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年青年見學計畫—澎湖大池社區戶外走讀教案設計 

教學主題 「池」來的批(以台語發音) 設計者姓名 許方瑜 

教育階段 □高中   V 國中   □國小 教學領域 社會、國文 

實施對象 國中二或三年級學生 
實施期程

(時間長度) 

3節課，165分鐘(3堂課接

續著進行，包含下課時間) 

課程設計

理念 

    將戶外走讀課程設計成實境遊戲，透過實境遊戲中的故事來引起學生學習

動機，並引導學生走入社區，在走讀過程中與同儕互助合作，甚至與村民對話

互動來完成關卡任務，刺激學生能夠自主的去觀察、去發現、去反思，同時也

能深入社區的歷史和人文。 

    〈「池」來的批〉故事設計背景為長年在外的遊子在回鄉時從家人手中拿到

一疊疼愛她的阿公寫給她卻沒有寄出的信，信中除了充滿已逝阿公對孫女的思

念之情之外，阿公也在一封封的信件中跟孫女分享村子裡這些年來發生的大小

事。離鄉多年再次重回家鄉，遊子深感物事人非，對大池的感覺既熟悉又陌

生，於是在讀完阿公寫給她的信之後，決定依循著信件中的內容，將自己過往

和現在對大池的印象重新牽連起來，並找出阿公在信件中提到屬於大池的「珍

寶」。 

 

※信件的內容設計及關卡任務設計請參考大池社區發行的〈鄉情〉及〈大角

誌〉刊物之內文，取材範圍涵蓋「大池歷史沿革」、「當地節慶習俗」、「廟宇文

化(三間土地公廟、西林寺、北極殿)」、「先民的智慧(苧麻、薯榔、石

滬)」……等。 

「戶外教

育」議題

實質內涵 

戶-J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臺灣環境並參訪自然及文化資產。 

戶-J2 擴充對環境的理解，運用所學的知識到生活當中，具備觀察、描述、測量、

紀錄的能力。 

戶-J3 理解知識與生活環境的關係，獲得心靈的喜悅，培養積極面對挑戰的能力

與態度。 

戶-J5 在團隊活動中，養成相互合作與互動的良好態度與技能。 

與課程綱要對應之各領域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社會領域：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

題。 

社-J-A3 主動學習與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善用資源並規劃相對應的行動方

案及創新突破的可能性。  

社-J-C2 具備同理心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關係。 



 

國文領域： 

國-J-A2 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有效處理問題。 

國-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讀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本的能

力，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與互動。 

國-J-C2 在國語文學習情境中，與他人合作學習，增進理解、溝通與包容的能

力，在生活中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社會領域：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其抉擇。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題，並進行探究。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論。 

社 3d-Ⅳ-1 規劃與執行社會領域的問題探究、訪查、創作或展演等活動。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與詮釋。 

地 1c-Ⅳ-1 利用地理基本概念與技能，檢視生活中面對的選擇與決策。 

 

國文領域：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學習 

內容 

社會領域： 

歷 Ka-Ⅳ-2 舊傳統與新思潮間的激盪。 

地 Ca-Ⅳ-3 聚落地名的命名與環境、族群文化的關係。 

 

國文領域： 

Bb-Ⅳ-2 對社會群體與家國民族情感的體會。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學習目標 

1. 知識的建立：學生能夠更加認識大池社區的歷史及人文背景。 

2. 體驗與觀察：學生能夠帶著好奇心盡情探索社區、與當地互動、體驗當地。 

3. 發現與反思：學生能夠透過文本內容和實際所見來進行思考並解決問題。 

4. 互助與共好：學生能夠在小組活動中展現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

合作的互動關係。 

學習資源 
V 學習單 V 教學照片 □教學影片 □平台網站 V 軟硬體設備 

V 其他：實境遊戲文本道具 

 

 

 

 



 

 

