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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種子，樂遊花圃 

         —溪埔國中的遊學之路 
盧慧君 

高雄市立溪埔國民中學體育衛生組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生命教育系碩士生

 

一、 前言 

數學、國文、理化、英文、社會，功課和作業，升學及考試，這些好像已經

變成了台灣教育的代名詞。但隨著社會的瞬息萬變，科技的日新月異，人們的腳

步越走越快，需要知道的東西好似也越來越多，卻常常忘了慢下腳步，仔細地看

看自己身邊的事物或風景。我們透過課本，了解了全台的地形歷史，認識了國外

的四季變化、歷史演進，卻不一定知道，在自己身邊的家鄉曾經是怎樣的風貌，

有著怎樣的特色。連在都市的邊陲或遠離都市的鄉鎮，都跟著一致的學科，學習

著所有人共同的課程，努力的追趕著都市的腳步，卻對自己生活的地方，逐漸遠

離且不甚熟悉。我們能說出遙遠的都市名稱，能背誦他國的史事，卻講不出這塊

土地曾經的記憶和改變，一昧的追求他人的進步，卻背離了自己的家鄉。這怎能

讓人不經傷感說難道就不能有兩全其美的方式嗎？幸好，在「偏鄉國民中小學特

色遊學實施計畫」出來後，許多偏鄉的國中小，透過這個計畫增加了與在地的連

結，讓偏鄉的歷史和獨有的特色有展現在他人眼前的機會，也藉由這個計畫，學

生和老師都能再一次的深入了解在地文化，而不是像遊客一樣，只是看到在地表

面的風貌。 

二、遊學翻轉，給予在地新活力 

「偏鄉國民中小學特色遊學實施計畫」是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104
學年度正式推動，希望藉由個亮點學校結合周邊自然環境及人文資源，發展在地

課程且帶入社區力量，讓國內外團體前往當地遊覽，帶動當地經濟、拓展遊學團

與在地不同的視野，為社區灌入新的生命與活力（教育部，2007），林文生（2009）
覺得特色課程不僅讓學校身為教育學子的地點，更是社區的教育中心，透過課程

結合在地特色，除富含教育意義外，亦可活絡當地經濟發展，並也給予學生不同

的學習經驗和外來刺激，翻轉既定刻板的課程，讓偏鄉學習能更有自己的特色和

新意。例如屏東縣瑪家鄉的長榮百合國小，就是以排灣和魯凱部落課程為主題，

不管是學校的建築方式還是特色課程皆融入原民部落的特色，讓學生學習蓋一間

傳統原民房屋，將日常的學科融合當地傳統，成為獨有的特色課程。 

而嘉義縣東石鄉的東石國小，則將當地的採蚵及海鮮文化發揚光大，以蚵殼

製作裝置藝術，引導學生辨識且能和他人講解海鮮的種類及區別，讓參訪者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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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分辨花枝、透抽、中卷這些我們常吃，卻不一定知道海產的差異。在參訪的

