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學野外教育的行動經鹼反思

陳永龍'

摘 要

基於全球化環境變遷危機和地球公民的責任,本文重新詮釋「三品」教育的內涵,使具

有環境倫理的地球公民素養。本文起於回顧自身書寫「登山教育」的經驗,重新探討野外教

育和「品格」孕育之間的關聯性,再就「青芽兒/亞成鳥」親山遊學教育實踐的經驗,進行

行動研究初步的反思。在造樣的「經驗教育」基礎上,發現孩子們在體驗中學習、成長、互

助,也更看見「課程輿教學」的重要,而不只是訴求於教育政策上的應然。儘管這樣的反芻

書寫有時是孤單的,卻相信前已有古人,後必有來者;而在山的記憶與想像的世界裡,更清

楚山是台灣的命脈,山是台灣的心臟。往外看,山是一扇窗戶;推開窗戶,讓我們看見大自

然繽紛的生命和生態文化多樣性。往內看,山是一面鏡子;擦亮鏡子,讓我們看見生命的樣

貌,在覺蔡映照中,更清楚自我生命的侷限與可能。山是隱隱的思念⋯

山覽詞‥品格教育、地球公民、三品運動、行動研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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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野外教育的行動經鹼反思

陳永甜

一、棋子/站在遇往的肩膀上

展讀大山,閱讀自己。生命的長河灑落在浩瀚的宇宙裡,如星辰,如恆河沙數的潑墨;

山卻似生命奔放又靜謐的源頭,是心靈原鄉,也是懷古鄉愁。

山是隱隱的思念。深夜,在風雨聲呼嘯著研究室書寫定稿,重讀這幾年的舊作,宛若站

在自己過往的肩膀上;沒有巨人,卻只能如蝸牛般緩慢地一步一步往上爬。歇腳喘息,既有

「昨日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之感,也深具「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

人憔悴。 」的執著;想起王國維《人間詞話》裡提及的「人生三境界」隱喻,如此貼切,如

此照映, 「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 」

回首來時路,也想起蘇軾在「定風波詞」映照的‥ 「莫聰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 「料峭春風吹酒醒;徵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丟,也無風雨也無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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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耍包括‥

1.登山健行運動人口雖多,登山知識技術卻嚴重落差0 2.登山專業師資不足,難以負擔應有的

教育需求0 3.各級學校登山社團不足,有待積極輔導成立並鼓勵0 4.缺乏足夠觀摩互動機會,

致使學習刺激與動機不足0 5.缺乏專業登山課程與教材,欠缺系統化的知識技能傳習。

當時希望登山教育的落實,應該先有《登山白皮書》到《登山政策白皮書》的制定,再

到《登山教育白皮書》的研擬,把山野教育的目標和理念,化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和能力

指標」的具體原則,才能使學校的「課程與教學」能有所本,在基礎教育裡落實山野教育。

而在「無言的山丘」裡學習「像山一樣的思考」並不容易,卻也甘之如飴。

筆者(2009)則希望在各級學校與成人教育體系內,都應該進行「山野教育」的扎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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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中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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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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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是冒險犯難、挑戰自我勇氣的階段;獨立探索、合作學習、分享討論,便是直的鼓勵的探
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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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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譁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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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野外揀索央品格教肓

山是一所學校!提供了各級學校及成人社區教育一個契機,讓人得以「打開饅暮世界(庫

牲) 、蛋展抽東巖力(理性) ,來貴大自然山林世界(我們共同的地球)相蓮結●並且在遭

養的互動中’登山暈人更看清世界、更珀睿自我,而朝向作為山的守蔓者前行!.山,也提

供了陶冶品格的孕育場;愛山的孩子不會變壞,愛山的孩子長大後往往能作為山的守護者。

由於近代工業主義與消費性資本主義的發展,人們在追逐經濟成長過程中,伴隨了物質

慾望崇拜和金權政治貪婪等危機,更引發全球環境變遷、生態系統破壞與公害污染危害。尤

其在全球化浪潮下,更讓我們體悟‥人類與萬物緊密相依,大地繁衍與人類生命的生存課題.

