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帶一個未來上山!

與青少年來一趟走入山林的生態之旅

一亞成鳥青少年野地教育起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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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透過台灣生態登山學校所執行的「亞成鳥青少年野地教育起飛計畫」,說明執行青少

年野地自我探險與自然生態互動學習計畫,本單位與青少年相關機構團體合作,以13-17歲

家庭經濟資源相對弱勢的青少年(無餘裕負擔子女參加相關譟程的家庭) ,共執行32梯次,陪

伴帶領167位亞成鳥,希望帶領青少年走進台灣最具有生命力的生態環境,也讓青少年瞭解

生態登山的觀念與安全的判斷,帶給青少年個人的咸長,讓青少年學習付出與關懷,並增進

成人與青少年間的正向關係與情誼,許多學員也從與「山」的互動學習中,從恐山到愛山,

並擴展自己自我學習能力與團體溝通,最重要的也是透過登山活動,來實現野地教育的可能

性。

關鍵字‥

野地教育、青少年、亞成鳥、敬山、愛山、體驗式學習

鬢吳俊安為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前秘書暨亞成鳥計畫專案執行、劉曼儀為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理事長。本文
主由吳俊安撰寫、劉曼儀代為宣讀報告與現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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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一個未來上山!

與青少年來一趟走入山林的生態之旅

一亞成鳥青少年野地教育起飛計畫

吳俊安、劉曼儀荀

壹、前言

2009年秋天,由一群環抱著￣野地教育一夢想的登山者所發起,他們不太像一般登山協

會帶人攀登百岳,遊覽許多大眾登山路線,市卻是花費全身的力氣與時問為台灣弱勢青少年

募款、募志工人力,只為帶著青少年上山,讓山,成為一所學校。

這群登山者來自於「台灣生態登山學校_ ,是一個為了實現「讓山成為一所學校! 」的願

景而致力於規劃與執行各種在野地環境中進行的不同課程,希望透過在山林裡的學習,能幫

助人們更加認識自己、認識彼此、認識白然、也認識我們與野地自然之間,雖然不易察覺,

卻極其珍貴的親密關係,追求個人以及社會的共同改變與成長的公益性非營利團體。

然而,台灣是個山岳型的國家,有三分之二的土地為山地,但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卻讓

我們對山缺乏正確認知,也缺乏讓我們親近山林的機會c (陳威潭, 2008)加上近來山難事件

頻傳,每每從媒體報導總有「登山者浪費社會資源_.的聲音。有鑑於此,我們能藉由「亞成

鳥計畫」希望能扭轉這樣的社會印象,讓登山者也能對社會有所貢獻。

貳、亞成鳥到底是什麼鳥?

一、計劃源起

青少年,一個即將成熟卻又尚未成熟的階段,如亞成鳥一般,身上的羽色既不同於雛鳥,

也不同於成鳥,卻是介於二者之間的另一個世界。青少年常常已經有很多自己的強烈主張,

困為他們已經接近成熟,但是他們卻還是很需要永不嫌多的關愛,因為他們又尚末成熟,也

因此,成人與青少年之間常常存在著一道不知如何跨越的鴻溝。在野地的環境之中,亞成鳥

暮吳俊安為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前秘書暨亞成鳥計畫專案執行、劉曼儀為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理事長。本文
主由吳俊安撰寫、劉曼儀代為宣讀報告與現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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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鳥們將共同經歷真實的探險過程,人們也將一同面對困難,一同分享快樂,而這一切,

