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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走出課室　讓孩子夢想起飛
─淺談戶外教育探索

壹、前言

台灣是擁有全世界三千公尺以上高山密度最

多的國家之一，總計有268座。早期登山風潮時

由著名登山前輩林文安先生於1971年中央山脈大

縱走後，與丁同三、蔡景璋、刑天正等三位登山

同好數度探勘、研究、磋商後，將其中具有秀、

峻、險、奇、有山名、明顯起伏山峰的100座

（含不足3000公尺的鹿山、六順山），訂為「台

灣百岳」，相關資訊請至「輝哥的天空」網頁查

詢 (http://xn--kwr22her7a6qdvs6a.tw/) 。兩年前偶

然的機會和朋友們攀登合歡主峰，見識到高山的

美景，那次是我人生的第一座百岳，之後只要是

例假日就會和網路群組的山友一同上山，目前也

累積了72座百岳。撰寫此文的最大原因是希望能

有更多人都能常常上高山欣賞台灣山岳之美，另

外，也適逢十二年國民教育基本課程綱要融入

「戶外教育」議題，使學生能獲得議題的相關知

識、情意和技能，理解議題發生背景與成因、現

象與影響，提升面對議題的責任感與行動力，成

為健全個人、良好國民與世界公民。本人將相關

資料整理後並期盼拋磚引玉，吸引更多教育人員

投入戶外教育的行列。

貳、戶外教育

一、國際教育趨勢

戶外教育在歐美國家教育活動課程裡

相當盛行，不僅重視更積極推動國家層級

的戶外教育政策，如英國教育部於2006年頒

布「課室外學習宣言」 (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Manifesto) ，美國亦積極推動「不

讓孩子待在室內法案」 (No Child Left Inside 

Act)  ，歐巴馬亦在2012年接續提出「美

國大戶外倡議」 (America's Great Outdoors 

Initiative) ，讓美國公民有更多接觸戶外環境

的機會，並嘗試透過此倡議為公民創造戶外

遊憩、教育與工作機會，視為促進自然保育

與戶外教育的新世紀方案（教育部推動戶

外教育實施計畫104年至108年）。而教育部

業已於2014年訂定「教育部戶外教育推動會

設置要點」，並發布《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

言》，正式揭示我國推動戶外教育的新里

程。

二、戶外教育定義

而 什 麼 是 戶 外 教 育 ？ 美 國 戶 外 教 育

的先驅者 Donaldson & Donaldson (1958) 在

《Outdoor Education a Definition》開宗明義地

指出戶外教育乃是在戶外、有關戶外以及為

了戶外的教育。Ford(1981)沿用此一定義，

在後續文章1986年更進一步闡述了戶外教育

的範疇，並指出：「由於戶外教育尚未建構

出國家標準的課程和量度知識、能力的方

法，但卻是在任何戶外場域都可發生的學

習，學習與文化、環境有關的議題，或藉著

活動發展與世界有關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儘管用詞不同，戶外教育實際上包含了環

境教育、保育教育、常駐的戶外學校、戶

外休閒遊憩、特定的戶外活動、探險教育 

(adventure education) 、經驗教育 (experiential 

education) 和環境解說等等。Neill (2004) 指

出戶外教育是一種後現代社會的產物，起因

於當代人對自然與文明關係的覺知及反思，

以及意識到課室內教育與自然環境疏離的狀

況。在台灣有關「戶外教育」的學術論述

中，陳鐵（1983）初步描繪了「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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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場域、起源與發展、內涵、世界的戶

