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要點修正規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落實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戶外教育理念，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補助對象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二)國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附設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部與

國民小學部（以下簡稱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 

(三)與本署合作進行國民小學、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小）戶外教

育之社會、文化、自然與環境教育之機關與公立機構（以下簡稱

各機關（構））。 

三、 依本要點補助之項目及基準，規定如下： 

(一) 戶外教育資源整合及推廣：每地方政府每學年新臺幣（以下同）

一百萬元，加上非偏遠之公、私立國中小（以申請當年度二月

份教育統計資料為準）校數乘以八千元為補助額度上限。 

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及地方政府主管之學校，每校以補

助三萬元為原則，並以六萬元為限。除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

學視需要準用下列規定申請者外，地方政府主管學校之申請條

件如下： 

1. 地方政府應成立戶外教育地方推動小組，成員包括教育行政機

關代表、學校代表、學者專家、國教輔導團人員及其他相關人

員，並定期召開會議。 

2. 地方政府應辦理戶外教育補助說明會、審查會、成果發表會、

增能研討、專業學習社群及其他相關事項。 

3. 地方政府應推動與其他地方政府、學校與各機關（構）之戶外

教育策略聯盟；其機關（構）包括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經

濟部環境教育園區或觀光工廠、文化部文化機構、交通部國家

風景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戶外教

室、農村再生社區與休閒農業區等。 

4. 地方政府應建置並維護戶外教育資源網絡平臺，累積戶外教育

路線規劃及活動課程設計。 



 
 

5.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1) 地方政府應訂定審查流程及審查指標，並提供學校申請

補助經費之審查規定及審查分配結果；其審查指標得包

括與學校課程結合之相關性、活動目標、教學活動設計、

活動人員規劃、補助經費之運用、是否運用當地或其他

地方政府發展完成之成果進行戶外教育、是否符合優良

戶外教育活動（包括場域）及其他相關事項。 

(2) 地方政府審核學校補助經費時，除應以非山非市學校或

非偏遠地區經濟需要協助學生為多數之學校優先外，對

於學校結合課程安排教學體驗活動至下列場域進行戶外

教學活動者，得優先補助： 

A、漁市、海港、農場、牧場、休閒農業區、生態中心、

自然教育中心、國家公園等地：農、林、漁、牧戶外

體驗活動。 

B、運動場地設施：觀賞運動競賽或體育表演，或體能體

驗活動。 

C、藝文館所：觀賞藝文建物、展覽及表演，或創作體驗

活動。 

D、各類災害重建區：防災教育、環境教育、生態教育等

課程。 

E、臺灣十八處世界遺產潛力點：欣賞有形及無形文化資

產，進行落實世界遺產概念扎根基礎教育，培養鄉土

意識與國際觀。 

F、其他符合戶外教育優質探索體驗之場所：進行各類戶

外教學活動。 

(3) 補助申辦學校之經費，得依序用於家境清寒學生參加費

用、遴聘師資鐘點費、交通費、材料費、門票、膳費及

其他必要之費用。 

(二) 學校辦理推展優質戶外教育路線： 

1. 以本署提供名冊所列學校及地方政府推薦所主管學校申請為限。 

2. 地方政府按所轄校數分三級：二百零一校以上者，為第一級，



 
 

推薦校數以十五校為限；一百零一至二百校者，為第二級，推

薦校數以十校為限；一百校以下者，為第三級，推薦校數以八

校為限。 

3. 以具多年經驗或豐富成效學校為優先，並應透過學習路線展現

優質戶外教育課程，回應十二年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精神，供其

他學校參與觀摩，同時整合社區資源及融入地方創生精神。 

4. 每校最高補助三十五萬元，其中資本門經費以百分之四十為限。 

5. 地方政府申請補助計畫，應包括規劃之路線與課程內容、在地

社區資源之連結、參與學校之申請方式、審查參與學校之基準

及經費協助項目。 

(三) 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發展並實施跨區域住宿型戶外教育自

主學習課程，呼應十二年國民教育課程綱要校訂課程之精神，

持續透過多元且開放的學習模式，促進學生問題解決、溝通與

團隊合作能力之培養及發展環境素養與地方情感之目標；其補

助基準如下： 

1. 每案補助三萬元，每一校每學年上限為四案，每一地方政府按

所轄校數分三級，二百零一校以上者為第一級，以補助二十五

校為限；一百零一至二百校者為第二級，以補助二十校為限；

一百校以下者為第三級，以補助十校為限。參與學生數以三十

人為原則，並得視學校規模及特性，以「班級」、「班群」或

「學年」為申請單位。倘有特殊情形者得採「跨年級」方式辦

理。 

2. 計畫內容應包括之事項：理念與目的、學校本位課程之內涵、

與現有課程連結、師生互動情形說明、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實施計畫及安全風險管理機制。 