都將是所有參與者共同學習與成長的珍貴養分,我們稱之為「野地教育( Wildemess

Education )」 。

野地教育課程雖然不曾出現在我們的學校教育與考試之中,但是它帶給青少年的自我價

值、自我效能、團隊運作、環境意識以及與成人之間正向的關係等各個面向的學習,卻很可

能成為一種持續影響的正面力量。因此,台灣生態登山學校致力推動「亞成鳥計畫」 (以下簡

稱本計畫) ,協助更多的青少年,尤其經濟相對弱勢者,在野地探險過程中找到他們需要的支

持與力量3

二、課程服務對象與來源

本計畫將尋求青少年相關機構團體合作,初步先以13-17歲家庭經濟資源相對弱勢的青

少年(無餘裕負擔子女參加相關課程的家庭)為主要對象。

計畫執行近三年,曾與普賢慈海家園(北部)、慈懷園(東部)、康達家園(南部)、藍天

家園(新竹地區)等青少年安置機構共同合作協辦,合作的模式為由該安置機構評估並推薦合

適青少年參與計畫,其餘計畫籌募所需款項、志工招募與訓練、行程規劃與準備等工作皆由

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負責執行c

三、課程地點與路線

適合進行青少年野地課程之台灣中高海拔自然步道,並以一般登山腳程2-3天可完成之

路線,以此路線融入課程設計開設成3-4天的行程。

目前亞成鳥曾攀登:

(￣)冬季路線‥清水大山(4天) 、古魯林道上翠峰湖(4天) 、太平山一加羅湖縱走(4天) 、八

通關東段(4天) 、鎮西堡上大霸北稜(4天) 、松羅湖一拳頭母池(3天) 、武陵二秀(品田、

池有)(4天) 、北大武山(4天) 、屏風山(4天) 、合歡川、奇萊(4天)等

(二)夏季路線:太平山一加羅湖縱走(4天)、雪山上志佳陽(4天)、華岡上合歡西北峰(4天) 、

南湖圈谷(5天) 、水漾森林(4天) 、天巒池上合歡北峰(4天) 、司馬庫斯古道(3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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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核心精神與架構

透過野地環境與探險過程的正向經驗,協助青少年與成人之間建立關係( R.E.L.A.T.E模

式. Recreational Experiences Linking Adults & Teens Environmentally ) ,並希望在面對自己、社

會與環境三個面向中,產生引導與發展的可能c

本計畫將參考美國BCM基金會( Big City Mountaineer)的課程核心概念T.E.A.M ( Trust.

Endure. Achieve. Meaning )與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學校之野地教育理念進行課程安排與運作o

目前先以四天課程為執行方式,日後視情況增加課程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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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四 天 課 程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譟 程 主 軸 

信任 忍受與堅持 突破與成就 意義深化 
入山 靜心 接受 連結 

課 程 階 

歡迎與課程說明,往入山 正式進入攀登路線,將逐 攻頂日或休息日,往路線 離開山徑,清理身體與裝 

口前進,整理裝備,基礎 漸依序增加每天行走的踵 終點接近,在野地最後一 備,慶功晚會,回程,轉 
段 知識課程,共識與期待的 離與困難度,同時逐漸讓 夜,獨處,讓已經更加平 化與強化自己與「整體」 
建立,一天戶外活動或遊 平日燥動的心平靜下來, 靜的心可以接受更多環境 的連結 

覽,入山的身心準備與微 調 

感受世界 的訊息 

學 貝 狀 態 

興奮、拘謹、保守、緊張、 測試底線、疑問、害怕犯 信心建立、愉怏感、成就 過程經歷、意義轉化建 
焦慮 錯、自我懷疑、孤立、不 感、團隊感、分享、連結 立、脈絡尋找、未來 

舒適、想家、孤單、缺乏 動機 

感、信任、開放 

細 部 

在陌生成人的陪伴之下進 第二階段將會在身體與心 第三階段將是整個課程的 課程的最後階段,關鍵在 

內 
行一次全新的經驗,就算 理上帶給青少年全新的挑 關鍵樞紐與支點,例如登 於讓青少年將此次的經驗 

容 對於最成熟的青少年來說 戰,他們會發現「這不是 頂的經驗將會創造強烈的 放進自己生活的脈絡之 

也會覺得有威脅感,因此 來渡假∴,會開始考慮放 成就感並且對於參與的青 中,例如成功面對困難的 
此一階段將盡力與青少年 棄、懷疑自己能力並且做 少年產生轉化的過程,體 勇氣與成果,將是日後面 
建立關係與團隊感,這樣 出一些不在預期中的反 力上達到的成就會更容易 對生活挑戰的成功經驗。 
的關係對於之後的課程進 應。輔導員將在此一階段 讓青少年理解到自己所完 多花時間加強經驗的連接 
行將有決定性的影響 給予理解性的正面支持, 成的成就 將是青少年態度與行為改 

