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山樂活：2009 全民登山運動年►93 

山野人蹤：紮根基礎教育提升登山人口之策略管理∗ 

作者：陳永龍∗∗ 

 

摘要 

山是台灣的心臟！山是台灣的屏障。教育是降低登山風險、提昇登山安全的不二方式。

不論成人教育、大專院校學生、中小學師生的戶外活動與登山探險，欠缺風險管理與山野知

能，貿然上山通常是很危險的事情。因此，有必要持續性地辦理各級學校的山野知能與登山

教育講座，不論是由大專院校舉辦登山安全研習，或山域搜救團體辦理的山區救難知識技能

研習研討，甚或針對各級學校教師的登山教育論壇，都是值得鼓勵的事情。本文回顧這些年

來有關登山教育之論述、理念與主張，認為只有紮根基礎教育才是提升登山人口的根本作法，

並針對大專院校、中學、小學等登山教育面向，提出策略管理的建議。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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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於 2009/10/30-31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辦之「2009 全國登山研討會」發表。文本乃為初稿，如欲引用，請

先徵詢作者同意，並敬請不吝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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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未竟的休止符？ 

山是一扇窗子；登山有如推開窗戶，讓人看清楚窗外的風景和真實的世界。山是一面鏡

子；登山讓人擦亮明鏡，映照自我生命的侷限與可能。山是一扇門！而進入山的這扇門，登

山卻是唯一的鑰匙。因此，回歸山的世界，登山讓人得以「打開經驗世界（感性）、發展抽象

能力（理性），來與大自然山林世界（我們共同的地球）相連結。並且在這樣的互動中，登山

讓人更看清世界、更認識自我，而朝向作為山的守護者前行！」 

這些年來，當我年復一年地書寫著與「登山教育」有關的論文，漸漸有種如同金庸武俠

小說筆下的「老頑童」周伯通之心境那般；最後竟總得自說自話、自我對話與過招似的，開

始進行一種「左右搏雞術」式的練功。儘管每一次重讀自我書寫過的文本，都召喚出自我生

命的熱情，於是無怨無悔地繼續在登山教育的論述領域耕耘；但知曉，只要一直努力往前走

就是了。如同登山；前已有古人，後必有來者，見天地之悠悠，群欣然與往之！ 

在千頭萬緒藉著文字世界傳習山的智慧，學習像山一樣的思考，也腳踏實地讓身心靈都

沈浸在大山媽媽的懷抱裡。而在山的記憶與想像的世界裡，卻得讓自己的心不受外界干擾波

動，朝向山的守護者前進。山，始終是隱隱的思念… 

一、空山不見人：既有教育有關登山學的空白 

山海是台灣生命的原鄉，也構成台灣「生命文化多樣性」的繽紛世界；立足台灣、放眼

天下，台灣才能培養出優秀而具競爭力的下一代。廿一世紀是講求速度、創新的世紀，因此

教育得要朝向「追求卓越、活力健康」的目標。 

台灣約有三分之二的面積屬於山地地形，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超過 220 座，其中一百座

「百岳」成為愛山者的天堂。除了強健體魄、登山望遠外，山林間豐富的地質地形景觀、獨

特的生物、棲地、生態系，既吸引登山客前往也適合進行環境教育。而登山探險活動，不只

是挑戰自我體能極限與培養堅忍毅力而已；藉著山岳環境可以為教育為學生帶來的效益，更

                                                 
∗ 本文於 2009/10/30-31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辦之「2009 全國登山研討會」發表。文本乃為初稿，如欲引用，請

先徵詢作者同意，並敬請不吝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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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自我「生命洗禮」與「培養創造力」的溫床！ 

