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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撰寫注意事項 

計畫 重點說明 

計畫一 

健全組織

運作 

1.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成員應具備戶外及海洋相關知能。 

2.具體說明中心運作方式及輔導團隊諮詢方式。 

課程教學 

1.請於 2 條學習路線中呈現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學習內容(可一條路線同時

包含戶外及海洋，或戶外、海洋各一條路線)，並將研發完成之路線提供本

署。 

2.在 111-114 學年度發展項目及進程中納入本項主軸之其他發展項目需一

併呈現。 

教師專業 

1.至少辦理 1 場安全風險相關增能課程或研習。 

2.繳交成果報告書時，請將規劃完成之增能課程/研習之課程表提供本署。 

3.教師專業社群可跨校組成。 

4.在 111-114 學年度發展項目及進程中納入本項主軸之其他發展項目需一

併呈現。 

資源應用 
1.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網站請使用「單一入口網」。 

2.在中長程計畫中納入本項主軸之其他發展項目需一併呈現。 

行政支援 

1.為配合辦理全國海洋成果展及戶外教育年會，請於 112 年 8 月至 12 月間

規劃全國海洋成果展；於 113 年 1 月至 7 月間辦理戶外教育年會相關主題

活動，俾本署統籌規劃活動宣傳期程。 

2.在 111-114 學年度發展項目及進程中納入本項主軸之其他發展項目需一

併呈現。 

其他 
在 111-114 學年度發展項目及進程中無法納入上面所列主軸者，一併呈現

於本項目中。 

經費 請填寫表 1 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經費申請表。 

計畫二 

學校實施

戶外教育 

1.地方政府應結合中央政府發展之學習路線(教育部戶外教育資源平臺)或

地方政府發展之體驗學習路線，制定相關審查機制。 

2.鼓勵學校結合校本課程、彈性學習課程或戶外教育資源平臺上之跨部會

場域辦理戶外教育，並進行城鄉交流。 

學校推展

優質路線 

1.課程內容理念應能回應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並整合在地社區資源，發展

主題式學校路線以深化學習內涵。 

2.應具體說明交流共學機制，他校觀摩參與方式及課程內容。 

學校辦理

自主學習 

1.發展以師生為主體共同規劃，並鼓勵實施跨區域（如跨直轄市、縣(市)或

同直轄市、縣(市)跨越不同行政區）之住宿型自主學習課程。 

2.應針對參與課程之師生，辦理安全風險管理知能研習。 

經費 
表 2 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經費申請表-地方政府填列提報 

表 4 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經費申請表-學校填列提報  



 
 

計畫三 

研發海洋

教育教材 

1. 繳交成果報告書時，須將完成研發之數位化教材提供本署。 

2. 需將完成之教材進行推廣。 

3. 每一計畫需填寫一份表格，請自行增加表件並依序編號(例如：3-1-1)。 

提升教師

海洋教育

素養 

1. 均須辦理「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工作坊/相關活動」及「海洋教育課程共備

社群」。 

2. 增能研習/工作坊/相關活動之規劃可結合綠階海洋教育者。 

3. 繳交成果報告書時，請將規劃完成之增能課程/研習之課程表提供本署。 

4. 每一計畫需填寫一份表格，請自行增加表件並依序編號(例如：3-2-1)。 

學生海洋

體驗課程

活動 

1. 應佔計畫三總經費四分之一以上。 

2. 學生體驗課程主要辦在學期間，另針對非臨海學校規劃體驗課程。 

3. 每一計畫需填寫一份表格，請自行增加表件並依序編號(例如：3-3-1)。 

經費 請填寫表 5 推動海洋教育課程經費申請表。 

1.各項計畫中若屬縣市自籌款或其他計畫支應經費之項目，應於計畫中註明，並不得將經費納入

本計畫經費表中。 

2.受補助之地方政府及國立學校，倘配合本署或自行公開之必要，拍攝學生照片或影片，應自行

取得家長同意書並妥善留存，另因本計畫所產出之教案、學習單、教材及教學影片等應無償授

權本署於符合教學目的之範圍內，重製、使用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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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一、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1.1 健全組織運作 
本項目包含縣市推動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整體組織運作及中長程推動規劃，可參考去年度提

報之 111－114 學年度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發展項目及進程撰寫並滾動修正 

1-1-1 組織架構 

請說明縣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相關任務： 

1. 中心人員分工 

(1) 以架構圖方式呈現(如下圖)，輔以文字說明。 

(2) 組織成員應兼顧戶外與海洋教育知能。 

 

 

 

 

 

 

 

 

 

 

 

 

 

 

 

 

 

 

 

執行單位 OO 縣(市)政府教育處(局)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地方政府 

戶外與海洋教育推動小組 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 

計畫主持人(建議為地方政府代表) 

服務單位/姓名/職稱/職責 

中心主任(建議為校長)-計畫協同主持人 

服務單位/姓名/職稱/職責 

 

戶外與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 

執秘(建議為學校主任)-計畫協同主持人 

服務單位/姓名/職稱/職責 

專案人力 

姓名/職責 

召集人 1(課程發展) 

服務單位/姓名/職稱/

職責 

 

召集人 2(教師專業) 

服務單位/姓名/職稱/

職責 

召集人 3(資源整合) 

服務單位/姓名/職稱/

職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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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戶外與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成員及會議規劃 

3. 中心運作方式(含定期會議、工作小組等辦理方式) 

