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公困登山學校」

一個學習的地方,交流的平台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壹、計晝緣起

台灣是一個多山的海島國家,自然資源非常豐富,但現代都市化的結果,使得極高比例

的國民少有機會接觸自然原野,更缺乏面對環境的素養與態度。世界先進國家普遍設有戶外

教育學校,以提供國內民眾培養正確的山野活動觀念,學習野外活動相關技能,以及實際體

驗自然原野的活動課程。台灣的自然資源豐富,近年來台灣民眾走向戶外,登山、露營、溯

溪、攀岩、自然探索等休閒活動蓬勃發展。太魯閣國家公園以其自然環境及硬體設施之優越

條件,規劃設立國家公園登山學校,提供有興趣投入活動的民眾有一常設且具公信力的學習

管道,以及戶外活動愛好者的交流平台。

登山雖是國人所喜愛的運動,但台灣一直以來都沒有專門的教育機構,使相關知識與經

驗得以傳承。嚮往山林的人們,往往只能各憑本事擷取所需的知識,再從錯誤和失敗中,記

起教訓和學習。因此唯有登山學校的建立,相信登山安全與教育,才能真的落實到每位登山

者身上。玉山、太魯閣及雪霸國家公園位於中央山脈的中心位置,可說是台灣最重要的生態

保護區,猶如台灣島嶼的綠色之心。這三座高山型國家公園境內海拔超過一千公尺的區域面

積達25萬公頃,國人喜愛攀登的百岳像是台灣最高的玉山、次高雪山總計達76座在境內;

登山教育是環境教育的一環,環境教育向來是國家公園的重要任務,因此登山教育推廣的重

責我們責無旁貸。

民國90年太管處辦理登山研討會,與會人員一致認為國內登山教育有賴提升,多年來政

府部門與民間社團雖多次提出登山學校籌備計畫,亦有類似組織產生,可惜皆無法順利推廣0

98年在營建署的強力支持,與台灣世界七頂峰遠征隊成功的喜悅,登山學校的設立又再次被

期待,終於在99年1月28日於太魯閣綠水成立。

貳、目家公團登山荸校的規劃央暮辦歷程

在台灣戶外活動蓬勃發展,無論是政府規劃的生態旅遊或是一般的登山活動都慢慢關切

登山觀念與技能的重要性,不少民間登山社團有經常性或不定時的登山技能訓練,亦有組織

如台灣生態登山學校以登山教育為宗旨,但大多著眼於登山等戶外活動之技能訓練。太管處

接辦本項業務之時,對於校務的規劃方向做了一系列內部討論、與專家學者訪談及與民間登

山社團對話,為了使登山學校能與其他機構有所區分,並符合國家公園設立宗旨一為了保護

國家特有的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最後定名為「國家公園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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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希望藉由公部門成立的訓練中心,帶動民間團結,共同推動健全的戶外活動教育體系,