然而，儘管目前大專院校有許多愛好自然的年輕人，但登山社團卻相對萎縮；因此，到

山區的登山、健行活動，往往因為這些人對山、對生態的無知，不僅可能從事一些違反土地

倫理而傷害環境的事，更可能發生山難事故，增加社會負擔。因此，針對大專院校愛好山林

的年輕人，提供登山安全與環境教育訓練，等於是為台灣未來儲備更多有本土觀和前瞻視野

的領袖。 

事實上，我在前些年的一些論文（2001/2003/2005/2007）裡，已提及長久以來台灣的各

級學校，並沒有發展出專屬於山的各項課程；除了少數山區的學校可以在生活中接近山之外，

多數的平原地區之學校，學生們跟山林大地的關係都是疏離的！ 

因此，過往的登山活動，往缺乏完整的山岳教育，山林管理的行政機關，也很少把管理

重點放在登山教育上，大部分的登山知識與技能之傳承，均賴各登山社團之內部傳習；或者，

更多的是沒有充分準備就貿然上山，無知於山上的風險，更導致不必要的山難事故，既帶來

親人的哀傷，也增添山難救助的社會成本與心靈負擔。 

近年來雖有不少商業登山教育的活動，但參加的人數並不多。而本土意識抬頭，登玉山

被許多國人當作一種目標，在「玉山運動」推波助瀾下，近年商業登山活動日益蓬勃；只不

過，這些商業登山旅遊活動多半未受妥善規管，不僅無助於國人對山的真正認識，也常增添

登山安全的變數，更可能帶來生態保育區的承載量負擔。顯然，登山教育在台灣，還有許多

問題，或說還有很大的市場潛力。 

筆者（2008）曾指出目前台灣登山教育現象，普遍存在了一些深層的問題，它主要包括：

1.登山健行運動人口雖多，登山知識技術卻嚴重落差。2.登山專業師資不足，難以負擔應有的

教育需求。3.各級學校登山社團不足，有待積極輔導成立並鼓勵。4.缺乏足夠觀摩互動機會，

致使學習刺激與動機不足。5.缺乏專業登山課程與教材，欠缺系統化的知識技能傳習。 

若檢視各級學校的山野教育，目前的國中小學，除了幾所私立的實驗性學校，曾有過一

些零星的課程外，公立的學校可說幾乎都沒有相關的課程。而高中、大學則得視該校是否成

立登山相關社團，讓登山教育成為社團活動的一種傳習。因此，各級學校在正式的課程中，

除了少數學校曾有老師開設過相關課程（但可能也僅止於一、兩個學期）外，幾乎都沒有登

山教育的課程。由此觀之，在各級學校間藉著教育部門來推廣登山教育運動，意義也更為深

遠而重要。 

至於民間的登山教育方面，登山團體亦因社團性質少有交流，登山者所學習到的登山知

識與技能，多半是在登山社團內部進行，少有知識上的反芻與積累。這使得登山教育的傳習

難以系統化，登山知識依然多是片段、殘缺的碎片；登山知能的培養，除了自己摸索之外，

多半和在那個登山社團或「師父」有關，登山經驗與知識難以交流與推廣。此外，商業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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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活動或沒參加登山性社團的爬山者，往往就更缺乏良好的知識、技能之教習與傳承，而讓

