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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藉著耙梳《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的制定歷程,論述「戶外教育」政策發展的重

要性價值內涵,並強調￣山野教育」作為戶外教育的核心形式,呼應國際趨勢與12年國教的

發展,應具備的視野與核心素養精神嫦爰,本文也論及山野教育對於戶外教育政策「行政

支持、場域資源、後勤安全、教學輔導、課程發展」等五大系統的統整,實具有指標意涵;

尤其,山野場域對於￣安全管理」必須有更嚴謹的風險評估,即便只是衣食住行等「生活」

議題,山野教育有別於「旅遊」行程,更有助於主題規劃、方案學習、統整能力、應變能力

等的提升。因此,能落實山野教育,必然有助於戶外教育五大系統的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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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不論國內、國外,戶外教育和環境教育的關係始終緊帑:但,國外有關「戶外教育」白‘

Tj長卻比起環境教育更早 美國戶外教育先驅者George W, Donaldson & Louise E, Donaldsol|

(1958)在,. Outdoor Education a Definition r章中,開宗明義即指川「OUTDOOR education l,,

education in. about and for the outdoors. _ | (戶外教育乃是在戶外、有關戶外以及為了戶外的芽,

育! )閑此,布全球環境霎遷危機引發的環境教育學門發展前,「戶外教育一顯然是更早提甽

人們「關在課室內一帥閂題而被呼籲與提川￣

而後, Ford.Ph川is ( 1981 )也沿閂丁此一定義- Ford.Ph)llis ( 1986)進一步闡述戶外考

育的哲學,指山「由於戶外教育尚未建構初國家標準的課程和量度知識、能力的方法,但卻

是在任何戶外場域都可發生的學習,學習與文化、環境有關的議題,或藉著活動發展與世界

有關的知識、技能與態度。儘管詞彙不同,戶外教育實際上包含了環境教育、保育教育、中

駐的戶外學校、戶外休閒遊憩、特定的戶外活動、探險教育(adventureeducation),經驗教iI

(experientlal education)和環境解說等等c _ 「戶外教育的哲學建立在四個前提上: l,對於什

好看守土地乃人類貴任的承諾;2.對生態系統所有面向內在關係之重要性的相信;3,自然環J;'

的知識作為一種休閒的媒介;4.承認戶外教育是一個持續的教育經驗。 :

在畫灣的學術論述中,陳鐵(1983)白勺￣戶外教育.3算是較早對戶外教育的「概念界定、

意義、場域、起源與鱉展、內汕、卅界的戶外教育」等,提川初步的拙繪‥依該文所言‥ /￣

外教育泛指「屋外」的學習,包含校闔、公闆、田野、鄉村、庭院、野外地區,都是戶外孝′

育的場域c尤其,野外是戶外的一個牯別部分,美國的學校戶外教育,閑此常到室外授課、

到戶外遠足,然後舉辦露營活動c陳鐵在結語中指山「戶外教育在我國尚未發達,只有類仙

的組織活動,在美國則已成為一種教育制度,但是對於學校教育還沒產生影響力,想不久的

l George W, Dona|dson & Louise E, Donaldson (1958) Outdoor Educat|On a Defim'ion, Joumal of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Recreation. 29:5. 1 7-63.

(網胳貪料來源: h呷//www.1andfonline.com/dol/pdf"0,1080/00221473. 1958,10630353 , lyler (Texas) Publ'c

Schools.USA , Publishedonline‥30May2013 , )

Ford. PhyⅢs , 1986 , Outdoor education: definlt'On and philosophy, r Journal ofResources ln Education, Vol, 21 N(、

8.pp.123

1陳鐵, 1983 ,〈戶外教育〉 ,於《公民訓育學報》創￣川號, 1983/06/Ol , pp,257-27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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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就會使傳統教育受到震撼。 」(陳鐵, 1983 :269)

