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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暮摹暮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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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之多,其中一

百座被選為「台灣百岳」成為愛山者登臨的天堂;吸引大眾投入登山行列的理由,除了強健

體魄、登山望遠之外,山林間豐富的地質地形景觀、獨特的生物、棲地、生態系也是吸引眾

多登山客前往的主要原因。故如何教育台灣人民安全的親近台灣的山林土地,進一步熟悉與

了解台灣山林環境,然後以行動保護台灣山林環境就成為相當重要的譟題。

然而,現行眾多山友就台灣山林環境的認知與理念,除無系統與學理上統整外,對登山

活動多仍只停留於教育部對登山運動的定義: 「一種休閒旅遊運動」 ,再加上我國山岳環境特

性並無類似高山冰原區「死區」的特殊環境,需要具備特殊裝備與技能方能親近,造就我國

登山環境之一大特性:「人人能親山」,即親山卻不知如何去安全親近山,甚而對登山環境倫

理亦多只停留於國外不留痕跡等行為準則階段,眾多山友並不知我國自己國家最低的環境法

令與行為規範,亟需再教育。此外,國家公園登山學校在眾多山友期待下亦已成立,惟目前

成效仍不明,應就其訓練目標,課程綱要與訓練成效等予以界定。

本文嘗試初步架構台灣山野教育的定義與重要性外,並由安全、環保及法令三面向進行

探討,就目前我國登山教育、登山環保與登山安全提出初步之建議與構思,進一步期待在全

球氣候變遷的挑戰下,教育台灣登山客均能以自身之力,除捍衛台灣山林環境並能協助山林

國土環境保安工作,達到台灣山林及登山永續發展之目標:「人人能親山、人人能愛山、人人

能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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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山野安全與專業研習中心的構聯

一-一落實各級學校山野教育與國家公園登山畢校的再定位

鄭安晞、林志純、陳永龍

壹、前言

若把郊山健行包括在登山活動的一環,台灣山區的登山健行人口,每年初估至少有五百

萬人次以上;而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台灣有固定運動習慣的人口不到六成(比例僅佔

57.39%) ,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所從事的休閒運動項目多屬「消遣型」或「和緩性」運動,

其中最多的是「慢跑、怏走、散步」 ,其參與率為63.54% ,其次為「登山、健行」佔16.18% 。

儘管如此,由於國人從小的國民教育開始,就缺乏山的教育,因此不論年齡層如何,稍有不

慎都會引起山難事故。換句話說,登山健行的人口雖多,但登山知識和技能卻有嚴重的落差。

此外,就世界上山的定義來說,參據聯合國環境署驢α御伍血舶及我國教育部辭典中所

定義,研究者簡單將台灣登山活動性質分為兩類,一者為郊山的登山休閒運動,一者為高山

的山岳旅遊活動,前者性質偏向運動,而後者偏向自然賞景。如何在各級學校教育及登山學

校教育中,落實教育台灣人民熟悉山林環境,了解親近山林環境的裝備與技能,進而能安全

親近山林並保護山林為教育之重要目標。

為初步架構以落實各級學校山野教育與國家公園登山學校的定位,參酌教育部國教、中

教及職教司等課綱,草擬登山教育課綢如下供參考討論。

貳、落實國民中小學及高中職校山野教育之探討

有關「山野教育」的名詞與概念界定,相關的名詞至少包括「登山教育/戶外教育/親

山教育/面山教育/冒險教育/探索教育/探險教育/外展教育」等等,但這些名詞所隱涉

的範疇有各有所指,卻有很少有清楚明晰的慨念和指涉對象、內涵的界定。

例如,在各級學校裡談「登山教育」顯得太狹隘,必然會有人質疑: 「不是所有的人都爬

山,那為何要大家接受登山教育? 」而「戶外教育」則又太寬廣,只要走出教室之外都是戶

外,校園裡、操場上的教學活動也都是戶外教學。談「親山教育」太溫柔,看不到山野也有

猙獰險惡的一面;說「面山教育」則太抽象,多數人看不懂什麼叫做「面山」是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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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人提「冒險治療」活動,但「冒險教育.聽起來太危險, 「暴虎憑河. 、穿越高

速公路也是冒險,但卻一點也不可取。而「探索教育.和「外展教育.則太偏向設施活動與

遊戲,也看不出大自然與山野的面向。儘管「探險」通常包含對未知世界和自然領域的探查,

也知曉裡頭總有風險,概念夠精確但又太專家取向,談「探險教育.終究只會是小眾人的需

求。

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釐清「登山安全」和「山野教育」的區辨,重新定義「登山活動」

與「山野教育」的內涵。基本上,我們認為應該是把登山、山野活動等放在廣義的「戶外教

育」的一環,但戶外教育的場域側重在「山林野地.的陸域(含溪流和不同季節天候的地形

地貌)活動;因此,比較精確的提法應該是《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 (簡稱「山野教育」) ,以

期聚焦在「山林、野外」的教育場域與學習情境,並透過「體驗」 、 「探索.的學習方式(含

實作訓練) ,再透過「引導」 、 「反思」的歷程,進行對山林野地和自我生命的探知,培養因應

環境的生存知識技能,建立面對山林的正確態度與環境倫理。

生命本身就是一連串的「探險」時光,不同的人採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面對「未知.

的環境、世界和生活;因此,山野生活的洗禮,有助於孕育一個人面對生命和末知世界的「勇

氣」與因應「智慧」 ,而這也是「山野教育」的重要內涵:讓一個人打開生命經驗、發展抽象

能力、與大自然及其他生命互動連結,繼而懂得守護山林大地、守護環境、守護家鄉。

換句話說,山野教育乃引導學習者親近山林野地、進行野外探險與探索活動的教育;山

野教育大抵包含「山野環境教育、野外安全教育、活動領導教育、登山法制教育.等。而在

賣施方式上,必然得要與既有的各級學校教育鑲嵌,以期在中、小學階段(九年一貫課程學

習領域以至未來十二年國教的各學習領域) ,透過推動學校(尤其是鄰近山野的學校)本位教

育、 「戶外教學」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時,便能融入「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的野外

安全、環境倫理、活動領導等「山野教育」的本質。

簡言之,若以最不改變既有體制相關規定的方式,其實可以先參照既有各直轄市與縣(市)

相關的「中小學遠足露營校外教學畢業旅行賁施要點」來推展;目前許多直轄市與縣市都有

規定一些要點,要求國中、國小學校辦理學生遠足、童軍露營活動、校外教學活動時,應配

合各學習領域和各科教學需要,實地參觀名勝古蹟、歷史文物、自然步道、郊區山野等等,

避免前往遊樂場所或辦理以遊樂為主之校外活動。

因此,國小低/中年級及國中一/二年級辦理遠足或校外教學活動,可先以一日為限,規劃

鄰近的自然步道或郊山健行等,活動內容以自然體驗、山野探索等戶外教育為主。而學生畢

業旅行、童軍露營活動等,則以三日為原則;但仍應避免旅行社安排的遊樂場或遊憩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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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實際的童軍活動中心、合法露營地或野外山林地區為主,在「山野活動安全」規範下,

規劃設計山野探索、探險教育等體驗活動,並引導學生反思、學習。

至於高中、大學階段,因為分科教育已經更加明朗,社團活動也在此時開始逐漸具備獨

立自主的「學生事務」學習發展,因此,這個階段的山野教育可以先透過「輔導山野探索相

關社團」 (含登山社、綠野社、野營社、自然保育社等等)及在相關大學中嘗試設置「山野探

索與戶外領導學程」並推動「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中心」的設立。

為了讓《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可以在各級學校、各學習領域內落實,有必要區分個學

習階段和賈施對象,在「山野教育」面向的不同目標設定與學習重點;表1即為山野教育學

習階段之教育目標和學習重點之建議參照。

表l ‥山野教育奉習階段之教育目棵和荸習重點

摹冒膾段 貴施封東 教育目棵 課程重巖 奉冒領域與社團 

國小 

中低年級 親自然性 認識校園 自然體驗 可透過生活課程培養孩子認識校園 

(種子) 親土地性 大地遊戲 培養親自然性、親土地性 

中高年級 
親山愛山 

戶外教育 ●荒野露營 
可透過「學校本位」進行「課程統整」 

環境守護 在七大學習領域內容入山野倫理與 
(青芽兒) 步道健行,親山遊學 

野地倫理 戶外教學 

國中 亞成鳥 

培養勇氣 山野探索 團體動力 可透過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連結分科 

挑戰自我 合作學習 攀岩溯溪 教育,引發學生對自然、科學和人文 

激發創意 露營活動 藝術的興趣,導引深入學習。 

高中 亞成鳥 

培養勇氣 山野探險 攀岩溯溪 可透過社團或地球科學/公民與社會/ 

激發創意 自我探索 人文藝術 地理等分科教育,藉實際山野探險體 

自我探索 自然科學 驗深化各學科的專業學習。 

大學 獨立熊 

獨立自主 山野探險 叢林穿越 可透過「輔導相關社團」及設「山野 

野外求生 攀岩溯溪,獨處訓練 教育與戶外頷導學程」培養大學生獨 

心智提昇 野外調查 立自主和環境守護知能素養。 

研究所 領航鷹 

戶外領導 求生技能 引導教學 可透過「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中心」 

活動領導 荒野保護 ●環教行動 和學程課程等來強化研究所的戶外 

反思觀照 安全確保 教育知能與領導力。 

註:社會教育部分,則以安全講習、親子活動、體驗推廣等,作為推廣與鼓勵社會大眾參與「社區大學」親山

課程或登山健行相關人民團體等來進行。

而在上述概念下,我們也嘗試開始搭接「山野教育」的架構,透過「重大議題」的方式,

思考其逐步融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能力指標的可能性,以下為相關參考草案及不同學習階

段可以思考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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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2戶外教育、山野安全輿專業研習中心的構聯