並協助提供可被接受的動 機 

變的關鍵 

※具體課程包括:土地倫理,LeaveNoTrace精神與操作,自然體驗,頷導與被頷導,野地基本技能,獨處,港

通與決策,探險式學習等課程。

五、課程執行概觀

(￣)提供13-17歲家庭經濟資源相對弱勢的青少年一個獲得野地經驗的機會。

(二)提供青少年與正面而具熱情的輔導志工建立正向關係的機會。

(三) l : l的學員輔導員比例。

(四)以增強青少年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與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具體化與掌

握度為課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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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促進團隊發展與有效溝通為目標的活動設計安排。

(六)以尊重生命多樣性、體驗生態整體連結為目標的活動設計安排。

(七)單一性別的團隊組成。

(八)參與課程的青少年都來自青少年發展相關的夥伴機構。

(九)由兩位具有帶領登山隊伍之領隊志工(含TWEA輔導員及經審核通過之領隊) ,帶領

三位協同的野地志工執行每次課程c

六、預期效益

(一)帶領青少年走進台灣最具有生命力的生態環境

台灣有2/3的土地是山,但是現在青少年對大部分台灣的土地是陌生的,他們生活在人

與人關係疏離的都市中,誘惑、冷漠、缺乏對生命的關懷,因而造成了許多的社會問題。國

中孩子的世界說複雜其實仍是很單純的,對於生命的疏離,讓他們不懂的付出關懷,也不懂

得珍惜別人對他們的關心今

自然不會拒絕人的接近,我們發現,如果孩子困為曾經受傷,而建立起保護的軀殼,或

因為長期缺乏關心,無法相信人的真誡,那麼,帶他們走進山,大自然會用她溫柔的雙臂幫

助孩子敞開心胸c

對自然的生命是如此,因為不懂得,斫以破壞,因為不瞭解,所以不願意去保護,因此

我們相信要建立孩子生態觀念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帶他們走進自然c我們希望透過活動能:

1.帶領青少年走進台灣較不被破壞、具有生命力的野地環境c

2.打開自然的大們,帶領青少年學習欣賞自然的美c

3.給他們時間獨處,與自然對話,引導他們發現心中的小自然。

(二)讓青少年瞭解生態登山的觀念與安全的判斷

我們的課程希望讓登山者學習更負責任的態度,來維護自己、環境以及其他人的安全’

我們希望學員在課程之後能夠‥

1.瞭解生態登山的理念,並願意為環境付出0

2.表現出對山岳環境危險的認識,例如氣候、迷路以及疾病等等0

3.學習到適當的緊急應變能力0

4.可以表瑰出適當的行為來避免或減少登山時的危險0

5.能夠表現出對白己以及團體極限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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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帶給青少年個人的成長

由於登山活動所附加的冒險性,我們希望學員在活動之中,透過探險團隊的運作,能夠

獲得更多的收穫與啟發,而能在下山之後產生影響,當然,每個人會有自己不同的感受,而

下面是一些我們想到的可能:

1,能夠看見更多自己的優點,以及獨特的能力,進而產生更多的自信0

2,認識自己的極限,並開啟突破界限的可能c

3,在團隊過程中,享受付出、溝通、信任、彼此依賴以及分享的正面感受。

(四)讓青少年學習付出與關懷

登山活動有其一定的潛在￣危險_ ,也因此構成了迷人的具「探險.意涵的活動特質,而

￣個登山團隊,並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探險團隊∴然而,每個人不同的價值觀、思考方式以