儘管過往臺灣戶外教育多半散在個別教師或戶外教育者白嫩學裡,柏關論著不多:但王

翕(1992 、 1995)和李崑山( 1996)等,都曾留下蛛絲馬跡和早年的論述與實踐成果。周儒、

呂建政譯(1999)及,周儒、黃淑芬譯(1994)等引介國外的戶外教學、戶外教育精義等,

也都提供寶貴帥論述基礎。

好的教育政策其制定與推動常需歷經很長帥寺間,幾經研商、修訂,才公諸於世。檢視

今日世界性的教育趨勢,戶外教育是重大白嫩育形式變革重點之一‥儘管臺灣「戶外教育」

一直有零星的乎落聲音和教育實踐案例,但30年前有關「戶外教育_,的學術前瞻,竟也是在

今日特殊的政治社會脈絡中,才開始重視「戶外教育一政策。

就政策面向來看, 《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 (以下簡稱《宣言》)的制定與公告,自然是

戶外教育政策最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具有開創的政策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研究者有幸

參與了《山野教育報告書》的研究規劃,以及「戶外教育一政策研擬、制定、推動的絕大多

數會議:本文便是在這些政策規劃制定白榷驗基礎上,希望進一步闡明《宣言》的重要性與

「山野教育一白雊動契機哺其,山野教育是落實五大系統行動策略重要的實踐手段。

二、我國戶外教育政策的研擬脈絡

有關戶外教育政策白推展,近年來在民間「優質校外教學聯盟」的催生下,有60餘位立

法委員連署倔成當時教育部蔣偉寧部長於102年3月19日拜會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召集人鄭

齬,決議「將優質化校外教學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討論議題_, ,並啟動優質校外教學推

動工作小組。由當時的陳益興次長主持、國教署吳清山署長擔任執秘,開始著手規劃。

根據102年4月17日陳前次長益興主持之「研商優質校外教學堆動方案相關事宜會議」 ,

央議:邀請專家學者、學校及民間團體代表共Il人組成優質校外教學宣言研擬小組,分別於

102年4月17日、5月14日、5月21日、5月28日、6月4日、6月11日召開六場「研商

屈質校外教學推動宣言事宜會議」, ,完成草案初槁,並在會中將未來擬公告的歷史文件定位為

￣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草案)-,;而後,另於102年6月25目、7月8日、7月30日召開

三場「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諮詢會議」,邀請教育部內相關單位、民間團體和教學實務人員、

工央跨部會與地方教育局處等代表,廣徵相關領域專家意見,完成宣言草案。

而為了瞭解國內國中小學生戶外活動時間及師生之意見,結合理論與實務,教育部也另

寄摑立臺灣師範大學陳美燕教授等人,進行「校外教學/戶外教育之現況探究與政策推動規

劃」研究,並於102年7月31日、9月4日、9月25日召開三場「校外教學/戶外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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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焦點團體座談」 ,提山中華民國戶外教育白勺調杏研究報告,包含宣言Q&A及政策方向之先

期評估建議。

而依教育部(2013/12/ll)布立法院第8而第4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7次全體

委員會議提出報告,依「十二年幽教之戶外學習規劃進度期程與未來戶外教育政策之總體方

案書面報告一所載‥「本部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為健全我國學童的身心健康即人

格發展並提高對社會與環境的關心,持續推動戶外教育相關措施。 _「本部另於102年1月底

針對邱文彥等60位立委連署之臨時提案彙整相關部會提出研處意見‥部長並於102年3月

19日拜會鄭召集委員麗君延康推動傻質國中小校外教學相關議題。本部隨即啟動戶外教育宣

言及整體推動方案之訂定o _J

刷匕,臺灣白勻戶外教育政策研擬與推展,璜了和十二年幽教的落實措施有關,更重要的

政治社會脈絡,乃是回惰60仕主委連署之臨婷提案 而布當時教育部蔣偉寧部長拜會鄭薩君

立委後,教育剖便於102年4月17日召開戶外教育研商會議,由陳前政次益興主持,會中決

定應即刻進行「戶外教育宣言一研擬會議一爾後,教育部邀請學者專家及民間代表,歷經6

次研商會議、 3次諮詢會議良2次「教育部戶仆教育推動會一的研修確認,才正式讓《中華

民國戶外教育青言》完1戊定稿,終於在103年6月26日召開訌者會頒佈c

在這過稈裡,針對《亭言》 「叫容修訂魄、J論,共邀集了熟知戶外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民

間團體、實務工作者、家長團購代表、教師團髑代表、教育部各司署、跨部會單什(包括交

通部觀光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營建署等)與會,可說是匯集了產/自/學/民間團體等溝通與