4. 諮詢輔導團隊成員及運作方式(如入校輔導、諮詢會議等) 

1-1-2 111-114 學年度發展項目及進程（請逐年進行滾動修正） 

主軸 發展目標 發展項目 

發展進程 執行成果 

111 學年

度 

112 學年

度 

113 學年

度 

114 學年

度 
111 學年度 

主軸一 

課程 

教學 

       

      

      

      

主軸二 

教師 

專業 

       

      

      

      

主軸三 

資源 

應用 

       

      

      

      

主軸四 

行政 

支援 

       

      

      

      

如發展進程有修正，請敘明修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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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課程教學 
體驗學習路線應與課程發展相結合，以提供各校教學應用，故研發過程得依實際需求進行實

地教學，以作為修正課程之依據，本學年度各縣市至少需發展兩條路線，場所得參考本署簽

署合作備忘錄之各機關（構），詳細資料公告於戶外教育資源平臺 https://outdoor.moe.edu.tw/  

承辦單位  

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1-2-1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體驗學習路線 

路線名稱(一)  

具體執行內容說明 

（可用附件呈現） 

1. 請說明體驗學習路線的試行規劃、推廣方式、學習內涵、如何研發學

習點教案等。 

2. 路線可涵蓋觀光資源、文化古蹟及海洋教育活動等。 

1-2-2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體驗學習路線 

路線名稱(二)  

具體執行內容說明 

（可用附件呈現） 

1. 請說明體驗學習路線的試行規劃、推廣方式、學習內涵、如何研發學

習點教案等。 

2. 路線可涵蓋觀光資源、文化古蹟及海洋教育活動等。 

 

  

1-2-3○○○○○○（請對應學年度發展項目，可依需求增列表項） 

活動名稱  

具體執行內容說明 

（可用附件呈現） 

1.一案一表格。 

2.可辦理多項計畫，每一計畫應包含之內容：(1)工作名稱；(2)工作重

點；(3)辦理方式；(4)執行進度。 

3.可依上述包含內容項目，以附件方式呈現。 

https://outdoor.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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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教師專業 
教師專業發展宜聚焦於戶外教育，或進行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整合性師資之培育，惟各縣市可

依實際需求進行調整。 

 

 

 

  

1-3-1 增能課程與研習(至少辦理 1 場安全風險相關課程) 

活動名稱  

類型 
☐素養導向課程規劃設計☐課程評量☐安全風險管理評估 

☐其他＿＿＿＿ 

具體執行方式 
1. 請說明預定辦理之時程、內容、方式、參與人數等。 

2. 請說明課程預定規劃內容(可用課程表呈現) 

1-3-2 教師專業社群 

社群名稱  

具體執行方式 

1. 社群性質可結合其他教育議題或跨校組成，並應說明其運作方式，亦可

組成多個專業社群。 

2. 請說明預定辦理之時程、內容、方式、參與人數等。 

1-3-3○○○○○○（請對應學年度發展項目，可依需求增列表項） 

活動名稱  

具體執行內容

說明（可用附

件呈現） 

1.一案一表格。 

2.可辦理多項計畫，每一計畫應包含之內容：(1)工作名稱；(2)工作重點；(3)

辦理方式；(4)執行進度。 

3.可依上述包含內容項目，以附件方式呈現。 



5 
 

1-4.資源應用 
※計畫二與計畫三已經辦理跨縣市、跨校聯盟與交流之項目，不得再納入此項目。 

※各機關（構）得包含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經濟部環境教育園區或觀光工廠、文化部文化

機構、交通部國家風景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自

然教育中心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戶外教室、農村再生社區與休閒農業區等。 

 

  

1-4-1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網路平臺(含人才庫) 

平臺名稱  

平臺網址 ※請用單一入口網 

人才庫網址  

海洋教育週 

專區網址 
 

具體執行方式 
請說明年度更新重點（含網路架構及人才庫內容），以及整合戶外教育與

海洋教育網路平臺連結之方式。 

1-4-2 資源交流與策略聯盟 

型態 ☐跨校  ☐跨縣市  ☐跨機關（構） 

合作單位名稱  

方式 ☐資源交流 ☐策略聯盟 

具體執行方式 
請說明預定合作之具體方案、辦理期程及執行方式，可包含場域資源、課

程合作、教材研發、業師協助……等。 

1-4-3○○○○○○（請對應學年度發展項目，可依需求增列表項） 

活動名稱  

具體執行內容

說明（可用附

件呈現） 

1.一案一表格。 

2.可辦理多項計畫，每一計畫應包含之內容：(1)工作名稱；(2)工作重點；

(3)辦理方式；(4)執行進度。 

3.可依上述包含內容項目，以附件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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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行政支援 

 

 

  

1-5-1 配合中央政府辦理相關活動 

活動名稱 海洋成果展 

活動時間 112 年 8 月至 12 月 

具體執行方式 

1. 請說明預定辦理之參與人數及參與內容規劃……等。 

2. 海洋教育成果觀摩展各縣市代表參展工作人員之交通費與住宿費應編列

於此項目。 

活動名稱 戶外教育十週年系列活動 

活動時間 113 年 1 月至 7 月 

主題 ☐環境永續 ☐在地發展 ☐多元文化 

具體執行方式 
1. 請說明預定辦理之時程、內容、方式、參與人數……等。 

2. 辦理戶外教育十週年系列活動之經費應編列於此項目。 

活動名稱 海洋教育週活動 

活動時間  

具體執行方式 
1. 請說明預定辦理之時程、內容、方式、參與人數……等。 

2. 辦理海洋教育週活動之經費應編列於此項目。 

1-5-2○○○○○○（請對應學年度發展項目，可依需求增列表項） 

活動名稱  

具體執行內容

說明（可用附

件呈現） 

1.一案一表格。 

2.可辦理多項計畫，每一計畫應包含之內容：(1)工作名稱；(2)工作重點；

(3)辦理方式；(4)執行進度。 

3.可依上述包含內容項目，以附件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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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其他 
依據 111－114 學年度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發展項目及進程所增加之辦理項目，無法納入上列

