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 109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獨立研究作品徵選 

作品說明書 

第一階段 研究訓練階段 

壹、近二年學校獨立研究課程之規劃 

       年級 

學期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上學期 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 獨立研究 獨立研究 

下學期 專題研究 獨立研究 獨立研究 獨立研究 

貳、學校如何提供該生獨立研究訓練 

一、 三年級安排專題研究，由老師安排適合學生程度之主題進行探  

 索，並將未來進行獨立研究所需之相關技能安排於課程中，希 

 望學生能透過探索主題的過程學會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尋求 

 資源、資料的歸納延伸、相關資訊處理等能力。 

二、 四年級上學期分組進行專題研究，藉由討論決定研究主題，運 

     用三年級所學之能力分組完成專題研究。 

三、 四年級下學期分組進行獨立研究，過程中除更加熟悉研究所需 

     相關能力外，更強調獨立研究所需之主動性與問題解決。 

四、 五、六年級依據學生特質、研究性質採分組或個別形式進行獨 

     立研究，除強調研究產出外，更加強檢討與批判，對於完成作 

     品與研究進行反思。 



  第二階段 獨立研究階段 

壹、研究動機 

    我們在資優班上課的時候，上到了家鄉的景點，其中提到了魚苗

寮，我們發現魚苗寮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是中部最大的內陸濕地，還

有地方獨特的「數魚歌」，早期養殖漁業更是花壇早期重要的產業。

同時，我們也發現自然課與社會課的課程內容與魚苗寮有許多相關的

地方，所以我們決定深入認識魚苗寮，並且探討魚苗寮是否適合成為

花壇鄉內結合學校課程的社區學習地點? 

 

貳、擬定正式計畫、研究問題及工作進度表 

一、正式計畫研究架構 

 

 

 

 

 

 

二、研究問題 

 (一)魚苗寮的歷史發展 

 (二)魚苗寮的生態資源 

 (三)魚苗寮的特色文化 

 (四)能夠與魚苗寮結合學習的科目及單元 

 (五)任教於花壇鄉內國小老師對魚苗寮的認識 

 (六)任教於花壇鄉內國小老師對魚苗寮與學校學習結合的看法 

 (七)就讀於花壇鄉內國小學生對魚苗寮的認識 

 (八)就讀於花壇鄉內國小學生對魚苗寮與學校學習結合的看法 

走入社區來學習-花壇鄉國小師生對魚苗寮結合學校學習看法之探究 

認識魚苗寮 

歷史發展 

自然資源 

數魚歌 

問卷調查 

任教於花壇鄉
內國小的老師 

就讀於花壇鄉
內國小的學生 

整理報告 

整理並統計問卷 

整理並撰寫報告 

成果發表 

可與魚苗寮
結合的課程 

社會 

自然 



三、工作進度表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討論研究方向 ◎       

訂定主題 ◎       

查詢資料  ◎ ◎     

整理資料  ◎ ◎     

設計問卷    ◎    

進行調查    ◎    

彙整問卷     ◎   

撰寫報告      ◎  

修改並完成報告       ◎ 

交稿       ◎ 

 

時間 研究進度 

3月 討論研究方向 

3月 訂定主題 

4月、5月 查詢資料 

4月、5月 整理資料 

6月 設計問卷 

6月 進行調查 

7月 彙整問卷 

8月 撰寫報告 

9月 修改並完成報告 

9月 交稿 

 

參、彙整相關文獻 

一、魚苗寮 

(一)魚苗寮的歷史發展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的魚苗寮。早期是台灣淡水魚苗養殖的集散

中心。魚苗寮起源自清朝乾隆年間，至今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當時的

台灣人都沿襲自中國，習慣吃淡水魚(鰱魚、草魚、鯉魚、鯁魚)，而

當時魚苗也都來自中國，為了減少商旅運輸，才會在此漸漸形成魚苗

養殖區域。現今因國人飲食習慣的改變，淡水魚需求量減少，魚苗寮



的魚苗養殖事業才漸漸沒落，養殖戶由最多時期的二、三十家，到目

前只剩下七、八家。 

(二)魚苗寮的生態資源 

    魚苗寮由於水質良好，曾是中部最大淡水魚苗繁殖場，從清朝年

間就成為中部淡水魚養殖的集散地。區域內有為數多達二十公頃的水

田、魚塭和農地，具有多樣化的地貌；但由於農業衰退以及飲食習慣

改變，農業及魚苗寮產業逐漸沒落，全區有許多稻田休耕，也有許多

漁戶已經歇業或棄養，形成生物相豐富的沼澤濕地，生長了大量的水

生植物；除了水生動植物外，更有多種鷺科、鷸科濕地鳥類到此覓食，

還有多種豆娘、蜻蜓、蛙類以及臺灣原生種植物，是中部唯一最大面

積的內陸溼地，沿途還有草魚、烏鰡及甲魚繁殖場。 

 

   

魚苗寮的入口 魚苗寮入口石雕 廢棄的魚塭 

 

