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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年來「登山研討會」探討主題輯錄 
鄭安睎、陳永龍 整理 

 
說明：台灣的「登山研討會」辦理歷史不過二十餘年，主要包括「大專院校登

山運動研討會」和「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後擴大為「全國登山研討會」）

之辦理。但不論由官方或民間辦理，基本上都是為了建立共識、朝向更

健康的登山環境而努力。以下，僅依序整理歷年「全國登山研討會」論

文輯錄，以及歷年「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論文輯錄，供未來

後續研究探討之初步文獻整理。 

 

一、歷年「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論文輯錄 
第一屆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 
一、 何中達，〈高海拔登山安全－慕士塔格峰遠征之經驗〉 
二、 陳文翔，〈網路上的登山世界〉 
三、 黃世亮，〈台灣三千公尺高鋒一覽表〉 
四、 李玉麟、羅倩宜，〈攀岩之肩痛的原因與預防〉 
五、 張介群，〈掌上型全球定位系統(GPS)接收機的可靠度與精確度〉 
六、 賴明佑，〈中央尖北壁的試煉〉 
七、 王伯宇，〈攀岩分級制度概論〉 
八、 李潛龍，〈中級山活動－海岸山脈〉 
九、 歐陽台生，〈環保與登山〉 
十、 朱傚祖，〈玉山地區逆衝斷層構造之研究〉 
十一、 何中達，〈攀岩的體能訓練〉 
十二、 林亮光，〈無線電於登山通訊的應用〉 
十三、 余成俊，〈登山與保險〉 
十四、 李玉麟、陳光仁，〈高地生理〉 

十五、 黃騰逸，〈1996 珠峰事件週邊報導〉 
 
第二屆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 
一、 林勁宏，〈攀岩選手生理特質之研究〉 
二、 黃世亮，〈宗教登山背景之探討〉 
三、 萬啟為，〈運動攀登比賽族群現況與分析〉 
四、 林淳義，〈三角點的來龍去脈〉 
五、 崔祖錫，〈台灣地區登山用地圖資源整彙〉 
六、 李玉麟，〈攀岩技術報告書〉 
七、 張介群，〈喜愛山的思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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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戴曼程，〈林專山探訪記要〉 
九、 林亮光，〈高山症〉 
十、 林宗聖，〈談『台灣百名山』〉 
十一、 李玉麟，〈攀岩鞋之生物力學探討〉 
十二、 譚靜梅，〈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組織變遷之研究〉 

 
第三屆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 
一、 黃世亮、陳文煌，由南區山難搜救中心之治革探討南部登山特性 
二、 蔡森泰，〈北大武山成年禮〉 
三、 郭宏仁，〈台灣社會變遷對登山運動的影響〉 
四、 張介群，〈經由無特定對自然被動的思考〉 
五、 黃一偉，〈兩岸近代登山活動的探討〉 
六、 邵定國，〈路條的迷思〉 
七、 呂志廣，〈八通關古道東段現況調查及經營管理之探討〉 
八、 洪國勝，〈登山與原住民文化〉 
九、 黃炫星，〈能丹國家公園之禮讚〉 

十、黃宏庭，〈登山醫學－高山症〉 
 
第四屆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 
一、 楊建夫，〈台灣高山冰河地形的新發現〉 
二、 呂木貴，〈數位時代的登山世界〉 
三、 高偉峰，〈合歡山雪季高山疾病及緊急醫療救護探討〉 
四、 林宗聖，〈古道之土地公廟的探討〉 
五、 鄭安睎，〈丹大地區人文生態－布農族與古道概說〉 
六、 林佑駿，〈溪谷活動傷害類型〉 
七、 張玉龍，〈跨世紀的登山省思〉 
八、 趙啟明，〈能丹國家公園設立的面面觀〉 
九、 陳永龍，〈入山管制與登山安全〉 

