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中等教育學程師資生實地學習紀錄表 

學生姓名：蔡家茵 學號：S03720022 科目：教學實習 

日期時間：  2018  年 3  月  30 日（星期  五 ）  8  時 00  分至  16 時  00 分 

實地學習學校：雲林縣縣立樟湖生態國民中小學                                      

實地學習項目： □訪談中學教師  □訪談中學學生  □課室觀察  □補救教學(課業輔

導) □其他：參訪學校 

□其他：校園參訪、了解其特色教學 準備活動：□拜會機構相關人員  □場地探查  □訪談大綱準備  □教案/教材準備 

□其他： 

實地學習內容與心得、反思（至少1500字，並附上活動照片） 

這一天我們一早從東海出發，而我在遊覽車上睡著再次醒來時，發現我們已在蜿蜒的山路上。

當我們到達時，熱情的樟湖國中小主任就為我們介紹了校門口的招牌，其造型像一個燈塔，主

任跟我們解釋現在的樟湖國中小是重新建校的，原本的樟湖國中小並非在此地，因為當年九二

一大地震，震壞了那時候的校園，後來憑藉著張榮發基金會的資源幫助，才在此地重新建立了

現在的樟湖國中小。  

接者我們進入校園，看到一面放有校訓的牆，牆上的內容是「人生十二堂道德課程」，這面牆

的前方也是這所學校的集合地點。而校園後方是一片茶園 ，這是學校和茶農租的地，可以進行

環境教育，一方面也能夠協助茶農的茶葉推廣，使學校和社區有了密切的合作關係。主任帶著

我們進到綜合教室，這個教室的設計我覺得也相當特別，教室有一側是活動鐵門，自然光線相

當充足，在這裡校長首先向我們介紹了學校的校本課程以及樟湖國中小的教育理念，校長強調

他們的校本課程就是結合社區和生態環境來設計活動與安排課程，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單車環

台、登山課程等等，藉由這些活動，讓學生從活動的規劃、訓練時就主動參與，並且讓學生當

導覽員，而非由老師帶領、完全由老師們講解，透過實際的訓練，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和對整

個活動的體驗 。因此，學生必須要有一定程度了解活動內容中自然生態的知識。後來，校長因

有重要會議要參與，所以主任接續介紹，主任進一步介紹討論如何在各領域的學科活動中結合

學校周遭及社區的資源，例如：在自然領域，設計一個”如何泡出好喝的茶”的實驗，藉由讓

學生實際設計及操控泡茶的水溫及浸泡時間，去記錄出什麼水溫和泡的時間泡出來的茶

會最好喝，讓課程更加生活化。在訪談結束後，主任帶領我們走向學校的後門，經過廚

房、宿舍與籃球場，並解釋為何需要宿舍，讀樟湖的許多學生並非本地生，蠻大比例都

是 因為聽聞樟湖實施生態教育而前來就讀，加上地理位置偏遠不便，因此需要學生宿



學生實際設計及操控泡茶的水溫及浸泡時間，去記錄出什麼水溫和泡的時間泡出來的茶會最好

喝，讓學校後方通往山頂的產業道路，主任還說這就是學生們的大操場。在登山的途中，主任

也很詳細的介紹周邊的自然景觀，通往山頂的這段路真的不好爬，相當的陡峭，但大家還是一

步步地爬到了山頂。唯一可惜的是那天空氣品質不是太好，所以無法很清楚地看到平原風景，

這也讓我們意識到應該要好好保護環境資源， 否則一旦遭到破壞， 就真的很難再回復原先美

好的樣子。 

 

總心得: 

很開心能夠來參觀這所特色學校，我相信樟湖國中小能夠有今天的成果校長以及全校老師付出

的相當多。在一個活動實施前，主任都會先去場勘過，以免意外發生。然而，教師流動率高也

是樟湖國中小的一大挑戰之一，要如何維持相同的教育想法和規劃，但目前看來，校長和主任

老師們的關係都合作得相當好。雖然樟湖國中小在蠻偏僻的山區，但仍有許多家長想把孩子送

來這邊就讀，而主任也說明，在收取學生前，他們會跟家長做溝通，跟他們說明評估適不適合

就讀，在少子化的趨勢中，學校不會有學生就收。但令我收穫最多的是，課程與生活化的結合。

這點我覺得真的很重要，從生活上來切入，讓學科知識不再是課本上的理論，而是活用的，也

能讓學生更容易了解吸收。更進一步與社區做結合，學生開心地玩耍中，其實時時都在學習成

長。 

 

 

 

 

 



 

 

 

 

 

 

 

 

 

 

 

 

 

實地學習項目 時數 總時數   通過與否 

訪談中學教師 時  □ 通過 

 

□ 不通過 

 

訪談中學生 時 

課室觀察 時 

補救教學/課業輔

導 

時 
其他 時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