   

相連成一片的魚塭 養魚的設備 廢棄的魚池 



魚苗寮與周圍景點位置圖(長沙社區發展協會) 

(三)魚苗寮的特色文化 

    為了方便計算魚苗數量，地方還衍生出一首「數魚歌」，在計數

魚苗時，每次以五作為基數，沒有三的數字，只有加一、加二、欠一、

欠二、相抵(台語發音)五種口訣，數到 100，剛剛好是 500尾魚苗。

最後再以多少回來換算，就可以得知總數，由於是歌謠傳唱，容易讓

人記憶。由於此種計算方法並不好學，現今年輕一輩的養殖漁民，已

經不會用此方法。 

二、能夠與魚苗寮結合學習的科目及單元 

    國小階段的課程中，社會與自然有許多單元介紹了家鄉的特色、

發展、產業及生活與動植物、自然環境，而魚苗寮的自然資源與歷史

文化跟許多單元都有關，因此將有關的單元列於下表。 

(一)社會 

版本 單元名稱 

翰林 

三下 第一單元 我們居住的地方 

     第二單元 居民的生活 

第五單元 地方的故事與特色 

第六單元 居住地方的發展 



四上 第四單元 家鄉的產業 

四下 第四單元 鄉親的生活 

第五單元 家鄉居民的休閒活動 

五上 第六單元 臺灣傳統社會與文化的形成 

六上 第一單元 臺灣的自然資源與物產 

第五單元 社會變遷 

康軒 

三下 第一單元 我們居住的地方 

第二單元 居民的生活 

第五單元 地方的故事與特色 

第六單元 居住地方的發展 

四上 第四單元 家鄉的產業 

四下 第四單元 鄉親的生活 

第五單元 家鄉居民的休閒活動 

五上 第二單元 自然環境 

五下 第六單元 生活與環境 

六上 第四單元 戰後臺灣的社會與文化 

南一 

三下 第一單元 居住的地方 

第二單元 居住地方的民俗與慶典 

第三單元 地方生活與資源 

四上 第一單元 我們的家鄉 

第二單元 家鄉的自然環境 

第三單元 家鄉的開發 

第四單元 家鄉的產業 

第六單元 愛護家鄉 

四下 第四單元 家鄉的古蹟與名勝 

第五單元 家鄉的生活 

五上 第二單元 臺灣的自然環境 

五下 第三單元 臺灣的社會變遷與文化 

第五單元 城鄉發展與區域特色 

第六單元 臺灣的自然資源 

六上 第二單元 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 



(二)自然 

版本 單元名稱 

翰林 

四上 第二單元 水生生物的世界 

五上 第二單元 植物的奧秘 

六下 第三單元 生物、環境與自然資源 

康軒 

四上 第二單元 水生家族 

五上 第二單元 植物世界面面觀 

六下 第三單元 生物與環境 

南一 

四上 第二單元 水中生物 

五上 第二單元 植物世界 

六下 第三單元 珍愛家園 

 

肆、資料分析 

一、老師部分 

    針對本校的老師進行關於魚苗寮結合學校學習的問卷調查，共發

出 17份問卷，有效問卷 17份，無效問卷 0份，並將調查結果進行分

析。 

請問您目前任教的科目? 

1.國語、數學、綜合(導師) 

2.國語、數學、綜合(導師) 

3.國語、數學、綜合(導師) 

4.國語、數學、綜合(導師) 

5.國語、數學、綜合(導師) 

6.國語、數學、綜合(導師) 

7.國語、數學、綜合(導師) 

8.國語、數學、綜合(導師) 

9.國語、數學、綜合(導師) 

10.國語、數學 (導師) 

11.國語、數學 (導師) 

12.國語、數學 (導師) 

13.社會(科任老師) 

14.社會、生活(科任老師) 



15.社會、自然(科任老師) 

16.美勞、自然(科任老師) 

17.體育、自然(科任老師) 

17位老師目前任教的科目有國語、數學、綜合、社會、自然、生活、

美勞、體育，其中導師 12人，科任老師 5人。 
 
請問您之前有去過或聽過魚苗寮嗎? 

 去過 沒去過,有聽

過 

有去過,但不了

解 

沒聽過 

數量 11 3 3 0 
百分比 64.7% 17.6% 17.6% 0% 

這題以去過的人數最多，占了 64.7%。代表許多老師去過魚苗寮。沒

聽過魚苗寮的人數是 0，顯示大部分老師就算沒去過也聽過魚苗寮。 

 

請問您怎麼知道魚苗寮的?(可複選) 
 

 沒聽過 透過親友 透過網路 透過新聞 曾經路過 

數量 0 8 7 3 2 

百分比 0% 47.1% 41.2% 17.6% 11.8% 

這題以透過親友與透過網路居多，而少數是透過新聞與曾經路過，可

能是魚苗寮在當地還是有一些知名度，而少數透過新聞可能是看過數

魚歌的報導。 



 

請問您上課是否曾經補充或介紹過魚苗寮? 
 