3. 補助申辦學校之經費，依序使用之項目：家境清寒學生參加費

用、代課（鐘點）費、講座鐘點費、遴聘師資鐘點費、印刷費、

交通費、場地費、住宿費、保險費、材料費、門票、膳費及其

他必要之費用。 

 (四)辦理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進行社會、文化、自然及環境之戶外教

育課程：教育部所屬館所或與本署簽署合作備忘錄之各機關



 
 

（構），以跨部會戶外教育場域辦理相關主題之戶外教育課程者，

優先予以補助，每案以補助三十萬元為限，本署總補助金額，以

一百五十萬元為限；其計畫內容及補助項目如下： 

1. 計畫內容：包括活動目標、教學活動設計、活動人員規劃、執行

期程、預期效應及其他。 

2.補助列項目：家境清寒學生參加費用、師資鐘點費與交通費、材

料費、門票、膳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四、 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應擬具申請補助計畫，就其主管之學校列冊，

向本署提出；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或各機關（構）申請補助，

應擬具計畫，逕向本署提出。 

本署受理前項申請後，得組成審查小組，就地方政府及國立學校附

設國民中小學申請案審查之；必要時，得請申請人修正計畫內容；

本署就各機關(構)之申請案，依申請之個案審查之。 

申請案經本署審查通過，核定其計畫及補助金額後，應通知申請

人。 

五、 依本要點請領補助、核撥及結報，除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

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外，其他規定如下： 

(一)經費請撥： 

    經費於本署核定後，採分期撥付，第一期撥付核定金額之百分之

六十，第二期撥付核定金額之百分之四十；均應檢附本署補助經費

請撥單申請撥付，且已撥經費執行率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完成前

一學年度校外教學計畫應經核結後，始得撥付經費。 

(二)辦理經費核銷時，應繳交書面成果報告及電子檔各一份。 

(三)補助比率： 

1.地方政府：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本署經費

編列情形，就各地方政府財力級次，給予不同補助。屬第一級者，

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五；第二級者，百分之八十七；第三級者，

百分之八十八；第四級者，百分之八十九；第五級者，百分之九

十。 

2.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全額補助。 

3. 各機關（構）： 最高補助比率，以活動總經費百分之七十為限。



 
 

但為配合本署重要政策或年度重點工作辦理之活動，經本署核准

者，不在此限。 

(四)注意事項： 

1.本計畫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挪用至其他用途。 

2.補助基準，得依本署預算編列情形、地方政府財政狀況，及因應

天災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予以調整。 

3.本要點所定補助經費之申請、請撥及核銷，其內容有虛偽不實者，

不予補助；已核定者，予以撒銷；已撥款者，以書面行政處分通

知限期返還；並得依相關法規規定懲處。 

4. 補助對象應依計畫執行；其執行項目期程變更，得由學校循校內

行政程序辦理。涉及計畫項目或辦理地點變更者，學校應於事前

報知各該主管機關，倘為重大變更事項，地方政府或各機關（構）

應事先函報本署。 

5. 受補助對象違反計畫、本要點或其他法令規定者，本署得廢止全

部或部分補助處分；已撥款者，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限期返還全

部或部分補助款。 

六、 因本要點補助而研發或產生之教材、影片及成果資料等應推廣分享，

並無償授權本署於非營利目的之政策宣導及公共推廣使用。 

七、 地方政府對所屬學校應盡監督輔導之責，成果發表會亦應請受補助

實施戶外教育縣市及學校參與研討報告，以收互相砥礪成長之功效。

本署得邀請學者、專家，不定期前往訪視受補助地方政府及國立附

設國民中小學，受補助地方政府及申辦學校有關人員，應積極參與

本署辦理之全國性成果發表會，配合提供資料及實施情形，其辦理

成效列為次學年度經費補助之參考。 

八、 地方政府及學校，應視各項執行成效，依權責給予承辦人員及參與

教師敘獎鼓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