教學活動單元主題：「池」來的批—澎湖大池走讀實境遊戲 

教學時間 3節課(包含下課時間)，165分鐘 

教師教學活動 學生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教學資源、評量方式） 

第一節課(室內課) 

一、 引起動機 

1. 簡介大池社區，並以

「大池」地名的由來

提問，讓學生說說看，

但只蒐集學生的想

法，教師先不公布答

案。 

 

二、 發展活動 

1. 學生分組(異質性分

組)。 

2. 進行實境遊戲說明並

發下故事文本讓學生

閱讀。 

 

三、 綜合活動 

1. 教師統整故事文本內

容，並確認學生有無

疑問。 

2. 交代接下來分組走讀

的注意事項(活動、安

全等方面)。 

 

 

1. 學生說說看對大池地

名由來的想法、猜測。 

 

 

 

 

 

 

1. 學生依教師指令分組。 

2. 學生聽教師說明遊戲

規則並閱讀故事文本。 

 

 

 

 

1. 學生提問。 

2. 學生聽教師說明、提醒

注意事項。 

 

 

 

5min 

 

 

 

 

 

 

 

10min 

20min 

 

 

 

 

 

5min 

5min 

教學資源： 

◎課程及實境遊戲說明簡報。 

◎實境遊戲文本(各組一套)。

◎搭配關卡任務設計的學習

單。 

 

評量方式： 

◎問答評量。 

◎態度檢核。 

 

※各組組長與教師建立聯繫

方式(電話、LINE等)。 

第二節課(室外課) 

一、引起動機 

1. 發下實境遊戲的故事

文本(信件)和大池社

區的地圖。 

2. 指示各組進行起點路

線的分配。 

 

 

 

1. 學生點收教師發下的

文本和地圖並進行初

步的閱讀和討論。 

2. 學生以轉盤方式決定

起點路線。(路線重疊

沒關係) 

 

 

5min 

5min 

 

 

 

 

教學資源： 

◎實境遊戲文本(各組一套)。 

◎大池社區地圖。 

◎路線轉盤道具。 

 

評量方式： 

◎關卡任務的完成狀況。 

◎小組的合作與溝通態度。 



 

 

二、發展活動 

1. 走讀實境遊戲開始。 

 

 

 

三、綜合活動 

1.教師到各組確認各組

進度(做知識性內容小結

與解答、適時給予提示幫

助)、關心學生身體狀況

並提醒遊戲時間。 

 

 

 

1. 各組依路線帶開進行

走讀實境遊戲。 

 

 

 

1. 各組執行關卡任務中。 

2. 各組組長在小組執行

新的關卡任務時須向

教師回報進度及所在

位置。 

3. 學生在遊戲過程中可

以以「拍照」及「文字」

方式記錄所見之事物

及小組活動情形。 

 

 

 

45min 

 

 

 

 

(與發

展活動

同時進

行) 



第三節課(室外→室內課)  

一、引起動機 

1. 教師可以設置精神補

給站(發放飲料、零食

等)，並以通訊方式公

告給各組，藉此提振

學生的精神及士氣。 

 

二、發展活動 

1. 接續上一堂課的走讀

實境遊戲。 

 

 

三、綜合活動 

1. 各組到齊後，教師進

行口頭調查： 

(1) 疲 累 程 度 幾 顆

星？(2)遊戲困難程

度幾顆星？ 

2. 請學生分享活動心得

與收穫(先由學生自

由分享，若是學生在

表達上有遇到困難再

以下列問題循循善

誘)： 

(1)過程中有遇到什

麼困難嗎？後來怎麼

解決？ 

(2)對大池社區有沒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3)可以用一句話來

描述你對大池社區的

認識嗎？ 

3. 教師對知識性內容進

行統整並給予學生肯

定和勉勵。 

  

 

( 於 活

動進行

中不定

期 執

行) 

 

 

25min 

 

 

 

 

5min 

20min 

5min 

評量方式： 

◎關卡任務的完成狀況。 

◎小組的合作與溝通態度。 

◎小組心得分享及個人心得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