 是 否 

數量 6 11 

百分比 35.3% 64.7% 

本題回答「否」的人數較多，顯示就算老師知道魚苗寮，也可能不會

在上課時補充或介紹。 

 

承上題，請問是在什麼課程時進行補充或介紹的？ 

1.社會課:四上-產業類別 

2.國語課、生活課 

3.國語課 

4.綜合課 

5.國語課、綜合課 

6.國語課、綜合課 

老師們主要在國語課與綜合課時補充與介紹魚苗寮，其次則是社會課

與生活課。 

 

 

 

 

 

 

 



透過上面的簡介，您認同魚苗寮是家鄉的文化資產嗎? 
 

 非常認同 認同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數量 4 13 0 0 

百分比 23.5% 76.5% 0% 0% 

這題全部的老師都回答「非常認同」與「認同」較多，顯示老師們都

認為魚苗寮確實是家鄉的文化資產。 

 

承上題，為什麼？ 

1.與家鄉的產業發展及歌謠做連結，很值得介紹，發揚光大 

2.當年實地參訪，聽過數魚歌時，就確定是特殊文化，所以不是透過 

  簡介。 

3.花壇鄉的自然資源盛地。 

4.地緣，先前產業和在地資源。 

5.可以發展地方文化、產業。 

6.花壇鄉的特色之一。 

7.文化資源有傳統建築，具有歷史特色。 

8.過去的光榮歷史，如果能推廣轉型成為在地文化，持續創新，有新  

  人投入，文化也要升級。 

9.了解魚苗寮的興衰原因及了解先民文化歷史（數魚歌歌謠的傳唱）。 

10.台灣本土罕見的鄉土特色 

11.在地文化曾經的一頁風光 

老師們認同魚苗寮是花壇鄉的文化資產的原因主要是具有文化、歷史

特色，呈現了地方產業發展，特別是「數魚歌」更是值得介紹的傳統

特色。 

 



透過上面的簡介，您認同魚苗寮是家鄉的自然資產嗎? 
 

 非常認同 認同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數量 6 9 2 0 

百分比 35.3% 52.9% 11.8% 0% 

此題以「非常認同」、「認同」為多數，代表大部分老師都認同魚苗寮

所擁有的生態資源是屬於家鄉的自然資產。但仍有少部分老師不認

同，或許可以進一步了解原因。 

 

承上題，為什麼？ 

1.花壇難得有內陸濕地，很值得推廣介紹。 

2.就在花壇裡，且有特殊文化（歌謠）。 

3.有許多的本地動、植物。 

4.花壇姑娘溪等環境。 

5.因為可以促進觀光。 

6.人為形成是另一部分原因。 

7.自然資源特色擁有豐富的水生動植物，水鳥，昆蟲等資源。 

8.光榮的歷史，我花壇人，我驕傲，才會對土地有認同感。 

9.擁有中部最大面積內陸濕地。 

10.因曾是全台數一數二的特色產業。 

11.有文化，有經濟價值。 

12.與自然生態有關。 

老師們認同魚苗寮的生態資源是花壇鄉的自然資產的原因主要是內

陸濕地生態，且擁有許多動植物等，很值得推廣。而提到人為形成是

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部分老師不認同是自然資產的原因。 

 



您認為魚苗寮適合與學校課程結合，成為教學資源嗎? 
 

 非常適合 適合 不適合 非常不適合 

數量 5 11 1 0 

百分比 29.4% 64.7% 5.9% 0% 

這題幾乎所有老師都認為魚苗寮適合與學校課程結合，僅有 5.9%的

老師認為不適合。 

 

承上題，為什麼？ 

1.讓學生觀察動植物，是大自然教室。 

2.認識家鄉環境原本即是課程之一。 

3.可結合許多課程：國、自、社、綜合等。 

4.就近，容易觀察。 

5.可與自然課程裡的動物生態結合。 

6.與在地生活做連結。 

7.可與水生動植物單元課程結合。 

8.離學校近，安全上比較沒顧慮。 

9.認識在地文化，發展學校特色課程。 

10.可增進學童對家鄉的認識與認同感。 

11.自然、人文、在地生活的結合。 

老師們認為魚苗寮適合與學校課程結合的原因有自然方面的可就近

觀察動植物，與水生動植物單元結合，認識在地文化，增進對家鄉的

認識與認同感，更認為是自然、人文與在地生活的結合。更有老師認

為離學校近，在安全上比較沒有顧慮。 

 



您認為學校社會課程上到認識家鄉或家鄉特色、產業等內容時，安排
在地相關景點進行校外教學，能否幫助學生更加了解課程內容?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沒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
助 

數量 7 10 0 0 
百分比 41.2% 58.8% 0% 0% 

這題全部的老師都認為學校社會課程進行到認識家鄉或家鄉特色、產

業等內容時，安排在地相關景點進行校外教學是可以幫助學生更加了

解課程內容，所以確實應該考慮配合學校課程將魚苗寮安排為校外教

學的地點。 

 