十、高偉峰、胡勝川、李建賢，〈高山症〉 
 
第五屆  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 
專文 
一、 張介群，〈登山教育的目的〉 
二、 吳致呈，〈各國登山嚮導制度之分析〉 
三、 李鎮華，〈後勤與救援－直昇機空中攀降之應用〉 
四、 周靈山，〈攀岩運動網路的行銷初探〉 
五、 劉廣英、徐天佑、曾鴻陽，〈陽明山旅遊氣候特性探討〉 
六、 鄭安時、伍元和，〈日治時代“角板山、三星警備道路" 歷史沿革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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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李鎮華，〈高山古戰地巡體－亞歷山大行軍興都庫什山之研究〉 
八、 郭廷瑜，〈山難個案探討現場救援資源之整合〉 

 
第六屆  大專院校登山運動專文研討會 
一、 陳守忠、郭廷瑜，〈馬來西亞神山國家公園之管理研究〉 
二、 郭瓊瑩，〈從國家步道系統之建立談台灣山岳遊憩資源發展應有之向度〉 
三、 劉清煌，〈瞭解天空的心情－讓我們看雲去〉 
四、 張介群，〈白光 LED (發光二極體)頭燈 DIY 與測試〉 
五、 劉以德，〈攀登運動訓練法〉 
六、 陳俊憲，〈登山與氣象〉 
七、 張暉、徐海鵬，〈破解阿爾泰山“世界之謎麥田圈"巨石堆懸案〉 
八、 鄭安睎、伍元和，〈日治時期布農族卡社群簡史〉 
九、 劉以德，〈攀登運動傷害防處〉 

十、郭水祥、廖雪清，〈全國山嶽鐵人競賽之省思〉 
 
第七屆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 
論文 
一、 吳致呈、張華珊，〈木柵焚化廠排放 PAHs 對附近山區之環境衝擊與風險分析〉 
二、 楊建夫、郭彥超，〈南湖大山冰河爭論的新證據〉 
三、 駱昌宏、蔡衡，〈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登山與山難防救之展望〉 
四、 劉明全、高俊雄、鄭憲成，〈高山登山風險認知與休閒教育關係之研究〉 
五、 鄭安時、伍元和，〈日治時期之「蕃地」調查簡史－以南投縣信義鄉為例〉 
六、 吳致呈、張華珊、楊心豪、〈我國登山團體運用環繞管理系統(IS014001 )與範例規

劃之探討〉 
專文 
一、 侯鳳雄、王瑞麟，〈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之應用與登山安全之研究〉 
二、 銀柳生，〈國際衛星輔助搜救組織暨個人無線電信標發訊器(PLB)系統介紹〉 
三、 黃世亮，〈山區有機垃圾處理之探討〉 
四、 張介群，〈眼鏡繩 DIY 與套結〉 
五、 黃茂林，〈溯溪技術與確保系統之研究〉 

 
第八屆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 
一、 楊建夫、許秉翔，林政達，〈排雲山莊改建規劃索之登山步道分級與替代住宿分析〉 
二、 吳致呈、顏麗凰，〈森林林相與瀑布區之空氣正負離子特性探討〉 
三、 黃德雄，〈台灣長程遊憩山徑環境特質之研究〉 
四、 蔡宇柔、吳慧君，〈攀登帕米爾列寧峰對海平面運動能力及血球變化影響之研究〉 
五、 楊建夫、林政達、潘炫懿，〈合歡山區山岳旅遊遊憩資源類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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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 
論文 
一、 余維道、高麗娟，〈一位戶外活動領導者 Ako Yoshino 之個案研究〉 
二、 林男清、陳正霖，〈山岳旅遊衝擊類型與管理對策〉 
三、 陳霖、張艾如，〈情境壓力下情緒反應指標與人格類型關條初探－以國立體育學院