無可逃避。

然而,對人類漫無節制的發展主義進行批判,或各種搶救生命、保護環境、捍衛人權與

正義的社會行動固然重要;但更根本的作法卻該透過教育,讓更多人提昇品格教養,具備正

觀和正信的知能,成為「地球公民」的一員,共同守護地球、造福社會。

為落實「品格」教育,教育部在2009年中旬啟動「台灣有品運動.列車,希望藉「品德

教育、藝術扎根、終身閱讀、環境永續」四項計畫,帶動台灣「人人有三品(品德、品質、

品味) 」的運動,以期達到「為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質、生活有品味.的現代公民社會。

雖然「三品」運動立意甚佳,但政策一推出,即備受抨擊。事實上,如果能讓品格運動

立基在童軍之戶外或野外活動的基礎上,認為野外教育可以是孕育三品和公民素養的重要揚

域,它使人在「經驗教育」過程裡,無形中孕育土地倫理和社會關懷,繼而成為地球公民。

但為達此目的,也得借取野地教育新觀念,才能使環境倫理和公民素養成為童軍教育和野外

活動的內涵。

目前童軍課程在正規教育內式微,淪為「綜合活動領域」的一種活動;但如何藉童軍野

卡活動,融入環境偷理和公民素養,使人在「經驗教育」過程裡無形中孕育土地情感和環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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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乃公民教育和野外教育者的共同關切。

而「三品」運動立意甚佳,更應該借取野地教育新觀念,使童軍活動成為深化三品教育

和地球公民素養的媒介。以下,筆者繼續探討公民素養和品格教育的深化,重新賦予「三品

運動」的內涵。

三、公民素*其三品教育的深化

三口為品,三品為王!教育部「有品運動」的三品,主要是「品德、品質、品味」三要

素;但若從市場行銷思考「三品」概念,則是品質、品味與品牌交織的故事。在「創意經濟」

的年代裡,文化產業的「內容商品」和品牌經營的故事尤其重要;由「品牌經營」角度映照

對「品格教育」的省思,並以地球公民角度再詮釋,有助於我們深化三品教育的內涵與行動。

(一)從品牌鏟鞘思「三品」內涵

在商品世界裡, 「品質、品味、品牌」是三位一體的同位素,也是生產勞動與創作者贏

得消費市場人心的積極要素;讓具有文化深度的創意產品,在產品「品質」基礎上,針對特

殊「品味」的對象,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換句話說,品質+晶味→品牌。不論是「沒

有品牌的品牌」 (如‥無印良品)的故事,或強調餐飲服務品質的美食王國(如: 「王品」

集團)建構,都是在消費市場獲得口碑與形象,才成為知名品牌。

而在創新與創意經濟、美學經濟、風格時代、原鄉時尚等主張裡,創造力與「創意設計」

是當今文化產業的核心要素。從「產品設計」 (物與內容) 、 「舞台、展演與情境空間設計」

(環境)到「服務品質設計」 (人)和「消費者品味設計」 (文化) ,再到自我標誌與消費

者信賴的「品牌設計」 (符號/意象)以建立品牌忠誠度;各種層面與形態的設計,都是文化

創意產業重要的一環。

今日社會是一個遠比以往更重視「品牌」的消費社會。好內容之外,還得有好包裝、好

行銷、好品牌,才能賣得好價錢;具創意的「品牌設計」乃是文化產業平台的一環,攸關文

化產品的受歡迎程度。不論小到個人、小商品生產者、表演藝術團體、非營利機構,或大到

財團的大資本企業公司,只要想在「群眾支持」與「消費市場」中佔一席之地,都得建立自

我品牌、形成良好口碑,才能在競爭的消費市揚裡脫穎而出,成為獨特而無可取代的「符號」

商品。

而在資本主義追逐利潤的過程裡,過往大集團不斷透過「廣告」行銷等手法,試圖操控

「市場機制」以寡佔或壟斷市場利益;舊的「品牌領導」與「品牌理論」觀點,乃建立在「製

造好商品、積極打廣告、設立專司(或外包公關行銷)品牌經營的部門以維繫品牌忠誠度」

的論述。但在新世代的消費社會裡,花錢廣告己經不完全管用;消費大眾不再是廣告、行銷

可以完全操控的無知群眾(尤其「網路世代」裡) ,而具有參與「品牌梆架」 (BrandH扣ck)