1-2~1-5 主軸者，可規劃於本項目中。 

  

1-6-1○○○○○○ 

活動名稱  

具體執行內容

說明（可用附

件呈現） 

1.一案一表格。 

2.可辦理多項計畫，每一計畫應包含之內容：(1)工作名稱；(2)工作重點；(3)

辦理方式；(4)執行進度。 

3.可依上述包含內容項目，以附件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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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預期效益 
執行項目 預計辦理成效 

(一)健全組織

運作 

1. 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入校輔導       校。 

2. 預期效益：（條列重點描述） 

(1) 

(2) 

(二)課程教學 1. 研發地方政府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體驗學習路線至少 2 條，發展課

程＿＿組。 

2. 學習路線試行與推廣活動 

總場次         場 

參與教師數         人次 

參與學生數         人次 

參與校數        校 

3. 預期效益：（條列重點描述） 

(1) 

  (2) 

(三)教師專業 1. 研發增能課程      組。 

2. 辦理研習 

 總場次        場 

 總人數        人次 

 參與校數        校 

3.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整合研討會 

 總場次        場 

 總人數        人次 

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群 

總人次        人次 

參與校數        校 

5. 預期效益：（條列重點描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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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預計辦理成效 

(四)資源應用 1.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網路平臺瀏覽人次：_________ 

2. 跨縣（市）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         

 合作項目         

3. 跨校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         

 合作項目         

4. 跨機構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         

合作項目         

5. 預期效益：（條列重點描述） 

(1) 

  (2) 

(五)行政支援 

 

1. 戶外教育年會系列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場次        場 

 人數        人次 

2. 海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場次        場 

 人數        人次 

3. 預期效益：（條列重點描述） 

(1) 

  (2) 

(六)其他 1. ○○○○○○ 

 活動名稱         

 日期         

 場次        場 

 人數        人次 

2. ○○○○○○ 

 活動名稱         

 日期         

 場次        場 

 人數        人次 

3. 預期效益：（條列重點描述） 

(1) 

  (2) 

※上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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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各計畫重點分項說明： 

分項

重點 
2-1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2-2 學校優質路線 2-3 自主學習課程 

補助

對象 

1. 直轄市、縣（市）政府 

2. 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

學 

1.地方政府主管之學校 

2.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 

1.地方政府主管之學校 

2.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 

計畫

課程

差異 

本計畫項目主要以能擴及

並促使更多學校結合在地

資源，加以運用各類型場域

規劃辦理戶外教育，較偏向

基礎型單次性的課程辦理。 

本計畫項目主要以學校已

具備優質課程為前提，搭配

優質課程所產生的優質路

線，值得擴大分享，以提供

其他學校申請參與這些優

質路線之體驗，而具有課程

推廣與擴展效益。 

本計畫項目主要以強調學

生為主體，教師為輔助之角

色所進行的戶外教育課程

規劃，讓學生有更多選擇權

決定學習的內容，較偏向教

師個人在戶外教育上的

「教」(導引)與「學」(學生

自主學習)。 

補助

經費 

1. 地方政府每學年四十萬元

+非偏遠公立國中小（以申

請當年度二月份教育統計

資料為主）校數乘以八千

元為補助額度上限。 

2. 國立學校及地方學校，每

校以補助三萬元為原則，

並以六萬元為限。 

1. 每校最高補助三十五萬

元，其中資本門經費以

40%為限。 

2. 以本署名冊所列學校或

地方政府推薦所主管學

校及實驗教育機構申請

為限，按地方政府所轄公

立國中小校數，核予推薦

校數。 

1. 以地方主管學校及實驗

教育機構申請為限，每案

補助三萬元，每一校每學

年申請上限為四案。 

2. 每一地方政府按所轄公

立國中小校數，核予補助

校數。 

注意

事項 

地方政府審核學校補助經

費時，應以偏遠地區以外學

校，且經濟需要協助學生為

多數之學校優先。 

*偏遠地區學校另依<偏遠
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
教育經費作業要點>申請補
助。 

發展之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應公告於地方政府或本署

戶外教育資源平臺，供各校

參考使用。 

參與學生數應以 30 人為原

則，(並得視學校規模及特

性，以班級、班群或學年為

申請單位；倘有特殊情形者

得採「跨年級」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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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一、 方案說明 

(一)補助經費 

請參用表 6 各計畫補助上限費用之參考表 2-1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部分，如所屬公立國中小校