1荔力,才完成此一重要文件。而在研擬《肯言》過程中,同時也委託「戶外教育之現況探索

與政策推動規劃研究報告_ ∴以提供政策制定背後的學理基礎c

然而,徒有《宣言》不足以白行,如何落實《宣言》的理念、目標與行動策略,同時藉

著各項宣導措施,讓全國幽民(尤其學校躡系)都可以了解此一政策,才是具體推動戶外教

育的根佣包為;為此,教育部也責請國家教育研究院進行「中華民國推動戶外教育五年中程

計畫(104年至108年)」暨「戶外教育實施指引研擬計晝.工作6 ,擘晝末來推動戶外教育之

J教育部, 2013/12/】l , 「十二年國教之戶外學習規劃進惶期程與未來戶外教育政策之總體方案書血報告| ,於丁

法院第8屆第4會朔教台即支化委員會第17次全體委員會議的書面報告、 pp,l

網路資料: http://np1.1Y.apV.tW/do/www/FileViewer?id=5972 ’

5陳美燕、郭雄宣、貴刖卜陳永龍等, 2013 , 《戶外教育之圯沉探先與政策推動規舌研究報告》 ,教育剖淒辦

研究專案。臺北巾‥教育部-

0該言惶透過行政協助的力⊥弋, l幗家教育研究杭潘文忠副院長擔任言惜主肘人,邀集諸多學者申家進行五年

計畫暨質施指引計喜的研擬(進行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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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策略,希望能循「美感教育」五年計晝研擬模式,藉跨領域專家會議、跨司署行政協調

會議等,落實可行性的政策執行和行政服務基礎c

為了吸引媒體並提高政策宣導的能見度,教育部於103年6月26日舉辦「中華民國戶外

教育宣言」啟動記者會,特別邀請了「看見臺灣一導演齊柏林先生代言,讓戶外教育除了使

學習情境更多元、更廣泛,在戶外教育的過程中,亦能學習保護並疼惜臺灣這片土地。

此外,教育部也規劃在103年度舉辦2場縣市示範觀摩、 4場分區宣導研習以及戶外教

育中小學生高峰論壇、專家論壇等,以期在啟動、宣導時期,即能開展包括戶外教育理念論

述、優質案例分享,藉此鼓勸各級學校與戶外教育場域進行結盟,整合學校人力和社團專業

人員,規劃多樣化之戶外課程,進而整合教育體系與非教育體系、政府部門與民間之人力、

資源與經費,並兼顧戶外活動安全與後勤支援,提升學校多元性之戶外教學。

由於戶外教育涉及層面廣,不僅僅是教育部獨力可完全推展,而涉及跨部會(尤其場域

端與專業人力)的整合、協調與支持:因此,不同於教育部其他只屬於教育部範圍內的政策,

《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揭示的是,我國戶外教育將由教育部開始,但行動策略卻包含「行

政支持、場域資源、課程發展、教學輔導、後勤安全」等五大面向的支持系統‥必須建構協

調平臺和協作夥伴,整合相關資源,深化戶外教育的面向與內涵,才能逐步建構優質化的戶

外教育課程,提供更多、更好的戶外學習機會。以下,針對《宣言》的理念、願景與目標,

以及定位與範疇等,進行概念的澄清與閭釋。

(一) (宣言)的理念、願景與目標

由於英國教育部( 2006 )頒佈「上翎′加僧0”肋加/加α“”00〃’肋”獅/0/課室外的學

習宣言」 ,美國在推動<b C乃〃〃上幼靴肋仇40′ (莫讓孩子留在室內法案)還在國會審議時,

歐巴馬總統( 2012 )已早一步提出Amer加αt G′eat O”‘加rs ( AGO ) ”/αfrO/ 「美國的大

戶外倡議」 ,希望美國人民(尤其是兒童與青少年)可以走出戶外,除創造更多戶外工作會,

將教育帶到戶外去,也連結公有十地的志願性服務活動,促進自然野地與戶外活動的新世紀

教育方案。因此,當初參與研擬《宣言》的城員,都清楚戶外教育應該是架構在「國家層級.

的高度,具有通暢、整全的行政協調與合作,才可能逐步落實政策目標。

在研商《宣言》的過程中,一開始即對「校外教學.和「戶外教育.進行概念討論。儘

苦臺灣的國中小推行「校外教學」多年,但參考英國2006年頒佈的戶外教育宣言(Leam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MANIFESTO簡稱LOtC Manifesto ) 7概念與精神,乃「課室外的學習.