32 ■牟暮黨懺∴冉紡九九



AO4中小學野外教育的行動經驗反思

的能力! 「無行銷的行銷」也成為新世代「品牌設計」的新主張。

簡言之, 「品牌經營」的關鍵必須看見消費者的主體性;品牌故事得透過消費者共同接

受與讚許,才算成功。但若回歸一個人的「品格教育」來思考,它終究和消費性的品牌經營

不同;品格教育不能以「事業成功」當楷模,卻在於一種自發性的慈悲心,具有寬恕、忍讓、

仁愛、智慧,而能透過內省和自律的生活,成為地球公民。

(二)由地球公民角度省思「三晶」內濡

既然「品德教育」不是品牌經營,那該怎麼培養?當教育部推出「三品」政策,令人意

外的,竟墟聲比掌聲多!多數評論集中於浪費公帑、計畫難行等;也有評論指出政策背後的

騫性邏輯,認為若欲公式化、教條化推行倫理運動,本質是「反道德」的,無法真正落實「反

求諸己」的內省運動。 (Ceiwa,2009)

那麼,對下一代該提出什麼樣的「三品願景」 ?又該怎麼教?總得審憤思考o教育部提

出四項計畫(品德教育、終身閱讀、藝術扎根、環境永續)並標舉五大核心價值(尊重生命、

孝親尊長、負責盡責、誠實信用、團隊合作) ,被主流媒體批評得體無完膚。

例如,聯合報社論便指出:四項計畫其實是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概念,如今硬湊變成

「三品大拼盤」 ;五大價值則像老師們的「願望清單」 ,透出濃濃的八股味兒,既看不出全

求化時代的前瞻性,也缺乏培育民主社會公民的進步性。若「有品運動」變成台灣孩子的新

考題,所謂融入教學、績效或評鑑又變成紙筆評量,或「以考試帶領三品」納入升學計分,

紮帕就會成為一場校園災禍。

該社論並認為「三品問題」主要出在兩方面。一、學校教育方面:正常教學與「三品」

說鉤,老師的言教身教及人文、公民與音樂美術教育等,不能進入人格陶冶的層次,亟待強

叱其潛移默化的功效。二、社會教育方面:成人世界的示範,尤其政治人物(及「名嘴」現

象)的示範太惡劣。 (聯合報, 2009/06/29)

因此, 「為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質、生活有品味」不能只是口號,而得重新詮釋「品味、

品質、品德」的實質內涵,並找出能陶冶心性、潛移默化的積極作法。若從「地球公民」角

芟思考三品運動,就會有「環境公民權」的概念,而賦予「品味、品質、品德」更深化的內

賈。

聯合國1992年的「環境與發展」會議中,提出《廿一世紀議程》的國際行動綱領,延續

了「我們共同的未來」的主張,揭示「永續發展」的重耍性,需要全球合作才行。而全球化

則讓「地球村」概念容易理解,我們都是「地球公民」的一員;在全球環境變遷下,愛護地

求、守護家園、協力互助、團體合作、關懷弱勢、公平分享,則是地球公民應有的教養。

是以, 「生活品味」不該只是資本主義布爾喬亞階級的品味,也非建立在高耗能、高消

費基礎的「上流社會」生活;而是一種親自然的、貼近人群與大地脈動的簡樸生活。因為,

覲近自然才是健康的生活,享受林間清風,遠勝於冷氣。而「做事品質」則呼應「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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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環境品質」面,做有助「生活環境品質」改善的事!秉持敬業、專注、熱情的工作態度,