先鋒計劃為例〉 
四、 楊建夫、黃一元、林大裕，〈從自然地理談山的界定〉 
五、 林志純、廖櫻芳，〈台灣登山學校教育與政策之基礎探討〉 

 
專文發表 
一、 徐天佑、張怡蕙、曾鴻陽，〈海陸風效應與山區雲層消長個案〉 
二、 侯傑議、林瑞興，〈登山健行常見的運動傷害〉 
三、 蔡文科，〈臺灣高山地區職業技能教育之關係初探一以原住民挑夫工作為例〉 
四、 邱冠璋，〈先鋒計畫風險知覺探討〉 
五、 廖炳煌，〈探索教育課程設計理論架構與登山活動歷程之結合〉 
六、 歐雙磬、侯錦雄、林志純，〈登山者遊憩專門化程度與登山者類型探討〉 

 
第十屆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 
論文 
一、 郭正彥、王穎，〈登山紀錄所述之台灣水鹿分佈及習性〉 
二、 簡淑怡，〈青少年參與體驗教育課程之成效研究例對策－以戶外三天兩夜高低空繩

索課程為例〉 
三、 何孟軒、吳崇旗、謝智謀，〈以冒險發展為本的登山活動對高中生自我概念影響之

研究〉 
四、 張智勝，〈戶外領導先鋒計劃參與者知覺成效之探討〉 
五、 陳倚瑄、賴美芬、廖志維，〈溯溪者休閒動機對流暢經驗之相關研究〉 
六、 楊建夫、林大裕、黃一元，〈「山岳遊憩」、「山岳旅遊」還是「山岳休閒」〉 
專文 
一、 李潛龍，〈台灣攀岩運動發展之研究－以攀岩者俱樂部為例(1981-1989)〉 
二、 廖櫻芳、林志純，〈登山專業人員培訓模式之初探〉 
三、 林男清、黃雲龍，〈冒險遊憩活動指導員專業職能建構途徑之研究：工作職能評鑑

法觀點〉 
四、 金強謨、羅旭壯、林青輝，〈登山運動傷害預防與風險管理之探討〉 
五、 邱冠璋，〈冒險治療在台灣〉 
六、 簡銘呈，〈台灣地區歷年山難事件原因探索分析〉 

 
第十一屆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 
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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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鄧禮織、李億勳，〈消費文化空間符號之探討－以戶外休閑用品店為例〉 
二、 洪維忱，〈臺灣地區登山活動人員專業能力初探〉 
三、 黃有傑、張桂嘉、羅紹麟，〈雪霸國家公園雪山登山口服務時間調整之研究〉 
四、 陳守忠，〈人與獨木舟的對話，阿拉斯加海洋獨木舟之冒險體驗〉 
五、 余維道，〈台灣戶外冒險教育活動領導者的專業能力〉 
專文 
一、 邱承德、何子平，〈建構登山網站加值型資料庫－以內容分析法為例〉 
二、 鄭安睎，〈臺灣登山史架構、範疇與分期初探〉 
三、 廖櫻芳、林志純，〈建構台灣登山嚮導員管理及垮訓策略之探討〉 

 
第十二屆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 
論文 
一、 吳崇旗，〈無痕山林融入登山教育課程設計之實施成效研究〉 
二、 王偉琴，〈建構以「無痕山林」為無構之戶外環境行為量表初探〉 
三、 張嘉榮、宋秉明，〈玉山國家公園文化資源管理之研究－以日治八通關越嶺古道為

例〉 
專文 
一、 廖櫻芳、林志純，〈台灣登山教育資源整合之初探〉 
二、 楊建夫、楊登元，〈台灣登山用品品牌忠誠度初探〉 
三、 楊建夫、高大維、劉韋孝，〈校園定向運動的價值與推廣〉 

 
第十三屆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 
一、 何金樑，〈我國體育發展現況簡介〉 
二、 吳昇光，〈兒童運動：整合政策與實際發展及應用〉 
三、 林玫君，〈台灣登山百年的歷史圖說〉 
四、 黃啟煌，〈登山傷害〉 

 