及行為都會對團隊中的其他人造成相互的影響,要平衡協調這些許多的差異最重耍的就是成

員必須要具備適當的「探險團隊行為- 。為了創造十固積極正向而又健康安全的學習環境,我

們希望所有學員能夠尊重團隊中其他成員不同的價值與信念。一個優秀的探險團隊成員能夠

以正面積極的態度來面對挑戰,可以在第一時間應用新學到的技巧與觀念,同時願意和素昧

平生的隊友一同努力的工作c

登山是一項團體運作的過程,必然牽涉到領導能力的運用,而探險團隊行為則是對於團

隊的正面積極態度以及相互合作達成團隊目標妁行為,我們希望課程之中學員能夠:

l,積極地參與團隊合作,正面地面對各項團隊的挑戰與辛勞c

2,在個人以及團隊的層次上能夠進行有效率的溝通與問題解決0

3,表現出適當的探險特質行為,包括服從團隊的決定以及正向積極的態度等0

4,積極地學習,設定並努力達成自己的目標0

5,積極地參與決策過程,並對自己與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負起責任0

6,學習運用適合自己的領導方式,面對各種情境,同時也支持其他人的領導0

7,在從事探險的過程中,同時關懷我們走過的這片土地。

(五)增進成人與青少年間的正向關係與情誼

登山很容易產生共患難的情誼,輔導人員與孩子一同參與這個過程,可以增進彼此的情

感,促進下山以後溝通的機會,為末來輔導老師與孩子搭起一道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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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亞成鳥計畫執行概況與效益

本計畫於2010年1月開始推動以來,與相關社福機構合作,募集大眾資源,共舉辦32

梯次,陪伴帶領167位亞成鳥。

在這近三年的課程操作當中,我們不乏發現其中有中途撤退的、有遇到大晴天的也有遇

到大雨天、有亞成鳥面對清水大山的碎石坡裹足不前、也有亞成鳥過了合歡溪就摔背包坐下

來說不走的_一等等狀況在都考驗著成鳥與亞成鳥們。筆者自2010年擔任野地志工開始投入

亞成鳥計畫,之後更成為專職人員,截至目前為止也已有三年的投入時間,僅以這些年的經

驗和觀察,來分享這樣的山野課程對於青少年的影響與效益:

一、突破自我一-一從非自願到自願、從恐山到愛山

記得首次亞成鳥啟航時時,尤其是女生,總是非白願地被推薦來計畫,機構往往認為讓

孩子參加亞成鳥是一種「試煉_ ,因此有些孩子根本是懵懵懂懂的被逼上山。第一年時還甚至

有人笑稱他有恐山症,而在路程中也常常停下來耍賴,看看成鳥能否放他一馬下山,像這樣

的孩子在亞成鳥計畫可說是家常便飯,已經變成基本的課題;然而,我們也總能發現到當亞

成鳥突破舊有的限制時,他們總興奮的大喊‥ ￣我做到了!原來我可以! 」

15名被保護的少女,寒假期間攀登2500公尺高山,從野地訓練中檄發生命的潛力。這

群原本有恐山症的少女,笑稱行前簽下「死亡同意書」,如今凱旋歸來,讓她們為征服大自然

的本事感到驕傲。

迄群少女是天主教聖功修女會附設康達家園的家民,年齡介於12至18歲,每個孩子背

後都有坎坷的故事,有親子衝突經法院裁定管束,也有受虐兒及父母雙亡者。

寒假她們由康達家園與台灣生態登山學校安排,分三批前進「太平山一加羅湖」及「八

通關古道」,希望透過登山的野地訓練激發自己的生命潛力,找到迎接未來的力量。

昨天她們在聖功醫院發表登山成果,興奮之情全寫在臉上o 12歲的「小青」,是海南島

人,透過驗DNA親子鑑定才回到台灣;體重只有32公斤的她,是全隊最嬌小者。她說,她

從沒爬過高山,造次卻背負12公斤重的背包上山,行前每天跑10圈操場練腳力,終順利登

頂,「我終於做到了」0

15歲父母雙亡的小倫說,從小在安親班度過,也從未爬過山,登山對她而言,是恐怖任

務,行前她用顫抖的手簽下「死亡同意書」。攀爬過程她才發覺自己的潛力,在山上還煮了一

道「山薑炒木耳」,讓她驚覺自己的征服大自然的能量。

124>錚外低風驗山林齊守護
. ..●

一●`



B3帶一個未來上山!與青少年來一趙走入

康達家園主任黃月娥說,野地教育的信念認為,青少年是即將成熟卻又尚未成熟的階段.

如亞成鳥一般,存在一道不知如何跨越的鴻溝。經歷真實的探險過程,可一同面對困難與分

享快樂,是學習與成長的珍貴養分。「這些受過苦的孩子做到了,每位均完成登頂,榮耀的身

影曾留在台灣的高山上」 。 【聯合報/記者林秀美/高雄報導】

從第一次就參加亞成鳥計畫的學員一一一阿昭正是這樣的例子。以下是一位持續陪伴阿昭的

亞成鳥志工的一段體會與觀察:

阿昭第一次攀登的路線是清水大山,對於阿昭而言,清水大山最大的挑戰是最後那碎石

波,第一次的時候他才高一簡直看傻了眼,接著就嚷嚷著他絕不要上去,而我們尊重了他的

決定,讓他的回憶停留在那碎石坡前的大石頭。

但到了次年,他竟然又來到清水大山的隊伍,我剛好擔任該隊的輔導員,阿昭行前會一

見就問我‥「還會有那恐怖的稜線嗎?」我很開誠佈公的告訴他:「當然會!.他當然馬上就

嚷嚷他不要上山。當然最後仍然踏上旅程,而阿昭也是唯一走過清水大山的亞成鳥,其餘的

都是第一次上山的孩子。不知道是經驗的影響還是長大了,阿昭在山上顯得特別自在,並且

會帶著其他人前進,甚至會鼓勵、指導、幫助他人。

到了關鍵的碎石坡,阿昭的反應是:「我們走吧一他絲毫不想停留想要往前走.,而他的不

退卻也讓其他人雖然的雙腿發抖也登上了清水大山的山頂。我事後很好奇的問了阿昭:「逞次

為什麼不怕? 」阿昭回答我:「其實還是有點擔心,但到了大石頭我突然覺得好像也沒那麼可

怕,我很慶幸我有來。」

現在的阿昭隨著年齡增長,愈顯出對自己的自信心,後續他仍有參與計畫挑戰攀登屏風

山、合歡西北峰,面對沒有嘗試過的困難地形,我發現到他不再「不要上去.,反而會勇於嘗

試。他總是說:「清水大山都過了,這不算什麼! 」

從以上兩段經驗看來,上山前青少年都有期待、害怕、恐懼、擔心,而成鳥也必須學習

如何讓青少年去面對期舊有的限制,身為成鳥的我們不是社工、也不是老師,只是一群熱愛

山林卻極欲分享但可能完全不懂如何跟孩子溝通的大人。面對亞成鳥給予的種種課題,就像

是再回問自我「為什麼要登山? 」又「為什麼要帶孩子上山?.成鳥必須夠堅信自己的信仰,

也才能作好陪伴的角色。

一旦給予機會突破之後,青少年就能獲得成就感,並且更能去面對更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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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山儀式的潛移默化一培養愛山、敬山的態度

源自布農文化的敬山儀式,在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的登山隊伍當中,每每都會在登山