樂在生活,樂在工作,關懷大地生命、關心公平正義,慈悲與善良,便構成「為人有品德」

的深刻內涵。

換言之,三品運動應回蹄親土地的環境倫理和社會關懷,在體驗教育裡透過「五感」和

「六識」孕育生命情操,愛人愛己愛大地,而讓土地倫理與生命關懷內化為「三品」生活的

內涵。

在此,我們重新看見童軍教育和野外活動的價值:透過「親近自然」和「合群互助」的

大地體驗,讓人們具備「三品」運動深的實質內涵。當然,也得重新省思過往童軍技能,融

入環境倫理的思維,才能藉野外活動的生活教育與生命洗禮,孕育三品內涵與地球公民素養。

以下,透過我們重新構思青少年與小學之野外教育之構想,及透過營隊實踐之行動經驗

反思,來進一步闡述「課程與教學」行動的重要,更甚於政策。

回、扎根基礎教育的親山遊學覽臉

為了扎根基礎教育,我們在教育部體育司補助下,於2010年寒假期間辦理了「99年親

山遊學冬令營」實驗計畫,計畫包括「青芽兒親山遊學冬令營」和「亞成鳥野地教育啟飛」

兩部分;同時,透過具體的課程與教學實踐,希望讓國中小學的學生都能「向下扎根,向上

生長!」

由於我們把「課程與教學」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因此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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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隊伍組威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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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登山隊伍組成角色與基本能力素

養的概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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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l ‥奎山臣伍之龜戌角色央主本巖力膏暮

王效 青芽兒 亞成鳥 獨立熊 領航鷹 

項目 學員 隊員 嚮導/殿後 領隊 

塑成 2/10(10人為基底) 5/10(暈0人為基底) 2/10(10人為基底) l/10(10人為基底) 

勻色 登山入門者 隊伍基本成員 隊伍核心成員 隊伍領導人員 

堂務 學習自我照顧 可自保與自我照顧 1.具獨自登山能力 1.統籌全隊事務 

2.具照顧他人能力 2.掌管全隊安全 

3.協助領隊控制隊伍行 3.擔任環境守護導師並 

進與照料。 預防山難。 

占能 

1.基本體能與登山行進 1.對登山衣/行/食/住等 1.懂得讀圖定位/找路跟 1.具山難搜救概念 

能力。 知能有一定瞭解。 路/控制隊伍行進速 
2.懂得登山計畫/登山行 

2.具個人裝概念如登山 2.可協助隔夜健行登山 
度。 

政/入山管制與山難搜 

衣著、背包打理等。 宿營與炊煮。 2.懂得避開危險因子和 救作業要領。 

3.記登山安全守則,不 3.3.知曉LNT七大原 
危險地形確保能力。 

3.懂得領導統御/溝通協 

脫隊。 則。 3.具登山醫學/營地選擇 調能力/登山風險管 

架設/找水/生火能力。 理。 

4.懂LNT原則與衍生之 4.具環境倫理與社會賣 

方法。 任。 

奏養 服從領隊 服從領隊 聽從指揮 降低自我慾望 

虛心求教 分擔勞務 協助隊伍安全 考量全隊安全 

窯嚮導與領隊比例愈高,隊伍安全係數愈高。 

從安全的角度省思隊伍結構,隊伍組成狀況除了不同角色的均衡外,還得視成員整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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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與資深嚮導比例

愈高者,隊伍的安全係數愈高。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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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四個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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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或嚮導的基本知能。

