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參考格式 

一、內容說明 

(一)設計理念： 

本主題以露營知能為主軸，期許透過露營活動提升學生戶外生活能力，在課程中學習發現問

題，與他人有合宜互動，培養領導與溝通的才能。 

    在第 1單元「露營趣」透過學生經驗分享，釐清露營的意義，找到露營的價值，避免過

患。練習從不同需求，練習安全正確地選擇營地，探討露營前、中、後應掌握的原則，學習

做好露營計畫。 

單元課程架構表： 

活動名稱 節次 教學重點 

露營趣 

第 1節 認識露營活動 

第 2節 
1. 營地選擇的條件 

2. 規劃戶外活動的能力 

第 3 節 師生共同討論歸納露營規劃重點 

  

（二）單元內容： 

領域/科目 綜合活動領域-童軍 設計者 林昭妤 

實施年級 8 總節數 共___2__節，_90_分鐘 

單元名稱 第二主題第一單元 露營趣-活動二營地玩賞 

設計依據 

總綱核心素養 
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與環境意識，並

主動參與公益團體活動，關懷生命倫理議題與生態環境。 

綜合

活動

領域

（可

替換

成其

他領

域） 

核心素養 
綜-J-C1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規劃、執行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動，落實

公民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行動價值。 

主題軸 社會與環境關懷 

主題項目 環境保育與永續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3a-IV-2具備野外生活技能，提升野外生存能力，並與環境做合宜的互動。 

學習內容 

童 Cb-IV-1 露營知識與技能的學習，以提升野外生存能力。 

童 Da-IV-2 人類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的理解，及永續發展策略的實踐與省

思。 

家庭

教育

議題

融入 

學習表現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學習內容 家 J11 規劃與執行家庭的各種活動(休閒、節慶等)。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無 



教材來源 課本教冊、中華民國露營協會、水土保持法 

公視：山上露營場 

教學設備/資源 簡報設備、學習單 

學習目標 

1. 認識營地選擇的條件 

2. 增進規劃戶外活動的能力 

活動設計 

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學生先備知識：班上少數同學曾有露營經驗。   

 

活動名稱：露營美樂地 

1. 引起動機：露營的聯想。 

2. 發展活動：露營美樂地。 

    台灣常見營地介紹(農場型、度假型、露營車型、野營

型 

    等) 

3. 我的露營美樂地：如果家庭要進行露營，學生自主蒐集

資料並於下一節課報告，依照家庭人數、條件，選擇適

合自己家庭的營地。 

45 口語評量：露營的聯想 

實作評量：露營美樂地資

料蒐集 

活動名稱：格致秘密客 

1. 引起動機：露營地 PK賽。 

(1) 上節課蒐集的家庭露營美樂地資料，請學生在小隊

分享，輪流介紹場地特色，然後小隊選出一至兩位

最理想的營地報告。 

(2) 請學生抽角色卡，想想自己比較喜歡哪個營地。 

2. 發展活動：格致秘密客 

我們學校是幾分的露營地呢？請學生假裝露營秘密客，

評鑑學校提供的場地合宜度。 

黃色寫優點，藍色寫改進理由。 

3. 綜合活動： 

(1)綜合討論格致露營場的優缺點。 

(2)從格致露營場來看營地氾濫情況。 

(3)提供未來選擇選擇營地的考量。 

 

45 口語評量：露營美樂地分

享 

實作評量：格致秘密客學

習單 

二、單元評量建議表： 

活動名稱 評量目標 評量方式 評量工具/學習紀錄 

活動一 

露營美樂地 

1. 能分享參與戶外或休閒

活動的生活經驗 

2. 能具備戶外或休閒活動

基本知能，並表達活動

時保護環境的理由。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露營美樂地學習單 

活動二 1. 能應用戶外或休閒活動 口語評量 格致秘密客學習單 



格致秘密客 基本知能，分析可能的

問題，提升生存能力與

降低環境干擾的策略。 

2. 能整合運用戶外或休閒

活動知能，評估實施成

效，並與環境做合宜的

互動，以提升生活的安

全品質。 

實作評量 

 

  



三、附件：包含學習單、評量工具…………. 

露營美樂地 

家庭曾有露營經驗嗎？如果我們家想要體驗露營活動，要選擇哪種營地呢？請

蒐集資料和我們分享。 

家人人數  

家庭成員健康分析  

家庭露營需求  

我尋找的營地是哪間  

營地特色 場地特色：  

 

交通： 

價錢： 

周邊環境： 

 

適合家人的部分： 

 

我想要在營地和家人

體驗的休閒活動 

 

 

 

 



格致秘密客 

秘密客是什麼呢？秘密客的身分神祕，任務卻需要高度觀察力！秘密客必須從獨立、客觀的

角度來評鑑服務品質，包括旅遊、金融、保險、百貨零售……都是秘密客服務的對象。米其

林餐飲指南就是讓秘密客打出知名度的方式。如果被米其林派出的秘密客評鑑為 3 顆星，這

間餐廳肯定大紅大紫，一位難求。但反過來說，要是評價不佳，小則主廚走人，大則也可能

讓餐廳關門。今天，你們就是營地秘密客，請在 15 分鐘內完成格致營地調查！ 

秘密客成員：                                                         

類型 評分項目 
得分(請在適當的得分選項中勾選) 

超棒/5 不錯/4 普通/3 改進/1 需改進原因 

營地

條件 

收費合理(總)      