承上題，為什麼？ 

1.大家似乎都不知道花壇有『漁業』，可以介紹。 

2.能直接觀察。 

3.百聞不如一見。 

4.有實際體驗。 

5.因為跟家鄉特色有關，親自參觀更能加深印象。 

6.親臨實地，感受更深。 

7.當地產業特色資源為淡水魚苗的人工培育繁殖與魚塭景象。 

8.至少知道有這樣的產業存在。 

9.走讀活動，深入探訪。 

10.行萬里路勝 讀萬卷書。 

11.體驗教育。 

12.實地訪查，可讓學生加深印象。 

老師都認為學校社會課程進行到認識家鄉或家鄉特色、產業等內容

時，安排在地相關景點進行校外教學是可以幫助學生更加了解課程內

容的原因，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花壇有「漁業」、「養殖」等產業，

且實地走訪、體驗能夠有更深刻的感受與印象。 



 

您認為學校自然課程進行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主題或單元時，安排
在地相關景點進行校外教學，能否幫助學生更加了解課程內容? 
 
 

 非常適合 適合 不適合 非常不適合 

數量 3 11 2 1 

百分比 17.6% 64.7% 11.8% 5.7% 

學校自然課程進行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主題或單元時，安排在地相

關景點進行校外教學，有 17.6%的老師認為對學生更加了解課程內容

是「非常適合」，而認為「適合」的有 64.7%，只有 11.8%的老師認為

「不適合」與 5.7%的老師認為「非常不適合」。 

 

承上題，為什麼？ 

1.可增進學生對濕地生態的認知與興趣。 

2.能直接觀察。 

3.自然資源豐富。 

4.有部分區域是天然可以先操作。 

5.可以親自了解課本裡水生動植物的生長。 

6.可讓學生接觸自然環境，使用感官來觀察獲得第一手的經驗。 

7.環境好不好，學生容易感受。 

8.走讀活動，深入探訪。 

9.能親自接觸，目睹相關課程，印象會更深刻。 

10.實地訪查，可讓學生加深印象。 

老師們認為學校自然課程進行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主題或單元

時，安排在地相關景點進行校外教學，能夠幫助學生更加了解課程內

容的原因是能夠直接觀察，親自接觸會更印象深刻。 

 



如果學校社會課程上到家鄉或家鄉產業等內容時，您認為學校適合選
擇魚苗寮辦理校外教學嗎? 
 

 

 非常適合 適合 不適合 非常不適合 

數量 3 11 2 1 

百分比 17.6% 64.7% 11.8% 5.9% 

有 17.6%的老師認為如果學校社會課程上到家鄉或家鄉產業等內容

時，「非常適合」選擇魚苗寮辦理校外教學，而認為「適合」的則有

64.7%，有 11.8%的老師認為「不適合」，5.9%的老師認為「非常不適

合」。 

 

承上題，為什麼？ 

1.親自走訪勝於紙上談兵。 

2.特色產業之一，但不知是否已沒落而不適合。 

3.路途很近。 

4.可以問魚塭老闆。 

5.因為課程相關，可更深入瞭解。 

6.家鄉的產業“變革”，較適合。 

7.有安全上的考量。 

8.魚苗寮是一個兼具生活、生產與生態，三生一體的學習環境。 

9.沒落，少數人在經營，難以形成產業聚落，形成一個穩定的產業生 

  態系。 

10.但要依年段安排適合課程。 

11.雖適合，但人數上、交通上須再仔細規劃。 

12.近，可徒步抵達。 

13.不僅可認識家鄉產業又可獲得相當多的自然生態知識。 

老師認為如果學校社會課程上到家鄉或家鄉產業等內容時，適合選擇

魚苗寮辦理校外教學的原因主要是可以認識家鄉產業又能獲得自然

生態的知識，親自走訪可以印象更深刻，而也有老師認為應該在「安

全」、「交通」與「人數」上進行考量與規劃。 



 

如果學校自然課程上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內容時，您認為學校適合
選擇魚苗寮辦理校外教學嗎? 
 

 非常適合 適合 不適合 非常不適合 

數量 5 10 2 0 

百分比 29.4% 58.8% 11.8% 0% 

有 29.4%的老師認為如果學校自然課程上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內容

時，「非常適合」選擇魚苗寮辦理校外教學，而認為「適合」的則有

58.8%，僅有 11.8%的老師認為「不適合」。 

 

承上題，為什麼？ 

1.親眼觀察加深印象 

2.就近 

3.當地有許多水生動植物可參考 

4.現有資源 

5.因為課程相關 

6.距離不遠，可實地觀察 

7.有安全上的考量 

8.魚苗寮是一個兼具生活、生產、生態三生一體的學習環境 

9.環境天然，離學校近 

老師認為如果學校自然課程上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內容時，適合選

擇魚苗寮辦理校外教學的原因主要是可以認識親自實地觀察可以讓

印象更深刻，而且環境天然有許多水生動植物可以觀察，然後距離學

校也很近，但也有老師認為有安全上的考量。 

 



如果要將魚苗寮與家鄉特色、產業、景點等課程結合，列為校外教
學參觀地點，是否適合和周邊景點一同參訪(例如:茉莉花壇夢想
館、八卦窯等)? 
 