以下,為自學員(青芽兒) 、隊員(亞成鳥) 、嚮導(獨立熊) 、領隊(領航鷹)等四

垂身份角色(四階段分別可賦予一種生態與生命意象之影喻)應具備的知能素養概要。我們

討目標,則是希望能逐步達到「青芽兒紮根茁壯」 、 「亞成鳥探索生命」 、 「獨立熊自在悠

遊」 、 「領航鷹遠颺翱翔」等階序任務,讓學員從小到大、從淺到深,都可以在逐步累積中,

或為具有階段性、主體性的學生。

這四類的學員、隊員、嚮導、領隊等區分,並非依照年紀的分類範疇,而更是依照能力

三身分的象徵區分,在各階段都可以累積經驗,轉為自身的行動經驗。以下,是這四類身分

「司及其應具備條件指標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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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肓芽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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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行進能力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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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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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成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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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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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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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熊) ‥

1.具有獨當一面的登山技能,具備健行登山的「獨攀」能力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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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障得營地選擇與架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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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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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具環境偷理,懂得mT基本原則與因地制宜的操作性作法。

◎領隊(飼航鷹) ‥

1.隊伍中的決策者,任務為促使全隊安全、快樂地悠行山中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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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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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能力,才能扮演專業領航角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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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具環境倫理,懂得教導隊員與學員山野技能與環境素養。

(二)諫捏舷念興目標

本研習的對象設定為對山野活動感興趣、但尚無實際經驗的中小學生,因此我們也可將

之等同於登山活動裡面的學員、隊員角色,假設其在年齡層與經驗值正相關的狀態下,把小

學中高年級(10-12歲)視為「青芽兒」階段,而中學(13-17歲)之間則是「亞成鳥」階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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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課程概念放在「打閱紐峨世界、我展抽象餛力、與世界互動邁鰭」的思維範疇下,