一、國民中小畢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台灣山野教育)草案

(一)基本理念

臺灣是個山岳佔多數面積國家,國民應具備充分認知山岳、善用山岳的能力。山岳教育

應強化對整體自然環境的尊重及相容並蓄的「永續山岳」思維,將教育政策延伸向山岳,讓

全體國民能以臺灣為立足點,並有能力分享珍惜台灣山岳所賦予台灣人的寶貴資源。

為達成「親山、愛山、知山」的理想,涵養以生命為本的價值觀、以臺灣為本的國際觀

及以山岳為本的地球觀,國民中小學山岳教育應以塑造「親山、愛山、知山」的教育情境,

涵養學生的山岳通識素養為主軸,進而奠立臺灣山岳認知的深厚基礎。

(二)課程目棣

國民中小學應塑造「親山、愛山、知山」的教育情境,讓學生親近山野、熱愛山林與認

識山岳。藉由山岳休閒或參與生動活潑的山岳體驗活動,分享其體驗經驗,從親近山岳歷程,

導引熱愛山岳情操與增進探索山岳知識的興趣。從活動與省思中激發熱愛山岳情操,善用山

岳、珍惜山岳的各項資源,並維護山岳的生態平衡,積極保育山岳資源,涵養人與山岳和諧

共處的價值觀,培養熱愛家鄉,熱愛山岳的思想情感。增加對山岳的知識,瞭解山岳的生物

與生態、山岳文化、山岳自然科學、山岳資源與山岳相關法律,覺察山岳與社會發展的相互

關係,以及認識國家所處山岳環境與遠景,進而建立山岳意識與積極關心國家山岳發展。

從山岳出發,教育國民中小學學生山岳相關的基本知識,培養對生命、自然環境的尊重,

發揚民族優質的特性,並塑造山岳人文、藝術的文化。分階段具體目標如下‥

(l)國小低年級具體目標‥

A.喜歡親山活動,並重視親山的安全性o

B.喜愛閱讀並分享山岳的故事o

C.認識山林的特性及其與生活的關係o

D.瞭解河流或山岳環境保護與生活的關係。

(2)國小中年級具體目標‥

A.具備健行基本技能,並分享親山活動的樂趣o

B.瞭解家鄉的山產相關職業o

C.欣賞山岳文學與藝術作品,認識山岳民俗活動或信仰,並嘗試創作山岳文學、藝術

作品o

D.認識常見的山岳生物o

E.瞭解家鄉常見的河流或山岳資源及其保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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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小高年級具體目標:

A.熟練登山健行基本技能o

B.瞭解臺灣山岳資源開發的概況o

C.瞭解臺灣山岳文化,並領略山岳冒險、進取的精神o

D.瞭解山岳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o

E.瞭解臺灣基本的河流與山岳資源,並積極參與山岳環保活動o

F.涵養熱愛山岳情操與增進探索山岳知識的興趣。

(4)國中具體目標:

A.熟練山域求生基本技能,並從事山域休閒運動o

B.瞭解山岳產業的結構與發展,以及主要山岳法規o

C.比較臺灣與其他國家山岳文化的差異o

D.具備山岳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及瞭解山岳科技發展o

E.認識常見的山岳資源與可再開發的再生資源o

F.涵養人與山岳和諧共處的價值觀,培養熱愛家鄉,熱愛山岳的思想情感。

山岳教育的架構分為山岳休閒、山岳社會、山岳文化、山岳科學、山岳資源等五大主題

軸,主題軸下分細類,詳見表2 0

表2 ‥中小奉台滑山野教育的架構

主題軸 細類 

山岳休閒 
山域休閒 

山岳生態旅遊 

山岳社會 
山岳經濟活動 

山岳法政 

山岳文化 

山岳歷史 

山岳文學 

山岳藝術 

山岳民俗信仰與祭典 

山岳科學 

山岳物理與化學 

山岳地理地質 

山岳氣象 

山岳應用科學 

山岳資源 

山岳食品 

生物資源 

非生物資源 

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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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2戶外教育、山野安全輿專業研習中心的構聯

(三)分段能力指株

【編號說明】

分段能力指標依總綱小組之格式, a-b-c三個編號中, 「a」代表主題軸序號, l為山岳休閒, 2

為山岳社會, 3為山岳文化, 4為山岳科學, 5為山岳資源; 「b」代表學習階段序號,第一階

段為國小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國小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為國小五至六年級,第四階段

為國中一至三年級; 「c」代表流水號。分階段能力指標如下:

表3 台滑山野教育分段能力指棟對照

主坤軸 細巔 
第一睹段 第二階段 第二暗段 第回階段 

(l-2年圾) (3-4年銀) (5-6年級) (7-9)年級 

山岳 山域 1-1-1 l-2-1 l-3-1 1-4-1 

休閒 休閒 願意並喜歡參與親山 分享家鄉或鄰近地區 說明臺灣地區知名的 參與一種以上山域休 

活動。 的親山活動。 親山活動。 閒活動,體驗親山的 

1-1-2 l-2-2 1-3-2 樂趣。 

說明親山活動要注意 覺察親山活動中的危 體驗親山活動,如登 l,4-2 

的安全事項。 險情境,並能預防與 山、健行、自然賞景 學習從事山域休閒運 

處理。 等,分享參與的樂趣或 動的知識與技能,具 

1-2-3 心得。 備安全自救的能力。 

學會登山基本技能 l-3-3 l-4-3 

(如呼吸、健行、飲水 衡量身體狀況,在安全 能以正確姿勢健行。 

等)。 情境下選擇適性的親 1-4-4 

山活動。 瞭解山岳型觀光資 

1-3-4 源,拓展自己可參輿 

學會至少一種登山方 親山休閒活動。 

式(如郊山步道、自然 l-4-5 

步道等)。 

規劃自己可行之親山 休閒活動,並樂於分 享其經驗。 

山岳 l-2-4 1-3-5 1-4-6 

生態 描述臨山或溪流附近 瞭解山村的生活環 參與山域生態旅遊活 

旅遊 地區居民的生活方 境,分享山民生活特 動,體會地方人文夙 

式。 色。 情。 

1-2-5 l-3-6 l-4-7 

瞭解家鄉或鄰近沿山 瞭解山村景觀、飲食文 參與山域生態旅遊, 

或河岸景觀的特色。 化與生態旅遊的關係。 學習環境保護與休閒 

l-3-7 活動平衡共存的解決 

透過訪間、調查或蒐集 資訊,探討山村過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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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霉軸 臼巔 
第一暗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回階段 
(l-2年級) (3-4年圾) (5-6年圾) (7-9)年級 

現在與未來的發展。 l-3-8 說明社會發展與山村 生活型態、自然環境的 關係。 

山岳 

山岳 經濟 活動 

2-2-1 2-3-1 2-4-1 

社會 瞭解山產買賣活動。 分享山產相關職業(如 認識臺灣林業轉型與 

畜牧業、林業等)工作 發展的現況和未來, 

內容與生活型態。 2-3-2 瞭解山產業加工製造 如科技產業對林業影 響。 2-4-2 

過程及銷售方式。 

瞭解交通與經濟發展 的關係。 2-4-3 瞭解山岳各級產業結 構的現況,探索山岳 經濟活動帶來的影 響。 2-4,4 認識國內山產或山岳 產業經濟活動的運作 概況。 

山岳 法政 

2-3-3 2-4-5 

瞭解臺灣國土(領土)地 認識污染防治法、聯 

理位置的特色及重要 性。 2-3-4 
合國山岳公約等相關 法規的基本精神。 2-4-6 

瞭解臺灣山岳發展的 暸解我國山岳主權與 

條件及優勢。 

山域權利的內涵。 2-4-7 瞭解臺灣山岳主權與 經濟發展、國防、政 治主權的關係。 3-4-1 

山岳 山岳 3-2-1 3-3-1 

文化 歷史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山 瞭解臺灣先民(如賽德 瞭解臺灣地理位置在 

域環境變遷。 克族、原住民或其他族 山岳史上的重要性。 
3-2-2 群)山岳拓展的歷程。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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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2戶外教育、山野安全輿專業研習中仙的構聯

主薄軸 細巔 
第一暗段 第二暗段 第三暗段 弟回睹段 

(l-2年圾) (3-4年級) (5-6年級) (7-9)年級 

說明家鄉或鄰近的山 3-3-2 分析臺灣山岳拓展史 

域環境變遷對生活的 說明臺灣先民山岳拓 之演進與未來發展。 

影響。 

展史對臺灣開發的影 響。 3-3-3 說明臺灣不同時期的 山岳文化,並能尊重不 同族群。 3-3-4 發現臺灣山岳環境的 特色,瞭解其山岳環境 與人文歷史。 

山岳 3-1-1 3-2-3 3-3-5 3-4-3 

文學 分享聆聽山岳故事的 感受山岳文學作品中 廣泛閱讀以山岳為素 聆聽、閱讀、欣賞各 

心得。 的意涵。 材之文學作品。 式以山岳為主題之文 

3-1-2 3-2-4 3-3-6 學作品,瞭解臺灣山 

分享閱讀山岳故事的 表達對山岳的想像與 蒐集並分享山岳探險 岳文學的內涵與特 

心得。 感受。 家的事墳。 色。 

3-2-5 3-4-4 

激發想像力,以個人 嘗試以山岳為素材, 

或小組的方式編創與 並利用寫作技巧,從 

山有關的故事。 事文學創作以表達自 

3-2-6 在寫作中藉由觀察欣 賞山岳的變化,激發 想像力及創造力。 

己對山岳的感受。 

山岳 3-1-3 3-2-7 3-3-7 3-4-5 

藝術 能以肢體動作表現出 透過肢體、聲音、圖 透過藝術創作的方 分析臺灣山岳藝術的 

不同的山中生物。 像及道具等,進行以 式,表現對山岳的尊重 內涵與精神。 

3-1-4 山岳為主題之藝術表 與關懷。 3-4-6 

分享自己最喜歡的山 現。 能運用音樂、視覺藝 

中生物。 術、表演藝術等形 

3-1-5 式,鑑賞與創作山岳 

分享與山有關的歌 曲。 

為主題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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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赳軸 細巔 
第一暗段 第二階段 第三暗段 第回睹段 