 

 非常適合 適合 不適合 非常不適合 
數量 3 11 2 1 
百分比 17.6% 64.7% 11.8% 5.9% 

如果要將魚苗寮與家鄉特色、產業、景點等課程結合，安排為校外

教學參觀地點，老師們大部分都認為適合和周邊景點一同參訪，覺

得「非常適合」的雖然只有 17.6%，但是認為「適合」的有 64.7%。 

 

承上題，為什麼？ 

1.對花壇因了解而更愛惜家鄉，增加認同。 

2.都在附近，但行程在夏天用步行會較困難。 

3.路線順暢（很近）。 

4.這些都是在地資源，也有些有專人整理。 

5.可藉由這個機會去認識家鄉文化產業特色。 

6.一天安排三個主題景點，時間充裕。 

7.要有充分的時間才能深入了解其課程內容。 

8.符合親子活動，生態旅遊，促進社區產業發展。 

9.可以多了解自己居住的在地文化，對自己的家鄉有更進一層的認識。 

10.深度旅遊不宜一次安排過多行程。 

11.可讓學童能更進一步認識家鄉文化及特色產業。 

12.豐富多元。 

13.少數人在經營，難有共鳴。 

老師們認為適合將魚苗寮與家鄉特色、產業、景點等課程結合，安

排為校外教學參觀地點一同參訪的原因，主要是能讓學生更了解家

鄉的文化、特色與產業發展以及路線順暢。而認為不是那麼適合的

原因則是如果要進行深度的認識就不宜安排過多行程，也有老師認

為部分景點是少數人經營比較難有共鳴，以及雖然都是附近的景

點，但若要步行前往，也必須考量參訪的季節(夏天會太熱)。 



二、學生部分  

    針對就讀於花壇鄉各國小的學生進行關於魚苗寮結合學校學習

的問卷調查，共發出 342份問卷，有效問卷 329份，無效問卷 13 份，

並將調查結果進行分析。 

請問您之前有去過或聽過魚苗寮嗎? 

 去過 沒去過，有聽過 有聽過，但不了解 沒聽過 

數量 54 90 54 128 

百分比 16.6% 27.6% 16.6% 39.3% 

這題以「沒聽過」最多，有 39.3%，回答「去過」的人也只有 16.6%，

可能是因為魚苗寮很少辦理推廣活動與宣傳。 

 

請問您怎麼知道魚苗寮的?(可複選) 

 沒聽過 透過學校、老師 透過親友、同學 曾經路過 

數量 121 87 99 50 

百分比 37.2% 26.8% 30.5% 15.4% 

這題以「沒聽過」最多，其次是「透過親友、同學」與「透過學校、

老師」，可能是因為魚苗寮平時並無特別進行宣傳與辦理活動，但是

透過學校、老師與親友、同學仍然可以讓人得知魚苗寮。 

 

 



請問您知道什麼是數魚歌嗎? 
 

 知道  聽過，但不了解 不知道 

數量 32 58 242 

百分比 7.1% 18% 74.9% 

這題以「不知道」最多，有 74.9%的人都不知道「數魚歌」，回答「知

道」的人只有 7.1%，可能是此文化漸漸沒落且缺乏傳承與宣傳所導

致的。 

 

透過上面的簡介，您認同魚苗寮是家鄉的文化資產嗎? 

 非常認同 認同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數量 92 192 30 11 

百分比 28.3% 59.1% 9.2% 3.4% 

閱讀完魚苗寮的簡介後，選擇「認同」的人最多，有 59.1%，其次是

選擇「非常認同」有 28.3%，代表大部分人認為魚苗寮的歷史發展與

文化特色確實是家鄉的文化資產。 

 

 

 

 

 



透過上面的簡介，您認同魚苗寮是家鄉的自然資產嗎? 

 非常認同 認同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數量 101 189 22 13 

百分比 31.1% 58.2% 6.8% 4% 

閱讀完魚苗寮的簡介後，選擇「認同」的人最多，有 58.2%，其次是

選擇「非常認同」有 31.1%，代表大部分人認為魚苗寮的特殊的自然

生態景觀與溼地環境確實是家鄉的自然資產。 

 

如果魚苗寮舉辦大型活動(生態之旅、魚苗尾牙等)，您有興趣參加
嗎? 

 非常想去 想去 不想去 非常不想去 

數量 77 164 66 18 

百分比 23.7% 50.5% 20.3% 5.5% 

這題以「想去」最多，占了 50.5%，「非常想去」也有 23.7%，可能是

因為大家普遍容易受到大型活動的吸引，也比較容易有宣傳效果。 

 

如果老師上課時，提到或補充介紹魚苗寮，您想去參觀嗎? 

