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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教育營隊課程設計與實踐之反思 

 

許芳瑜* 

摘要 

本研究整理、分析與反思一個鄉村營隊方案。本文將分析鄉村教育營隊的形成脈

絡，檢視營隊中的課程設計，以及在實際實踐中省思年輕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想像。

以文件分析方法為營隊感恩小卡進行分析，並搭配訪談法交互檢證。歸納細活營

隊理念有三：一、用生命經驗設計營隊──共好；二、課程設計的內容：感恩、

動手實踐和成品；三、建立好安全規範然後相信孩子──放手。在營隊課程實踐

方面統整出三點：一、營隊輔導員的功能—陪伴；二、維持學生學習動機—鼓勵

與讚美；三、孩子們願意多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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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與目的 

作為一個讀教育的研究生，期待自己能透過研究為實務工作做出貢獻。本研究整理、

分析與反思一個鄉村營隊方案。研究者參與營隊的發想、籌備與執行，回首來時路感觸

良多，如今藉此文章反思兩年的經驗與感觸，期待將經驗整理出概念並給出建議，讓未

來營隊能越辦越好。 

本文將分析鄉村教育營隊的形成脈絡，檢視營隊中的課程設計，以及在實際實踐中

省思年輕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想像。 

貳、營隊緣起 

2018年，豬豬老師（化名）在鄉村一手策劃細營活營，將「細活」拆解成「絲」、「田」、

「水」與「舌」四項，分別代表不同的面向與意義：「絲」，指工藝：鼓勵學生自己動手

做；「田」，乃土地：認為人的生命應該跟土地連結；「水」，指自然：見自然界萬物所構

成的生態價值；「舌」，指食物：對食物心存感恩並用心品嚐。營隊為「絲田水舌」之結

合，稱「細活營」。 

2018年豬豬老師邀請自身任教國小的學生到自己家露營，並為此活動規劃相關課程，

此為細活營的雛形；2019年第二次辦理，參與對象除了邀請豬豬老師任教的國小學生，

也招收自費報名的學員。考量到行銷宣傳時的易讀性，將根據「細活」概念設計出的活

動歸納成「露營」、「木工」與「生態」三大類別；2020年，於網路上開設臉書粉絲專頁，

主打木工、藝術與生態課程，招收對象與 2019年相同。 

我在2019年時透過朋友介紹認識豬豬老師，聽豬豬老師介紹她的教育理念與想法，

與我對營隊活動的認知差距很大。有別我以往體驗過的營隊活動，細活營沒有團康活動、

沒有早操，而是將時間規劃著重在手作生活體驗上，其中課程包含：做木工、洗衣服、

劈柴、探索環境。當時我很好奇這樣的營隊將展現出什麼樣的面貌，隨即決定加入籌辦。

參與後我認為籌備期間的豐富的討論與執行的磨合若經過整理是有價值的，能夠提供未

來再辦理參考，且細活營辦理在鄉村，相較於城市辦的營隊有其地域上的特殊性。本研

究以 2020年兩梯次鄉村營隊作為研究範疇，論述實務工作的實踐反思。 

參、營隊資料搜集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以文件分析方法為營隊感恩小卡進行分析，並搭配訪談法交

互檢證。 

 

一、文件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搜集的資料包含營隊中學員寫下的感恩小卡及營隊結束前投票出喜愛的活

動排名。「感恩小卡」的用意是為了讓學員透過書寫去表達其感謝之情，感謝的對象可

以是學員、隊輔、老師亦或者是任何想要感謝的人、事、物。在活動的第三日、第四日、

及第五日的課餘時間，老師會引導學員撰寫，每位同學會先得到三張感恩小卡，如果有

覺得不夠的學員可以再找老師領取，當孩子們在撰寫時老師會在一旁協助引導，透過老

師的協助引導使學員具體寫下自己的想法。最後研究者透過分析感恩小卡中所傳遞的訊

息，提取出未來辦理營隊的建議。 

將感恩小卡與喜愛的活動排名進行分析後，發現有三點能深入探究，一、不論哪一

個年齡層的孩子，小卡內容皆能寫出具體事例進行感謝。因此我希望透過孩子的視角，

進一步檢視營隊工作人員在孩子心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二、木工為排名第二的課程，

