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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自身為一個台灣的登山者角度切入,反省歷年的台灣登山教育的發展,也提出近

年來登山活動的隱憂,包括‥登山人口高齡化、學生社團式徽、網路揪團的盛行、山難事故

頻傳等,針對近年登山活動的停滯,也反思登山運動的本質,包括探險登山在內。針對近年

來登山人口的老化,也需要有向下紮根的概念與實際作為,對於未來登山事務發展,則需要

有統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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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要
本文以自身為一綑台消的登山考角郊乃入,反省歷年的台灣登山教育駒發展

也提出遑耳來胥山活動的穗憂,色拮:登山人口禹齡化、學生社圃式微、網路鞦
團的斬- 、山難拳故頻傳等,針離叵年登山毛動的倚庫,也反思登山蓮動的本賈

包括探險登山在閃→十對近年來登山人口的老化,也需寮有向下紮棍的幹念輿實
際作為,對於耒來亂’事務發展、則犖妾有統合概念聿

闡鍵字
台灣登山概況∵蛭山運動發展、反思、探險登血、山難、登山事務、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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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登山瑰況

休閒登山的普及:郊山與百岳

●登山人口高齡化、學生社團式微

登山服務業、網路揪團的盛行

●山難事故頻傅

●本土探險帥停滯與海外攀登的小眾模式

反思:什麼是登山運動?
登山運動的發展

★登山運動的本質、價值、精神礙聚共識

→帑「!腋術與知識的鏗構輿傳遞

→多元化的推廣與燎燜

登山運動的本質
一體能、技術、知識的要求與訓練

一自廿自助(self-re惴nce)一一互助合作

一甌險的個人責任承擔

●登山的範疇與分類一ulAA TSWG

休閒運動(recreation sport)與探險運動

(adventure sport)的層曲

野外低鳳險山棟齊寄護<3



盛縷蠡蠶矗轟韹

反思‥登山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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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探險登山

￣纓架瀨髒礙鑣媽縲揮想像力與創意`
探險的價值>S.社會成本

台灣探險登山歷程
本土篇

一1971年中央山脈大縱走

一1972年林文安首先完咸宮岳

￣籍搬漿鶸等訓岩攀、冰攀首登與新路線’
_‥現好_

反思‥探險登山

台灣探險登山歷程

海外篇

- 1980-1992年約20骷每外高峰的台灣首次孿登

一八千米之台灣首登‥ 1993年珠穆朗瑪峰(8848m) ,

1993年卓與友峰(8201m ) , 1997年希夏邦馬峰

(8012m)

.....多年後._

一2008年卓奧友峰無氧、無協作、阿齲啤斯式翮貞

一2011年馬那斯鹿峰(8163m)

一2011年歐都納14座八千米計一證啟動一巴基斯坦的布

羅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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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反思

休間登山與基礎建設
一健全嚮導認證制蘗的迫切需耍
一有系統的薄山訓練:登山學校的定位‘?

一步道設施與難度分綏蕪訊
一山睡通訊系統

一登川保險制淒
一山賤搜救體系

青少年一找們的末水
一從￣殲驗式萼山」到￣鯨賣攀習成長的環蜻」

一挈生社矗的共同發展以閑榛梱別社噩埠摸蚱萎縮

登山者的入山權益>S,封【L懵制

多元化的川野教育‥體驗學習與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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