啟發人們對土地的熱愛及提升各項自然探索活動為一安全且永續的活動。

一、立校宗旨

國家公園登山學校與教育部正規體制的各級學校不同,也不納於以激發國內體育風氣之

養成與選手培育為目標的體委會之下,因為登山學校的成立,強調人與人以及人與環境的關

係,除達成國家公園環境教育之功能外,亦期建立屬於台灣的登山倫理、養成教學師資,並

提供和國際登山界交流學習之平台,建立屬於台灣的山的視野。

二、分段計晝目棵

教育是百年大業,登山學校的建立不僅是硬體設備的建設,師資、課程內容等軟體資料

庫建置,以及學校長期經營管理、與民間資源結合等事務,都需要長時間的規劃與測試,為

達成目標,茲將相關工作分成三階段並設立目標,以分段成達計畫。

(一)試辦階段(98年) :以前兩次籌辦登山學校經驗以現有資源為基礎,發展試辦課程。

重點工作包括有草擬學校架構、場地整理、商借場地、設備與裝備採購、師資建立、

課程建立與試辦。

(二)初級組織(99-101年) :開始發展校務,發展重點為健全登山學校組織、推廣環境教

育及培育專業師資。重點工作包括學校架構發展、場地建設、設備與裝備採購、師資

聘用、師資培訓、課程發展、國外觀摩或訓練、外國專家指導。於101年底進行試辦

與初級組織檢討。

(三)成熟期(102年一) :重要工作為校務確立(場地、設備、人事)、課程認證討論、設立

獎學金、後續經營方式討論、促進台灣山界與國際山界間之交流。

三、奉校架構的畫立

登山學校之業務目前由太管處負賁統籌及辦理,由處長擔任召集人,遊憩課為主要承辦,

解說課、保育課分別承辦探索、步道課程,其他課室與管理站依需求提供支援。另玉管處及

雪管處分別負責「登山技術」及「登山糧食」專業技能之發展。

國家公園除希望藉登山學校宣揚登山教育外,還希望為登山界提供一個交流合作的平台,因

此自98年起數次與學界、山界人士會議,並於99/4/12召開有關主持校務會議,討論關於學

校組織、聘用校長或OT營運等方式,可惜囿於公部門種種規定,山界人士多鼓勵先以現行

方式運作,相關組織架構待學校發展步上軌道後,再予召會討論。

四、苒地計晝

場地計畫以太魯閣轄區為主,規劃登山學校基地與活動場域,另依課程需求彈性利用玉

山及雪霸園區。場地規劃以中橫公路串連本處轄區沿線據點,除交通較為便利之外,沿線低

至高海拔的環境變化,提供豐富多元的訓練環境,又可再活化利用沿線據點,使公有財產達

到最大使用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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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鰱部位宙

由原綠水管理站(綠水地質展示館) 、原文山小隊建物、合流台地構成總部主體,配合周

邊露營區跟停車場建構總部的完整場域。原綠水管理站於98年底整修,現做為總部辦公室之

用,並有一間約可容納50人演講廳,作為課程開結訓與室內課程之用。原文山小隊於99年

整修,未來將提供學員研習住宿之用。因總部地區尚缺一獨立且特別設計適合戶外教育訓練

之訓練中心, 99下半年委託專業團隊開始進行專屬訓練基地之設置規劃,依據學校授課與訓

練需求,規劃多功能研習教室、戶外教室、恥場、攀岩場等塑造合流成為登山專屬訓練基地。

總部辦公室於99年4月竣工後,經常有2位登山學校專案人員在此辦公,及1位解說志

工擔任解說服務。

(二)中低海拔訓棟墓地蓮花池

蓮花池是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域內唯一的天然高山湖泊,海拔高度I180公尺,隨著開墾的

老榮民們年華逝去而逐漸搬離後,蓮花池農地逐漸荒廢,慢慢恢復自然狀態。適合作為健行、

溯溪及野外求生宿營等的訓練場域。

(三)中海拔訓鰓墓地洛韶

洛韶海拔1117公尺,民國61年漢寶德先生所設計的洛韶山莊素有中橫小白宮之稱0 99

年中橫開通正好屆滿50週年,矗立在天祥與碧綠神木之間的小白宮重新啟動作為『志工之
家』,更具意義。

(四)中海拔訓朧鑒地慈恩

慈恩海拔1995公尺,位於魯翁溪(又名慈恩溪)上游一帶,因地形、氣候的影響而形成潮

溼多雨冷涼的霧帶,鄰近有羊頭山步道。慈恩山莊早期為中橫健行時的重要據點,現由太管

處管理。本基地可作為健行及野外求生等訓練場域。

(五)萵海拔酬揀墓地合歡山

合歡山區困交通便利及環境優越的特性,應是作為高海拔訓練基地最佳選擇。高海拔的

訓練對於戶外活動技能的提升、認識環境敏感性、發展雪地活動與海外攀登等,都非常的重

要。可惜合歡山區多屬林務局轄管,國家公園並無適當場地,因而希望利用國軍無訓練時期.

借用武嶺營區(寒訓中心)做為訓練基地,使登山界能有較佳的高海拔訓練基地。

因林務局合歡山整體規劃案尚在進行中,且寒訓中心土地使用問題尚待林務局與軍方協調.

