金額 。

二 ﹒ 由學校出發至公車站

l 依組別順序行走 ， 注意交通安全 ﹒

三、購票搭車

1.請同學判斷搭乘車輛 r台北車站往林口竹林寺』

2.投幣或使用悠遊卡搭車

四、下車抵達目的地之前

1 下車後，班長清點人數並跟老師回報

2 前往用餐地點， 注意交通安全

地的自達抵五
戶
外
教
學
牛
排
館
點
餐
教
學
活
動

1.班長清點人數並跟老師回報

2.ã青班長帶領同學入內等候服務生帶位

3.服務生帶位後各組依組別座好

4.各組學生分別練習點餐

六 、用餐前

1 請各組同學互相幫忙拿取刀叉 、準備飲品、練習烤麵包

2 請各組同學依續自助佳選擇莎拉、甜點 ﹒

七、用餐中

1.模擬送錯餐時應有的反應

八 、用餐後

l依續至有E種結帳 ， 將發票放置用餐費用袋 ， 班長收齊後交給老師

九、集合與返校

1 班長清點人數跟老師回報

2 請班長發給同學搭車費用袋 ， 搭乘後並囝收費用袋

3 請問學判斷搭乘車輛 F林口竹林寺往台北車站』

4 下車後，班長清點人數並跟老師回報

i步行返校，結束午餐的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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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午餐的約會-戶外教學評量表

姓名﹒
~ . 班級 日期-

教學
行為目標 評量方式 評量標準 支持程度 教學決定

活動

投幣或使用悠遊卡搭車

排隊上車

安靜就座

沒位子時，會拉著扶手
搭

下車時將票根交給司機
公車

能依車上狀況適時說譜、謝謝、對不起、借

過

上下車能注意交通安全

過馬路能注意交通號誌

行走天橋過斑鳥線，注意安全

能在牛排館等候區安靜等候帶位

點餐 就定位置後能安靜等候點餐

禮儀 能用口語或圖片指出事先預定點購之餐點

能依餐廳當時狀況說請問、謝謝、對不起、

借過

能安靜用餐不大聲喧嘩

儀用餐禮
能使用餐具進餐不用手抓

能適量選擇莎拉、古甘品、飲料、麵包不過量

能至櫃檯排嫁給帳

能依餐廳當時狀況說請幫忙、謝謝、對不

超、借過

評量方式 A 問答 B ﹒實際操作 C ﹒觀察 D 作業單 E: 其他

評量標準口 自己完全獨立操作 A ﹒口語協助下能獨立操作

。:肢體協助下完成操作

1 : 20% 2: 20--40% 3: 40-60% 4: 60- 80% 5: 80-100% 
教學決定勻蹟充 台~ :類化 門通過 亡;抽離 力.繼續 X 放棄

評量結果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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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結語 務初探﹒ 司里境教育拳刊 . 29 • 62-69 • 

藉自生態課程的教導並配合動態評蠱、 李宣臻(2004) 。主題式生態課程的教學-運用

卷宗評量及戶外教學的印正，可適時發現不 於智能障礙的孩子 ﹒ 特殊教育季刊，

同障礙程度孩子的學習狀況，並依許麓結果 93 • 28-33 • 

適當的修正教學內容，如此便能培養智能障 吳潛山(2003) 。體驗學習的理念與策略﹒ 教

礙者具備「帶著走」的能力。 師天地 .129. 14-22 . 

我相信給學生機會他們終究慢慢學習會 教育部(2000) 。 特殊教育學校高中驗教育階

許多事情，在教學上如能事先妥善規劃課程 段智能障礙類課程綱要﹒台北市:教育

並做好評暈、配合生態環境運用，將戶外教 部﹒

學落實於社區環境中，那麼障礙者 「融入正 陳靜江(1997) ﹒ 生態評置在支持住就業的應

常人生活」 的能力必會提升﹒而且從生態課 用 。 載於許天威、徐享良(主編) : 殘障

程與戶外教學結合的過程中每每讓我感受到 者職業訓練與就樣輔導之理論與賣聲

學生的成長，給他們機會或許會有無限的可 (27 1-30 頁) . 台北市 行政院勞工委員

能產生﹒我相信教育的最終目標是要快樂學 會職業訓練局。

習，並將帶著走的知識運用於生活情境中而 鈕文英(2000) 。 如何發展個別化教育設計﹒生

非只是為了忙忙碌碌的功利生活﹒諸報我一 態課程的觀點 ﹒高雄市 . 國立高錐師能

視同仁對待學生 ， 而不要受其外在影響 ， 期 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待自己能隨時保持熱忱與衝勁 ， 為教育下一 輩丑女英(2003 ) . 啟智教育課程與教學設計 ﹒

代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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