 非常想去 想去 不想去 非常不想去 

數量 64 184 56 19 

百分比 19.8% 57% 17.3% 5.9% 

這題以「想去」最多，占了 57%，「非常想去」也有 19.8%，代表如果

老師在課堂上提到魚苗寮，可能會提高學生前往了解、探索的意願。 



 

您認為魚苗寮適合與學校課程結合，成為教學資源嗎? 

 非常適合 適合 不適合 非常不適合 

數量 89 212 20 5 

百分比 27.3% 65% 6.1% 1.5% 

這題有 65%的人選擇「適合」，其次是選擇「非常適合」，有 27.3%，

可以推測大部分的學生對魚苗寮與學校課程結合，接受度很高。 

 

您認為學校社會課程上到認識家鄉或家鄉特色、產業等內容時，安
排在地相關景點進行校外教學，能否幫助學生更加了解課程內容?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沒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數量 109 197 10 9 

百分比 33.5% 60.6% 3.1% 2.8% 

這題有 60.6%的人選擇「有幫助」，其次是選擇「非常有幫助」，有

33.5%，可以推測大部分的學生認為學校社會課程進行到認識家鄉或

家鄉特色、產業等內容時，安排在地相關景點進行校外教學是能幫

助自己更加解課程內容的。 

   



您認為學校自然課程進行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主題或單元時，安
排在地相關景點進行校外教學，能否幫助學生更加了解課程內容?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沒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數量 118 191 10 6 

百分比 36.3% 58.8% 3.1% 1.8% 

這題有 58.8%的人選擇「有幫助」，其次有 36.3%選擇「非常有幫助」，，

代表大部分的學生都認為學校自然課程進行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

主題或單元時，安排在地相關景點進行校外教學是能幫助自己更加

解課程內容的。 

 

 如果學校社會課程上到家鄉或家鄉產業等內容時，您會推薦親朋好
友去參觀魚苗寮嗎? 

 會 可能會 可能不會 不會 

數量 99 159 45 23 

百分比 30.4% 48.8% 13.8% 7.1 

在學校社會課程上到家鄉或家鄉產業等內容時，有 30.4%的人選擇會

推薦親朋好友去參觀魚苗寮，選擇可能會的人有 48.8%，而可能不會

的人有 13.8%，選擇不會的有 7.1%。雖然有少部分人傾向不推薦，

還是有很多人選擇推薦或可能會推薦。 

 



如果學校自然課程上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內容時，您會推薦親朋
好友去參觀魚苗寮嗎? 

 會 可能會 可能不會 不會 

數量 99 195 45 23 

百分比 34.4% 47.2% 12.3% 6.1% 

在學校自然課程上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內容時，有 34.4%的人選擇

會推薦親朋好友去參觀魚苗寮，選擇可能會的人有 47.2%，而可能不

會的人有 12.3%，選擇不會的有 6.1%。雖然有少部分人傾向不推薦，

還是有很多人選擇推薦或可能會推薦。相比上一題的社會課程，進

行自然課程時，傾向願意推薦的人略為增加。 

  

如果老師上課時，提到或補充介紹魚苗寮，您會期待學校選擇魚苗
寮辦理校外教學嗎? 

 非常期待 期待 不期待 非常不期待 

數量 84 162 59 21 

百分比 25.8% 49.7% 18.1 6.4 

當老師上課時，提到或補充到魚苗寮，會「期待」學校選擇魚苗寮辦

理校外教學的人佔了 49.7%，而選擇「非常期待」的人有 25.8%，顯

示老師上課時進行補充與介紹是可以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的。 

 



如果學校社會課程上到家鄉或家鄉產業等內容時，您會期待學校選
擇魚苗寮辦理校外教學嗎? 

 非常期待 期待 不期待 非常不期待 

數量 83 153 65 25 

百分比 25.5% 46.9% 19.9% 7.7% 

當學校社會課程上到家鄉或家鄉產業等內容時，會「期待」學校選

擇魚苗寮辦理校外教學的人佔了 46.9%，而選擇「非常期待」的人有

25.5%，仍然有很高比例的人期待到魚苗寮進行校外教學，但相比一

般課程上課補充，反而在社會課程選擇「不期待」與「非常不期待」

的人稍微變多了。 

 

如果學校自然課程上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內容時，您會期待學校
選擇魚苗寮辦理校外教學嗎? 

 非常期待 期待 不期待 非常不期待 

數量 99 154 55 17 

百分比 30.5% 47.4% 16.9% 5.2 

當學校自然課程上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內容時，會「期待」學校

選擇魚苗寮辦理校外教學的人佔了 47.4%，而選擇「非常期待」的人

有 30.5%，相較於一般課程與社會課程時明顯選擇「非常期待」的人

變多了，可能是因為大家也很期待將自然課程所學的內容與魚苗寮豐

富的自然資源結合學習。 



 

如果要將魚苗寮與家鄉特色、產業、景點等課程結合，列為校外教
學參觀地點，是否適合和周邊景點一同參訪(例如:茉莉花壇夢想
館、八卦窯等)? 