登山成為一種冒著生命危險的活動。 

空山不見人！教育是百年大計，若想讓台灣在未來培養出真正立足台灣、放眼天下而具

有土地倫理、環境素養和國際競爭力與創造力的下一代，顯然認識台灣本土生態環境與文化

的土壤，是不可忽視的。然而，當前教育體系有關「山野環境」及「登山教育」部分，卻相

當缺乏；如何在各級學校間，提出策略以落實基層教育來推廣登山，使學習者成為山林守護

者，實是刻不容緩的事。 

二、山的啟發：山是一所學校的延伸視野 

山的世界，是孕育人類多元文化與生態多樣性的重要基盤。日本登山家暨學術工作者梅

棹忠夫、山本紀夫（2007）編著《山的世界》一書，集結三十餘位日本知名山岳專家及登山

家的專業，以全世界山林景況及作者自身經驗，探討了登山科學、山的文化、山林生活、環

保意識等等，即已跳脫只把山看成挑戰與登臨對象的思考，而把山當作知識領域的對象來探

究。 

日本的登山家與山的研究者共同從「人為什麼要登山？」起，探究「山的環境」、「山裡

的生活與文化」和「山的危機與保護」等面向；而日本政府更自 2008 年起編列五年四百億元

的預算，欲促使全國的青少年得以在正規教育中，開啟親近山林的自然體驗與探索教育。因

此，這些「他山之石」的借鏡，亦值得國人認真思考山岳政策與山岳教育的重要性。 

筆者（2003）起的論著，即開始把山視為一所學校。山是一所學校！於是，山提供我們

學習的教室與操場，教導我們懂得謙卑與崇敬。在大自然的面前，人渺小得微不足道！懂得

敬畏與感恩，於是知足常樂、知所進退。把山當作學校，山自然教導我們許多知識，讓我們

在天地間悠遊上課﹔把山當作穀倉，她就賜給我們豐富的寶藏，讓我們享用不盡，一如玉山

被布農族當作最後的便當﹔把山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她自然會在接納我們時露出笑

容，掀開迷濛的面紗，讓我們徜徉在她的懷抱！* 

筆者當時以文與黃武雄教授「學校在窗外」的論述對話，於是回到黃武雄所提人存在的

三個原始趣向：「創造」、「維生」與「互動」等，來思考「山／學校」作為教育場的任務。黃

文認為對孩子而言，「創造」是孩童天生就豐沛且無法教的；而「維生」則是在打開經驗世界

與發展抽象能力的同時，人自然會具備用以維生的知識，是不必教的；所以，維生不必教，

創造無法教，學校應當要教的，也就剩下「互動」這一項。因此，他才主張學校教育應該要

                                                 
* 以上幾段文字，請參見達依理，2001，「山是一座學校」，於《台灣山岳》第 36 期 pp.44-45，2001 年 6-7 月號，

台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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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只有兩件事（且只要做這兩件就好），就是「打開經驗世界」和「發展抽象能力」，以「與

世界真正結合」。 

因此，若「山」是一所學校，而由傳統原住民作為「生態人」的角度切入思考，因為山

與大自然提供了感受、體驗、分析、實驗的「場域」與「學習機會」，於是讓人們有機會去「打

開經驗世界」和「發展抽象能力」。同時，山更提供人們享有「創造性的留白」之可能性與機

會；藉由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過程，山的存在不僅讓人得以學習基本「維生」

技能，也讓人們能在「經驗世界」中，透過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識」過程，讓自

我身體和心靈能在更細膩的交感作用中，去激發出更大的「創造」力。 

這個「創造性的留白」的作用，也讓人得以留給自我更多時間與空間，去感受、去體驗、

去互動、去創造、去沈思冥想、去反省自己與山的關係。而後，意識到大自然是萬物供養者，

孕育芸芸眾生；並體認到若非山峰的接納與大山媽媽護佑，我們不可能平安地進出山林。特

別在全球變遷中，有關「神聖空間」的保護更形重要；而「創造性的留白」便讓人能在「親

身體驗」與「深切反省」後，由「山的登臨者」轉為「山的守護者」，而不會再是「山的踐踏

者」！  

換句話說，山的世界讓人得以「打開經驗世界（感性）、發展抽象能力（理性），來與大

自然山林世界（我們共同的地球）相連結。並且在這樣的互動中，登山讓人更看清世界、更

認識自我，而朝向作為山的守護者前行！」而這不僅是登山教育的終極目標，也能開創出一

種山的性格，以此映照「山海台灣」的生態與文化多樣性，更能讓台灣子民孕育在山海文化

的搖籃裡，立足台灣、放眼天下。 

三、山的思考：聖山守護與登山教育志業 

在台灣的人該如何立足台灣、放眼天下，但卻懂得「像山一樣的思考」呢？山的世界基

本上是先從地球生成的地質地形現象，即地理學的地形地貌開始，而後涉入天文（氣候）、水

文等環境因子，而產生山的環境生態面向，或冰雪岩、或苔原、或草原、或森林等等，而構

成陸陸域生態系的生物多樣性與繽紛生命。因此，山的世界不只是物理的世界，更是生物與

環境交織的世界，是孕育生命演化的母體。山被許多原始民族認為是有生命的母體，另一種

代名詞的稱謂則是 GAYA（蓋婭）或說大地母親。 

而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下，居住於不同生態環境的人群，透過人與環境集體互動的「創造

性的適應」機制，而建構了獨特的生態文化。因此，不同的山區總是生物多樣性和原住民文

化多樣性的地方，而具有許多古老的土地倫理與生態智慧，也成為人類共同的文化資產。甚

至，世界上絕大多數在雄偉險峻的高峰地區，這些巨峰往往被鄰近的原住民族當作神聖空間

來保護與信仰。在這個層面的意義下，山是神聖的。台灣的玉山、大霸尖山、北大武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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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是鄰近原住民族的聖山。 