(l-2年圾) (3-4年駛) (5-6年舨) (7-9)年級 

山岳 3-2-8 3-3-8 3-4-7 

民俗 瞭解山岳民俗活動、 說明臺灣地區不同山 瞭解山岳民俗信仰及 

信仰 

宗教信仰的故事與緣 由。 3-2-9 

岳民俗活動、宗教信仰 傳統祭典與當地社會 

與祭 典 

的特色。 發展之關連。 

3-3-9 3-4-8 

瞭解山岳民俗活動、 比較臺灣地區不同山 能藉由認識山岳民俗 

宗教信仰與生活的關 係。 

岳民俗活動、宗教信仰 信仰,體認人與大自 

的差異。 然互生共存的關係。 

山岳 山岳 4-1-1 4-2-1 4-3-1 4-4-1 

科學 物理 蔡覺山與生物生長的 認識山的性貲與其重 觀察山林的四季現象。 瞭解山林四季循環的 

奧化 學 

關係。 要性。 4-3-2 情形。 

4-2-2 暸解土石流形成的原 4-4-2 

說明山與日常生活的 因、影響及應變方法。 認識山林的土壤化學 

關係及其重要性。 4-3-3 成分。 

說明降雨現象的變化 4-4-3 

及其與生活的關係。 

認識山林的物理性質 (如密度、比熱、溫 度、壓力等)與作用 (如降雪、降雨、 等),及其對山林生物 分布的影響。 

山岳 4-3-4 4-4-4 

地理 地質 

認識臺灣的主要山岳。 

認識山岳在地球上的 分布、比例及種類。 4-4-5 瞭解板塊運動與海底 地形(如大陸棚、中 洋脊、海溝等)的關 係。 4,4-6 瞭解臺灣山岳地形的 種類與山林災害(如 土石流、地層下陷、 洪水)的成因,並提出 永續利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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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赳軸 龜巔 
第一暗段 第二睹段 第三暗段 第四階段 

(l-2年級) (3-4年圾) (5-6年圾) (7一’)年圾 

山岳 山岳 4-1-2 4-2-3 4-3-5 4-4-7 

科學 

氣象 山岳 

辨別冷熱、晴雨等天 認識臺灣不同季節的 簡單分析氣象圖並解 認識氣溫與氣壓的交 

氣的變化。 4-1-3 天氣變化。 4-2_4 

讀其與天氣變化的關 互關係(如風和雲的 

係。 4-3-6 形成原因)。 4-4-8 

氣象 覺察天氣變化,並適 探討颱風對生活的影 說明山岳與雨量、風 認識臺灣的氣候型態 

切因應。 響。 向、溫度等的相關性。 (如春雨、梅雨、颱 

4-2-5 風等)與海洋的關 

說明並做好基本的防 颱措施。 

係。 

山岳 4-2-6 4-3-7 4-4-9 

應用 運用適切材質,製作 辨別各種山岳的種類 認識林業及其應用。 

科學 簡易的健行器具。 與外形。 4-4-10 

4-3-8 認識太陽、風力等發 

分享山林的功能。 

電方法對經濟發展與 環境的重要。 

山岳 山岳 5-1-1 5-2-1 5-3-1 5-4-1 

資源 食品 願意分享品嚐山產食 認識生活中常見的山 探討山產產業與居民 瞭解日常生活中山產 

品的經驗。 產食物。 飲食文化之關係。 的來源與製作過程。 

5-2-2 5-4-2 

瞭解生活中山產食物 瞭解山產可用食品特 

對身體的影響。 5-2-3 應用網路或其他資 源,蒐集臺灣山岳各 地的飲食特色。 

性與營養價值。 

生物 5-2-4 5-3-2 5-4-3 

資源 認識山中生物及其外 說明山岳生物種類及 瞭解陸域或山岳生態 

型特徵。 其生活型態、棲地。 系的特性,物種之間 

5-2-5 5-3-3 相互依存的關係,以 

說明山中生物的運動 瞭解山岳生物食物鏈。 及能量流動與物質循 

方式。 5-3-4 環的特性。 

覺察山岳生物與人類 5-4-4 

生活的關係。 

瞭解人工養殖的現 況,並積極維護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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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膏軸 龜巔 
第一晴段 第二暗段 第三睹段 第四睹段 

(1-2年組) (3-4年級) (5-6年級) (7-9)年級 

山岳 jE生 5-2-6 5-3-5 5-4-5 

資源 物資 瞭解空氯含有氧。 瞭解山岳常見的能 認識山岳再生資源及 

源 源、礦物資源。 其在生活中的運用。 

環境 5-1-2 5-2-7 5-3-6 5-4-6 

保護 瞭解人類不當的行為 關懷河流或山岳生物 蒐集山岳環境議題之 認識常見的環境污染 

與生 對河流或山岳環境及 與環境,養成愛護生 相關新聞事件(如山林 指標生物與生物累積 

態保 其他生物的危害。 物、尊重生命、珍惜 污染、森林線上升、山 作用,察覺人類活動 

育 自然的態度。 林生態的破壞),瞭解 對生物與自己的影 

5-2-8 山岳遭受的危機與人 響。 

參與河流或山岳環境 類生存的關係。 5-4-7 

的維護,如淨山、淨 5-3-7 察覺山林活動、建築 

溪等。 探討河流或山岳生態 工程及陸地廢棄物排 

保育與生活的關係。 

放對生物生存所造成 的阻力,並提出可行 的防治方法。 5-4-8 瞭解科技發展與山岳 資源永續發展的關 係。 

(四) 、建議融入畢冒領域及內容

表4 學習內容輿領域建栽

主題軸 學習內涵 建議融入之畢習領域 

山岳 

(1)喜歡親山活動,瞭解並重視其安全性。 社會、自然與生活科 

(2)學會至少一種登山方式,並能以正確姿勢登山。 技、健康與體育、綜 

(3)具備從事山域休閒運動的相關知識與技能。 合活動、生活 

休閒 (4)參與山岳的休閒活動,熟練山岳求生技能。 

(5)瞭解山岳的環境與居民生活方式。 

(6)認識、參與安全的山岳生態旅遊。 

山岳 

(l)認識家鄉或鄰近的山產相闐職業。 健康與體育、社會、 

(2)瞭解臺灣山岳資源開發的概況。 自然與生活科技 

(3)體認臺灣是多山國家,並強化臺灣主權的意識。 

社會 (4)瞭解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主要山岳法規。 

(5)瞭解山岳各級產業(如林產、工程、運輸、能源、旅 

遊等)的結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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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軸 荸習內涵 建議融入之畢習領域 

山岳 

(l)體認家鄉或鄰近山域變遷與生活的關係。 語文(國語文)、藝術 

(2)認識臺灣開拓史與山岳的關係。 與人文、生活、社會、 

(3)瞭解臺灣歷史變遷與世界山岳發展的關係。 綜合活動、自然與生 

(4)瞭解臺灣山岳文化,並領略山岳冒險、進取的精神。 活科技、健康與體育 

(5)涵養熱愛山岳情操與增進探索山岳知識的興趣。 

文化 (6)比較臺灣與其他國家山岳文化的差異。 

(7)能運用媒材與形式,從事以山岳為主題的藝術表現。 

(8)瞭解與山岳有關的民俗故事活動。 

(9)探索山岳民俗信仰與祭典之意義及其與社會發展之關 

係。 

山岳 

(l)瞭解山的特性及其與生活的關係。 社會、自然與生活科 

(2)覺察河水、雲霧產生的各種現象。 技、綜合活動、生活 

(3)瞭解地殼的作用、土石流及洪水現象對生活與環境的 

影響。 

(4)具備山岳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及瞭解山岳科技發展。 

科學 (5)認識臺灣山岳地形景觀的特色與成因。 

(6)瞭解氣候變化及颱風對生活的影響。 

(7)分析山岳氣候、氣象、海象及其對生活環境和生活方 

式的影響。 

(8)認識山岳相關應用科學,如林業、旅遊、礦產等。 

山岳 

(1)瞭解生活中的山產食物。 社會、自然與生活科 

(2)透過品嚐不同山產,瞭解山岳飲食文化。 技、健康與體育、綜 

(3)瞭解河流或山岳環境保護與生活的關係。 合活動、生活 

(4)瞭解家鄉常見的河流或山岳資源及其保育方法。 

(5)瞭解山岳生物資源之種類、用途與永續發展。 

資源 (6)瞭解山岳非生物資源之種類與應用,探討非生物資源的 

開發與生態的平衡。 

(7)暸解臺灣基本的河流與山岳資源,並積極參與山岳環保 

活動。 

(8)瞭解山岳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性,珍惜生物與 

非生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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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高中及職校有關山野知能課程綱要建議

(一)綜合高中地理課程綱要融入山野知鰓

表5 綜合高中地理課程綱要其鰓力指棣建議

項目 內容 畢習內涵 能力指棵 備拉 

二、 1.地圖概說 地圖要素(比例 1-1能舉例說明地 

地圖 尺、圖例、方位、 圖的功能及應用。 

座標系統)、經緯 1-2能利用地圃要 

線、地圖投影判讀 

素辨識地理現象。 1-3能了解地圖投 影意義以正確判讀 地圖資訊(距離、 面積、方向)。 

2.地圖的種類 主題地圖、普通地 2-1能了解不同地 

圖、航照圖、遙測 圖的特性。 

衛星影像、數值地 2-2能依使用目的 

圖、古地圖 選擇適當的地圖。 

3.地圖實習(l‥ 地圖量測、地圖判 3-1能運用地圖要 ◎以能利用TM2度 

25000地形圖為例) 讀 素判讀地理特徵。 網格說明位置為目 

3-2能量測比例 標。不需認識TM2 

尺、方位、距離、 坐標的投影方法與 

面積。 原理(在教師手冊 

3-3能依據台灣地 圖座標系統舉例說 明位置。 

中交代即可) 

(二)綜合高中部訂必修「爐育IⅡ」計4畢分0

1.內容:

教材可參考下列類別選擇:

(9)休閒活動類‥登山、冒險活動、萃岩、自行車、直排拾、飛盤⋯⋯等。

除了上述建議之外,目前教育部中教司、國立教育研究院正研擬「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

綱要,更應及早參與,讓研訂課綱和能力指標時,就可以把「山野教育」諸面向的內涵融入,

才不會等制定出來後又要重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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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職技能導向可鑲嵌山野教育知能的思考

在高職部分,由於是職業技術導向的訓練教育,目前教育部於職業學校群農業群中,亦

已規畫山野知能相關的課綱,舉例如下:

職業畢校群科課程綱要暨設備基準一晨業群

林蜴★習I Ⅱ科目大要畢分數‥ 6(3/3)

建議開課學期‥第二學年寒暑假

本科目課程目標在於使學生體驗森林經營之實際環境,培養學生具備山野生活、森林生

態系觀察解說及森林培育等基本能力。授課內容需包括山野生活體驗、樹種判釋、造林撫育

作業、森林生態系觀察、森林資源調查等。利用寒暑假期間實施,應依課程內容選擇適當的

森林生態系進行,實施前應編訂林場實習實施手冊,經科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教學綢要

一、科目名稱‥林場實習I II(ForestFarmPractice I II)

二、科目屬性:專業實習科目

三、學分數: 6(3/3)

四、先修科目‥無

五、課程目標:

(一)培養山野生活之適應能力。

(二)建立山區地圖判讀的能力。

(三)瞭解主要造林樹種之判釋。

(四)訓練森林生態系觀察及解說能力。

(五)訓練森林培育能力。

(六)培養森林測量與測計能力。

(七)瞭解森林經營計畫擬定與實施。

六、教材大綱:

單元主題及內容綱要

(一)原野體驗

1.野炊能力之訓練0

2.登山體能調適0

3.野外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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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圖與航照判釋

1.地圖種類0

2.地圖之應用0

3.地圖與航照判釋0

4.指北針與全球衛星定位儀之應用0

5.山區定位與搜尋實習。

(三)樹種判釋:

1.低海拔地區及海岸林樹種判釋及林相觀察。

四、職業登山嚮導職能與證照化部分

依據林志純( 2010 )統整相關研究規劃,將登山嚮導員應具備之專業職能略分為以下幾

類(以下幾點請參見林志純, 2010) ‥

(一)登山技巧

為達成工作任務,或工作時應具備的心理或心智能力,包括分析環境中危險因子,思考

緊急應變對策,登山嚮導員應學習多元登山技巧,如特殊環境判定、地圖方位判別、山

野生活技能、登山計劃執行、各式器材使用、野外求生與野外急救等。在必要時能具體

表達心中想法,帶領團體平安快樂從事山岳旅遊。

(二)山岳知識

在山岳旅遊中登山嚮導員所須具備的專業知識或資訊,這些知識或資訊能讓個人有能力

去做某些事情。例如管理知識、財務知識以及法令制度。帶領遊客從事山岳旅遊,要讓

遊客相信上山能平安且輕鬆愉快,事前的行程說明以及過程中不斷提醒,關心遊客的身

心靈狀態,能讓前往山區的旅客獲得充實的旅遊經驗,明確了解山區文化、生態與環境,

也能避免破壞當地環境c

(三)嚮導員自我概念

嚮導員的態度、自我價值觀與自己本身的想法,關係到團體的氣氛以及互動關係,好的

嚮導員應具備有自信心、樂觀開朗、與團體合作以及奉獻的精神。嚮導員需面對來自不

同環境的旅客,若要增進行程的流暢性以及顧客滿意度,人際關係的建立,溝通協調的

角色就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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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嚮導員特賀

一個人與生俱來、心理上的特質、以及擁有對情境與訊息等刺激所產生的一致性反應,

即是嚮導員的人格特質,如正直、誠實、責任心。運用智慧解決問題,保持公評與正義

的心,不受情緒控制而判斷失誤,以專業的態度盡義務與責任。懂得察言觀色能了解遊

客需求,察覺旅客的反應與心態,配合她們的需求提供他們想看、想參與的解說或行程

內容,提供符合需求的各種服務。

由於一個專業的嚮導人員必須透過不斷的培養與訓練,才能讓所有人的素質趨向一致,

培育的目的是為了讓嚮導的知識、能力、專門知識、技能及對山區環境的適應力有更精準的

判斷,其能力發展屬於長期廣泛客觀的。為了讓登山嚮導員的職業能力提升,以執行某個特

定職務,或從事某些特定活動能更安全可靠,學習發展適當的習慣、技能、知識和態度,實

為必要的過程。

參、山野教育法令中之登山安全與環境保護

一、登山安全

登山活動之安全間題,除應依照前述教育方式,由從小到大教育達成預防山野意外之外,

每位進入山林之人員,均應了解發生意外山難之時救援的處置方式,依據《國家搜救指揮中

心作業手冊》之規定重點摘述如下‥

(一)權貴分工

1.內政部: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條之規定為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之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業執行各項

災害防救工作。

(l)消防署‥規劃及執行全國消防行政及災害防救事務,統一指揮、監督全國消防機

關,執行消防及災害防救任務。

(2)警政署‥指揮全國各警察機關協助執行災害防救任務。

(3)營建署:國家公園管理處之保育巡查員及僱用之山地青年,協力執行轄區內之山

難搜救及森林火災之搶救0

2.農委會‥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條之規定為土石流災害、寒害、另依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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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火災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

公共事業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

(1)林務局‥為所屬林班地森林火災之主管機關,負責森林火災搶救、林道之整建、

避難山屋之維護及所屬林班地山區救難搜救任務。

(2)漁業署:負貴規劃漁船海難救護通報系統,並協調漁業通訊電台,支援搜救工作

及其他相關事宜。

(二)搜救申請及作業程序

第一節 申請程序

一、山難、海難、緊急救護、水面救援、高樓救災、森林火災等申請:

(一)地方消防(119),海巡(118)或警察機關(110)接獲民眾報案後,應立即

本權責出動救援或轉報權責機關處理,若搜救能力不及時,則應先向所屬上

級機關(消防署、海巡署、警政署)申請支援,消防署、海巡署、警政署受

理後若搜救能力不及時,則應立即通報國搜中心申請支援。

(二)若災情狀況明顯超過消防署、警政署或海巡署之能力時,得依實際狀況及需

求,先直接向國搜中心提出申請,再副知所屬消防署、警政署及海巡署等機

關。

(三)向國搜中心提出搜救申請時,原則上以傳真方式辦理,若情況緊急得先以電

話申請,再傳真申請表格或以公文方式函報國搜中心備查。

第四節 山區、高樓等重大災難事故緊急救援作業程序

一、適用範圍:

山區、高樓等重大災難事故搶救不及時,得向國搜中心申請緊急救援。

二、申請程序:

(一)先向當地政府及消防、警察機關提出申請;由消防署及警政署先行救援,若

情況緊急或前述機關電話故障,得直接向國搜中心提出申請。

(二)消防署及警政署受理災難申請救助時,先依單位能力救助;能力不及時,立

(三)消防、警政等機關,向國搜中心提出搜救申請時’得先以電話申請’事後主「
管機關以公文傳真救助資料至國搜中心備查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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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程序:

(一)查證‥接獲重大災難事故緊急救援申請時,應查明下列事項:

1.災害發生時間、地黯0

2.災害情況0

3.待救人員0

4,救濟物資種類、數(重)量;或救災(難)人員、裝備、器材0

5.救災機準備降落地點0

6.降落後向何單位報到連繫。

(二)研擬搜救計畫:國搜中心應考量災情狀況、天氣及有關安全因素,研擬搜救

計畫,陳報主任(或代理人)核准後執行。

(三)下達命令:

1.機型架次0

2.任務編號0

3.通信頻率0

4.管制單位0

5.降落地點0

6.地面報到單位0

7,運送人員、物資、數(重)量等0

8.安全提示。

(四)追蹤管制:

1.飛航管制‥

(1)通知民航局相關飛航服務台給予引導及飛航服務。

(2)通知國防部空軍作戰司令部空管中心(ACC)對任務機實施管制。

(3)於災害現場指定搜救單位協助空(海)域安全管制0

2.任務追蹤‥

(l)掌握搜救任務執行情況,並應隨時將各任務機艦資料及搜救進度標

示於標示板上。

(2)通訊聯繫‥建立各單位通訊管道,俾便隨時掌握搜救進度。

(五)適時陳報‥

彙整各項有關任務之通報,適時將最新資料陳報主任或代理人。並依行政

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通報相關機闐及申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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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案報告:

任務結束後,彙整搜救過程相關資料,通報前項所列相關機關,並將搜救

情形紀錄於執勤記事表中陳核。

四、一般規定:

(一)各型搜救機(艦)之天氣限制依表五、六辦理°

(二)關於災民之醫療,臨時食宿等,由地區救災指揮單位負責。

(三)對災(難)民、物資運送之優先次序及物資之重量檢查,由地區救災指揮單

位安排。

(四)搶救災害時,搜救機(艦)遭受任何危害,應即腕離。

(五)協調鄰近縣(市)政府消防、警政單位或軍事單位或憲警機關駐地,對任務

機所需之支援及降落場地安全事宜,予以協助。

(六)任務機於搜救時,如無線電、 sIF (雷達信標選擇識別特性)識別、助航設

施失效或其他安全因素,則應立即停止搜救任務或返航。

(七)搜救單位於執行救災任務前,對各種安全措施及反劫機防處,應詳予提示講

解。

(八)山難事件,僅擔負派機運送地面搜救人員及裝備至指定目標區及緊急傷(病)

患運送之申請,必要時可依實際狀況及需求擔負山區搜尋任務。

(九)山區重大緊急事故發生時,國搜中心於七十二小時內依實際狀況及需求受理

申請派機擔負山區搜尋之任務,七十二小時以後由相關業管單位以地面人員

搜索為主,若有發現生還跡象國搜中心將再依實際狀況及需求受理派機搜尋

任務。

二、登山與環境保護

(一)登山其環境保護法令行為準刖

每位進入山區的山友,亦應熟悉有關環保法令禁止之行為,除確實遵守外,並可協助勸

導或蒐證提供主管機關具以查處並告發處分,以收嚇阻違法行為及保護山林之效。茲將有關

山林環境保護法令簡單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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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家公園法)