口以酒(或以茶代酒)獻給山神,透過這樣的敬山儀式除了讓亞成鳥了解進入山裡該有的尊

重以外,也希望在儀式的過程中能達到「靜心」 ,從山下煩躁的心轉場進入山林的空間裡。國

內近年林務局與各民間登山社團推廣「無痕山林運動」 (LNT) ,而LNT最核心的精神正是在

於「尊重」 (劉曼儀、金珮,2008)。

在亞成鳥計畫當中,我們也期待亞成鳥經由進入山林能培養愛自然的態度。從入山儀式

開始,我們便開始用各種方式告訴亞成鳥￣進入山林就像進入人家家裡,我對山來講就是客

人;既然是客人就不會在人家家裡亂丟垃圾,因為你也不會希望別人這樣對待你」 、 「山就像

朋友、就像是老師,你怎麼對待他它就會怎麼回報你一⋯⋯等c

然而,運用儀式在青少年身上似乎真能起了一些作用, William Bridges(2006)認為: 「通

過轉變儀式,人們逐漸認識轉變,知道了在轉變發生時應該如何應對。 」我們在課程中也會

發現當青少年進入山的領域的時候,透過儀式也能讓青少年了解學習謙卑的態度來面對山林,

也漸漸潛移默化改變自我的行為c以下是其中一位亞成鳥在課程後的心得:

我學到了體諒他人,團隊合作。對於我的體力和視野有了突破。我的改變是會願意多為

他人設想,也了解到有些事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亞成鳥小昀)

三、山是一所學校,不只是亞成鳥,連成鳥都有學習!

大部分帶隊的輔導員在一開始多少有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面對一群跟自己相差至少

有一輪以上年歲的孩子們,除了帶著他們爬山又希望給與他們更多影響。雖然我們的孩子大

多來自庇護機構,也許他們享有的家庭生活不如一般孩子健全,但是這些孩子沒有太大的不

同,就是「青少年.。

經過了四天三夜朝夕與造群亞成鳥的相處,感受到孩子們的真,驚於自己那老成的矜持,

我想造是此行對個人來說最大的收穫了,而逞卻反而是從這些年輕的亞成鳥身上學到的;在

這幾天裡,隨時隨的我注意著自己避免以「帶」的方式與造些可愛的亞成鳥們相處,我們只

是在做示範觀察及說明提醒的角色而已,我想迄也是我們輔導員所應扮演的角色。(亞成鳥輔

導員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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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在這個活動當中受到影響、鼓舞的不會只有亞成鳥,連成鳥自己都非常需要這份能

量的滋養,來自一個也是走起來酸甜苦辣混雜的志工分享:

我想這些都是使得旅途如此珍賁的回憶。終於我了解登山學校裡的人們可以那麼交心、

輕鬆而完全沒有隔閡的談笑著的原因(和我原本認識的台北好不一樣阿!)雖然我是以志工的身

分參加造次出隊,但我想我從其他人和亞成鳥身上學到的東西,比我奉獻的還要多上好多、

好多(亞成鳥志工郁秀) 。

肆、亞成鳥計畫所遭遇的困難與反思

一、破除社會恐山迷思

近年來,因為在許多報章雜誌、新聞報導之下,每每關於登山的新聞都是負面的,內容

大多都是今天我們社會有花費了多少資源、動員多少人力搜救等等,所以社會大眾對於登山

的看法第一個印象就是「危險- ,第二印象就是「發生山難的登山客是資源浪費者」

家長和社會沒有提供適當的戶外休閒機會,使得台灣青少年成日流連網咖,在升學壓

力下,家長認為參加登山活動是一種浪費時間、危險,對前途沒有幫助的活動,但在歐美卻

完全不一樣,國外的登山教育是培養領導力、登山安全、環境保護等觀念正面戶外休閒活動。

台灣目前的登山環境及教育體系離國外所謂「登山教育」還差一段距離(吳冠璋, 2000)

這種現象也反映在我們在向大眾或是學校單位推廣的時候,就會發現學校老師或是家長

有「這也玩太大了吧! 」 ,缺少對登山教育活動的認知與效益。這好像早期傳統社會對保險業

的看法一開始的時候總是拒人於千里之外。所以筆者認為應持續推廣讓社會大眾對於登山不

再恐懼,並且知道登山探險活動並不是吃飽沒事幹打發時間的休閒運動,而是一項可以改變

生命的旅程!