二、歷年「全國登山研討會」論文輯錄 

2001 太魯閣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 
第一組  登山素養與登山學校 
一、 郭宏仁，〈登山活動的文化面〉 
二、 張玉龍，〈台灣登山素養的省思〉 
三、 吳錦雄，〈登山倫理、糧食、垃圾〉 
四、 歐陽台生，〈美國的戶外活動環保觀念〉 
五、 歐陽台生，〈登山學校〉 
六、 邵定國，〈台灣登山教育之探討〉 
七、 張玉龍，〈永續性登山學校籌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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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黃柏勳，廿一世紀的登山安全文化 

 
第二組  山難搜救制度與登山 c 世界 
一、 歐陽台生，〈山難搜索與救援技術〉 
二、 羅際煜，〈搜救現場實務〉 
三、 王賜輝，〈現有山難搜救問題之探討〉 
四、 余成俊，〈登山活動「風險管理」與搜救制度〉 
五、 黃一偉，〈數位時代的來臨與登山活動的關係〉 
六、 呂木貴，〈數位時代的登山世界〉 
七、 江金堂，〈救難犬的意義〉 

 
第三組  嚮導制度與原住民山林智慧 
一、 楊文章，〈現行入山管理辦法的探討〉 
二、 翁注賢等，〈FMGA 所屬各國山岳嚮導制度之機制〉 
三、 黃長興，〈賽德克族群「持獵文化」的現況〉 
四、 王永春，〈德魯固的生活技能與持獵文化〉 
五、 伍玉龍，〈布農的狩獵文化〉 
六、 裴家騏，〈社區參予自然資源管理的模式〉 

 
第四組  登山設施與國家步道 
一、 林永發，〈高山設施之探討〉 
二、 吳錦雄，〈國家公園內的登山設施與管理方式〉 
三、 林乙華，〈由登山運動的角度討論山區管理規劃〉 
四、 黃德雄，〈綠色山徑之旅－建立國家級山地森林步道系統〉 
五、 陳清香，〈整建國家森林步道系統計畫〉 
六、 黃文卿，〈國家登山步道系統與國家公園步道系統〉 

 
2002 國家公園登山服務與管理研討會 
一、 葉世文，〈太魯閣登山研討會回顧〉 
二、 劉儒淵、薛怡珍、賴明洲、黃士嘉，〈高山步道遊憩承載量之探討－以雪霸國家公

園雪山主峰線為例〉 
三、 吳夏雄，〈登山社團的責任與登山嚮導的定位〉 
四、 陸昌華，〈登山嚮導的職責－角色與定位〉 
五、 黃漢青，〈〉從登山中建立生死情誼 
六、 廖宗慶，〈加拿大落磯山國家公園經營管理體系之介紹〉 

七、 林文和，〈山難原因與預防〉 
八、 姚懷谷，〈搜救作業概況及成果報告〉 
九、 唐書明，張仕獻，〈地方搜救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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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銀柳生，〈民間山難搜救社團如何配合山難防救之研究〉 
十一、 莊居芳，〈高山志工之期許〉 
十二、 黃文卿，〈台灣地區登山管理制度與國家公園關聯探討〉 

 
2003  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 
第一組  山岳管理 
一、 施坤福，〈台灣推行職業登山嚮導制度之可行性〉 
二、 謝季燕，〈全民運動之推展－以小百岳規劃為例〉 
三、 李秋芳，〈入山入園現行管理法令對山岳活動發展之影響〉 
四、 李美涼，〈國際現行山岳管理制度〉 
五、 郭信誠，〈民間企業參與登山活動之展望〉 
六、 林文和，〈民間參與登山服務管理制度之探〉 
七、 崔祖錫，〈登山計畫書與隊伍之行政管理〉 
八、 鄭安睎，〈登山裝備與隊伍安全管理關係之初探〉 
九、 林玉清，〈UIAA 山岳環境管理規範〉 
十、 林政瀚，〈登山隊伍(者)對環境生態的職責〉 