第13條

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左列行為:

一、焚燬草木或引火整地。

二、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

三、污染水質或空氣。

四、採折花木。

五、於樹木、岩石及標示牌加刻文字或圖形。

六、任意拋棄果皮、紙屑或其他污物。

七、將車輛開進規定以外之地區。

八、其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禁止之行為。

(發展觀光條例)

■￣闔閨,
(自然保護區.駛i管理辦法)

第9條

自然保護區內禁止下列行為:

一、採折花木,或於樹木、岩石、標示、解說牌或其他土地定著物加刻文字或

圖形。

二、經營流動攤舨。

三、隨地吐痰、拋棄瓜果、紙屑或其他廢棄物。

四、污染地面、牆壁、樑柱、水體、空氣或製造噪音。

五、騷擾或毀損野生動物巢穴。

六、擅自進入自然保護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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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83條 

自然紀念物禁止採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方式破壞,並應維護其生態環境。但 

原住民族為傳統祭典需要及研究機構為研究、陳列或國際交換等特殊需要,報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84條 

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 

為維護自然保留區之原有自然狀態,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任意進入其區域範 

圍;其申請資格、許可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噪音管制法)

第 8條

噪音管制區內,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時間、地區或場所不

得從事下列行為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

一、燃放爆竹。

二、神壇、廟會、婚喪等民俗活動。

三、餐飲、洗染、印刷或其他使用動力機械操作之商業行為。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行為。

(水利法)

第 54-1條

為維護水庫安全,水庫蓄水範圍內禁止下列行為‥

一、毀壞或變更蓄水建造物或設備。

二、啟閉、移動或毀壞水閘門或其附屬設施。

三、棄置廢土或廢棄物。

四、採取土石。但主管機關辦理之濬溧,不在此限。

五、飼養牲畜、養殖水產物或種植植物。

六、排放不符水污染防制主管機關放流水標準之污水。

七、違反水庫主管或管理機闖公告許可之遊憩範圍、活動項目或行為。

於水庫蓄水範圍內施設建造物,應申請主管機關許可。

前項許可,主管機闖得委託水庫管理機關(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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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管理條例)

第 5條

在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不得有污染水源水

質之行為。

前項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係指‥

一、非法砍伐林木或開墾土地。

二、工業區之開發或污染性工廠之設立。

三、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料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

四、傾倒、施放或棄置垃圾、灰渣、土石、污泥、糞尿、廢油、廢化學品、動物

屍骸或其他足以污染水源水質之物品。

五、以營利為目的之飼養家畜、家禽。

六、新社區之開發。但原住民部落因人口自然增加形成之社區,不在此限。

七、高爾夫球場之興、修建或擴建。

八、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

九、規模及範圍達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鐵路、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

發。

一○ 、河道變更足以影響水質自淨能力,且未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

一一、道路及運動場地之開發,未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一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闡公告禁止之行為。

(水污染防治法)

募 30條

在水污染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使用農藥或化學肥料,致有污染主管機關指定之水體之虞。

二、在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離內棄置垃圾、水肥、污泥、酸鹼廢液、建築廢料或

其他污染物。

三、使用毒品、藥品或電流捕殺水生物。

四、在主管機關指定之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離內飼養家禽、家畜。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止足使水污染之行為。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所稱指定水體及規定踵離,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

公告之。但申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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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山奧環境倫理

除了「安全」教育外,山野活動和環境教育、環境倫理也有深切的關聯性。 「環境倫理」

就是對人類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係,給予系統性和全面性的定義和解釋。早期的環境倫

理,大多以效益主義作為解釋的依據;近年來的環境倫理,則大多以義務論作為解釋的依據。

但一個「環境倫理」學說基本上都必須包括‥ (l)解釋這些倫理的規範有哪些? ( 2 )解釋人類

必須對誰負起責任? (3)解釋這些責任應如何證成? (Des Jardins, 1993)

然而目前有關登山與環境倫理均只停留於國外mT (不留痕跡)叭類中心倫理』行為

準則中,強烈建議有關登山教育訓練單位均,應於將登山環境倫理學說予以深化,讓登山者

了解環境倫理之基本理論與基礎,因為只有「山」是我們自己的,需要你我自己去保護。以

下,茲摘錄《科教月刊》 241期師大王從恕教授彙整環境倫理有關學說如下表及圖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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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重要的環境倫理

倫理名稱 倫理對象 提倡者 所主張理由或學說 

人類中心倫理 人類 
Protagoras(約 「人是尺度」理論(homomensura 

484B.C.一420B.C.) theory) 

生命中心倫理 

會感受痛苦的動物 JeremyBentham 認為動物會感受痛苦(1789) 

有「感知」 
PeterSinger 

《動物解放》(1973)(出於效益 

(Sentience)動物 論觀點) 

哺乳類動物 TomRegan 

《動物權的實例》(1983)(出於 

義務論觀點) 

植物 ChristopherStone 

《植物是否有地位?》(1972. 

1974) 

所有生物 AlbertSchweitzer 

「尊重生命」(ReverenceforLife) 

學說(1915) 

所有生物 PaulTaylor 

《尊重自然》(Reverencefor 

Na血re)(1986) 

生態中心倫理 

生態系(包括無生 命物質) 
AldoLeopold 

「大地倫理」(TheLandEthnic) 

學說,出自《沙地郡曆誌》(ASand 

CountyAlmanac)(1949) 

地球(生態圈) ArneNaess 
《深層生態學》(DeepEcoIogy) 

學說(1973.1985.1986) 

地球(生態圈) J.E.Lovelock 
《蓋姬》(GAIA)學說(1969. 

1979) 

「生態中心倫理」是主張整體主義的倫理學說,它的倫理特性是: (l)重視生態系整體價

垣, (2)在生態系整體之中,才能決定個體的角色和地位。 (3)整體生態系的平衡和穩定重於

′司體生命的生存o生態中心倫理重要的依據和主張,主要包括: Leopold的「土地倫理」和

vaess的「深層生態學」 O

Aldo Leopold的「土地倫理」 (The Land Et血ic)學說,出自《沙郡年紀》 (ASand County

▲lmanac) (1949) ,是第一篇有系統的生態中心倫理著作o Leopold認為「大地倫理」就是「倫

堊的延伸」 ,他說: 「大地倫理就是把生命社區的範圍加以擴大,以包含土壤、水、植物、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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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者統稱為大地」 。而「任何保存生命社區完整、穩定和美酣行為就是對的行為,否則

就是錯的」 (Leopold.1949) o Leopold認為生命社區整體才是道德考量的對象,生物個體則不

是。因此, Leopold的整體論屬於「偷理學上的整體論」 O

Leopold以生態系統的整體論觀點,提出了和「土地倫理」有關的價值與道德規範

(Leopold.1949 ; Des Jardins,1993) :

1.因為生態系統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結構」,並且非常複雜;所以,我們的首要

任務就是保存所有生命形態的歧異度。因為,就算生態學家也不能完全了解這個

複雜的系統是如何地運作°

2.人類對大自然的干擾,必須抱持謙卑和自制的態度。人類輕徵的干擾,地球具有

自我調節的能力;但是劇烈的干擾則會為人類帶來災難0

3.本土的動植物才是最適合當地的生物。引起外來物種,必定會破壞原有系統的完

整和穩定,引發生態危機。

而Naess的「深層生態學」則是另一個面向的補充o AmeNaess在1973年提出「深層

生態學」 (DeepEcology)的概念,他認為過去的環境運動是「淺層」的生態學,它的中心目

標是為了反對環境污染和資源耗竭。但是, 「深層」生態學是以一個更整體的、非人類中心的

觀點,找出造成這些環境瞞的社會及人文病因。所以,深層生態學可以看成是一種哲學的

取向,因為它認為環境間題可以追朔出它的「深層」哲學根源Ohaess,1973,1985) o

深層生態學原則主要包括兩個「最高倫理規範」的向度,即「自我實現」( SelfRealization)

和「生命中心平等」 (Biocentric Equality) o 「自我實現」就是透過與自然界其他部份的互動,

以實現自我的過程。 「生命中心平等」就是指所有的有機體都是平等的成員,共同存在於一個

互相關連的整體中,並且擁有平等的內在價值(Naess,1973,1985) o

Naess提出了八個深層生態學「平台」卹t紀m ) ,做不同世界觀之間共通的基本原則,

這些基本原則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般化,以包容各類型哲學所產生的多樣性,但這些基本原則

也有相當程度的特殊化,以便區別於淺層生態學。這八個基本原則為叩ess, 1986) :

1.地球上不論人類或其他生物的生命本身就具有「價值」,而此生命價值,並不是

以非人類世界對人類世界的貢獻來泱定0

2.生命形式本身就具有價值;而且,生命形式的豐富度和多樣性,有助於這些生命

價值的「實現」 (realization) 0

3.人類沒有權力減少逞樣的豐富度和多樣性,除非是為了維持生命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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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維持人類生命和文化的豐富度,只能有少量的人類人口;要維持其他生物的豐

富度,也需要少量的人類人口0

5.目前人類已經對其他生物造成過度的干擾,並且在快速惡化當中0

6.政策必須加以改變,因為這會影響基本的經濟、科技和意識形態三者的結構;造

將使得最終狀態,與現在狀態完全不同0

7.意識型態的改變,主要在於對「生命品質」 (lifequality)的讚賞(基於生命的天賦價

值觀黠) ,而不是追求更高的生活水準。我們將會深深的覺知,在「大」 Oi印ess)