過程中，能看到的不是學生認識多少國字，能算多少習題，而是神采奕奕的向外

人介紹自己家鄉的特色與美好，比起僵化且難讓學生產生共鳴的課本知識，遊學

課程更能融入學生的生活，讓他們結合平常所學的知識，深入的了解自己的家鄉

特色，在轉化成自己的語言向參訪的人們講解，我覺得這才是學習的真正目的「學

以致用」，將所學實際用在生活當中，如此才能強化學生學習的動機，建構成他

們自己的知識，再加以創新產出成為自己的能力，並且把這份力量用在推廣、行

銷家鄉，讓自己能為家鄉盡一份心力，增加對鄉土的認同是非常重要的。 

三、希望種子，遊學花圃-溪埔國中的遊學計畫 

而本校溪埔國中在 105 學年度，開始申請遊學計畫，冀求藉由遊學計畫，讓

外界能看到高雄市大樹區的特色，不要讓大樹只是單純的鳳梨、荔枝的產地名

稱。因此遊學計畫不只是讓別的地區、城市，甚至別的國家的人認識當地，更是

讓在地人有更深入、仔細地探究自己家鄉之美的機會。 

但其實早在 102 學年度開始，溪埔國中就已經發展出校內的特色課程「溪埔

食尚小玩家」，有系統的以大樹的在地產業和觀光景點作為課程設計的主軸，透

過戲劇表演、大樹在地之旅的大富翁遊戲，激發學生設計文創商品和行銷大樹的

概念，亦從此時奠定了溪埔國中開展遊學課程的基石。 

時至 105 年，溪埔國中有幸和教育部申請「溪望種子，樂遊花圃」的遊學計

畫，進一步的讓學生更加了解家鄉在地產業，培養愛鄉情懷，再結合社區資源，

深化校內的課程。但在此時，課程重點仍停留於參訪當地景點及應用鳳梨、荔枝

的產品製作，對於大樹區域的歷史及人文特色，尚未有深入的理解及體會，溪埔

國中的遊學團隊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為了不讓遊學計畫的課程只是浮於表面，沒

有真正掌握在地的人文精神，於是重新審視課程設計的方式，力求設計出不只是

活動，而是有深刻意義的特色課程。 

於是在 106 年時聚焦發展出了「鳳荔溪埔繽紛樂」課程，結合 107 年十二年

國民教育 107 課綱的理念，透過與實際生活情境的結合，從各種多元的角度讓學

生更加了解在地特色，如參訪校園附近荔枝、鳳梨田的栽種方式，了解如何種植、

採收及病蟲害的防治，姑山倉庫親手製作鳳梨酥、三和瓦窯參訪，認識南臺灣僅

存的紅瓦窯，動手實驗不同的土質和水質結合會有何種變化？統坑溝溯溪，觀察

上中下游生態差異，大樹文史協會講師到校跟學生講解大樹的古蹟歷史，如莊家

古厝、大道公廟的由來及故事。除了參訪和實作課程，更有深入探究的課程，藉

由特色專題，讓學生分組研究鳳梨與荔枝的生長，由各組專題老師指導，讓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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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流於表面，而是經過自動自發的思索和探究。校內教師亦設計了「溪旺和平

活動」課程，讓學生透過遊戲扮演小農跟行口的角色，讓學生了解大樹農產品是

如何行銷，行銷過程又會碰到何種困難，讓學生能藉由遊戲，更加了解在地的職

業內容，以及若自己也將成為其中一員時，該如何去面對挑戰。 

在暑假的課程中也提供學生「小小導覽員的課程」，讓學生先認識大樹在地

特色景物後，嘗試用自己的話來介紹大樹，讓別人也能看到大樹的美好，激發學

生的創意、勇氣，以及透過行銷大樹，提升對大樹的認同。再藉由各地遊學團的

參訪，讓學生能將這些知識轉化成自己的話語，用中文、英文向本國或外國來參

訪、來交流的人介紹自己的家鄉，使更多人認識大樹這片土地，增強學生的自信

心。 

四、遊學課程給予學生的改變 

「原來我們住的地方這麼棒！」在實行遊學課程之前，大多數的學生都只會

自嘲住的地方是鄉下，做任何事情都要跑到市區，對於自己的家鄉也只有義大、

佛光山等景點的認識。但在實施遊學課程後，學生真正深入認識了家鄉的美好，

對古蹟和景點也不單純的只是知道名字，更能說出它們背後的歷史風情，且進一

步的在校外人士或他校學生來參訪時，熱情的向對方介紹自己的家鄉之美，強化

對家鄉的認同，藉此也增強了自信心及榮譽感，從以往不太願意和他校參訪的學

生交流變成能主動積極的和他人互動，且願意參與當地志工活動為社區及家鄉盡

一份心力，並在參與志工的過程中產生要讓社區變得更好的想法。Kozeracki 亦

表示服務學習能增加對社區的認同感及公民責任（Kozeracki，2000） 

因此遊學課程不只是單純制式化的課程，更能帶動當地的經濟、文化的交

流，讓學生能為自己的家鄉注入新的活力，讓產業跟學校合作，開啟更多新意和

生機。透過學校和社區的結合，讓土地的記憶、文化，能用新的風貌延續下去，

而不至於因為時間的流逝就消失在人們的記憶當中。放眼世界，但不忘舊根，甚

至要用自己的力量讓家鄉長出新葉，如此才是我們最該致力的方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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