 
第二組登山教育 
一、 翁注賢，〈台灣登山教育之回顧與展望〉 
二、 陳永龍，〈從「登山學校」到「山是一所學校」－台灣登山教育之現況與未來展望〉 
三、 劉冠杰，〈美國戶外教育體制與戶外教育學校之發展〉 
四、 黃一元，〈如何規劃終生學習之登山教育網絡〉 
五、 李清安，〈從歷年山難事件探討登山安全教育〉 
六、 賴明佑，〈緊急避難與野外求生－台灣山區特殊地形天候求生須知〉 
七、 連志展，〈重新看見登山鞋腳下的世界一生態登山在台灣的理論與實踐〉 
八、 吳致呈，〈登山活動糞尿妥善處理之探討〉 
九、 吳夏雄，〈山岳博物館之籌設與展望〉 
十、 裴家騏，〈登山活動與野生動物保育〉 

 
第三組  高山設施 
一、 林永發、鄭奕孟，〈國家公園避難山屋之現況探討與規劃〉 
二、 林乙華，〈國際登山設施發展之軟體設施〉 
三、 林澔貞，〈國家步道系統之推動〉 
四、 郭育任，〈國家步道系統規劃〉 
五、 蔡心平，〈登山通訊設施與網路發展〉 
六、 郭瓊瑩，〈自然地區風景建築之設計倫理〉 
七、 黃福森，〈安全實用的山屋及步道系統等登山設施〉 
八、 張玉龍，〈高山公廁設施管理之日本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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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林忠杉，〈以危機管理角度探討國家公園高山設施與救難機制〉 
十、 高偉峰，〈高山急救與遠距醫療設施〉 

 
第四組  山林守護 
一、 黃文卿，〈台灣地區山林守護制度之建立－兼論保護區與國家公園之發〉展 
二、 楊秋霖，〈山林守護系統之探討〉 
三、 趙榮臺，〈生物多樣性與山岳保護〉 
四、 林晏州，〈步道生態與遊憩承載量研究〉 
五、 劉儒淵，〈登山步道衝擊與環境監測〉 
六、 李培芬、許嘉恩、許皓捷，〈山岳生態資料庫之規劃與建置〉  
七、 李光中、王鑫，〈社區參與山林守護之管理－一個行動研究架構的提議〉 
八、 鴻義章、王敏，〈原住民在山林守護中扮演的角色〉 
九、 林康屏，〈國家公園警察執法概述〉 
十、 黃德雄，〈生態嚮導與義工組織之培訓與管理－登山回報系統之建立〉 

 
2004  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 
A 組  登山服務與管理 
一、 林文和，〈志工制度與登山服務管理〉 
二、 林乙華，〈登山嚮導制與環境管理單位的關係〉 
三、 郭翡玉，〈國土復育方案〉 
四、 楊建夫、林大裕，〈台灣山岳旅遊現況與展望〉 
五、 范方志，〈國家公園區內設置高山纜車之評議〉 
六、 梁明本，〈羊頭山傳統路線步道改線之探討〉 
七、 鍾仁順，〈國家公園避難山屋應有設備之探討〉 

 
B 組  高山醫療與救援 
一、 歐陽台生，〈國內山難救援制度之探討〉 
二、 陳德皓，〈國外山區緊急醫療救護系統〉 
三、 蘇崑山，〈排雲山莊之高山醫療〉 
四、 蔡行瀚，〈山區直昇機緊急醫療救護現況與個案〉 
五、 高偉峰，〈國內山區緊急醫療救護系統之建立〉 
六、 黃清濱，〈高山緊急醫療救護之法律關係〉 

 
C 組  山林守護與教育 

一、 陳永龍，〈朝向山的守護者〉 
二、 鄭廷斌，〈從土地倫理談生態登山觀念與實施〉 
三、 李彥樑，〈日本北國立公園登山環境衛擊與對策〉 
四、 鄭安睎，〈如何重編臺灣登山學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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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黃文賢，〈如何架構本土登山學知識網站初探〉 
六、 李美涼，〈法國山岳活動發展與登山教育制度〉 
七、 Benjamin Rush，〈美國 NOLS 戶外教育的經驗〉 