LOtC Manifesto文件請參見: http://www.lotc.org‘uk/wD-content/ul)loads/20 1 1 /03/G 1.-LOtC-Manifesto.Ddf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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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僅是「校外」教學;為與國際擘術概念接軌,全數通過以「戶外教育( Outdoor Education )」

概念來取代、含括校外教學,因為,「校外教學」佳是「戶外教育」的一種型態。

《宣言》也參考不同肯言的格式與架構, 「學習走卅誅室、讓孩子夢想起飛」的sIogan作

為主軸意象,而把架構區分為:壹、理念:貳、願景與目標;參、定位與範疇;肆、行動策

略‥伍、展望c而在「理念一部分,開宗明義即揭示了‥「好奇是孩子的天性,探索是生命的

本能;戶外教育提供真實情境的體驗,喚起學習的渴望和喜悅,增進真情、善念、美感的多

元學習價值,並營造萬物可為師、處處可學習的學習氛圍,創造全民為戶外學習服務的環境。_J

「我們深信戶外教育能協助教學者反思學習的意義,擴展學校教育的視野和策略,帶給教與

學之間的友善互動和深度學習。我們深信戶外教育能促進政府各部門、社會大眾共同為臺灣

教育付出心力,讓教師、家長與民眾成為孩子學習的陪伴者,讓戶外場域與室內場館之經營

者、民間企業、專業人士一起來提供豐富而多樣化的學習資源。_8

由於戶外教育看見的是「學習一的小質(好奇心的天性和探索的本能),而「戶外」則提

供了「真實情境的體驗_ ,讓人找回學習的渴望與喜悅:同時, 《責言》的理念也「十顯戶外教

育不只是學校教育和教學者的事,而市政朽各部門、社會大眾、家長、企業、專業人士等等

有關,希望大家一起來提供告書而多樣的萼習資源￣

而在′顆景與目標部分,\宣言、↑提及了戶仆教育的功能與意義:「讓學習走入真實的世界,

可以延伸學校課程的認識與想像,發現學習的意義,體驗生命的感動,提升孩子品德、多元

智能、身心健康、合群互助和環境美學的素養。.9這裡詮釋了戶外教育可以作為學校課程(室

內)自勺延伸,提昇學習的意義,以及「德、智、體、群、美一五育並進的學習素養。

另外,《宣言》界定了戶外教育的「場域一與基地概念,指川「戶外教育提供最佳的學習

情境,舉凡在校園角落、城鄉社區、文化場所、農漁牧場、山野大地、森林溪流等都是學習

的基地,可以豐富生命經驗,可以發展多元智慧的潛能。我們共同珍視戶外教育,促進學子

想望大地、海洋、天空之美,領略在地特色、人文藝術、歷史古墳之美。 」 10藉著這些戶外

的場域,希望孕育學習者與自己、與自然、與文化連結的生活美學;而把願景與目標,以共

同期許的方式「且讓我們一起‥營造優費的戶外教育環境。回歸真實世界的學習情境。發掘

山海大地的自然奧秘。體驗文化創意的生活美感。 _ ||

8請參兄教育剖, 2013/06/26 , 《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 (教育部官方網站之文什下舐:

htto州wrw,edu,tw/呷里estdetaJ l,闔卹?Nedle= 1 088&Paf!e=23967&“ id司del) l d2b-acC4-4eoO-953 1 -fe7f633647 1 9&ln土'

呈卷≡_L ,

9同上註「

10同L訂∵

||同_【∴註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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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由戶外教育政策展望山野教育的契機