數與該表不符，請另行提供所屬公立國中小清單，並填列計算公式，俾憑參考補助上限計算公

式：四十萬元+（____校（所屬不含偏鄉之公立國中小）*八千元＝__元） 

(二)訂定審核條件、流程並說明審查指標 

請提供地方審核條件、流程及審查指標說明，另請將安全教育融入課程部分，列為必要指標項

目。 

(三)審查綜合意見 

請彙整地方本年度初審後之審查綜合意見。 

(四)提供學校申請補助經費之審查分配結果 

請填列於表 3 縣/市政府提報 112 學年度申請補助實施戶外教育學校名單彙總表。 

(五)上傳當年度獲學校實施戶外教育計畫之學校計畫書 

為能瞭解每學年各校申請之概況及戶外教育之發展取向，請地方政府協助上傳當年度獲學校實

施戶外教育計畫之學校計畫書，俾於審查委員參考閱讀。 

 
二、 預期效益 

請依計畫執行項目提出預期量化效益，此處請以縣市整體申請之學校數量進行計算，如補

助總校次、實施自然生態類型課程之校數。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填列說明 

(一)補助校數 1. 總校數__________  

2. 國小校數________  

3. 國中校數________ 

1. 地方補助總計校數。 

2. 地方補助總計國小校數。 

3. 地方補助總計國中校數。 

(二)參與學生

人次 

1. 總人次__________ 

2. 國小人次________ 

3. 國中人次________ 

1. 地方參與補助學生人次總計。 

2. 地方參與補助國小學生人次總計。 

3. 地方參與補助國中學生人次總計。 

(三)課程實施

校次 

1. 跨縣市實施________校次 

2. 無跨縣市實施______校次 

1. 地方補助有跨縣市實施戶外教育總

計校  次。 

2. 地方補助未跨縣市實施戶外教育總

計校  次。 

(四)課程類型

實施總校數 

1. 生態環境_________校 

2. 人文歷史_________校 

1. 地方補助各課程類型實施總校數 

如：地方補助自然生態類型總計校數。 

執行單位 OO 縣(市)政府教育處 (局)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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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野探索_________校 

4. 休閒遊憩_________校 

5. 社區走讀_________校 

6. 場館參訪_________校 

7. 職涯探索_________校 

8. 海洋體驗_________校 

9. 城鄉共學_________校 

10. 食農教育_________校 

(五)課程屬性

之總校數  

1. 融入部定課程校數＿＿＿校 

2. 納入校訂課程校數＿＿＿校 

1. 地方補助課程屬性之總校數計算。 

(六)外部協作

師資 

1. 有搭配協作師資之總學校數共計

＿＿＿＿＿＿校 

2. 協作總師資人數＿＿＿＿位 

1. 地方補助之學校有搭配協作師資之

總校數。 

2. 地方補助總計之協作師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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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一、理念目標 

課程內容應與十二年國教課綱呼應，並整合社區資源及融入地方創生精神。 

應充實路線之設備及課程內容，以提供他校觀摩及參與。 

二、來訪學校合作共學機制 

請學校依實際狀況說明與來訪學校合作之相關機制 

（一）優質路線之推廣與分享 

學校採取哪些方式或管道進行優質路線之推廣或分享? 

（二）參與學校之申請方式 

想參與路線課程的學校應透過何種管道進行申請、以及如何申請? 

（三）如何審查參與學校之標準 

針對有意願申請路線參與的學校，有哪些審查的標的或資格? 

（四）來訪學生與在校學生共學機制 

請詳述來訪的學生與本校學生的共學機制為何? 

（五）路線乘載量(提供之校數與人次)之設定考量 

請說明不同路線的乘載量其設定之依據與考量。 

（六）外校參與對象經費負擔比例 

請依據要點規範，說明來訪學校之經費負擔比例。 

三、本計畫之安全風險管理機制 

請依據學校本學年所提供之路線內容，具體說明整體之安全風險管理與評估機制等規劃，並鼓

勵至少規劃辦理一場次的安全教育研習供學校教師，以加強其對於風險之管控與應變能力。 

 

  

執行單位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路線數量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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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多條路線，請自行新增〕 

戶外教育優質路線介紹（路線一） 

(一) 路線名稱  

(二)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三)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四) 課程目標 (建議條列式呈現) 

(五) 路線時間 (半天或一天) 

(六) 適合年級  

(七) 適合月份  

(八) 路線乘載量預期效益 

每次_____至_____人，每學年可提供_______梯次 

本學年預計提供________校，來訪________人 

本校預計參與人數，教師數____人，學生數____人 

(九) 路線教育內涵說明 針對戶外教育前、中、後相關學習安排進行說明 

(十) 學習地點與內容 

學習地點 學習內容 

(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十一) 安全風險管理 
請依據本條路線之學習內容，具體說明執行本課程之安全風險管

理規劃。 

(十二) 外部協作師資 

共________位協作師資，協作師資

屬性 

☐專業課程需求____位 

☐安全風險管理需求_____位 

☐其他________需求，____位 

本次實施之課程是否有和外部

師資協作授課，請協助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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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一、 課程實施資訊 

(一)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二)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________縣(市) 

地點：(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 是否有住宿， ☐有住宿 ☐未住宿 

⚫ 住宿型態，☐學校場地 ☐飯店/民宿 ☐露營 ☐其他___________ 

(三) 課程實施對象 ☐班級 ☐班群 ☐學年 ☐其他   /對象___________年級學生 

(四)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二、 課程規劃 

(一) 學習目標  

(二) 課程設計 

1.課程規劃： 

(1) 教師導引方法 

請具體著重在教師是如何導引學生達到自主學習的策略或方法 

(讓學生嘗試搭載學習主題、思考學習需求，並鼓勵其創造自己

的學習模式，透過整個學習經驗的累積與疊加，逐步成為自主學

習者的過程)。 

(2) 自主學習模式 

自主學習主要會有以下三種可能的學習模式： 

執行單位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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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規劃 