和「偉大」 (greatness)之間是不同的0

8.認同上述觀點的人,都有義務直接或間接參與必要的改革。

肆、台灣登山畢校中程教育中心任務與課程芻議

(一)登山畢校(outdoorschool)的本贊

1.經過登山教育系統規劃,藉由相關軟硬體資源人力整合,經營一種系統性的登山教育

活動與學習計晝,服務專業人士與一般大眾0

2.藉由大自然,硬體教室與專業人員的指導,可在此研究發展與規劃執行專業的登山教

育活動方案或系統性的課程0

3.可作為運動休閒與環境教育服務的場所,以促成一般大眾正確的登山觀念,並提供滿

足登山問題上的教育與管理資訊等需求。

(二)登山學校之宗旨

1.培育與訓練戶外運動休閒專業人員0

2.從事環境教育之工作0

3.開辦知識性的課程與活動0

4.研究發展本土性登山學。

(三)登山學校的目標

1.教育:經由學校專業的登山教育課程,引領學員了解登山技術與愛護環境0

2.研究:經由學校的統合相關領域專業人士,做長期本土化登山學深入研究,並能提供

作為課程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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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育‥經由學校教育活動與大自然的觀察與了解,促使學員進而保育環境0

4.遊憩‥透過學校設施空間及環境的利用及體驗,鼓勵追求有意義的戶外休閒活動0

5.文化‥經由學校的統合與蒐集整理與設計,可逐步形成登山與生活及文化之互動。

(回)登山學校之服務對象

登山學校主要服務對象及使用者是專業登山人士(含山林使用與管理者) ,其次是登山

者,預估應佔八成以上,再其次是一般社會大眾。

(五)構成登山學校的要素

登山學校要能夠存在,其基本要素為: 1.系統課程(program) , 2,設施( facility) , 3,

人(people) , 4.營運管理(operation) ,可由下圖1說明:

圖l 、登山學校基本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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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登山學校的人才培訓問題與教育法規之架構

1.專業人才培訓間題

根據行政院體委會之「當前台灣運動休閒服務人才供給與培訓重要課題」研究,我國運

動休閒服務業之人才供需面對六項亟待努力之策略與方向‥

(l)從業人員專業程度偏低,極需推動回流教育以提昇運動休閒服務水準。

(2)學校教育與產業人才需求脫節,亟需調整學程以協助產業升級。

(3)運動場館需要適度法令鬆綁,充分提供運動休閒產業所需發展空間。

(4)專業形象不足,亟需推展專業證照制度並健全專業人才任用管道。

(5)加強國際化人才之培育與延攬,協助產業與國際接軌以因應全球經濟。

(6)建立長期之人才供需調控機制以利政策引導與公共資源有效運用。

故登山學校的設置除考量前述人才之供給需求外,必須結合法制、經濟與教育等配套措

施,塑造有利發展環境才能供需平衡,而登山學校的設置才有其意義0

2.正規教育

正規教育依終身學習法的定義為:指由小學到大學具有層級架構之教育體制。簡言之是

依大學法、私立學校法所成立之高等教育科系所,經過學校教學並採認學分後依學位授予法,

所授予正式學分或學位,多為高等教育體系中之體育系所或運動休閒管理系所所培育之高等

人才,而國內登山服務業對從業人員的學歷要求偏低,目前實際從業人員具有運動休閒專業

學歷背景者所佔比例相當的低,對應於高等教育體系中現有八十四個運動休閒相關系所,每

年約畢業3000人的大量人才供給,供需之間呈現大幅的落差,具體改善建議是從大學校院或

技職院校內另闢回流教育管道,也就是登山學校亦可由大學校院或技職院校內籌設,其設置

依法令規定相當嚴謹,就大學及分部設立標準理學護理及體育類每名學生規定樓地板面積即

要求13平方公尺以上,尚不包括其他土地及軟硬體設施之規定,故除非有現行高等教育中之

運動休閒服務等相關系所願意籌設正規教育之登山學校,設韁困難度較高,但因為其教育屬

正規教育,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應為努力的目標之一0

3.非正規教育

非正規教育依終身學習法之定義為:指在正規教育體制外,針對特定目的或對象而設計

之有組織之教育活動o經查可資設置登山學校利用的母法有終身學習法、社會教育法、補習

及進修教育法、原住民族教育法及環境教育法等,較為多元化且符合社會一般大眾需求,例

如目前社區大學已有登山專業社團協助開設有關山野課程,而其課程依據「非正規教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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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認證辦法」第5條規定:終身學習機構申請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分為學分課程及非

學分課程二類。學分課程經認可者,發給學分證明;非學分課程經認可者,發給修習證明。

故前述山野課程依法可發給學分或休習證明以作為學習之證據,據以抵免各級各類學校學分

或入學條件。

另依據社會教育法第5條之規定:各級政府視其財力與社會需要,得設立或依權責核准

設立左列各社會教育機構: ,八、體育場所。九、兒童及青少年育樂設施。十一、其他有關

社會教育機構。日本文部省之登山研修所即是在青少年局下之單位,而我國台北市政府之攀

岩館亦是設在青少年育樂中心之下,故登山學校亦可以經由前述社會教育機構之方式設立。

在現行登山人口眾多而正規教育人才供需失衡無法滿足登山休閒運動之情形下,以非正規教

育方式吸收社會各階層登山菁英推廣登山教育,實為目前較為可行之方案,就目前各民間團

體精英或所謂之登山專家,多非正規登山或環境教育之背景,而其對登山界貢獻卻非常深遠,

根源於登山運動不是只有體育或運動休閒專家才能從事之活動,已經類似全民運動,而台灣

之山林向來又親近台灣人民不是遙不可及,故登山學校以非正規教育的方式設置,並廣納體

育、運動休閒、醫界、法律、戶外裝備、環境保育及消防救災等人才,綜合各界專才進行登

山教育整合,才是完整之登山學校0

4.各目的事凳主管機關專業訓練其檢定

(l) 《國民體育法》第Il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體育專業人員之進修及檢定制度。

前項體育專業人員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各體育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證照核發、校

正、換發、檢定費與證照費之費額、證照之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辦法辦理之。另依「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本法第十一條所稱體育專業人

員,指曾受體育專業教育或訓練之水域救生員、國民體能指導員、運動傷害防護員、登山嚮

導員、潛水指導人員、漆彈活動指導員、運動教練及其他以體育為專業之從業人員。又依「登

山嚮導員授證辦法」第8條規定:各級登山嚮導員之檢定、授證、校正、換發、撤銷、廢止

及欄管理工作,得委託下列機關、團體辦理之‥一、國家公園管理處。二、全國性體育團

(2)依《發展觀光條例》第19條規定:為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有自然生態資源,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設置專業導覺人員,旅客進入該地區,應申請

專業導鷺人員陪同進入,以提供旅客詳盡之說明,減少破壞行為發生,並維護自然資源之永

續發展。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劃定,由該管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之。專業

導覽人員之資格及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另依「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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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專業導覽人員之培訓計畫,由自然人文

生態景觀區之該管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機關、團體或學術機構規劃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及山

地管制區經劃定為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該管主管機關應優先培訓當地原住民從事專業導覽

工作。又依前述辦法第8條規定‥專業導覽人員之培訓及管理所需經費,由自然人文生態景

觀區該管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此外考選部並自九十三年起舉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領隊

及導遊人員普通考試,將領隊及導遊人員正式納入國家資格考試中。

(3)依《國家公園法》第22條規定:國家公園管理處為發揮國家公園教育功效,應視實

璨需要,設置專業人員,解釋天然景物及歷史古蹟等,並提供所必要之服務與設施。同法第

23條規定:國家公園事業所需費用,在政府執行時,由公庫負擔;公營事業機構或公私團體

輕營時,由該經營人負擔之。政府執行國家公園事業所需費用之分擔,經國家公園計畫委員

會審議後,由內政部呈請行政院核定。

(4)另依據消防署函釋之「協助執行消防救災工作民間志願組織專業訓練認證須知」五、

前點所稱專業合格證書(件)之種類及參加專業訓練發給合格證明之規定如下‥ 3.山域搜救

巔:依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取得之登山嚮導員證。消防機關、全國性或國際認可之訓練機關

(構)、團體、學校或由消防機關委託具山域搜救訓練能力之機關(構) 、團體、學校,辦理

山域搜救專業訓練核發之合格證明;其訓練課程、內容及時數規定於山域搜救類訓練課程綱

要中。

(5)依《環境教育法》第7條規定: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設置區域或地方環

境教育設施,並鼓勵民間成立環境教育推廣之基地,整合環境教育資訊網絡及資源,以推展

環境教育。及該草案第8條規定: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具專業能力之

大專校院、機關(構)或團體,培訓環境教育推廣人員。

綜合上述登山教育有關之法令,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為教育部、行政院體

委會、交通部、行政院農委會、內政部(營建署及消防署)及行政院環保署等,但就目前「內

政部營建署」 ,於國家公園內已設立「登山學校」可協助主導其國家公園轄境內之登山教育及

環境教育等課程規劃事宜。

另草擬有關登山專業課程綱要如下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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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登山專凳訓練課程綱要

類別 郊山 誅程 

課程門 科目 課程內容 

環境基礎 基礎知識 1.體育科學 

2.地球物理、氣象、動植物、地理、地質、地 

形的知識 

3.村落的經濟和歷史、民俗 

4.村落的地理環境 

5.登山技術導論 

6.自然環保概念 

業務知識 1.業務相關法規(自然公園法、觀光條例、自 

然生態保護法、環境法等) 

2.業務倫埋以及禮節 

專業知識 1.一般地區的植被環境學、森林生態學、動物 

生態學 

2.地圖研判 

3.自然觀察的知識 

4.關於農村、漁村的生活和產業的事項 

5.積雪期的知識 

安全管理 1.關於醫藥的知識 

2.關於援救的知識 

3.安全管理知識以及危急時對應技術 

小論文 任選一區域以導覽之方式解說當地文物特色, 

論文字數限制1600字 

技術 無積雪之登山技術 1.無積雪之道路步行技術 

自然觀察技術 2.繩索操作、下降技術以及固定繩索的方法 

安全管理技術 3.自然觀察和解說以及安全管理技術 

積雪之山地、高山 1.積雪期的道路步行技術 

郊山步道技術、 2.在雪地上工具的使用方法 

自然觀察指導技術、 3.冰上步行和登山鞋底的防滑冰爪等器具的使 

安全管理技術 用技術 

4.自然觀察和解說以及安全管理 

筆試 實際技巧演練中附帶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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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 環境基礎 基礎知識 1.體育科學 

