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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視風險管理為戶外教育的一部分,主要介紹戶外活動無可避免衍生出的風險,究竟

該如何面對與處置,並透過風險管理的角度來檢視評估戶外活動的各項風險,以期能促進戶

外活動的安全性,降低各項戶外活動的風險。本文內容包含戶外活動與風險、可容忍多少風

險、可以接受多少風險、風險管理的準則、測量風險、風險評估、判斷與決策、四個風險窗

戶矩陣、降低風險的策略等,希望提供從事戶外活動與戶外教育工作者進行風險評估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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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宏鈞代為宣讀報告與現場討論。



盛綾詮諧詁蠶矗

戶外教育之風險管理

徐彥暉、湯宏鈞

風險襯瓣戶外后甜重要元素,它幫助了個脯與發展和團隊齪。風險被「

運用在教育、戶外活動和冒軛動的內容中。然而,這些風險是必紳接受和容忍的。

風險管理雌N嫻帥甽的概念並不是新的觀念,眺翻譯成中文有風險與危機的意

思,中文的「危機」這個詞由兩個字絨‥危險和機遇c危機的真的懶是「機遇在等待出

現」 。參加戶外活動希望透過活動綞冒險與挑戰,而且不受到傷害。戶外活動的帶領者有責

任確保活動者的妊。提舫品質的戶外經驪要認識與管理多方面的風險,心理的、攤

上的、生理的、文化的、社餉和其他各方面。如果參加者不想或無法完成巾戶外活動,

就要認真考慮對他們而言這是不是一個安全的活動c

無可否認,由於戶外冒險活動在野外進行,它的風險雌)自然比其他團體活動為高。因

朧動項目本身的風險離,大致可分為高度醱卹昀、中朗險呻Im唧及輕

l高蝴齣野外冒朧動:受傷或意外的可能性極高,參賭必須曾接受相當訓練,

活離補須有足夠妊設備,而參加者粥粥質和內容也要祇分了解。例如滑

翔風箏、急流獨木舟、攀岩、溯溪、潛水等c

2.中蝴險的野外冒軛動:存在的危險髏不算太高,但參嬋必須灘活瓣可能

發生的意外,及一旦遇上事故時的處理方法蚓如風帆、滑瀾帆、海上獨木舟、高

3.輕酈險的野外冒險活動:活動本身對參賭的生命沒有威脅,而活動的環撓也很安

全;但活雖補也可能會引致齪的受傷。例如步道節、野外定向、風平浪酈

內海釣魚等。

二、可容忍多少風險

台灣社會普遍認為戶外活動存在輔風險。如果戶外領導者要能夠贏齟會大眾的肚

他們必須建立與遵守相關的妊管理流程,展現專業的能力。

戶外課程的拂者有責任要繃良好攔程品質與難。如果發生以下的情況,社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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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戶外課程的風險會更難接受‥

1.活動項目太過特別0

2.帶領的人員或組織沒受過專業訓練0

3.沒有專業的標準0

4.參加者沒被告知可能的風險c

三、可以接受多少風險

從紐西蘭的研究資料得知,戶外課程並不比日常生活中危險,在英國類似的資料顯示在

車裡面溺水的人比划獨木舟溺水的人多。

研究者指出,社會上的人們不期待民眾在從事戶外活動發生嚴重的傷害或是死亡,這力

量強過研究者對戶外安全的數據c

回、風險管理的準則

英國冒險活動認證局(AALA)說風險管理如同天秤一般,大部分的狀況要保持平衡,如下

寺圖一:

控制 危險

圖一:控制與危險平衡圖

然而,戶外課程的獲益也必須被考慮其中,形成了另一個模型,如圖二‥

獲益

控制 危險
圖二‥獲益、控制與危險三角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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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戶外領導者可以選擇完全沒有危險的登山路線,避開困難地形、碎石坡、陡

峭的路段或壞天氣。這樣做的話此活動的精隨就不見了。運用他們的知識、技術、能力和裝

備去面對風險,讓他們可以適切被管理危險,從一開始成功地選擇路線,增加信心和參與度、

能夠安全地回來得到獲益。

五、測量風險

身為一個戶外領導者必須對風險有所認識,風險有三種程度:

1.完全的風險:在沒有安全控制下最危險的情況c

2剩餘風險‥在已經有安全控制下的完全風險的情況。剩餘風險不容易被界定清楚,一

個精明的戶外領導者必須確認剩餘風險落在可以接受的範圍0

3.知覺風險,每個人對知覺風險的認知都不同,同一個事件上初學者的知覺風險往徙

有經驗的有很大的不同哺覺風險可能的範圍從完全的風險到無風險都有可能。

鐵
☆

初學者的知覺風險(在這活動中每個出學者的知覺風險都不同)