A. 部定領域的學習延伸－真實情境的探究學習 

運用習得的領域知能，思考適合的學習場域，提供學習知能與

生活情境的鏈結機會。 

B.校訂課程具體展現－生活經驗的統整學習 

運用合宜的學習場域資源，賦予具體的學習任務，強化學生主

動學習的動機。 

C.校訂課程學習遷移－學習整合落實行動實踐 

拓展學習場域，激發學習好奇心，給予學生學習遷移的展能機

會。 

 

2.課前討論： 

(1) 選擇合適的學習場域並確立本次的學習內容與目標 

（本次戶外教育的學習目標設定與學習場域選擇方式，如何形

成的歷程，以學生為主體進行課程內容之討論與規劃，讓學習

者根據自身的學習動機，自主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教師則以

從旁輔助之形式進行。） 

(2) 其他相關教學元素 

（教師可適時的加入想帶學生討論的學習元素） 

(3) 安全教育及風險管理等相關知能提升課程內容。 

3.課中學習： 

(1) 確立在本次學習場域中，所欲進行之學習方式 

（請具體說明課程內容與課程的進行方式。） 

(2) 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角色任務與分工情形 

 

4.課後反思： 

本次課程學生學習成果之展現（課程結束後，可透過相關的評量機

制讓學生進行成果的分享與展現，並鼓勵學生再回頭檢視課程中所

使用過的學習方法，並嘗試評估可再次利用或需要調整的部分。） 

(三) 評量方式  

(四) 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

機制 

請具體說明執行本計畫之安全風險管理機制、緊急應變措施之規劃。

建議可參用國教署「戶外教育實施參考手冊-行政指引篇」、「戶外教

育實施參考手冊-安全管理篇」、國教院「戶外教育實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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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效益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填列說明 

(一)本校預計參與

人次 

1. 參與學生數______人 

2. 參與教師數______人 

3. 參與家長數______人 

估計參與本次課程之學生、教師及家

長人數。〔家長若無參與則免填〕 

(二)外部協作師資 共________位協作師資，協作

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需求____位 

☐安全風險管理需求_____位 

☐其他________需求，____位 

本次實施之課程是否有和外部師資協

作授課，請協助填列。 

 

  



18 
 

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3-1.研發海洋教育教材 

一、 承辦單位  

二、 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三、 教材名稱  

四、 教材類別 ☐教學策略  ☐書面教材  ☐影視媒材  ☐其他      

五、 學習階段別 ☐國小低年級  ☐國小中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階段 

六、 教材面向 ☐地方特色課程  ☐非臨海學校融入校內課程 

七、 學習主題 
☐海洋休閒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與技術  ☐海洋資源與永續 

八、 學習內容 
☐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氣候變遷 ☐水域安全 

☐海洋職涯發展 ☐海洋歷史文化 ☐海洋生態保育 ☐其他      

九、 具體執行內容說明：（可用附件呈現） 

請說明預定辦理之時程、內容、方式、參與人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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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 

一、 承辦單位  

二、 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三、 活動名稱  

四、 活動類型 

☐辦理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工作坊/相關活動，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兩類均須辦理，若同一活動包含兩種類型可複選) 

五、 研習主題 
☐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氣候變遷 ☐水域安全 

☐海洋職涯發展 ☐海洋歷史文化 ☐海洋生態保育 ☐其他      

六、 是否開放行政人員 ☐是  ☐否 

七、 具體執行內容說明：（可用附件呈現） 

1. 請說明預定辦理之時程、內容、方式、參與人數等。 

2. 如有辦理研習、工作坊等，請提供預定辦理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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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 

（應佔計畫三總經費四分之一以上） 

一、 承辦單位  

二、 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三、 活動名稱  

四、 活動層級 ☐縣市層級 ☐校本層級 

五、 活動對象 ☐國小 ☐國中 ☐家長/社區民眾 

六、 對外交流 ☐開放外縣市報名 ☐校際交流 

七、 活動主題 

☐水域休閒運動(如獨木舟、浮潛等) 

☐產業技術(如養殖場參觀、漁法體驗等) 

☐環境探索(如潮間帶踏查、水質調查等) 

☐食魚教育(如綠色海鮮課程等)  

☐海洋保育(如軟絲復育、珊瑚復育等) 

☐藝術文化(如鯖魚祭、海廢創作等)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場館參訪 ☐其他      

八、 具體執行內容說明：（可用附件呈現） 

1. 請說明預定辦理之時程、內容、方式、參與人數等。 

2. 請提供預定辦理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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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預期效益 

3-1.研發海洋教育教材(下表可自行增列) 

1. 研發教材 

項

次 
教材名稱 教材類別 學習階段別 教材面向 學習主題 學習內容 

1  
 

☐教學策略 

☐書面教材 

☐影視媒材 

☐其他   

☐國小低年級 

☐國小中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階段 

☐地方特

色課程 

☐非臨海

學校融入

校內課程 

☐海洋休閒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與

技術 

☐海洋資源與

永續 

☐結合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 SDGs 

☐氣候變遷 

☐水域安全 

☐海洋職涯發展 

☐海洋歷史文化 

☐海洋生態保育 

☐其他     

教材簡介  

2  

教材名稱 教材類別 學習階段別 教材面向 學習主題 學習內容 

 