 非常適合 適合 不適合 非常不適合 

數量 144 142 31 9 

百分比 44.2% 43.6% 9.5 2.8% 

這題選擇「非常適合」的有 44.2%，選擇「適合」的有 43.6%，表示

大部分的同學都認同安排魚苗寮做為校外教學的地點時，可以將周邊

同樣具有在地特色的景點一同參訪。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老師部分 

(一)老師普遍去過或聽過魚苗寮，且以親友介紹與透過網路居多，雖 

  然大部分老師都知道魚苗寮，但可能不會在上課時補充或介紹， 

  而會在課堂上補充的老師則會在國語、生活、綜合與社會課時進 

  行補充。 

(二)老師們都認同魚苗寮確實是家鄉的文化資產，原因主要是魚苗寮 

  具有文化、歷史特色，呈現了地方產業發展，特別是「數魚歌」 

  更是值得介紹的傳統特色。  

(三)大部分老師都認同魚苗寮所擁有的生態資源(內陸濕地生態、許 

  多動植物)是屬於家鄉的自然資產，很值得推廣。但仍有少部分 

  老師不認同，原因可能是魚苗寮是人為形成的，所以不認同是自 

  然資產。 



(四)幾乎所有老師都認為魚苗寮適合與學校課程結合，自然方面的原 

  因是可就近觀察動植物，與水生動植物單元結合；社會方面則是    

  認識在地文化，增進對家鄉的認識與認同感，是自然、人文與在 

  地生活的結合。更有老師認為距離學校近，在安全上比較沒有顧 

  慮。 

(五)老師都認為學校社會課程進行到認識家鄉或家鄉特色、產業等內 

  容時，安排在地相關景點進行校外教學是可以幫助學生更加了解 

  課程內容，原因是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花壇有「漁業」、「養殖」 

  等產業，且實地走訪、體驗能夠有更深刻的感受與印象可以認識 

  家鄉產業又能獲得自然生態的知識，所以確實應該考慮配合學校 

  課程將魚苗寮安排為校外教學的地點，但也有老師認為應該在 

  「安全」、「交通」與「人數」上進行考量與規劃。 

(六)學校自然課程進行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主題或單元時，安排在 

  地相關景點進行校外教學，大部分的老師認同的原因是能夠幫助 

  學生更加了解課程內容，直接觀察、親自接觸會更印象深刻，而 

  且距離學校也不遠，所以學校課程進行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內 

  容時，確實可以考慮將魚苗寮列為較外教學的地點。但是仍然有 

  少部分老師並不認同，認為有安全上的考量。 

(七)老師們大部分都認為如果要將魚苗寮與家鄉特色、產業、景點 

  等課程結合，安排為校外教學參觀地點，適合和周邊景點一同 

  參訪，主要原因是能讓學生更了解家鄉的文化、特色與產業發 

  展以及路線順暢。而認為不是那麼適合的原因則是如果要進行 

  深度的認識就不宜安排過多行程，也有老師認為部分景點是少 

  數人經營比較難有共鳴，以及雖然都是附近的景點，但若要步 

  行前往，也必須考量參訪的季節(夏天會太熱)。 

二、學生部分 

(一)大部分的同學都沒去過「魚苗寮」，有去過或聽過的人多半是「透 

  過親友、同學」與「透過學校、老師」，可能是因為魚苗寮平時 

  並無特別進行宣傳與辦理活動，但是透過學校、老師與親友、同 



  學仍然可以讓人得知魚苗寮。而居然有 74.9%的人都不知道「數 

  魚歌」，可見這個特殊的文化因缺乏傳承與宣傳而導致逐漸沒落 

  了。如果魚苗寮舉辦大型活動(生態之旅、魚苗尾牙等)，大部 

  分人都表示有興趣參與，可能大家普遍容易受到大型活動的吸 

  引，所以可以考慮辦理相關的大型活動，增加對「魚苗寮」與「數 

  魚歌」的宣傳效果。 

(二)閱讀完魚苗寮的簡介後，代表大部分人認為魚苗寮的歷史發展與 

    文化特色是家鄉的文化資產。而魚苗寮的特殊的自然生態景觀與 

    溼地環境也確實是家鄉的自然資產。 

(三)如果老師上課時，提到或補充介紹魚苗寮，有許多同學表示會 

    提高學生前往了解、探索的意願，且大部分同學都認為魚苗寮 

    適合與學校課程結合，成為教學資源，可以推測大部分的學生 

    對魚苗寮與學校課程結合，接受度很高。 

(四)大部分的學生認為學校社會課程進行到認識家鄉或家鄉特色、 

    產業等內容時，以及學校自然課程進行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 

    主題或單元時，安排在地相關景點進行校外教學是能幫助自己 

    更加解課程內容的。 

(五)在學校社會課程上到家鄉或家鄉產業等內容時，大部分的人選擇   