經99/5/4研商國家公園登山學校高海拔訓練基地營設置協調會議,決議由本處以借用場地方

式向軍方洽談合作事宜與相關細節。

五、課程計晝

(一)三大架樽

登山學校課程三大架構分別是:登山、探索以及步道,並以此延伸發展,從「登山倫理

及技能提升」 、 「探索內在與激發潛能」 、 「生態暨友善環境的提供.不同面向去提供多樣化課

程以培訓優秀的戶外活動人才, 98年試辦課程與99年課程規劃,皆以此為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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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公固登山學校戶外教育分級衷

登山學校的內涵並不僅限於「登山技能教育」的傳授,而應該廣泛地考量台灣戶外教育

究竟該如何推廣。因此我們試圖就將戶外教育之需求分級並設定目標,再依各目標設計課程,

以期建立台灣整體戶外教育訓練系統,達到全面性推廣與專業性培訓的雙向任務。戶外教育

共分為以下5級:

1.環境教育‥希望透過活潑快樂的學習,開啟學員對戶外活動的興趣與建立正確安全的觀

念。國家公園一直以來視環境教育為重要任務,在課程設計、操作上都相當成熟,不過以

往課程大多針對國小學生,末來配合環境教育法,對不同對象應設計更連貫、更深入的系

列課程0

2.學員訓練‥分為初級訓練及進階訓練。以登山活動作為主要培訓方式。初級訓練使初學者

具備戶外活動應有的基本概念與技巧;進階訓練培訓有興趣者具備較全面的技術,使其能

夠自行規劃、準備至帶領較簡單的戶外活動行程0

3.指導員訓練:指導員(instnlctor)領導團隊並協助成員學習新技能及自我成長,因此措導

員訓練將以專門知能習得為核心,並由實習訓練以充實實際帶隊的經驗與技巧0

4.教練訓練:為專精技能養成或是輔導具專業技能人才,培訓重點在於技能至教育者的轉

換0

5.海外活動‥目標在培訓從事海外活動(攀登)人才。

(三) 98-99年彌酣萱

98年試辦初期,學校課程朝培訓專業人員為走向,例如「高山地區生態旅遊活動指導

員. 、 「步道修護人才培訓」等,原本用意在培訓在地人才,不過在缺乏誘因的因素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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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另嘗試與山岳文教基金會合作辦理「2009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登山知能研習營」 、委託