但製作過程耗時、費力。為了能夠讓學生專注地持續進行操作，課程前應如何準備？三、

營隊裡學員年紀分布於大班到國中之間，學員年齡差距大的情況下該如何進行教學設計？

藉上述問題為綱要，我在十月三十一進行第二次半結構式訪談，蒐集更多資料並加以分

析，並試圖回應前述三點。 

 

二、訪談 

 

本次研究共進行兩次訪談，訪談對象為營隊發起人，同時也是營隊總負責人豬豬老

師，共進行兩次訪談；第一次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晚上在豬豬老師家，進行以「辦

理營隊」為主題的無結構式訪談，接著整理過第一次訪談的內容與學員營隊感恩小卡後

提出訪綱。在十月三十一進行第二次半結構式訪談。 

肆、營隊理念 

一、用生命經驗設計營隊──共好 

 

豬豬老師從自己的生命中談起，回憶起自己養育孩子的時候：「我曾經功課很好，

但是我自己的孩子，沒有辦法用數字（成績）去鼓勵孩子，不要求是不是就是擺爛孩子，

作為母親心裡很煎熬，我發現孩子喜歡大自然，有一天我想我的孩子跟一般孩子不一樣，

那我們過不一樣的生活。」因為自己的孩子在學習上的困難，重新審視思考自己的價值

觀，覺得自己被社會的價值而感到煎熬，是不是不應該用分數去要求孩子的學習？但是

如果不要求孩子，我還是一位好的母親嗎？豬豬老師的心裡面在這樣的價值觀下感到難

過，毅然決然搬到鄉村。面對困難與挑戰豬豬老師用正向的態度面對。 

 

我想要改變我的生活方式，工作零、存款零，還有三個小孩，我怎麼走過來，我覺

得老天爺給我的磨練。 

 

豬豬老師從孩子身上看到不一樣生活的可能。舉家搬到埔里過鄉村生活，整理一塊



 

地蓋起自己的房子，並活用家裡的空地做起露營區，也在外面接工地工作做木工裝潢，

利用空閒時間參與多元的社區活動。 

 

我在學校裡當美術老師，教孩子六年了，也是很巧，我當時去參加生態解說員培訓

擔任解說員，這都是這三年的事情。 

 

大學時期將所學專長學以致用，到小學教美術，並學習做木工裝潢、報名參加社區

生態解說員培訓，這些經驗都成為了豬豬的養分。訪談過程中，豬豬老師提到「那我花

了這麼多的資源，那我是不是應該要回饋？」。一份希望回饋的心，促成了豬豬老師辦

理營隊。第一年辦營隊課程傴邀請任教學校的學生。「到了透過朋友認識了芳瑜，可以

讓營隊給更多人知道，找一些朋友來。」2019年，營隊開始跟更多人連結。 

 

二、課程設計的內容：感恩、動手實踐和成品 

 

在課程設計方面，營隊中三條軸線：木工、生態與藝術，這些是源自於豬豬老師自

身的專業。豬豬老師帄常做木工裝潢、在國小教授美術還有參與生態導覽解說。另外，

在營隊用餐前豬豬老師設計了謝飯詩，則是源於她曾經參與過的營隊體驗。 

 

曾經我參加華德福的營隊做竹編，聽到謝飯詩，孩子都背得跟呼吸一樣順，我覺得

很棒…，我用我對於地球、對環境的感受寫出來。 

 