只不過，在今日的山區世界，由於人類過度開發與對山區土地的超限利用，使山區裸露

化、沙漠化而造成洪水與土石流的天地；山在人類今日文明下面臨了巨大的危機，即：全球

暖化、氣候兩極化與地域沙漠化的現象。也正是在這種全球環境變遷與政治經濟變動中，我

們更有必要警覺到山林守護的必要與重要，而不只是把山當作踐踏與登臨的對象而已。立足

台灣、放眼天下，也在這個概念下而更具有「全球在地化」的行動意涵；應該把山當做神聖

空間來加以守護，而非征服踐踏！ 

筆者（2004）在「朝向山的守護者」文章中的理脈，即已省思山的世界，以彰顯山的精

神，而期許未來能由行政院設立「國家山岳事務推動委員會」以推動、制訂整合性的山岳剛

領與政策，如同美國生態保育與土地倫理主張先驅者 Leopold, Aldo（1949）在 “A Sand County 
Almanac “（中譯《砂郡年紀》，天下出版社）書中指出的：「像山一樣的思考！」以使山岳事

務，能在台灣落實到未來的教育中。 

而在太魯閣國家公園所委託《2006 台灣登山民意論壇》之調查研究中顯示：在與登山教

育有關的內容中，不論大專社團或網路族群，都以「協助各級學校山野教育訓練」為登山教

育應優先從事的工作項目；分別有 75.44％和 60.79 比例之高。由問卷統計的各項內容來看，

大抵可以瞭解登山教育內容的主要方向，不僅只是登山知識技能而已，還包括登山制度、環

境教育等面向。 

表 1：登山教育主要之工作項目(可複選，最多三項。) 
大專社團幹部 網路愛山族群 2006 登山研討 

選      項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培訓登山社團幹部(01)  53 46.50% 470 36.49% 20 47.6% 

辦理「登山嚮導認證」(02)  45 39.48% 478 37.11% 9 21.4% 

編撰登山教材(03)  39 34.21% 533 41.38% 14 33.3% 

協助各級學校山野教育訓練(04) 86 75.44% 783 60.79% 26 61.9% 

進行登山研究(05)  24 21.06% 405 31.44% 7 16.6% 

訓練海外攀登技能(06) 15 13.16% 224 17.39% 5 11.9% 

推動全民登山運動(07)  37 32.46% 530 41.15% 15 35.7% 

辦理環境教育推廣(08)  26 22.81% 544 42.24% 18 42.8% 

資料來源：《2006 台灣登山民意論壇》 

今日我所能「為山而做（也是為自己而做）」的努力，就是積極認真地投入自我的生命，

一方面繼續徜徉在山的懷抱裡，另一方面持續關懷大地生命、環境倫理與社會正義；也希望

可以有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學校、更多的地方，從小即開始讓幼童的生命成長，滲入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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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山野的生長激素要素，藉著推動「山的教育」來展望山的世界，向山學習，像山一樣的思

考。 

四、山的展望：願景、目標與策略 

筆者（2007）曾針對「登山教育機構」提出由短期、中期到長期的規劃方向思考，希望

有志者在找到實踐的基地與舞台後，可以逐步把登山教育各階段的內容加以落實而朝向「登

山學校」的設立。 

而為了落實登山教育到各級學校與基層教育，筆者（2008）曾提出主張【健康登山、活

力台灣】，希望促使教育部推廣「體育運動登山教育」方案，並設定願景和目的為：「山林有

愛，健康無礙；大地有情，永續經營！」設立目的為：「打開生命經驗，孕育鄉土意識；培養

堅忍意志，鍛鍊健強體魄！」其目標與大致的策略如下： 

表 2：【健康登山 活力台灣】願景目標與策略 
願景/目的 四大目標 推行策略 

1. 辦理《2008 年全國登山研討會》 
2. 辦理登山環境教育（LNT 講習） 
3. 辦理「2008 全國登山專業知能研習」 
4. 辦理「中小學登山種子教師知能研習」 
5. 辦理「溯溪技術暨溪流安全」講習 

◎提升登山知能 

6. 辦理「地圖判讀與山野定位」研習 
1. 推動《山岳白皮書》、《山岳政策白皮書》 
2. 制訂《台灣山岳綱領》暨行動方案 
3. 制訂「台灣山岳教育政策白皮書」 
4. 推動「戶外探索與體驗教學」課程 