台灣外展教育基金會辦理「青年領袖遠征營」及「青年領袖培育營」作為課程委託辦理之試

金石。蓮花池假期屬探索課程由本處主辦、規劃課程,除達到推廣環境教育工作目的,並試

行以探索的方式辦理環境教育的可能性0 98年共規劃5項16梯次課程,全部費用由公部門

負擔0

98年底依年度試辦檢討結果,調整登山、探索、步道三大課程架構的辦理方向,訂定99

年度課程表,共18項27梯次課程,所有課程(除步道志工及特殊對象外)規劃都設計風險

管理及環境倫理兩大概念,例如登山學校為推廣登山教育雖免收學費(公部門支應教練費與

必要裝備、設施),但要求學員自辦(付)交通、食、宿、保險等,引導學員建立參加戶外訓

練的自我管理。登山部份採「日本登山研修所」方式,依季節辦理各項主題訓練,內容為登

山倫理、登山技能訓練、風險管理、急難救助等,並針對大專生及原住民開設專屬課程。所

有課程都特別強調現在一般戶外活動缺乏的環境倫理跟風險管理概念。探索部份為課程設計

中較具挑戰性的部份,將過去較少嚐試的活動,如溯溪、攀岩、爬樹、獨木舟、單車與國家

公園結合,不僅希望透過不同以往的課程,讓學員挑戰自我、探索內在,也可作為未來國家

公園提供多樣性戶外活動之先驅。步道部分委託台北縣知識重建促進會辦理,將重新塑造洛

韶山莊為志工中心,並發展國家公園新的志工系統一步道志工0

99年7月本處兩次「國家公園登山學校99下半年課程規劃會議」 ,進行99上半年課程

檢討,依照課程辦理情形、效益、民闆反應等,再修正課程計畫,例如專業性課程或一般民

間團體已開課程,先不予以發展;人力資源多加利用志工及同仁;推廣性質課程招生對象以

弱勢團體、教師、學生(特別是較少機會接觸戶外活動者) 、退休人員為主;專業課程對象以

專業人員如巡山員為主。重新檢討課程發展方向之後,登山及探索部分課程再調整,並配合

修訂課程三大架構內容。登山部分以建立登山體驗課程模式、建立國家公園山林保育課程模

式、培訓大專院校登山社團、不定期辦理主題課程為發展方向。探索部分更改為辦理自然探

索You血Camp活動o

六、登山責料庫建立

國內以往登山教育多以「師傅帶徒弟」方式經驗傳承,許多的資料與技能散佈在各處,

並且缺乏系統性的整理。其中不少的資料,亦無透過較嚴謹的審查,其正確性與適用性一直

受到質疑。登山學校逐步透過資料收集與課程驗證,整理出較具參考價值之相關資料,建立

登山圖書館、講師資料庫、課程教材等資料。

七、覽訊平台的建立

網路是現代最無遠弗屆的社交工具,由網路與網路間串連而成的龐大交流資訊,並透過

國際的連結,讓全世界的使用者發生交互關係。隨著登山人口年輕化、政府公務e化(如

山必要的入山入園申請)以及資訊產業普遍化的影響,一般的使用者都非常依賴網路工具,

希望運用網際網路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特性,提供愛好戶外活動的民眾登山資訊與交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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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登山學校網站的設置,除了將課程相關資訊公開,達到網路宣傳、課程資源分享等目的,

線上報名與管理系統可滅少行政資源浪費,資訊交流平台的建置,末來將可提供山友戶外活

動相關的各種資訊。

參、後績辦理事項

一、高山型目家公蘭之茁力合作

台灣的登山教育有許多內涵急需充實,玉山、雪霸、太魯閣三座高山型國家公園將通力

協作、分工辦理。目前由玉山處規劃辦理登山技術課程、雪管處規劃登山糧食課程、太管處

規劃登山倫理課程。

二、責訊交汍平台之擴展

登山學校專屬網站已建韁完成,然其中討論分享、登山維基、影音專區等資訊交流平台,

僅做架構之建置與拋磚引玉式的內容建立,後續將需要登山愛好者共同使用與管理,才能達

到預期之效益。其中討論分享版計畫與民間登山社團合作,推薦版主協助管理;登山維基則

希望與民間登山文教機構合作以充實內容並協助管理。

三、合汍訓*基地規劃

合流訓練基地規劃於99年下半年開始進行,受託單位進行基地基本調查、收集相關訓練

機構規劃、工作會議了解本處需求、舉行專家會議,以規劃符合國內登山教育需求之專屬訓

練場地。同時為配合未來訓練場地之設置, 99下半年開始進行配套課程之規劃與相關帶隊人

員之訓練。

四、棋式課程建立

登山課程末來以建立登山體驗課程模式、建立國家公園山林保育課程模式、培訓大專院

校登山社團、不定期辦理主題課程為發展方向。

登山體驗課程規劃針對「教職員」 、 「高中生」 、 「國中小學童」 、 「一般民眾」等四個領域,

個別規劃課程。此項規劃將配合體驗課程指導員(志工)的培訓,以培訓相關人才。

國家公園山林保育課程則規劃先與從事LNT教育之專業人士、進行資源保育研究的專家

學者、資深登山家,組成課程小組,以討論如何針對台灣環境現況,在教學內容上做出調整

與修改。

大專社團逐年萎縮,可由本處已進行的基本社團調查資料為基礎,找出鼓勵學生走向戶

外的方式,並為其規劃全套課程,以期培育新世代登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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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國家公園登山學校」一個學習的地方,交流的平台

肆、結語

登山學校成立至今尚在起步階段,國家公園在人力及資源有限的狀態下,仍將以推動登

山教育為目標,繼續堅持努力。登山教育的推廣,絕非單一機構的責任,亦非少數力量就能

達成,因此不論是政府或是民間機構或是個人,都應共同為我們所深愛的山林,貢獻心力。

園家公園登山學校誠心邀請相關政府部門與愛山人士,成為我們夥伴,希望透過登山教育的

推動,提高登山活動的安全性、帶動國人戶外活動風潮,更要讓自然保育的理念深入人心,

讓台灣美麗的山林永續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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