  會推薦親朋好友去參觀魚苗寮，只有少部分人傾向不推薦。在學 

  校自然課程上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內容時，有大部分的人選 

  擇推薦或可能會推薦。相比社會課程，進行自然課程時，傾向 

  願意推薦的人略為增加。可能是因為自然資源（濕地生態、水 

  生動植物等）更方便直接觀察與課程內容互相結合學習。 

(六)當老師上課時，提到或補充到魚苗寮，大部分人選擇了會「期待」 

  與「非常期待」學校選擇魚苗寮辦理校外教學，顯示老師上課時 

  進行補充與介紹是可以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的。當學校社會課程 

  上到家鄉或家鄉產業等內容時，會「期待」與「非常期待」的 

  人仍然有很高的比例，但相比一般課程上課補充，反而在社會課 

  程選擇「不期待」與「非常不期待」的人稍微變多了，當學校自 



  然課程上到水生動植物或濕地等內容時，相較於一般課程與社 

  會課程時明顯選擇「非常期待」的人變多了，可能是因為大家也 

  很期待將自然課程所學的內容與魚苗寮豐富的自然資源結合學 

  習。同時，大部分的同學都認同安排魚苗寮做為校外教學的地點 

  時，可以將周邊同樣具有在地特色的景點一同參訪。 

 

陸、評鑑與檢討   

一、尋找主題階段 

    我們一開始就決定好要研究家鄉的景點，找到許多感興趣、值得

研究的景點，例如:文德宮、虎山巖、茉莉花壇夢想館、八卦窯……，

最後我們決定以魚苗寮作為研究主題。而對做獨立研究沒什麼經驗的

我們又不知道要如何聚焦，所以在找題目時浪費了許多時間，透過這

次的研究讓我學會可以使用蒐集與主題相關的資料等方法針對感興

趣的題目進行聚焦。 

二、蒐集資料階段 

(一)在查資料的時候，發現魚苗寮本屬地方上的小景點，不具知名 

  度，網路上自然也不會有大篇幅的報導或是資訊，因此與魚苗寮 

  有關的資料非常少，好不容易找了一些資料，卻發現許多資料都 

  是差不多的，因此又刪除了很多的資料，經過與老師的討論後， 

  我們決定查詢一些魚苗寮相關的新聞報導，果然查到了一些資 

  料，不過由於在查詢資料時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導致後來的進度 

  有些許落後。透過這次研究我們學會在搜尋資料時應該善用關鍵 

  字，不要一開始就自我設限，這樣才能獲得更多的資訊。 

(二)我們剛開始進行研究時，對於電腦的使用很不熟悉，除了上網查 

  找資料外，還必須使用電腦編輯資料，所以在輸入及整理資料時 

  遭遇了不少的困難，打字太慢、無法熟練掌握 word的使用方式 

  等等的問題都是這一路上的絆腳石，時常使我們不知道該如何下 

  手，但經過老師的教導與練習後，讓我們學會了查資料與編輯資 



  料的方法及技巧，而且也提升了我們打字的速度。 

三、進行研究階段 

(一)進行問卷調查時，應該對老師、同學有禮貌，而且要把問卷調查 

  的目的以及收問卷的時間說清楚，避免讓填寫問卷的老師與同學 

  感到疑惑。 

(二)把問卷收回來後，必須對每個問題進行分析，並且要將腦海中的 

  想法使用通順的語句表達出來。透過這次的研究，我們學會使用 

  Google表單製作問卷與統計問卷，一開始都還不會用，速度有 

  點慢，但比較熟悉後，速度就變快了。 

(三)收集資料的方法有查閱書籍、上網查資料和詢問相關人士等，在 

  網路上搜尋時，使用關鍵字搜尋，可以節省時間，而且比較容易 

  找到自己想要找的資料，而詢問他人時，要有信心，不要因為害 

  羞而放棄詢問，然後要有禮貌，現在的我們已經比較熟悉上網查 

  資料而且對於詢問或訪談也比較有信心，不會感到害羞而退縮 

  了。 

四、綜合部分 

(一)小組成員在討論時，時常發生意見不合的情況，很容易因為僵持 

  不下，而導致進度落後，我們學會除了尋求老師的協助以外，彼 

  此應該先冷靜下來，傾聽對方的想法，共同尋找出適合的方式或 

  解答。 

(二)進行這次研究，我們除了學到時間掌控的重要性，也了解了設計 

  問卷題目時該注意的地方，遇到問題應該如何尋找解決的方式， 

  而且在尋找資料的過程除了對於魚苗寮有更深的了解外，也發現 

  魚苗寮不僅在自然方面可與課程結合外，與社會方面也有許多可 

  與課程結合的地方。 

(三)在研究的過程中，因為各種原因而浪費了時間，所以我們透過這 

  次的機會，學會善用分工合作，組員各自做好分配好的工作，在 

  最少的時間做好最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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