 
2005 年全國登山研討會 
A 登山學校與山野教育 
一、 林金龍，〈心靈深戲與意志探險－山作為教育的省思〉 
二、 張志湧、張瀞今，〈探險、探勘活動與登山教育〉 
三、 林志純、歐雙磬，〈臺灣登山學校籌設之法令基礎探討〉 
四、 吳致呈、張碩芳，〈建立登山嚮導制度之目的與次第〉 
五、 劉曼儀、張子超，〈以登山作為環境教育媒介課程研究初探－以臺灣生態登山學校

輔導員培訓課程為例〉 
六、 鄭廷斌，〈登山教育的另一條路－社區大學與青少年〉 

 
B 登山安全與山難防救 
一、 鄭安睎，〈近年來臺灣國內所發生「山難」之發生成因探討(1997-2005)〉  
二、 賴育民，〈建構以登山安全為導向的登山醫療體系－想法與建議〉 
三、 陳永龍，〈承載量管理、入山管制與登山安全一由生態登山角度理述自然保育區內

入出管制問題〉 
四、 高俊雄、陳正霖、黃士怡，〈山岳遊憩體驗之塑造與自主管理〉 
五、 陳彥杰，〈在家做好登山安全〉 
六、 何子平、彭泉，〈以個人數位助理協助登山者撤退路線〉 

 
2006 全國登山研討會 
一、 陳永龍，〈2006 臺灣登山民意論壇〉 
二、 郭育任，〈由美國 Leave No Trace 經驗－談臺灣登山禮儀與環境教育之推動〉 
三、 黃德雄，〈臺灣山岳活動發展綱領與行動方案〉 
四、 梁明本，〈登山嚮導制度之變革〉 
五、 程鯤，〈海外遠征〉 

 
2007  全國登山研討會 
主題一  國際潮流方面 
一、 Chistine Hoyer，Civil Paricipation and Hiking Management of Trails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國步道系統之民問參與與登山管理) 
二、 岡島成行，日本的登山政策發展及山岳管理 

三、 八木原圀明，日本政府與民間登山事務之合作與推動機制 
四、 黃一元，台灣參與國際山岳活動與應盡之國際責任與義務 
主題二 山岳管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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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陳永龍，〈台灣山區整合性登山管理制度之研究-朝向入出山登記報備制的再思考〉 
二、 郭育任，〈台灣步道使用困難度分級之研究〉 
三、 林玲，〈國家公園高山步道經營管理策略之探討－以玉山、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

為例〉 
四、 林澔貞，〈全國步道系統之建置與發展〉 
主題三 公私合作方面  
一、 吳夏雄，〈許一個承諾，籌登山人一個家－以行動合作促成山岳文化教育中心的籌

建〉 
二、 黃德雄，〈民間登山教育訓練之辦理〉 
三、 徐秉正，〈山域事故救援處置科技 e 化〉 
四、 徐彥暉，〈無痕山林運動之公私合作與推動〉 
《專文發表》 
金珮，〈尋找 Leave No Trace 行動力的啟動之鑰〉 

