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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9 年） 

關懷偏遠地區國民小學畢業宿營活動 

計畫簡章 

【畢業很有「樹」】 

※右上角繩索體驗照片由樹谷生活科學館提供。 

 

 

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 

合作單位：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樹谷生活科學館 (依單位全銜筆畫排序)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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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關懷偏遠地區國民小學畢業宿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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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樹谷園區緊鄰南科園區，位處臺南市新市、善化與安定等區域交界。歷經

幾千年洗禮，地貌與地形皆有極大變化，期間曾文溪與鹽水溪的沖積與堆積，

逐漸形成今日樣貌，在這塊水路、陸路交會的肥沃土壤上，便有許多先民在此

生活過，並且留下不少的史前文物。 

樹谷（考古暨）環境教育中心「2020（109 年）關懷偏遠地區國民小學畢

業宿營」融入考古「空間」與「時間」的概念，將文化轉化成智慧呈現的一種

生活紀錄，並藉由實際探坑發掘體驗所收集到的線索，科學推理拼湊出完整的

故事拼圖。 

透過先民食、衣、住、行等生活方式的探索，了解遺留給我們曾經的土地

脈絡與萬物生命力，重新締造土地與自身的親密關係。 

此課程以【人與自然的永續智慧】為主軸，3 天 2 夜活動分別就「製陶」、

「狩獵」、「製繩」、「鑽木取火」等先民生活為體驗主題，由田野考古的驗證過

程窺見史前時代，帶領學童認識先民善用自然環境資源（泥土、植物纖維、木

頭、石頭…），以及了解先民與其周遭動物之間的關係，如何利用豐富的動物資

源！反思現代人便利的生活模式（塑膠、打火機、畜牧業及其副產品…）及行

為對於自然生態、環境所造成的危害，從中體會人類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

培養學童正確的環境倫理態度，且產生友善環境與社會的公民行動。 

「繩技能」的挑戰除了強化「考古」平行空間軸與垂直時間軸的概念，更

藉由不同高度視角欣賞周遭環境，從認識、了解、喜歡，進而保護。 

貳、 活動目標 

一、 以「考古」為引，透過體驗式教學，激發學童對文化的認同，並產生積極

愛護行動。 

二、 串聯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樹谷生活科學館等合作夥伴，運用樹谷考古暨環

境教育中心及樹谷園區等資源，讓學童參與多元、豐富且有趣的課程活

動，從中認識文化保存、環境永續的重要性。 

三、 增加學童互動溝通、思考表達、團隊合作、認識及挑戰自我的機會。 

四、 協助南部地區（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偏遠地區學校參與校外

教學活動。 

五、 提升大專學院同學公益服務之參與度，培養環境教育種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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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動地點 

樹谷考古暨環境教育中心（741 臺南市新市區活水路 3 號）、樹谷冒險體驗場 

參訪：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744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 10

號） 

肆、 活動費用 

一、 考量多數偏遠地區學童處經濟弱勢家庭，酌收費用每人新台幣 800 元。

（含部分講師鐘點、教材費、保險費），參加活動來返之交通接駁請學校

自理；第 2 天【南科考古館】參訪之交通接駁由主辦單位處理。 

二、 提供清寒相關證明者，活動費用全額補助。 

伍、 活動人數 

每梯次為一所學校數以上共同參與（參加學童能與他校交流），總人數計

35 人；隨隊教師留宿以每校 2 人為限。 

陸、 活動對象 

一、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等轄內各國民小學，並以偏

遠地區（按教育部認定標準，查詢網址

http://stats.moe.gov.tw/remotegis/）優先受理，各縣市保障一所學校申

請。 

二、 第一優先：2019（108 年）未參加過宿營活動之偏遠地區學校；第二優

先：參加過 2019（108 年）宿營活動且如期繳交活動回饋資料之學校，

並完成報名程序（線上報名、參與學生名單、保險資料）予以排定先後

順位。 

三、 候補：【非偏遠地區學校】，或有浮報人數、未全程參與活動（遲到或

早退），以及未按主辦單位之活動規劃等情事者（含逾期未繳交活動回

饋資料）之學校，均「暫列候補」（依申請時間先後排序），敬請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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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活動申請 

一、 統一採取「網路申請」方式，學校請至網頁登錄相關資料完成申請作

業。 

二、 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343aa85e101a1b27d24      

三、 申請日期：自 2020（109 年）1 月 17 日上午 9 時起 至  

                          2 月 15 日下午 5 時，額滿為止。 

四、 主辦單位保有受理與否及相關執行調整之權利，敬請配合。 

五、 學校參與梯次依主辦單位統一公告為準。 

捌、 梯次日期、時間 

2020 年（109 年）3 月至 5 月份間，每梯次 3 天 2 夜，共計 5 梯次。 

報到時間：第一天上午 8 時 30 分 

結束時間：第三天下午 3 時 

https://www.beclass.com/rid=2343aa85e101a1b27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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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保有調整活動內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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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梯次公告&行前通知 

一、 梯次公告日期：2020（109 年）2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二、 梯次公告網址：http://www.tvf.org.tw/ 

三、 活動前二週將寄發行前通知。 

壹拾壹、 繳費及特別說明 

一、 請於公告後，109 年 3 月 16 日前（不含假日）再行匯款。 

匯款帳號：第一銀行（007）南科園區分行 628-10-005216  

      戶名：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 

                                   *若跨行匯款，請自行負擔手續費用 

完成匯款之學校，請回覆電子郵件（tvfngo@gmail.com）或至申請頁面編修， 

告知：（1）匯款帳戶後四碼；（2）匯款金額；（3）匯款人姓名或學校名稱【報

名頁面編修者免填】。 

二、 現場繳費。 

三、 需配合完成「學校回饋單」填寫，也可以採用網路上傳哦！！（網址：

https://www.beclass.com/rid=2343aac5e158f6dbff90）【附件一】。 

 

壹拾貳、 承辦窗口 

一、 電話：（06）589-2400；傳真：（06）589-2401 

二、 Email：tvfngo@gmail.com 

三、 環境教育專員：楊博仁 

http://www.tvf.org.tw/
mailto:tvfngo@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