領導者的知覺風險(領導者的知覺風險與剩餘風險很接近)

戶外領導者必須查覺在團隊中每個人對風險的知覺差異很大,有些人覺得很危險的華

對其他人而言卻不是,人們可能被以下因素所影響:

1.自信的程度0

2.經驗的程度0

3.疲憊的狀況0

4.裝備的適用度0

5.心理準備度0

6.地點0

7.其他人的慼覺0

8.自我限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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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領導者的方法0

10.對情況的了解o

l1.對末知的恐懼o

12.情緒o

13.安全的感覺o

14.焦慮的程度。

戶外領導者可以藉以下要點來管理風險:

1.給予活動明確的目標,與組織的目標一致0

2.對完全的風險做出應對計畫0

3.運用有效的策略將風險降至可接受的程度0

4.察覺團隊中每個人的感知,運用有效方法得知他們生理的、心理的和情緒上的安全0

5.提供『選擇性挑戰』的文化,而不是讓參加者覺得被強迫參與。

六、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開始於認識會導致風險的因子。一個活動進行會關係到人、裝備和環境的因素c

當伴隨著活動而來的風險被確認,下一步就是評估風險的程度,這包括了判斷與決策的過程。

環境 圖四:裝備、環境、人與活動間的關係圖

七、判斷與決策

身為領導者,扮演作決策的重要角色。好的決策對安全很重要,不好的決策會造成不安

.全的後果。領導者的決策來自於他們的經驗和對重要訊息的判斷與反應o

以經驗為基礎的決策過程專注於有經驗的領隊在真實世界中如何做決策。以下是一些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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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背景的因子:

1.不確定的動態環境(如‥天氣) 0

2.改變或形成的目標(如:因為受傷可能被迫改變計畫) 0

3.行動/回應的循環(如:選擇要不要過河會導致人們身體濕掉) 0

4.時間限制(如‥人們遇到失溫的狀況) c

5.有意義的後果(如‥一個壞的決定會導致嚴重的意外) c

6.各式各樣的人(如:團隊的成員) c

7.組織規範與目標對決策的影響(如:大多數的戶外課程是由組織或個人所提供的) 。包

括了:

8.對狀況的最初知識(狀況查覺)

9.專注於重要的特點(狀況評估)

10.決定選擇

I 1.執行決策與資源管理

12.反應結果

八、回個風險窗戶矩陣

運用四窗戶矩陣來評估戶外活動的潛在風險和作決策也許會很有效o矩陣分成了發生的

頻率和狀況的嚴重性兩個象限來看,提供了四個標準的策略來應對,如圖五0

1.維持風險:因為發生風險和嚴重性低,活動可以繼續。

2.降低風險:運用技術與合適

的安全作法減低活動的風

險c

3.排除或隔絕風險:風險發生

頻率或嚴重性超出可接受

的標準,風險必須排除或隔

絕0

4.轉換風險:換個更有技術的

領隊作決定或提供參加者

資訊讓他們作決定並負起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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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風險窗戶矩陣範例表

以下是幾個例子‥

意外與活動的範例 建讖的決策 

高發生率 起水泡 ●用貼透氣膠帶減低風險 

低嚴重性 登山 ●停止爬山或穿好一點的鞋排除風險 

高發生率 骨折 ●穿護具、學滑雪技術減低風險(滑雪者的責任) 

高嚴重性 滑雪 ●劃分滑雪區域隔絕風險(經營者責任) 

低發生率 輕微扭傷 
【,繼續行程維持風險 

低嚴重性 登山 領隊有急救技術 

低發生率 死亡/嚴重意外 ∴選擇領隊與成員能掌握的環境減低風險 

高嚴重性 海外遠征,不適當 冒●安排有能力的指導員轉換風險,越有經驗的導員越有能力作 

的指導員 ≡較好的決策 

‥,取消課程排除風險 

九、降低風險的策略

1.顧及每個人的安全0

2.擁有適當的規則、策略與指導方針c

3.運用合適的領導風格c

4.了解團隊0

5.提供選擇性挑戰0

6.漸進式教學c

7.發展安全意識0

8.擁有稱職的領導者c

9.透露風險o

10.事前場勘o

l1.檢查裝備。

運用所提到的一些觀念與想法,可以有效地管理戶外活動的風險,執行一個高品質的戶

`∵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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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風險評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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