 
2008 全國登山研討會 
一、 陳永龍，〈山是一所學校：創意教育的文化土壤像山一樣的思考〉 
二、 吳冠璋，〈美加山野教育與台灣本土登山環境的接合〉 
三、 邵定國，〈在山這自然聖殿的島嶼－談台灣登山教育的契機〉 
四、 呂志廣，〈蘊育中的「台灣中海拔保育暨環境教育中心」－楠梓仙溪保育研究站〉 
五、 林聰吉，〈南投縣山難搜救工作報告〉 
六、 翁儷芯，〈無痕山林推展現況與展望〉 
七、 黃柏勳，〈生態保護區管制和封山、封溪政策淺論〉 
八、 陳文翔，〈登山常見的膝關節傷害之防護〉 
九、 王士豪，〈高海拔的殺機：高山病的自我診斷與防護〉 
十、 許太乙，〈大型登山隊伍高海拔腦水腫病患下送救援初探〉 
十一、 徐彥暉，〈台灣外展教育之中學生冒險課程與師資培育〉 
十二、 李美涼，〈冒險精靈與海外冰雪攀登的推廣教育〉 
十三、 劉曼儀，〈台灣生態登山與「內本鹿小學」之建構〉 
十四、 陳忠侃，〈道禾國小玉山學與學校本位課程之建構〉 
十五、 林乙華，〈道禾國小玉山學課程之專業協作個案〉 
十六、 劉勝鈺，〈尋找心中的聖山－苗栗縣國中生登加里山的畢業成年禮〉 
十七、 林茂成，〈山野教育戶外教學對國中資優生的生命洗禮〉 
十八、 鄭廷斌，〈登山對青少年中輟生的學習誘發與生命轉折〉 
十九、 莊嘉仁，〈攀登運動在學校教育推廣〉 
二十、 李潛龍，〈台東光明國小畢業生成長營的野外體驗教育〉 
二十一、 黃福森，〈帶小孩子爬山去－親子健行中的登山教育〉 
二十二、 陳威潭，〈大專登山社團傳承的危機與轉機〉 
二十三、 林志純，〈台灣登山嚮導員培訓與檢定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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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鄭安睎，〈中小學推動山野教育之登山裝備知識初探〉 
二十五、 張志湧，〈台灣登山分級與健行登山之行程設計初探〉 

 
2009 全國登山研討會 
成立「登山訓練學校」可能性之探討 
一、 吳冠璋，〈美加登山教育訓練機構的制度與作法探討〉 
二、 丁雲芝，〈韓國民間登山學校經營模式之探討〉 
三、 徐秉正，〈台灣登山學校暨登山教育規劃芻議〉 
國內外山岳活動相關法制探討 
一、 李美涼〈法、韓、尼、中、俄等國名山入山管理比較：一個利於登山推廣的登山客

觀點〉 
二、 俞佳瑩，〈國人到海內外登山之旅行平安險探討〉 
三、 李彥樑，〈日本山區管理與山難救助體系初探〉 
小百岳推廣與郊山步道之規劃 
一、 張賀融，〈台灣小百岳與中部郊山步道推廣經驗〉 
二、 黃福森，〈北臺灣郊山步道設施現況調查與建議〉 
三、 徐銘謙，〈千里步道規劃與新郊山運動之推廣〉 
野外醫學與登山救護之規劃整備 
一、 王士豪，〈兒童高海拔登山活動之醫療救護服務探討〉 
二、 周維國，〈國內外野外醫學與救護訓練之比較與探討〉 
三、 黃國峰，〈輕量化與緊急救護的野外急救箱整備探討〉 
普及登山運動人口之策略分析 
一、 陳永龍〈山野人蹤：紮根基礎教育提升登山人口之策略管理〉 
二、 張志湧〈登山人口普及化與山難事故之領隊責任探討〉 
三、 莊嘉仁〈台灣攀岩運動推廣教育之策略分析〉 
山岳活動之國際交流經驗分享 
一、 陳劉茂松，〈中華民國山岳協會參與國際山岳組織經驗分享〉 
二、 黃一元，〈台灣參與 UIAA 經驗與台韓登山交流活動〉 
三、 張玉龍，〈台灣的國際舞台：尼泊爾國際山岳博物舘個案〉 
產官學 NGOs 合作平台之建立 
一、 連志展，〈海外遠征的專業整合平台—以台灣隊伍攀登七頂峰為例〉 
二、 高偉峰，〈產官學合作全球首次聖母峰心電圖遠距傳輸個案〉 
三、 鄭廷斌，〈民間團體（NGO）以山野教育作為青少年輔導之個案經驗〉 
登山服務專業證照與制度探討 
一、 張星雯，〈加拿大探險嚮導文憑(AGD)制度之探討〉 
二、 吳致呈，〈國際登山嚮導制度分析暨我國登山嚮導制度最適化研究〉 
三、 林志純，〈台灣登山服務專業證照與服務制度之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