∵開啟「親山遊學」應有的知能、素養與領導。課程內容的規劃,除考量對象外,還會受到

芍定因素如氣候、環境、團隊互動、學員的體力等影響。以下,針對「青芽兒」與「亞成鳥」

分別設定本研習之課程精神與目標o

1. 「青芽兒1的諫捏糟神興架樽

青芽兒計畫的課程理念,基本上把小學中高年級學生視為生命成長的「青芽兒」階段,

逐步要成為「小樹兒」而得努力地吸收陽光和水份,使根系和枝芽茂盛生長。換言之,青芽

兒的生命得藉著自己的生命力「向下紮根、向上生長」來找到更多的水份與養分。

青芽兒計畫的課程架構,重要的精神乃在於「打開經驗世界」的誘發性質,並使生命的

垠系牢牢地向下紮根,與深層的土地互動。在這過程裡,藉著「親近山野」的體驗教育,而

兼開啟對生態、文化與生命探索的枝芽。

因此,在三天兩夜的課程架構裡,主要以「身體」力行的山野體驗、探索為主。尤其,

在這個階段的學習,有時得在「遊戲」中孕育其大地體驗的基礎,而在足夠的經驗開啟中,

義豐富的經驗成為「發展抽象能力」的素材,以「與世界互動連結」並建立童年經驗的大地

琴伴情誼。

第一睹段 第二睹段 第三瞄段 

三天睞種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賈種主啪 向下紮根 向上生長 突破與勇氣 

體驗 健行 垂降 

幕韓膾段 報到與課程說明 進入郊山健行路線 滑降與垂降 

認識環境與分組 分組觀察學生行進 野地經驗重整 

基礎知識課程 感受大地脈動與呼吸 用心感受環境訊息 

大地體驗遊戲 靜心吹風感受世界 分享體驗心得 

體適能測試 眺望山景風光 對山許下諾言 

入山前身心準備 親近山野實際體驗 我會再回來守護山林 

裝備檢整 晚會 

摹貝狀朦 興奮、好奇、觀望、繫張、焦慮... 雀躍、叫苦、蹦跳、想家、喊累、 激發勇氣、建立信心、愉快、成 

mgh翻_ 

就、榮耀、分享、連結、信任、 開放 

暮要內容 與陌生人相處,建立團隊,個別 在身體與心理準備好之後,藉郊 團隊默契已經建立,信賴感已經 

體驗與合作學習,進行一次全新 山一日健行踏青,帶給青芽兒更 產生,於是可以從事高空滑降與 

的經駿。尤其,著重於親身體驗 紮實的親近土地感。行進的勞 繩索垂降的遊戲體驗,訓練膽識 

山野生態與文化,建立自己與大 累,導引學生調整呼吸和腳步節 與勇氣。而後分組討論研習體 

地、與其他人的協調關係和團隊 奏,讓身體與大地脈動合一。並 驗,並準備成果分享,讓青芽兒 

感。 在過程中,教導生態知識與文化 充分彰顯經驗,反省自我生命與 

體驗,兼具知性與感性之美。 土地、與他人的連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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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噩成鳥」的諫程糟神興架樽

亞成鳥計畫的課程架構,其背後的重要精神乃希望透過野地環境與探險過程的正向經

驗,協助青少年與成人之間建立良好的互動與經驗連結關係,並希望在面對自己、社會與環

境三個面向中,產生引導與發展的可能。

因此,亞成鳥的課程架構參考美國BCM ( Big City Mountaineer)基金會的課程核心概念

T.E.A.M ( TIuSt. Endure. Achieve. Meaning) ,以及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之野地教育理念,進

行課程安排與運作。初步階段將先以四天課程為執行方式,日後希望能夠在進階的營隊中,

視情況再增加課程天數,以強化課程的內容與效果。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四天課程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課程主軸 信任 忍受與堅持 突破與成就 意義深化 

入山 靜心 接受 連結 

課程階段 歡迎與課程說明,往入 正式進入攀登路線,將 攻頂日或休息日,往路 離開山徑,清理身體與 

山口前進,整理裝備, 逐漸依序增加每天行 線終點接近,在野地最 裝備,慶功晚會,回 

基礎知識課程,共識與 走的距離與困難度,同 後一夜,獨處,讓已經 程,轉化與強化自己與 

期待的建立,一天戶外 時逐漸讓平日燥勤的 更加平靜的心可以接 「整體」的連結 

活動或遊覽,入山的身 心準備與微調 

心平靜下來,感受世界 受更多環境的訊息 

隊貝狀態 興奮、拘謹、保守、緊 測試底線、疑問、害怕 信心建立、愉快感、成 過程經歷、意義轉化建 

張、焦慮 犯錯、自我懷疑、孤 就感、團隊感、分享、 立、脈絡尋找、未來 

立、不舒適、想家、孤 單、缺乏動機 

連結感、信任、開放 

概要內容 在陌生成人的陪伴之 第二階段將會在身體 第三階段將是整個課 課程的最後階段,關鍵 

下進行一次全新的經 與心理上帶給青少年 程的關鍵樞紐與支 在於讓青少年將此次 

驗,就算對於最成熟的 全新的挑戰,他們會發. 點,例如登頂的經驗將 的經鹼放進自己生活 

青少年來說也會覺得 現「這不是來渡假」, 會創造強烈的成就感 的脈絡之中,例如成功 

有威脅感,因此此一階 會開始考慮放棄、傻疑 並且對於參與的青少 面對困難的勇氯與成 

段將盡力與青少年建 自己能力並且做出一 年產生轉化的過程,體 果,將是日後面對生活 

立關係與團隊感,這樣 些不在預期中的反 力上達到的成就會更 挑戰的成功經驗。多花 

的關係對於之後的課 應。輔導員將在此一階 容易讓青少年理解到 時問加強經驗的連接 

程進行將有決定性的 段給予理解性的正面 自己所完成的成就 將是青少年態度與行 

影響 

支持,並協助提供可被 接受的動機 

為改變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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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青芽兒和亞成鳥野外教育的經鹼反思