豬豬老師很驕傲地表示家長將孩子送來都很放心，能與家長建立互信的關係是因爲

「我想教導孩子感謝父母，所以我們在課程中寫感恩卡，也有教孩子們要感謝父母」。

豬豬老師在設定課程時融合的不傴是他自身的技能，還有對人事物抱持感恩的心。 

營隊中幾乎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孩子們親自動手做。「來這裡做手作，你的雙手可

以創造無限的可能，你願意學，你可以跨出那一步，你沒有想過跟體會過的東西」，課

程與生活中都刻意設計要孩子們動手做。教授蝴蝶課程時，透過親手繪畫，能夠讓孩子

去觀察與辨認每一種蝴蝶的特徵；用餐時孩子們依照自己的食量拿捏份量，自己鋸竹子、

裝飯、調味製作自己的竹筒飯；洗澡前要劈柴、燒熱水；五天的營隊，攜帶物品刻意只

寫 2-3套衣服，當孩子們發現衣服不夠，鼓勵他們早上起床去洗衣服、晾衣服。在營隊

中我沒有聽到任何小朋友抱怨，而豬豬老師認為「跟在家裡被迫去做這些事，大人會說

你洗不乾淨，擰不乾、洗不乾淨，但在這裡我們不會去抹煞他的人與能力」。 

除了親自動手做這個概念外，在設計手作課程時豬豬老師考量到「挑課的時候，會

讓課程結束時有成品，可以帶回家，不用跟別人比」。製作餐點可以立即享用獲得滿足，

製作木凳子、環保袋可以於營隊中使用也能帶回家，在家長來接孩子的時候，每一位學

員都會先跟家人分享凳子。我想孩子在製作時應該也都很期待能夠跟家人分享這份喜悅

吧！ 

 



 

三、建立好安全規範然後相信孩子──放手 

 

營隊為混齡活動，所以一開始豬豬老師在「課程設計的時候就思考不同年齡層的接

受度」，將各個年齡層的狀態思考進去。在營隊中宣導隊輔在旁邊才能使用工具，操作

的方式也經過設計。以鋸竹子來說，大家一起做一起檢查，五人一組的小隊一位在鋸，

兩位協助固定竹子左邊、兩位固定竹子右邊，大家都參與其中，互相協助。若遇到年齡

較小的孩子，隊輔會握著孩子的手，若遇到年齡較大的孩子，則是重複指令提醒即可。 

豬豬老師在過去的教學經驗中瞭解到「有些知識是一層一層疊，小小孩沒有想到要

問問題，但是大孩子會想要問。人類對地球是充滿好奇的，小時候從口腔期用吃的，大

一點用摸的，與生俱來對於身處的環境是有興趣的。」。豬豬老師在教學上相信孩子將

透過問問題滿足自己的學習心，強加上去的知識不是他的，營隊中我們是創造學習的場

域的人，讓孩子發揮其與生俱有的好奇心。 

伍、營隊課程實踐 

本節將以研究者在營隊中的觀察去回應活動設計，找出辦理營隊的發現，提供給未

來參與營隊的辦理者或參與者，在執行上的指引。 

 

一、營隊輔導員的功能—陪伴 

 

檢視學員撰寫之感恩小卡，給予隊輔的內容中，能看見隊輔在生活上的陪伴對孩子

的重要性。 

一張寫給隊輔姊姊的不具名小卡提到「我來這邊的第一個晚上因為睡覺的地方也不

同所以有點睡不著」；這一張是一位小學二年級的妹妹，寫給隊輔姊姊的卡。「謝謝ＯＯ

姊姊照顧我們，幫我們主持還有陪我們睡覺」，孩子們 3-5 人不等，分在不同的帳篷裡

面一起睡了四天，為了安全與即時處理孩子們的需求，每一帳裡面至少會有一位隊輔或

工作人員。關於「睡覺」這件事，在營隊中這些哥哥姊姊陪睡，給予孩子心靈很大的支

持。 

一張國中女孩子寫給隊輔哥哥的感恩小卡中，她陷入人際關係的困擾，隊輔用自身

的經驗與她分享，並鼓勵她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最後有一個開心的結果。「我或許沒

能寫很多，但還是每個字都是用心寫的，感謝你用自身的經驗安慰我，謝謝你告訴我Ｏ

Ｏ是一個值得交的朋友，我只考慮我會不會因此而受到傷害，或是會失去這個人，我想，

你應該說對了吧？很高興認識你」，由此可見，隊輔在營隊中的協助不只是教學上的助

教，也是孩子們生活上的引導員。 

專業技能不是最重要，而是生活的關心與陪伴。在課程內容中像是製作木工時需要

操作切割機、生態觀察時需要抓青蛙，這樣的技能不是每位隊輔都有，但是生活中的聊

天、經驗分享、陪伴睡覺，是每個大哥哥大姊姊都做得到的事情，也在孩子們心中留下

痕跡，其重要性可見一班。 



 