山地 2.關於地球物理、氣象、動植物、地理、地質、 

葉程 地形的知識 

3.農、山村的經濟和歷史、民俗 

4.村落地、郊山的環境 

5.登山技術論 

業務知識 1.業務相關法規(自然公園法、觀光條例、自 

然生態保護法、環境法等) 

2.業務倫理以及禮節 

村落、郊山專業知識 1.一般地區的植被環境學、森林生態學、動物 

生態學 

2.地圖研判 

3.自然觀察的知識 

4.關於農村、漁村的生活和產業的事項 

5.積雪期的知識 

安全管理 1.關於醫藥的知識 

2.闖於援救的知識 

3.安全管理知識以及危急時對應技術 

心得 任選一區域以導覽之方式解說當地文物特色, 

字數限制1600字 

技術 無積雪之登山技術 1.無積雪之道路步行技術 

自然觀察技術 2.繩索操作、下降技術以及固定繩索的方法 

安全管理技術 3.自然觀察和解說以及安全管理技術 

基礎援救技術 1.搬運技術 

2.上坡搬運技術 

3.下坡搬運技術 

4.擔架搬抬技術 

5.應急處理和露營技術 

積雪期的道路研判技 1.積雪期的道路步行技術 

術和步行技術 2.在雪地上工具的使用方法 

3.冰上步行和登山鞋底的防滑冰爪等器具的使 

用技術 

4.自然觀察和解說以及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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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崩應變對策概要 1.雪崩預知技術 

2.雪崩的援救技術和露營技術 

筆試 實際技巧演練中附帶的考試 

山岳 課程 

環境基礎 基礎課程 1.登山技術以及一般自然環境知識 

2.關於地理、地形、氣象的知識 

3.危急時對應技術以及緊急應變技術 

4.安全管理技術 

5.登山倫理和禮節 

技術 

無積雪期之裸露地形 行走技術 

岩壁、岩稜或沼澤之道路行走技術 

無雪期登山步道 1.無積雪期的道路步行技術 

自然觀察技術 2.繩索操作、下降技術以及固定繩索的方法 

安全管理技術 3.自然觀察和解說以及安全管理技術 

基礎援救技術 1.搬運技術 

2.上坡搬運的技術(l‥l、2:1、3:1) 

3.下坡搬運的技術 

4.擔架搬運技術 

5.應急處理和露營技術 

積雪期道路步行技術 1.積雪期的道路步行技術 

積雪陵線行走技術 2.傾斜45度角5m的冰壁攀爬技術 

3.雪地步行技術 

4.在積雪山脊上行走的技術 

5.雪地工具的用法、嚮導指導能力 

雪崩應對技術基礎 1.雪崩預知技術 

2.雪崩的援救技術和露營技術 

雪崩對策技術中級 1.雪崩預知技術 

2.雪崩對策器具使用技術 

3.雪崩的援救技術 

山岳滑雪基礎技術 1.山岳滑雪技術 

2.山岳雪地登山、滑降技術 

山岳滑雪中級技術 1.山岳滑雪技術 

2.山岳滑雪援救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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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實際技巧演練中附帶的心得分享 

攀登 環境基礎 一般基礎課程 1.一般攀登技術和自然環境知識 

誅程 2.緊急應對技術 

3.安全管理技術 

技術 無積雪期 1.在岩石裸露的道路行走技術 

攀登能力和技術 2.攀登能力測驗 

積雪期 1.在多重地形區之道路行走技術 

道路攀登以及冰攀能 2.道路搜索技術 

力和技術 3.建立確保點技術 

4.攀登垂直10m-20m的冰壁的能力 

5.冰壁上建立確保點技術 

6.冰攀指導能力 

山岳滑雪技術 1.山岳滑雪技術 

進階 2.山岳滑雪援救技術 

雪崩對策技術 1.雪崩預知技術 

中級 2.雪崩對策的器具使用技術 

3.雪崩的援救技術 

援救技術中級 1.擔架使用技術 

2.空中救援吊掛的援救技術 

3.雪地求生技術 

4.擔架搬運技術 

5.緊急應變能力 

心得 實際技巧演練中附帶的心得分享 

高級 基礎誅程 基礎課程 1.一般攀登技術和自然環境知識 

晝登 2.緊急危難處理技術 

景程 3.安全管理技術 

技術 無積雪期 1.在岩石裸露的道路行走技術 

攀登能力和技術 2.攀登能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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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雪期 1.在多重地形區之道路行走技術 

道路攀登以及冰攀能 2.道路搜索技術 

力和技術 3.建立確保黠技術 

4.攀登垂直10m-20m的冰壁的能力 

5.在冰壁上確保點技術 

6.冰攀指導能力 

山岳滑雪 1.山岳滑雪技術 

高級 2.山岳滑雪援救技術 

雪崩應對技術 1.雪崩預知技術 

中級 2.雪崩對策的器具使用技術 

3.雪崩的援救技術 

援救技術中級 1.擔架使用技術 

2.空中救援吊掛的援救技術 

3.雪地求生技術 

4.擔架搬運技術 

5.緊急應變能力 

心得 實際技巧演練中附帶的心得分享 

國際 基礎誅程 一般基礎 1.關於國際山岳的法規和一般知識 

山岳 2.攀登技術和一般自然環境知識 

課程 3.海外的危急應變技術 

4.海外的安全管理技術 

5.外語(英語)以及在諸外國的禮節 

技術 冰川的山岳道路 1.冰川地帶的道路行走技術 

2.道路搜索技術 

3.建立確保點技術 

冰川、山岳的滑雪技 1.冰川地帶的山岳滑雪技術 

術 2.冰川技術和山岳滑雪援救技術 

雪崩對策技術高級 1.雪崩對策技術講習會的召開以及指導方法 

2.對雪崩事故的團隊和管理 

援救技術高級 1.冰川地帶的援救技術 

2.團隊救援和管理 

心得 實際技巧演練中附帶的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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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國家公圃登山學校現況與定位不明的問題

依據「登山補給站」網站中有關登山教育與環境教育之整合討論中,太魯閣國家公園登

」學校從業人員所描述問題原文如下(而這份文件也以請教的口吻在登山界的電子郵件中流

專):

大家好一我是一個非常關心台灣登山教育的孩子。對於各位前輩所提的很多非

常認同!!!但卻不知道該怎麼做...

登山學校在國外已行之有年,國內許多登山專家曾到國外受過登山學校之教育

訓練,加上許多專家學者認為台灣之登山活動蓬勃發展,但登山教育仍處於落後,

(歐陽台生、梁明本、陳永龍),應多參考國外登山教育,發展適合我國之登山教育(歐

陽台生、吳夏雄、黃一元),登山學校之觀念即在眾多專家學者的經驗與宣導中產生;

但是對於登山學校之軌行單位、教育單位、師資與教育課程、乃至證照的評定與委

員會之監督仍多有意見與評論。雖說如此,對於登山學校,多抱以期待與寄望有關

單位能付諸實行。(太魯閉登山研討會, 2001 、2003)。

登山學校是台灣山界討論10年以上的議題,為何山界探討多年,仍然無法連

成共識?無法團結一致成立登山學校?

國家公園登山學校於去年1月開幕典禮成立,目前的組織尚未建立完善,現階

段(99-101年)的目標是學校架構發展、場地建設、設備與裝備採購、師資聘用、師

資培訓、譟程發展、國外觀摩或訓練、外國專家指導。

但一位承辦人、兩位專案人員,除了須構想、規劃、設計來發展誅程、撰寫繁

複的行政公文作業流程,邀請與聯繫師資群,討論譟程內容,採購裝備,資訊宣傳、

網站維護等等⋯⋯ ,希望建立出可行的制度,但人力和資源卻只能緩慢發展,可以

應付台灣複雜的登山狀態嗎?又如何讓它更有效進步呢?

為區隔台灣民間團體的登山訓練,我們也希望台灣民眾可以認識登山教育的內

涵,不僅是登山技術的訓練,應該重視登山文學、環境倫理、教學領導、風險管理..一

等等登山素養,並教育新一代的登山人才,這些文化上和思想觀念上的教育並不是

一蹴可幾,台灣文化與國外文化差異大,也就是國外登山教育發展狀態與台灣差異

的主要原因。傳遞登山教育的理念是一個極大的工程,如何可以讓台灣人民對戶外

活動、登山活動的重視,不只在於危險、山難的相關議題,更應該思考、重視環境

議題與登山倫理,把大自然帶給個人的學習內化、深化,思考人與人和人與環境的

關係。

以上所述都是新一代登山教育要努力的方向,可以辦的課程很多,針對不同的

對象,如何把上述登山教育發展成課程,登山教育的對象有哪些人?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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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參與登山協會、社團登山活動之一般民眾、領隊和嚮導、一般登山者、公部門相

關業務人員、巡山員、女性登山者、孩童、原住民、戶外教育者、正規體制教育者,‥⋯

等等,可以分出不同的課程,發展課程需要哪些人力?多少人力?造樣的計畫籌備

需要多久的時間呢?台灣正規教育體制的發展現況可以重視登山教育嗎?一個小小

的太魯閣國家公園登山學校可以做甚麼呢?