◎健全山岳法制 

5. 推動登山安全研習暨教練認證（時數） 
1. 辦理「山難救助觀摩演練」（ 
2. 編印「山難救助教材」（自救/救人） 
3. 編製登山教材(知能/ /環境教育…) 
4. 建制登山教育資訊網站 

◎強化山野安全 

5. 培訓登山師資(教練) 
1. 辦理「2008 全國攀岩運動錦標賽」 
2. 響應節慶全國同登鄰近名山 
3. 倡導「五二三，七八三！」（我愛山去爬山） 
4. 遴選優良步道、辦理登山體驗活動 
5. 推展「一校一聖山」家鄉守護教育 
6. 辦理「寫山、畫山、攝山」比賽 
7. 鼓勵各校設立登山社、攀岩(抱石)場 

 
展望未來世代(2020)： 
愛山愛台灣、活力有創意 
的卓越青年！ 
 
※ 願景： 
山林有愛，健康無礙； 
大地有情，永續經營！ 
 
※ 目的： 
打開生命經驗， 
孕育鄉土意識； 
培養堅忍意志， 
鍛鍊健強體魄！ 
 
◎親山三愛： 
(愛運動/愛山林/愛台灣) 
 
◎像山一樣的思考： 
體驗/探索/發現 
活力/健康/創意 ◎推廣愛山運動 

8. 表揚績優學校登山相關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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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山野教育關係著一個人的體驗、探索、分析、獨立、合作學習與領導統御等等能力

的培養，因此和一個人生命成長教育，有很密切的關係。過往由於國民教育以至高等教育、

社會教育等，多半缺乏這個面向的思考，因此，有必要加強這部分的課程與教學，才符合「登

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的基本精神。事實上，登山或戶外教育既是探索的，又是經驗的；

既是思辨的，又是理性的。 

是以，短程目標方面，建議應該是重新連結與組織登山者與登山教育者，能跟各級學校

的課程、教學與社團活動產生正向的關連性，或利用既有的閒置空間或遊客站等；例如，可

以利用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所屬「自然教育中心」辦理相關登山課程，以減少山林破壞，並

加強巡山員與森林志工及森林警察訓練。 

中程建議方面，可連結正規教育，如各大學中開設相關課程授予學分的山野課程，或參

加相關研習課程得以抵免相關學分等。而在非正規教育，則可在社區大學等教育機構，開設

相關課程並授予時數認證。至於專業人員的訓練與檢定，宜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權責

推動。此外，便是與國中、國小相關領域課程的老師學生，一起互動來發展山野體驗教育課

程，才能為日後蓄積能量。 

以下，筆者構思以山為核心的基本課程，希望藉著山的課程思考，引領同學們「藉著走

入山中」來「認識大自然繽紛生態與原住民山野生活文化」的瑰麗，並進行「自我生命的探

索」活動。換句話說，希望幫助學習者認識「山野文化」與「自我探索」兩個層面糾結的生

命課題。而在保護「生態暨文化多樣性」的思維下，我們盼能帶學習者走出戶外、走進山中，

親身體驗「山野文化」的勞動與美麗，認識土地的芬芳，以培養尊重生命的態度與多元文化

素養。 

五、山的課程：山野文化課程活動探索 

基本上，登山在課程規劃上，至少應該要設定為期兩年到三年的課程；由淺到深，希望

讓一個習慣都市生活的人，藉著探索山野文化，重新學習作為「生態人」而努力，以便具備

悠遊山林的知能與素養。因此，從「認識山野生活」的基本知識、技能與裝備開始，到「體

驗山野文化」在衣、行、食、住面向的考量，逐步「走入山的世界」以映照生命之心，再到

「朝向聖山守護」的心靈環保行動，以讓自身有能力重新成為「野人」和「地球守護者」來

捍衛大地生命。 

山野文化探索入門的第一步，即是讓學習者在山上學會「自我照顧」與「自我保護」的

基本能力。課程主要目標是把學習者帶出場（學校在窗外、山是一所學校），而到山林野地和

原住民部落裡，去親臨、體驗山野文化的樂趣，學習基本的山野生活技能，享受大自然的陽

光、流水和清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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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課程理念必須回歸學習者的角度出發，才能針對不同身份與能力階段的學習者，