未來在徵選隊輔時，考量個人特質、探究其是否願意聆聽小朋友的自身經驗，是不

是能將自己的經驗轉化為小朋友能理解的語言，與孩子們對話，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特

質。 

 

二、維持學生學習動機—鼓勵與讚美 

 

營隊中觀察到孩子們都很投入參與課程，帄時我們在學校以分數評量學生的學習，

很多孩子都被分數綁架，營隊中我們將翻轉這個情形。追求檢定、分數，造成教育現場

沒考試不讀書，讀書為考試的現象；可是在營隊中沒有分數，但學生會早起磨木頭、為

了找一片葉拓用的葉子跑遍營區、寫卡片每人三張之後還一直跟老師多要，想要寫更

多。 

喜歡的活動排行榜中排第二的是木工。做木工的過程考驗著小朋友最缺乏的耐心，

做木工第一個步驟為打磨，孩子們將木料的邊邊角角磨至圓潤、將面磨至光滑。學生興

高采烈的拿到了木料開始磨，老師則是走動於學生之間，課程進行中我觀察到豬豬老師

的指導方式，「你磨得很用力，這個面好光滑呢！」、「哇！ＯＯ的木椅子很漂亮，他的

邊邊都有修掉。」、「ＸＸ的角落都有注意到，很棒喔！」講師不吝嗇讚美，每一句話講

的又誠懇又大聲。營隊中我時常看到許多孩子利用自由時間持續打磨木料，與那些同學

聊天，我了解到他們持續努力的原因—不服輸，他們說不想要輸給ＯＯＯ，因為他超厲

害的，就是不想輸。我想了一想，他們明明不同組而且座位離超遠，每磨一段時間孩子

們都會拿給隊輔和老師看，所以我認為老師的話語是被孩子聽進去且重視的。 

又或是在其他的課程中，也會聽到「第一次做就這麼棒，非常好」，面對學員害怕

的時候，會聽到「你這麼害怕毛毛蟲也這麼認真聽，我覺得你勇氣可嘉」。詢問豬豬老

師在課程中的思考，豬豬老師認為「總是可以找到一個實際的點，看見孩子可以被讚美

被肯定的地方」，我想在營隊的過程中，孩子們用自己的方法尋求著老師與哥哥姊姊的

肯定，促成了良性競爭。 

 

三、孩子們願意多做一點 

 

在營隊中，孩子們常常想多做一點。 

營隊中同學撰寫給彼此的感恩小卡，讓我想到帄常要學生寫字，大家都有著千百個

不願意。但是在營隊中，寫小卡時大部分的學生會想要多拿，從組員、隊輔、老師、攝

影師、廚房小幫手都有，也寫給父母。 

 

感謝爸爸幫我報名營隊，所以我才能認識這麼多朋友，創造美好的回憶，希望下次

還可以參加。 

 

營隊每天晚餐前後是洗澡時間，洗澡前要提早二十分鐘燒水。因為學生人數多，所

以大家洗澡的時候需要持續加熱，派人去添加柴火。這項工作一開始會因為很新鮮吸引



 

小朋友，我覺得當他們獲得經驗後就坐不住了，沒想到出乎意料的，他們可以晚點吃飯、

晚點洗澡，在爐子前坐兩個小時，慢慢地劈柴、燒柴，為大家服務提供熱水，我想跟每

天上課前隊輔老師在課堂上的鼓勵有關。 

陸、結論 

在寒暑假，許多機構會辦理「鄉村營隊」，讓孩子有機會與大自然接觸。此類營隊

辦理流程大部分是：一個在都市的團隊為鄉村分析其有利的因素，轉化為商業營隊。相

較之下，細活營則是從在地的生活經驗出發，兩個在本質上有些不同，一個為他人，一

個為自己，我覺得細活營帶著一股任性，很有個性。 

看到孩子們營隊中享受生活，在草地上追趕跑跳，用自己的雙手去燒水、烹飪食物、

洗衣、創作，又見到豬豬老師和其他夥伴與孩子的互動。我在教育現場重新去反思什麼

是「教育」。每一秒鐘與孩子的互動，他們都在給我反饋，當課程拿掉分數不讓評量去

限制學習時，也正挑戰著教學者生命的厚度，挑戰教學者能不能給孩子們足夠的能量，

啟發孩子開創自己的未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