振興登山運動與培訓優秀登山家?體委會‥前進校園?教育部‥專業訓

練?消防署、民間社團⋯,,,

因為沒有獨立運作的經費。所有事情,我們都要規劃,從無到有,目前也沒有

足夠的經費發展建立師資、行政人員等較完善的制度和組織,沒有校務、教務等發

展人員,沒有編輯譟本教材,沒有學生,沒有⋯⋯。

我是小小的低層工作者,能力非常薄弱,但我的心非常希望台灣的登山教育可

以成長、可以更好。我接受許多來自國外戶外教育發展的資訊,也敢說我從接觸登

山是以教育和學習開始,是有系統概念開始。我試著接受與接納各種可能,試著去

了解美國NOLS,WEA,OB,CANADA登山嚮導訓練、日本研修所、韓國登山學

校⋯⋯就算模仿,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我不希望全盤接受,但我們必須把台灣各

專業人士的力量集結起來阿!我的目標是推廣戶外教育的理念和價值,以國外戶外教

育組織為目標,致力去發展各種在台灣的可行與可能。

到戶外的人都可以了解自身能力與安全的貴任,可以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可以

愛護也享受在大自然裡!在台灣,有很多很多致力於戶外教育的人,然而,相闖戶

外活動的制度規範和法律都沒有保障,社會文化也少數了解、認同戶外教育的內

涵。登山商業旅遊化,旅行團大拜拜的行程,在山上製造大量的廚餘、垃圾。沒有

具熱血冒險精神的年輕人。登山教育停滯不前。法律保險管理等問題,登山安全觀

念與山難搜救等問題太多太多了。實在令人痛心,也無力改變°

事實上,從太魯閣國家公園設立「國家公園登山學校」之初,曾和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台灣山岳文教協會、台灣山岳雜誌及山野教

育專家開過諮詢請益會議;會中,山岳界給管理處很基本的建議: (一)應即刻邀請相關專業

人士,成立「校務發展委員會.來處理經費籌募、法令制度、招生、課程定位、師資來源、

教學輔導、結盟與合作等等「校務發展」問題; (二)籌組「課程發展委員會」由開課教師教

練組成,處理課程規劃、教學技法、教材編撰或評選、教學評量、學習輔導等等工作。但這

些建議最後都沒有被採納。

綜合上述間題,我們其實很容易就可以簡單歸納出目前「國家公園登山學校」的基本困

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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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知如何執行(Howtodo?)

2.山野教育為一整合科學,並不是只有登山技術,整合困難0

3.人員與經費不足0

4.參訓對象及課程綱要尚未制定與本土化0

5.無專家會議討論支持課程基礎0

6.執行人員未具信心。

真正的關鍵,乃在於國家公園登山學校目前的定位不清,因此即使基層承辦人員有心,

也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而這些都有待具有決策權力的上級主管,透過成立相關的委員會,

透過更多的專家協力,協助校務發展營運及課程與教學訓練等核心事務,才可能逐步使登山

學校定位更加明確,並能永續運轉、符合大眾的期待。

陸、重新定位國家公園「登山學校」的角色與功能

若在既有國家公園的法令基礎下,國家公園登山學校大抵只能以「環境教育」的解說教

穹、生態遊憩等為主,儘管這樣的登山學校,在課程規劃的方向上明顯的有所不足。

依據「國家公園法」之立法意旨:國家公園成立之目的係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

穿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故國家公園登山學校之教育目標應朝向上述目標修

三,另參據「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辦事細則」第9條規定:解說教育課掌理事項如下‥

(一)本區域內解說系統與環境教育之規劃、研究及推廣。

(二)解說資訊、生態資源與環境教育專書之編印、視聽媒體之設計及製作。

(三)本區域內自然資源與人文史蹟資料之蒐集、編製、貯存及解說展示。

(四)解說人員專業訓練課程之策劃、執行及合格證書之核發。

(五)本區域內生態保育宣導之策劃及遊客解說服務。

(六)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計畫之擬訂及執行。

(七)其他有關解說教育事項。

因此,若依據現行國家公園法令規定與職掌,太魯閣國家公園之登山學校辦理事項,最

三本的業務內容至少應該包含如下:

(一)登山之環境教育之規劃、研究及推廣o

(二)登山環境教育專書之編印、編制、貯存及解說展示。

(三)登山環境教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之策劃、執行及證書之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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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公園區域內登山生態保育宣導之策劃及登山客解說服務。

(五)國家公園登山環境教育計畫之擬訂及執行。

(六)其他有關登山環境教育事項。

若考量國家公園組織職掌及《環境教育法》之發布施行,國家公園登山學校應以從事國

家公園登山環境教育為本,培訓熟悉國家公園登山環境教育之專業人員之外,亦可開發有關

國家公園登山環境教育課程,供一般社會大眾參加,以達國家公園環境教育之目的。此外,

國家公園登山學校之有關人員及設施場所,亦應符合「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

及「環境教育人員管理辦法」之有關規定外,並建議儘速依據「環境教育機構認證及管理辦

法」之規定,取得認證,方能確保人員及教學品質及公信力。

然而,若國家公園登山學校僅只於從事環境教育、自然體驗活動的課程,這就和林務局

既有的八個「自然中心」沒有太大的差別,必然無法滿足登山界、教育界的期待。因為, 「登

山安全」 (山野活動知能)必然是從事親山、自然體驗、環境教育的前提;但因國人從小欠缺

「野外生活技能」更沒有野外求生能力,所以當親近自然的人數變多,山野安全的意外事故

一定也會倍數增加!

因此,歷雍卻醣弘烯授撒宏猛′翩終不紇寫鉑離批耕轟齪鮑鵝鯛幽覲雛纖骨,

肩慼巍蠢兢雖傾彰謹致傾勃鱔J皮/增養藪佣醣閩倥譫擄凱鉤聲鄰躓孺圭芻宮麝。

摸句醱′幽蹦讖按宅鼠吆彿轟鯨拂翱婉躍′鑽姨摑動/t倔弼贛骸鼠/和催迎便全

名梯L廟醱醣詳,石冀繚拋翰′登出妥全翎亂硿教鵬齬和鐵倨弼枋西輔施力,來紼

′戶彿緣膏J有砌餡按宅稠轟鶸貿崩勸荸觀蕭齜、 / (粗體斜字為研究者的強調)

當國家公園登山學校可以重新定位在兼具「生態保育的環境教育」和「野外安全的登山

知能教育」面向,以培養「生態」 「嚮導」雙重性的種子師資為目標,未來在發展策略上,便

應連結教育部擬在各級學校推動落實環境教育、山野教育的跨部門合作,提供各級學校「山

野活動領導暨戶外教育」的師資培育,而非針對一般大眾的自然體驗活動。

唯有如此,國家公園登山學校才具備「專業研習中心」的功能,可以提供「戶外教育」

有關「山野安全」和「環境教育」雙重要求,擔當培育生態嚮導(野外安全暨環境教育之活

動指導員)的重責大任。

甚至,在「商業登山」已是具有市場潛力的新趨勢,國家公園登山學校如何以「原住民

登山協作」的商業服務工作者為對象,協助其從事「職業登山嚮導」所需的法律知識、生態

解說、行銷服務、取得登山嚮導員證照等等,都是應該思考的向度。當然,從更積極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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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看,未來也應一併思考既有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的修改,而能以一定時數的課程要求或推

寶申請,來補充目前登山嚮導員授證的考試方式的不足。

簡言之,國家公園登山學校應以山野教育的「專業研習中心」來重新定位自己的校務發

賣方向,以期能提供「戶外教育」有關「山野安全」暨「環境教育」的學習資源,無愧於專

美研習中心的角色。而在推動策略上,無論如何,應儘速邀請相關學者專家,成立「校務發

賣委員會」和「課程發展委員會」來處理營運與課程的各項問題。

柒、結語及初步建議

戶外教育中的山野安全,是環境教育推動前的基礎,而專業研習中心則應扮演培育種子

手資(生態嚮導與活動安全指導員)的角色。山野教育是一條漫長崎嶇的路,如同登山的拓

三者和叢林穿越者,必須在沒有路徑的地方,逐步走出一條「自然步道」來讓人有機會看看

一野大地瑰嚴的風景。以下,為本文摘要性的結語及初步建議‥

(一)將台薄山野教育納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

為讓生於台灣長在台灣的人民從小了解台灣山岳環境,並進而起身愛護台灣山林,達到

三位台灣人「親山、知山、愛山」之目的,建議山友及有關機關可參考將台灣山野教育納入

晝中小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中,使每位台灣人愛護山林並進而保護他,因為台灣山林

三我們的家,家是需要大家一起守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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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位進入山林之人士均應了解有關山難救援程序

囿於山野活動本為高風險之活動,除透過教育讓進入山林人士「知山」可降低風險外,

亦應教育每位登山人士了解山難救援權責與程序,在進入中等風險以上山區時,每位山友或

領隊建議均應配置大哥大及無線電設備,以達快速定位救助之目的,公部門(消防署及國家

通訊傳撥委員會)亦可考量協助建置山難通訊網絡,以供意外發生時可快速正確求援。

(三)恪遵有關環境保護有關法令之規定以保護山林

山是你我的家,需要你我共同來守護,應遵守各法令所規範最低行為準則之規定,倘發

現不法,人人均應主動協助蒐證後移請各主管機關查處,避免怕事及自掃門前雪之心態,方

能有效守護台灣山林環境。

(四)深化並提昇現行LNT (不留痕跡)之教育內涵

現行LNT之行為準則應予以深化並本土化,山岳是相當區域化與地方化之環境因子,除

行為準則外,應教育登山者環境倫理(大地倫理之三規範及深層生態學之八基本原則) ,方合

符環境倫理之學說基礎。

(五)調整圍家公園登山畢校教育目株及內涵

考量國家公園之法令執掌及業務性質,建議瑰行國家公園登山學校調整教學目標,應以

國家公園登山環境教育為出發點,但務必增強登山知能技術層面的課程(得邀請登山專業人

士協助課程與教學) ,並主動儘速依環境教育法之規定,有關人員與設施場所取得認證,以增

加國家公園登山學校之公信力。

(六)重新定位山野教育暨登山安全研習中心角色

有關登山知能技術面,原應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導;然而,究竟山野教育在「登山

知能技術.層面,應屬於「教育部?內政部?農委會?體委會? ,,,」顯然不是短時間就能確

立;但不論如何,一個健全的山野教育專業研習中心,一定是推動戶外教育不可或缺的角色,

期勉政府相關部門能在這個面向多加考慮,以期提昇國人「山野活動安全」與「環境生態守

護」的素養與知能!

6 一在發悸違極百年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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