針對不同對象的親山遊學課程體驗,我們發現「體驗教育」在這些學生身上帶來的某些

影響。在課程設計與操作方面,此次「青芽兒親山遊學冬令營」的活動規劃,大抵是「課程

導向」的安排。

因此,有別於只是把學生「帶到野外」親山健行的活動,我們是回歸到「課程與教學」

的角度,來思考「野外現場環境」可以提供些什麼樣的素材供作「教學資源」的媒介,並透

過「教學活動設計」的方式,導引學生進入學習的情境,藉著「打開生命經驗」的直接體驗

進入,繼而誘導「發展抽象能力」的思辨,並使這樣的經驗能「與世界互動連結」而深化為

孩子們的生命感動與深層經驗。野外,是召喚孩子們深層經驗和創造力的重要媒介。

為此,工作團隊前後先進行過兩次場勘,框定教學現場環境與活動設計,在此基礎上,

要求兩個梯次的輔導員們在營隊報到前都得全程走過一次(第三次為第一梯次工作人員偕

司、第四次則為第二梯次工作人員偕同) ,以期讓每一個工作人員都熟悉課程與教學活動設

計的內涵。並透過幹部訓練的工作成長營等集訓過程,讓來自不同地方的輔導員深化自己的

哥隊能力,以使能掌握整體營隊的精神與核心價值,引導學生進入我們設定好的學習情境。

營隊開辦前, 2010/Ol/21為第一次場勘時間,依序勘查人文國中小學場地及大修宮階梯

詻、找到可以體驗合作攀爬的溪谷、回程下切果樹路、穿過老樹步道、走河床出山,之後討

論營隊活動構想。

第二次場勘則在2010/Ol/25 ,已開始帶領其他輔導員一起勘查現場,並修訂每一個「教

學場景」可能的活動行為,討論背後要傳遞的訊息和精神。我們依序又勘查人文國中小場地、

圭河床、爬果樹路、勘查新的水管路、大修宮、頭圍山探路、下階梯路、爬溪谷。而後,再

討論活動流程,確認每一個關卡的活動主題、內容與形式。

由於我們希望開啟學生「體驗自然」的多樣性經驗,因此,在路線的選定和活動設計上,

豢了以「安全」作為唯一且最優先的前提外,在安全的基礎上,我們希望課程與活動設計可

以具有「計畫性的探險」 (PrQjectAdventure/簡稱PA)精神,但卻不同於國外(及台灣引入

之PA)以器材商為核心鎖架構之繩索與高空確保等「探索教育」的操作。

我們先以「大自然」為訓練場,藉著導引學員和大地互動的過程,來孕育其「土地倫理」 、

￣生命關懷」和「合作學習」的精神,之後才透過繩索確保等垂降、滑降課程,來培養學生

詩「勇氣」與膽識,誘發其「超越自我」的動力和挑戰極限的精神。

在營隊辦理期間,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一些學童的行為改變,例如原本哭泣的學童在信

蜀保護下,變得有勇氣且快樂地進行繩索垂降;或者,從本來自私的行為轉變為分享的行動,

!有「協力互助、合作學習」的效果。行動經驗的反思,當然不僅只在於活動期間,更有許

;無形的發酵,會進到孩子們的血液裡,陪著他們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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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成鳥計畫試辦階段,一開始即是希望針對「弱勢與中輟生」等對象,進行「野外心瑾

輔導」等教育手段,來誘發青少年克服困難、超越自己的生命動能,繼而轉為「正向面對軌

戰與生命」的態度,而在未來的生活裡,找到一種穩定的前進力量。

如同「飛行少年」紀錄片裡三十個桀騖難馴的孩子,這些青少年的更生人,藉著「一輪

車」環台千里的考驗;這些經驗對於他們後來面對生命,都是很正向的動力,使他們開始更

積極正向地面對挑戰,也更有勇氣地迎向各種困逆的生活學習。

登山,也具備這樣的教育蛻變意涵;看似簡單的「走路」而已,但在背負背包後進行長

時間的健走攀爬,卻是一般人不免喘噓噓、開始懷疑自己的見證。而這些具體的經驗,無形

之中在這些「亞成鳥」的生命裡,埋藏了一株已經開始發芽、茁壯、迎接陽光的幼苗;在引

導員的陪伴、鼓勵下,這些幼苗迅速吸取養分、成長,並開始把具體的經驗轉化為「相信自

己可以」的積極正向動力。

這次的亞成鳥計畫,在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的輔導員與慈懷園、康達家園、普賢慈海