外教育」等內容；文中認為戶外教育泛指

「屋外」的學習，包含校園、公園、田野、

鄉村、庭院、野外地區，都是戶外教育的場

域。王鑫（1995）提到戶外教育是指課堂外

的活動，基於發現學習原則與感官的使用，

使學生從直接的、實際的、生活的體驗中學

習，並藉這種戶外習得的智能，促進學生認

識自我以及他在社會環境中的角色，同時有

助於他對特定主題（如環境、地球資源等）

的了解。最後根據《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

言》，戶外教育泛指「走出課（本）（教）

室外」的學習，包括到校園角落、社區部

落、社教機構、特色場館、休閒場所、山林

溪流、海洋水域、自然探索、社會踏查、文

化交流等等之體驗學習。透過走讀、操作、

觀察、探索、互動、反思等歷程，結合五感

體驗的融合學習，讓學習更貼近學習者的生

活經驗。

三、戶外教育教學成效

而六月份「未來family」書中提到：

「英美等國家研究指出，優質戶外教育具有

4大效益及10項學習成果，在戶外學，學科

成績增加27％」，4大效益分別為可以有效

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增加學習自信；戶

外教育設計得當，還可深化學科學習；能

教出非認知能力，特別能讓孩子學習解決

問題；幫助孩子認識自己、找到定位，這

也是戶外教育最深遠的效益。10項學習成果

分別為1.享受學習；2.培養自信；3.增強活

動技巧；4.提升人格特質；5.良好的健康與

體能；6.提升學習動機；7.發展社會覺知；

8.習得適應社會的關鍵能力；9.擴展社會視

野；10.促進環境覺知。

四、實施困境

根據2013年教育部「戶外教育現況探究

與政策推動規劃研究」報告中提到的五項台

灣實施戶外教育經常面臨的問題：1.相關行

政支持措施不夠完善與完備；2.相關場域與

資源缺乏連結及合作；3.風險評估及安全管

理機制尚未完善；4.教師普遍缺乏規劃戶外

教育課程的專業知能；5.偏重戶外活動而忽

略戶外教育的課程規劃與優質化。

五、從五大系統推動戶外教育

曾鈺琪、黃茂在、郭工賓（2015）提到

現階段推動戶外教育的五大困境，期望能從

行政支持、場域資源整合、安全管理、教學

輔導和課程發展等五個系統，研提相關的推

動策略和行動方案。並出版「戶外教育實施

指引」協助有志實施戶外教學的教育人員進

行全方位理論與實際教學的融合。另外，教

育部體育署也對山野教育進行系列的研習與

學校推廣教育如「106-107年度山野教育培

訓種子教師研習-山民煮義-登山糧食規劃與

應用工作坊」及「教育部體育署107年補助

學校辦理山野教育推廣計畫」。而根據教育

部「山野教育」推廣的範疇與概念，有關山

野教育概念簡述如下：山野教育（Mountain 

Education）係指包含以「山林野地」為實施

場域所進行的課程與教學活動。就定義的角

度來看，山野教育乃泛指「在」山野、「有

關」山野以及「為了」山野所進行的教育活

動 (MOUNTAIN education is education in, about 

and for the mountains.) 。

參、新北市推動戶外教育中程計畫(107-110)

新北市具豐富人文、生態、藝文、場館與特

色學校，並且以營造友善安全的戶外教育環境、

培育專業的戶外教育人員、研發優質的戶外教

育課程與評估機制為目標，期待透過「環境—課

程—教學」三方面的合力推動，建立行政支持、

場域資源、課程發展、教學輔導、安全管理五大

系統，發揮戶外教育最大的效益。並提出5個實

施主軸分別為「政策與管理、場域與資源、課程

與教學、精進與推廣、安全與行為」，並依10大

實施策略訂出 16項推動要項與執行。另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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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起開放報名「新北市STEAM科技教學結合

戶外教育課程」及持續推動『新北市106學年度

公立國民中小學「戶外教育教師學習社群」』。

肆、我的行前準備

以下的網站是我平常收集登山資料的來源，

簡單介紹給大家知道。

一、登山協會

全臺灣各縣市都會有1-2個登山協會，

這些協會定期會舉辦登山活動，其活動也會

在社群網站上公開，非會員的參加費用會稍

微高一點，適合有初級及具有登山經驗的山

友參加。

二、登山旅行社

俗稱商業團，有專業的登山響導、專

門服務公糧公物的協作、豐盛的餐點和

感動的慶功宴。但是所費不貲，活動三

天費用約五千元起跳，天數越多價格越

貴，但是爬山過程很輕鬆。個人的第二

個百岳-玉山主峰，二天二夜，目前尚無

法團員體能作客製化處理。當然在社群

網站也有高山導自行召募體能差不多的

團友，出團費用會比較便宜但是要選擇

良好信譽的高山響導，不然會被丟包。

三、部落格或社群網站

在各種有關戶外教育相關網站如嘉義縣

山岳協會中的「輝哥的天空」，圖文並茂，

解說清楚，適合中高級登山經驗者。其中有

319鄉鎮、小百岳、百岳、百名山…登山資

訊。另外，「登山補給站」提供各個山岳的

資訊、裝備、路徑下載、相片牆…等。「登

山健行」提供不僅是台灣的山岳而已，還有

其它國家著名的健行路線資訊，如馬來西亞

神山、非洲吉力馬札羅山和尼泊爾基地營

等。也可參照如「百岳練習場」網站的說

明，一步一步練習，最後才在登玉山三個月

後，挑戰「北大武山」一日單攻。另一個

網站是臉書 (Facebook) 上的「登山健行自組

隊」，擁有超過七萬六千多人的臉友，山友

可以在上面發表登山問題或是找人一起去爬

山。

四、衡量自身體能

規劃每次的百岳行程前，不管是自組隊

或商業團，請一定要作好行程的閱讀及準

備，不可盲目參加登山活動，通常出事的都

是不熟行程或路線的山友。請根據自身體能

狀況，了解自己可以負重的範圍，登山天

數、休息及行進安排、食物、衣物…準備適

合的登山物品，這樣才能有安全及愉快經

驗。

伍、結語

在無意間接觸到攀登百岳活動，高山上

美麗的花草、奇特的動物、清新的空氣和一

種居高臨下的感覺，會令人暫時忘卻世間的

煩惱，所以只要有空閒就會想到山上走走，

放鬆心情。於出發前應作自我認知準備，

分述如下：1.登山健行活動前首要重視體能

訓練。2.瞭解登山裝備的用途及使用時機。

3.從事登山活動有一定的風險。4.能認知登

山以安全為首要條件。5.了解保護山林環境

的重要。另外，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和網路

的無遠弗屆，讓一般民眾會誤認登山運動似

乎非常美好，且簡單可行，實際上應該是要

作好每次的登山準備，才能安全下山並向親

友分享美美的照片。不管如何，作好準備再

上山，大自然會給您不同的感受，讓您留下

永難忘懷的美好回憶。也希望身為教育工作

人員都能到戶外走走，體驗大自然之美，行

有餘力者更可將此臺灣美景於課堂或課餘時

間融入於課程中教育孩子，相信透過老師親

身體驗而說出的話語，學生會更加相信及嚮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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