二、登山者與教育者雙重身分的結合

在執行像亞成鳥計畫這樣的「野地教育」的課程時,不僅需要登山者專業的安全把關與

指導,同時也需要透過教育者的引導、對話並連結到生活中,轉化成正向的學習。所以這兩

種角色的專業同等重要,少了登山者,教育者無法有足夠的技術與認知進入山林,只能受到

傳統教育方式的限制而缺乏創新突破;少了教育者,登山者缺乏專業教育的引導方法與認知,

也無法更深入讓學生產生正向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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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擁有登山者與教育者專長的人少之又少,所以筆者認為要將亞成鳥計畫做得更好,

勢必要將這兩大領域結合,讓登山者與教育者能相輔相成,創造出對於青少年最好的作法來

輔導其成長。

三、山上旅程以及山下生活的連結

探險的歷程往往可以對一個人的個性養成有著重大的影響,在國外登山不僅僅是一個戶

外休閒活動,更引伸到對於領導力、團隊合作、間題解決、組織決策等軟實力(SOft skill)的培

養。然而亞成鳥計畫目前雖有戶外的專長及三年來的青少年實務經驗,但對於領導力等軟實

力的認知卻不多,筆者認為當我們對這些軟實力有進一步認識,山上旅程與山下生活的連結

就能更為緊密,青少年也能從山中吸取更多正向的能量與經驗帶回其生活中,進而產生更多

的改變。

伍、結語

國內近年來隨著各個民間非營利組織的推廣￣體驗式學習.也漸漸受到重視,與筆者國

中時期相比已經有許多接觸的機會,據筆者的了解多半的項目是平面探索遊戲、高低空繩索

場等Prgivct Adventure(PA)方案性冒險卅匕類的方案的風險因是經由人為設計較容易控制;而

亞成鳥計畫是以登山探險活動為主題、以山為教室,運用真實自然發生的事件及情境,探索

自我面對挑戰的態度與價值二從中無論是成鳥或亞成鳥都能有機會獲得成長與學習。

此計畫雖仍有許多改善進步的空間,但筆者期待有更多登山岳界朋友的投入與支持,讓

登山者與社會有所連結,為登山者打造一正面的形象,進而實現「山,是一所學校」的理念,

也讓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得到山林的祝福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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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活動成果照片(基於隱私考量對可辨識面貌學生挖除面部特徵)

太加縱走(2010.O1.21、27)

入山敬拜儀式,以一顆莊重、尊敬的心,告知山靈,我們前來造訪。

加太縱走(2010.O1.29-02.Ol)

感謝山靈護佑,讓我們得以走入晴空與群山的懷抱。

野外低風驗 山林齊寄護< 129



盛矗捫全盥監盍氅

八通繭古道(之010.0二.06、09)

美麗晴朗的早晨,讓人鬥志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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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加縱走(2010.02.06-09)

波光鄰歉的湖畔,引人特別雀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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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古道(2010仰,06一、09)

一起努力的成果,在蓋子掀開剎那迸發無限驚奇!

太加縱走(2010.O1.24′-27)

造過程中的點點滴滴,都要好好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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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太縱走(2010.01,29、02,Ol)

小樹枝作為信物,象徵逞幾天的觀感,也代表心中千言萬語道不盡。

太加縱走(2010.02,06-09)

共握手中登山杖,將情感緊密串連,感謝夥伴造幾天來相互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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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暑期第四梯 雪山志佳陽(2010,07,22-26)

成鳥示範如何處理自己的便便.教導L,N,T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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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頂囉,前面的辛苦都化成了喜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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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北溪上萃峰湖(2010.O1.24′-27)

願迄份感動長存心田,下一次,我們還要再續山中緣。

太平山一加羅湖QO10.07.16-19)

抵達終點挑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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