在課程規劃與設計時，找到最適切的「課程與教學」方法，提升學習成效。而在登山中，隊

伍結構中不同身份、角色，具有不同的能力指標與素養；必須考量隊伍組成結構，才能訂定

課程概念與目標，來規劃設計好的研習課程。 

從登山學習角度來思考，從一個無知的「學員」，到可跟隨前輩行走的「隊員」，到晉升

為可以獨立自保的登山「嚮導」，再到成為具領導統御能力並可考量他人安全的「領隊」等四

個角色，通常至少要兩、三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具備豐富的山野生活與登山知技能。以下，

為各身份之角色與知能素養概要。 

◎學員： 
1. 能具備對個人登山裝備的基本知識，例如登山衣著、背包打理知識，以及基本體能、

登山行進能力。 
2. 服從領隊與嚮導的指引，跟隨隊伍行進，前不超越嚮導、後不落於殿後；遇狀況不明

或沒把握之危險路段，不貿然強行通過。 
3. 熟記登山安全守則，以學習自保、不增添隊伍負擔為基本前提。 

◎隊員： 
1. 具備基本自保的能力，能在隊伍中自我照顧，不增添隊伍負擔。 
2. 對於登山之衣、行、食、住等知能有一定程度的經驗與瞭解，而可以協助隔夜登山活

動之宿營工作，如營地建設、炊煮等等。 
3. 隊伍之基本班底，並應學習成為獨立嚮導，分擔隊伍的協力。 

◎嚮導： 
1. 具有獨當一面的登山技能，具備健行登山的「獨攀」能力。 
2. 可獨自登行大眾化活動路線，在野外至少獨自度過一個夜晚。 
3. 懂得營地選擇與架設、找水、讀圖定位、找路跟路、砍材生火、登山醫學、避開危險

因子等，以及危險地形之通過與確保。 
4. 具自保與「自救」能力，並協助領隊來控制全隊的行進速度，協助領隊照顧隊員、學

員等，具有助教與輔導員等級。 
5. 具環境倫理，懂得 LNT 基本原則與因地制宜的操作性作法。 

◎領隊： 
1. 隊伍中的決策者，任務為促使全隊安全、快樂地悠行山中。 
2. 具有登山計畫、登山行政、領導統御、溝通協調能力，並懂得登山風險管理、入山管

制與山難搜救作業要領。 
3. 在「個人登山技能」基礎上，最好不只是「合格嚮導」而已，應具備「資深嚮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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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能力，才能扮演專業領航角色。 
4. 具領導統御能力和親和力，能藉妥善的分工來調整隊伍體質，增進全隊的安全，均衡

隊伍的各項行動能力。 
5. 具環境倫理，懂得教導隊員與學員山野技能與環境素養。 

基本上，若以一個十人為基底的隊伍來看，一個隊伍的至少應包括領隊 1 人，具有領隊

資歷或嚮導而可為隊伍班底之中間份子者，至少應有 2-3 人左右，具有自保與照顧自己能力

之隊員約 3-5 人，而可攜帶之學員則大約 2-3 人；其組成狀況得視成員整體與「最弱」者的

知能來判斷，並考量實際行程與路線之可能狀況來判定。 

原則上，領隊與資深嚮導比例愈高者，隊伍的安全係數愈高。以下，為登山隊伍組成角

色與基本能力素養的概要表。 

表 3：登山隊伍之組成角色與基本能力素養 
項目 學員 隊員 嚮導/殿後 領隊 

組成 2/10 
（10 人為基底） 

5/10 
（10 人為基底） 

2/10 
（10 人為基底） 

1/10 
（10 人為基底） 

角色 登山入門者 隊伍基本成員 隊伍核心成員 隊伍領導人員 

任務 學習自我照顧 可自保與自我照顧 1.具獨自登山能力 
2.具照顧他人能力 
3.協助領隊控制隊伍
行進與照料。 

1.統籌全隊事務 
2.掌管全隊安全 
3.擔任環境守護導師
並預防山難。 

知能 1.基本體能與登山行
進能力。 
2.具個人裝概念如登
山衣著、背包打理
等。 
3. 記 登 山 安 全 守
則，不脫隊。 

1. 對登山衣/行/食/住
等知能有一定瞭解。
2. 可協助隔夜健行
登山宿營與炊煮。 
3. 知曉 LNT 七大原
則。 

1. 懂得讀圖定位/找
路跟路 /控制隊伍行
進速度。 
2. 懂得避開危險因
子和危險地形確保能
力。 
3.具登山醫學/營地選
擇架設/找水/生火能
力。 
4.懂 LNT 原則與衍生
之方法。 