☐教學策略 

☐書面教材 

☐影視媒材 

☐其他   

☐國小低年級 

☐國小中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階段 

☐地方特

色課程 

☐非臨海

學校融入

校內課程 

☐海洋休閒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與

技術 

☐海洋資源與

永續 

☐結合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 SDGs 

☐氣候變遷 

☐水域安全 

☐海洋職涯發展 

☐海洋歷史文化 

☐海洋生態保育 

☐其他     

教材簡介  

總

計 

教材類別 教學策略  件，書面教材  件，影視媒材  件 

總件數  件 學習階段別 
國小低年級  件，國小中年級  件，國小高年級  件 

國中階段  件 

教材面向 地方特色課程  件，非臨海學校融入校內課程  件 

預期效益(質化)： 

 

2. 會議或推廣活動 

項次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暫定日期 場次 總人數 

1  
 ☐工作坊/會議 

☐教材推廣課程/活動 

   

2  
 ☐工作坊/會議 

☐教材推廣課程/活動 

   



22 
 

總計 

工作坊/會議       場，參與人數       人次 

教材推廣課程/活動       場，參與人數       人次 

總計場次       場，參與人數       人次 

預期效益(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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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下表可自行增列) 

1. 增能研習/工作坊/相關活動  

項

次 
活動名稱 研習主題 暫定日期 場次 總人數 

是否開放

行政人員 

1  

 ☐結合聯合國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DGs 

☐氣候變遷 

☐水域安全 

☐海洋職涯發展 

☐海洋歷史文化 

☐海洋生態保育 

☐其他      

   ☐是 

☐否 

2  

 ☐結合聯合國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DGs 

☐氣候變遷 

☐水域安全 

☐海洋職涯發展 

☐海洋歷史文化 

☐海洋生態保育 

☐其他     

   ☐是 

☐否 

總

計 

總計場次       場，參與人數       人次，開放行政人員參與場次      場 

預期效益(質化)： 

 

 

2. 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項次 社群名稱 暫定日期 場次 總人數 

1      

2      

總計 社群數       個，參與人數       人次 

預期效益(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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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下表可自行增列) 

項次 活動名稱 活動主題 暫定日期 場次 總人數 

1  

 ☐水域休閒運動 

☐產業技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藝術文化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場館參訪 

☐其他      

   

2  

 ☐水域休閒運動 

☐產業技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藝術文化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場館參訪 

☐其他      

   

總計 

活動層級 縣市層級  場，校本層級  場 

總計場次   場 

參與人數    人次 

活動對象 

國小  場，國中  場 

家長/社區民眾  場 

臨海學校  場，非臨海學校  場 

對外交流 開放外縣市報名  場，校際交流  場 

活動主題 

水域休閒運動  場，產業技術  場 

環境探索  場，食魚教育  場 

海洋保育  場，藝術文化  場 

職業試探  場，淨灘活動  場 

場館參訪  場，其他  場 

預期效益(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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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學校使用版本】 

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一、 課程實施資訊 

(一)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二) 課程實施單位與對象 ☐班級 ☐班群 ☐學年 ☐其他_______ /對象_______年級學生 

(三)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二、 計畫理念與目標 

 
 
 

三、 課程規劃與運作 

課程內涵與

教學內容 

(一) 課前預備 

1. 先備知識的建立，另學生瞭解本次戶外教育課程之連結與學

習價值。 

2. 場域運用及人力配置等安排。 

(二) 課中學習 
說明課程內容與課程進行方式，適切納入跨域連結、深度體驗、

資源整合與素養實踐等實施原則之內涵。 

(三) 課後反思 課程結束後反思討論或學習成果展現。 

四、評量與回饋機制 

 
 
 

五、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 

請具體說明執行本計畫之安全風險管理機制與緊急應變措施之

規劃。建議可參用國教署「戶外教育實施參考手冊-行政指引篇」、「戶

外教育實施參考手冊-安全管理篇」、國教院「戶外教育實施指引」。 

執行單位 國立○○○○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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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期效益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填列說明 

(一)本校預計

參與人次 

1. 參與學生數________人 

2. 參與教師數________人 

3. 參與家長數________人 

1. 估計參與本次課程之學生、教師及家長

人數。〔家長若無參與則免填〕 

(二)外部協作

師資 

共________位協作師資，協作

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需求____位 

☐安全風險管理需求_____位 

☐其他________需求，____位 

1. 本次實施之課程是否有和外部師資協

作授課，請協助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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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一、理念目標 

課程內容應與十二年國教課綱呼應，並整合社區資源及融入地方創生精神。 

應充實路線之設備及課程內容，以提供他校觀摩及參與。 

二、來訪學校合作共學機制 

請學校依實際狀況說明與來訪學校合作之相關機制 

（一）優質路線之推廣與分享 

學校採取哪些方式或管道進行優質路線之推廣或分享? 

（二）參與學校之申請方式 

想參與路線課程的學校應透過何種管道進行申請、以及如何申請? 

（三）如何審查參與學校之標準 

針對有意願申請路線參與的學校，有哪些審查的標的或資格? 

（四）來訪學生與在校學生共學機制 

請詳述來訪的學生與本校學生的共學機制為何? 