交通方便      

排水順暢      

地形平坦      

水源充足      

供電完善      

娛樂空間      

設備租借      

風景優美      

設備

安全 

專人維護      

警衛駐守      

消防安檢      

政府核可      

鄰近醫院      

環境

衛生 

蚊蟲干擾      

動物進入      

回收分類      

浴廁乾淨      

專人維護      

小計      

總分  推薦度 

我覺得格致營地如何 

(請各舉一個最推薦

及最需要改進的點) 

 



三、補充資料 

農地上長營地 2018 05/07 

 
摘要 

露營業帶動地方發展，但合法業者卻少之又少，業者想要依循合法的途徑來申請露營

場，地方及中央卻沒有明確的法條來規範，讓大家無所適從。 

泰雅族全職農民黃碧玉，年輕時離開部落，十多年前，決定與兒子返鄉定居，靠老

本行採桂竹筍過活，兼種梅子、李子貼補家用。她說，做農看天吃飯，收入不穩

定，總希望生活能好過些，三年多前看到露營熱潮漸漸興起，她決定賭上一把。 

記者問，做露營區要投資， 不會怕嗎？她說很怕，「家當全部都下去了， 不夠的

要跟人家借，每個月要付一萬五千多，要付三年。」 

務農仰賴土地，改做露營場一樣不能脫離土地，她順地勢把農地規劃成三處營地，

砍掉部分桂竹林，種上草皮。為滿足客人需求，建置了洗手台、廁所衛浴等設施。 

https://ourisland.pts.org.tw/content/%E8%BE%B2%E5%9C%B0%E4%B8%8A%E9%95%B7%E7%87%9F%E5%9C%B0


 

面對這半年來，外界質疑建露營場的營主，為了賺錢不惜砍樹、破壞水土保持，黃

碧玉表示，大家只是把農地整理一下，並沒有破壞。不過她很擔心，投資前不知道

設露營場要申請，很怕政府會一聲令下、不准經營。她最近因此心情低落，畢竟成

本還沒辦法回收。  

黃碧玉的露營場位於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當地有近四十處營地，全台密度數一數

二，多數營主跟她一樣，將原住民保留地上的農牧用地，改做露營區。如果天候

好，露營場一個月營業額，從數萬元到十幾萬元不等，比起採收一甲地的桂竹筍，

一整年只能收入十五萬元、平均一個月一萬出頭，要好上許多，而相較開民宿，露

營區要投入的硬體成本門檻較低，因而吸引不少當地人投入。 



 

苗栗縣觀光休閒產業暨策略聯盟總幹事簡賢福指出，露營產業低密度開發，建物也

少，頂多就是營本部跟衛浴設備，當地人經營露營業，不圖賺大錢，只是想彌補經

濟缺憾。 

退休後回鄉的簡賢福，也開起露營場，他強調，當地山林早從日治時代就已經開墾

成梯田，一開始先種小米、玉米，後來又改種果樹、生薑等，他們只是把小梯田整

併成大梯田，並沒有大肆開發、更遑論將山林削皮。他告訴記者，其實當地派出所

查得很嚴，只要出現怪手，又拿不出公文，整地器具會被查扣。 

根據泰安鄉公所統計，2014 年以前，泰安鄉只有三、四家露營場，到了 2017 年，

已經有 107 家，三年間數量成長約三十倍，露營業蓬勃發展，的確為當地帶來更多

工作機會。鄉公所秘書陳信達就表示，鄉內農業產值因此成長三到五倍，也吸引不

少年輕人回鄉，大約造就四、五百人次的就業機會。 



 

儘管露營業帶動地方發展，合法業者卻少之又少，農牧用地上想設置露營場，須依

「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申請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沒先申請，就直接蓋露營

場，並不合法。三月底在立法院舉行的一場公聽會上，有民宿業者表示，如果有人

願意協助變更地目，轉變成遊憩用地，違法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不過變更地目得經過申請，目前除了丙種建地跟遊憩用地，可以直接蓋露營場，如

果設在農牧用地上，農委會在公聽會表態，不能偏離農業發展條例母法精神，就是

要落實農地農用，另外農業用地面積不能低於九成。此外，露營設施面積不能超過

兩成，算一算農地面積至少要是營地的四倍大。 

由於原保地上多數農牧用地代代相傳，土地取得成本遠比建地與遊憩用地低，因此

多數露營場都選擇蓋在農牧用地上，交通部觀光局彙整各部會清查的資料指出，全

台位於農牧與林業用地的露營場，有 1288 處，合格的只有 31 處，高達九成八違法

經營。農委會表示，沒有申請休閒農場就蓋露營場，涉違反農發條例，恐怕會處六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M0090014


 

苗栗縣觀光休閒產業暨策略聯盟指出，休閒農場的基本門檻 0.5 公頃、大約五分

地，但大興村多數露營場只有三、四分地大，根本連提出申請的資格都不符，聯盟

也坦言，法令這麼嚴格，他們想合法也難。 

不管是農地，還是營地，大興村泰雅族原住民認為，都是靠土地安身立命。面對露

營區難以合法，居民尋求協助解套，希望原鄉找到一條轉型活路，政府別讓此路不

通。不過農地變營地雖然土地還在，但不以農業生產為優先，已違背當初立法保護

農地的用意，外界擔心，是不是也會讓農地最基本的價值，跟著流失。 

學科 

開發 

縣市 

 苗栗縣 

 泰安鄉 

露營業帶動地方發展，但合法業者卻少之又少，業者想要依循合法的途徑來申請露

營場，地方及中央卻沒有明確的法條來規範，讓大家無所適從。 

採訪/撰稿 林靜梅 

攝影 許中熹 郭俊麟，剪輯 許中熹 

 

五、參考書目（含參考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