家園等等機構合作下,一方面是由這些機構提供「生活輔導」的支持陪伴,另一方面則由台

灣生態登山學校的領隊和輔導員等,提供登山專業的引導學習,也是跨屆整合協力的一種方

式。

由這些隊伍參與學員的心得,也可以看到本活動對他們野地啟飛初體驗的影響。下面這

位學員的心生,可說映照了多數人的心情和收穫,以及學到對自己負責、對他人感恩的態度‥

「其實攻頂並不是我們爬山的真正目的!最主要是讓我們學著自己獨立。學著為自己負實

任,該是自己要做的,就該當仁不讓!這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 」

因此,雖然許多隊伍並沒有達成預定的目標地點或山頭,但在山野活動的過程裡,他們

也開始省思「手段」與「目標」之間的距離,以及衡量自己「裝備」 、 「能力」種種,知所

進退,並且看見在大自然裡人類生命的渺小,而更懂得對待山林應該要「謙卑」的態度。

換句話說,亞成鳥計薑的執行成果,也是議這些學員藉著「打開生命經驗」並與大自然、

與其他人「互動」連結,知道一個隊伍的合作協力才是生命共同體,並且在嘗試登頂、朝向

目的地前進的過程裡去「發展抽象能力」 ,判斷、思考自己的能耐及其與日標之間的距離,

而能在未來做更充分的準備,繼續迎向新的挑戰與困難!

六、代結語

教育育是百年大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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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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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緩的事。

相較於政策制定,若希望能在正規教育體系裡,制定《登山教育白皮書》與修訂「課綱

與基本能力指標」等工作,在欠缺上位計畫《登山白皮書》到《登山政策白皮書》的制定,

頭然不太容易期待政府機關在政策上,可以立即看到改的契機和效能。即便希望透過課綱來

指導課程,讓山野教育融入在政策裡被推動,也不是一蹴可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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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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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曰學校」去從事「親山遊學」活動。

因此,不論都會區或者偏遠山區的學校,只要有心,一定都可以從自己鄰近的周邊環境裡,

找到一些知名的山,甚或無名的山野,來做為發展「學校本位願景」和「課程統整」的媒介,

幫助學生們透過「體驗教育」來深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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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而期許末來能由行政院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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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Sb"d Cbw"ty

∠加伽““ (中譯《砂郡年紀》 ,天下出版社)書中指出的: 「像山丁樣的思考! 」以使山岳

事務,能在台灣落實到未來的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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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蘗登山、活力台灣】 ,希望促使教育部雅廣「體育運動登山教育」方案,並設定願景和目的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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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鄴土意識;培養堅忍意志,鍛鍊健強體魄! 」

而在筆者(2009)的論文裡,則再次強調扎根基礎教育的重要。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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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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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出短期和中期的建議,以及針對各級學校推展山野教育

的策略重點。

這種自我回顧、重讀的書寫,每一次重讀自我書寫過的文本,依然都還是召喚出自我生

命的熱情,於是繼續在登山教育的論述領域耕耘;但知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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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楚山是台灣的命脈,山是台灣的心臟。往外看,山

圭一扇窗戶;推開窗戶,讓我們看見大自然繽紛的生命和生態文化多樣性。往內看,山是一

百鏡子;擦亮鏡子,讓我們看見生命的樣貌,在覺察映照中,更清楚自我生命的侷限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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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生命的試煉場;充分準備,提昇知能,才能悠遊山林。因此,登山安全,自身有責;

山林守護,從我做起。每一位登山者都是山的守護者,每一次山旅都是守護山林的行動;這

是使命,也是期許。山,始終是隱隱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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