（五）路線乘載量(提供之校數與人次)之設定考量 

請說明不同路線的乘載量其設定之依據與考量。 

（六）外校參與對象經費負擔比例 

請依據要點規範，說明來訪學校之經費負擔比例。 

三、本計畫之安全風險管理機制 

請依據學校本學年所提供之路線內容，具體說明整體之安全風險管理與評估機制等規劃，並鼓

勵至少規劃辦理一場次的安全教育研習供學校教師，以加強其對於風險之管控與應變能力。 

 

  

執行單位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路線數量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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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多條路線，請自行新增〕 

戶外教育優質路線介紹（路線一） 

(一) 路線名稱  

(二)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三)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四) 課程目標 (建議條列式呈現) 

(五) 路線時間 (半天或一天) 

(六) 適合年級  

(七) 適合月份  

(八) 路線乘載量預期效益 

每次_____至_____人，每學年可提供_______梯次 

本學年預計提供________校，來訪________人 

本校預計參與人數，教師數____人，學生數____人 

(九) 路線教育內涵說明 針對戶外教育前、中、後相關學習安排進行說明 

(十) 學習地點與內容 

學習地點 學習內容 

(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十一) 安全風險管理 
請依據本條路線之學習內容，具體說明執行本課程之安全風險管理

規劃。 

(十二) 外部協作師資 

共________位協作師資，協作師資

屬性 

☐專業課程需求____位 

☐安全風險管理需求_____位 

☐其他________需求，____位 

本次實施之課程是否有和外部

師資協作授課，請協助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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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一、 課程實施資訊 

(一)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二)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________縣(市) 

地點：(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 

⚫ 是否有住宿， ☐有住宿 ☐未住宿 

⚫ 住宿型態，☐學校場地 ☐飯店/民宿 ☐露營 ☐其他___________ 

(三) 課程實施對象 ☐班級 ☐班群 ☐學年 ☐其他   /對象___________年級學生 

(四)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二、 課程規劃 

(一) 學習目標  

(二) 課程設計 

1.課程規劃： 

(1) 教師導引方法 

請具體著重在老師是如何導引學生達到自主學習的策略或方法 

(讓學生嘗試搭載學習主題、思考學習需求，並鼓勵其創造自己

的學習模式，透過整個學習經驗的累積與疊加，逐步成為自主學

習者的過程)。 

(2) 自主學習模式 

自主學習主要會有以下三種可能的學習模式： 

執行單位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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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規劃 

B. 部定領域的學習延伸－真實情境的探究學習 

運用習得的領域知能，思考適合的學習場域，提供學習知能與

生活情境的鏈結機會。 

B.校訂課程具體展現－生活經驗的統整學習 

運用合宜的學習場域資源，賦予具體的學習任務，強化學生主

動學習的動機。 

C.校訂課程學習遷移－學習整合落實行動實踐 

拓展學習場域，激發學習好奇心，給予學生學習遷移的展能機

會。 

2.課前討論： 

(1) 選擇合適的學習場域並確立本次的學習內容與目標 

（本次戶外教育的學習目標設定與學習場域選擇方式，如何形

成的歷程，以學生為主體進行課程內容之討論與規劃，讓學習

者根據自身的學習動機，自主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教師則以

從旁輔助之形式進行。） 

(2) 其他相關教學元素 

（教師可適時的加入想帶學生討論的學習元素） 

(3) 安全教育及風險管理等相關知能提升課程內容。 

3.課中學習： 

(1) 確立在本次學習場域中，所欲進行之學習方式 

（請具體說明課程內容與課程的進行方式。） 

(2) 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角色任務與分工情形 

4.課後反思： 

本次課程學生學習成果之展現（課程結束後，可透過相關的評量機

制讓學生進行成果的分享與展現，並鼓勵學生再回頭檢視課程中所

使用過的學習方法，並嘗試評估可再次利用或需要調整的部分。） 

(三)評量方式  

(四)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

機制 

請具體說明執行本計畫之安全風險管理機制、緊急應變措施之規劃。

建議可參用國教署「戶外教育實施參考手冊-行政指引篇」、「戶外教

育實施參考手冊-安全管理篇」、國教院「戶外教育實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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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 

表 1 計畫一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經費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OO 縣(市)政府教育處 (局)       

計畫名稱：計畫一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計畫期程：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人

事 

費

經

常

門 

1-1 健

全組織

運作 

執行秘書     

專任行政助理

薪資 
    

專任行政助理

勞、健保 
    

兼任行政助理

薪資 
    

兼任行政助理

勞、健保 
    

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費 
    

自行增列     

業 

務 

費

經

常

門 

1-2.課

程教學 

出席費     
  

諮詢費     

講師鐘點費     

審查費/評審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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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課費     

補充保費     

印刷費     

資料蒐集費     

材料費     

膳費     

差旅費     

車資     

雜支     

1-3.教

師專業 
可參考同上       

 

1-4.資

源應用 
可參考同上       

 

1-5.行

政支援 
可參考同上     

1-6.其

他 
可參考同上     

小  計       
 

設

備

費

資

本

門 

     

     

     

小  計     

合   計       
 

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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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

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

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

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

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本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

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

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

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

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補

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按補助

比率全數繳回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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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經費申請表-地方政府填列提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OO 縣(市)政府教育處 (局)       

計畫名稱：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計畫期程：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元) 

核定計畫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計畫 2-1 學校實施戶外

教育 
業務費經常門      

計畫 2-2 學校推展優質

戶外教育路線 

業務費經常門      

設備費資本門    

計畫 2-3 學校辦理戶外

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業務費經常門       

合   計 
 

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

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

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

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

按補助比率全數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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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