1.具山難搜救概念 
2.懂得登山計畫/登山
行政 /入山管制與山
難搜救作業要領。 
3. 懂得領導統御/溝
通協調能力 /登山風
險管理。 
4.具環境倫理與社會
責任，。 

素養 服從領隊 
虛心求教 

服從領隊 
分擔勞務 

聽從指揮 
協助隊伍安全 

降低自我慾望 
考量全隊安全 

※嚮導與領隊比例愈高，隊伍安全係數愈高。 

課程內容的規劃，會受到特定因素如氣候、環境、團隊互動、學員的體力等影響，而設

定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課程目標。大抵而言，建構本土登山學至少包括三大領域，從最

基本的知識技能開始，到環境倫理，再到領導統御與風險管理等等，也是從學員到領隊應該

充實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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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紮根策略：各級學校基礎教育之可能（代結語） 

由於登山對於全球在地化的家鄉守護有深刻的影響，若希望提昇登山人口、強化登山安

全、增進登山倫理，透過教育紮根的工作，一定是重要的關鍵。事實上，儘管目前尚未設立

登山學校，但仍可能在各級學校與成人教育體系內，來進行「山野教育」的紮根工作。 

在大專院校方面，未來應朝向設立「山野教育研究所」努力；在此之前，則應鼓勵設置

「學會或學程」課程。因為學程可以跨領域、跨系、甚至跨校的課程活動；而登山是一個綜

合的學問，所以登山若在大學體系內，學位學程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值得思考。而當開設到

一個很成熟的階段，師資也會逐步具備，於是成立系所也就更有條件。 

在中學方面，應該鼓勵「登山社」等相關社團活動，並設法規劃與山野體驗或保育有關

的課程，使之和學測、基測等分科教育的內容產生連結，以引發學生們學習的動機與樂趣。

尤其，青少年是體力宣洩、挑戰自己的活力期，更應該藉著登山來釋放他們的生命能量。 

而在國中小的國民教育體系裡，制定「山野教育政策白皮書」與修訂「課綱與基本能力

指標」等工作，便是誘導課程融入山野教育的關鍵。此外，台灣山區有為數不少的中、小學，

因位屬於離都市中心偏遠的地區，學校就學人口日益減少；若由城鄉交流或假日學校角度觀

之，便可以用「遊學台灣山林」的方式，讓更多教師、親子等可以在寒暑假、登山旺季期或

週休二日時，到「假日學校」去從事「親山遊學」活動。。 

至於成人教育與推廣教育，結合社區大學或不針對特定對象，而辦理登山相關的研習、

研討、體驗營等等，都是促進登山教育變成全民運動的推廣作法。因此，有必要持續性地針

對各級學校和成人教育面向，辦理更多的山野知能與登山教育講座；不論是由大專院校舉辦

登山安全研習，或山域搜救團體辦理的山區救難知識技能研習研討，都有其重要的價值。 

最後，要強調的是：山是台灣的心臟！山是台灣的屏障。台灣多山，有三分之二的面積

都是山區；山野文化的經典代表，自然是台灣原住民的「獵人文化」及自然觀社會觀等，以

構成本土文化的核心內涵所在。即便自漢人移民開墾以來，四百年來造成「童山濁濁、頓改

舊觀」的山林生態與文化浩劫；但慶幸的是「大自然的反撲」作為一種警醒，以及「野地自

我修復」的能力，讓台灣免於失去自然的保護。仁慈的「大山媽媽」始終庇佑著敬山、愛山、

護山的大地子民！ 

山是隱隱的思念！往外看，山是一扇窗戶；藉著推開窗戶，有助於我們看見窗外繽紛的

生命世界，引領你我走出窗外接觸土地的芬芳！往內看，山是一面鏡子；藉著擦亮鏡子，有

助於我們看見自身生命的深層心靈，在記憶與想像交媾裡發現自我的限制、盲點與出路的可

能。山是一把鑰匙；是解開自我生命「內在心靈與外部世界」複雜交織大鎖、進入深層生命

世界的通關密碼和心靈鑰匙。藉著人與山互動照映，我們活在當下發現生命之美，霎那即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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