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

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

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

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

行。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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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OO 縣/市提報 112 學年申請補助辦理戶外教育課程學校名單表 

 

(如有國中小之學校，請協助標示申請之單位(國小部或國中部)) 

2-1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審查分配結果 

※本表列數不足時可依需求逕行增加。 

2-2學校推展戶外教育優質路線提報名單 

順序 鄉/鎮/區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

金額（元） 
備註 

1      

2      

3      

4      

5      

6      

※本表列數不足時可依需求逕行增加。 

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提報名單 

順序 鄉/鎮/區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

金額（元） 
備註 

1   

A   

B   

C   

D   

2   

A   

B   

C   

D   

※本表列數不足時可依需求逕行增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主管 

順序 鄉/鎮/區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實施地點 

核 定 補

助 金 額

（元） 

備註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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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經費申請表-學校填列提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OO 縣(市)政府教育處 (局)       

計畫名稱：計畫二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計畫 2-2 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或計畫 2-3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計畫期程：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

經

常

門 

經濟弱勢學生參加費     
  

代課(鐘點)費       
 

講座鐘點費       
 

印刷費     

膳費     

交通費     

場地費     

住宿費       
 

保險費     

雜支     

經濟弱勢學生參加費     

代課(鐘點)費     

小  計       
 

設

備

費

資

本

門 

僅限 2-2 學校推展戶外教

育優質路線(每校最高補

助三十五萬元，其中資

本門經費以百分之四十

為限)，請依據課程需求 

核實編列及說明 

    

小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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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承辦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

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

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

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

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本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

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

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

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

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補

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按補助

比率全數繳回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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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經費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OO 縣(市)政府教育處 (局)       

計畫名稱：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計畫期程：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子計畫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

經

常

門 

3-1.研發海洋

教育教材 

出席費     

諮詢費     

講師鐘

點費 
    

審查費/

評審費 
    

代課費     

補充保

費 
    

印刷費     

資料蒐

集費 
    

材料費     

膳費     

差旅費     

車資     

雜支     

3-2.提升教師

海洋教育素養 

可參考

同上 
    

3-3.學生海洋

體驗課程活動 

可參考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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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承辦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要點

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

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

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

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

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

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

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

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

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按

補助比率全數繳回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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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2 學年補助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各計畫補助上限費用參考表 
 

序號 縣市 

111 

國小 

校數 

111 

國中 

校數 

學校總數
(111 國中

+國小) 

計畫一 計畫二 計畫三 

補助額度上限 
偏遠(教育部統計處 111

學年) 
偏遠學校
總和 

2-1 計畫校
數基數 

補助額度
上限 

補助額度上
限 

人事費 業務費及設備費 總和 偏遠 特偏 極偏 

1 新北市 207 61 268 2,322,000 1,000,000 3,322,000 47 5 1 53 215 2,120,000  800,000  

2 臺北市 141 58 199 2,022,000 950,000 2,972,000 0 0 0 0 199 1,992,000  700,000  

3 臺中市 231 70 301 2,322,000 1,000,000 3,322,000 37 2 8 47 254 2,432,000  800,000  

4 臺南市 210 59 269 2,322,000 1,000,000 3,322,000 103 6 1 110 159 1,672,000  800,000  

5 高雄市 240 80 320 2,322,000 1,000,000 3,322,000 35 17 18 70 250 2,400,000  800,000  

6 桃園市 185 55 240 2,322,000 1,000,000 3,322,000 21 8 0 29 211 2,088,000  800,000  

7 宜蘭縣 73 25 98 1,722,000 900,000 2,622,000 11 3 4 18 80 1,040,000  600,000  

8 新竹縣 84 30 114 2,022,000 950,000 2,972,000 27 5 5 37 77 1,016,000  700,000  

9 苗栗縣 111 30 141 2,022,000 950,000 2,972,000 40 5 4 49 92 1,136,000  700,000  

10 彰化縣 170 38 208 2,322,000 1,000,000 3,322,000 61 0 0 61 147 1,576,000  800,000  

11 南投縣 170 31 201 2,322,000 1,000,000 3,322,000 61 15 27 103 98 1,184,000  800,000  

12 雲林縣 152 29 181 2,022,000 950,000 2,972,000 104 3 0 107 74 992,000  700,000  

13 嘉義縣 119 24 143 2,022,000 950,000 2,972,000 68 8 14 90 53 824,000  700,000  

14 屏東縣 163 35 198 2,022,000 950,000 2,972,000 54 21 16 91 107 1,256,000  700,000  

15 臺東縣 88 21 109 2,022,000 950,000 2,972,000 43 29 9 81 28 624,000  700,000  

16 花蓮縣 102 23 125 2,022,000 950,000 2,972,000 45 24 12 81 44 752,000  700,000  

17 嘉義市 20 8 28 1,722,000 900,000 2,622,000 0 0 0 0 28 624,000  600,000  

18 基隆市 39 11 50 1,722,000 900,000 2,622,000 0 0 0 0 50 800,000  600,000  

19 新竹市 31 13 44 1,722,000 900,000 2,622,000 0 0 0 0 44 752,000  600,000  

20 澎湖縣 37 14 51 1,722,000 900,000 2,622,000 17 33 1 51 0 400,000  600,000  

21 金門縣 18 5 23 1,722,000 900,000 2,622,000 19 4 0 23 0 400,000  600,000  

22 連江縣 3 5 8 1,722,000 900,000 2,622,000 3 2 3 8 0 400,000  6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