(二) 〈宣言)的定位與範疇

由於「戶外教育是泛指『走出課室外』的學習,包括校園角落、社區部落、社教機構、

特色場館、休閒場所、山林溪流、海洋水域、自然探索、社會踏查、文化交流等等之體驗學

習。透過走讀、操作、觀察、探索、互動、反思等歷程,結合五感體驗的融合學習,讓學習

更貼達學習者的生活經驗。 」 13

因此,戶外教育強調的是「走出」室內空間,到真實的生活世界進行體驗學習,包含到

開放空間(如校園、社區、廣場等),到文化場(部落、社教機構、文化場館、休閒場所、農

漁牧場等等),到大自然裡(如山野大地、森林溪流、海洋水域等),透過走讀、操作、觀察、

探索、互動、友思等歷程來進行「經驗教育」的學習,以期讓學習更能貼近真實的生活經驗。

而在定位好戶外教育的場域與學習歷程後, 《宣言》也藉著「5w+lH」的思考模式,以

「 Who/What/When/Where/Why ( For What )一來界定相關的概念範疇,再進一步以政策實踐的

角度思考「How」的行動策略。

首先, 《宣言》界定了戶外教育「誰來參與(WHAT)」的範疇,指出「任何關心戶外教

育的個人、團體、機構、企業都是最佳夥伴。因為戶外教育需要跨領域和跨組織整合,才能

為學生與教師提供最佳的學習場域、內容和資源。 」13《宣言》並且界定了(一)學習者、(二)

千持者、(三)規劃執行者、(四)資源提供者等屬性,以期「人人」都能實質參與。

就學習者的角色而言,「人人都是戶外教育的學習者;尤其國民教育階段的學生更需要學

習如何學習,教師和家長學習如何規劃教學活動。 」支持者則包含「中央部會制定政策、地

方政府部門和各級學校應落實推動、民間團體提供專業能力等」等行政支持與專業人力。規

三慟行者則點出應朝向「教師、家長、專業人員、教育學者、場域經營者等共同規劃、執行

寺評估教學方案,以確保其品質和安全。 」最後,資源提供者強調「課室外的學習活動需要

三沛資源,政府、企業、民間團體應提供各種支持,以利戶外教育的推展。 」 14

其次,在「學習什麼(WHAT)」方面,《宣言》秉持杜威哲學的精神,強調「教育即生活! 」

二二理念。因為,「教育不只是抽象知識的獲取,更是學習『如何學習』的過程。戶外教育提供

￣真實而具體的情境,能統整各學科領域的知識技能,建構學校本位特色,更能讓學生透過體

草,提升學習成效。 」 15換言之,這裡強調的是學習方法的改變,從知識的受體轉為學習的主

≡.即學習「如何學習_,的過程;而「經驗教育」則是深化學習和有效學習的重要關鍵。

. ÷」言主。

=∴註。
一

三上註。

=÷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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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何時實施(wHEN)」方面,若以學校或班級課室為單位,《宣言》強調膽「配

合課程學習目標和完整評估,任何時間都可進行戶外教育,包括正式上課時間、放學後誅餘

時間、週末例假日或寒暑假等。 」 |b也就是說,把學習從「課室」解放Ⅲ來,延伸為「生活」

層面,時時刻刻都是戶外教育的學習時機:閑此,戶外教育並非和課室內的教育相對立,相

反地,戶外教育是課室內教育的延伸和擴大,連結了學習者的生刮U界,伙循著「社會生活

的時間」與空間,都是實施白印寺空′

第四,在「何處進行(WHERE)一方面,戶外教育在概念上木就是強調學習「場域」的

重要性,閑此「實施戶外教育可由遑而遠,配合課本的單元學習、日常生活的體驗、計畫性

的探索挑戰、處處都是學習的場域。 _ 17不言飢交園環境、社區場城、鄰近縣市、遠距場域等,

都可以配合日常生活的篩奏和課程甲元與目慄,來組識特定時問/空間的戶外學習活動。

在「校岡環境一的場域,可「搭配學科領域或議題教學,利用校園環境資源,包含活動

空間、藝術造景、動植物生態等e一扛￣社區塢蚊一方面、可「利用自己所居住的社區環境,

包含公園、田野、文化場所等進行鄉土學習和節慶活動c.在「鄰近縣市一的場域,可「提

供生活差異較大的學習經驗,包含城鄉交流、都會設施、文化場所與社教場館,自然野地、

環境學習中心等,進行跨學科的主題學習今一市在￣遠距場蚊一方面,強調「利用多日型戶

外教育方案,對學習者有更深遠的影響,例如:山海環境、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森林遊

樂區、特色文化場所等。_l匕

最後,在「何何奴益(Vv′HY//ForWThat)一方面, \宣言〉強調膽「利用自然體驗、環境學

習、多元文化、生態旅遊、運動休閒、遊憩生活等,引入創意思維和遊學教育,以促進全方

位的發展。一其學習效益如下:￣(一)從體驗學習與反思中,孕育品德、情意與創造力。(二)

在友善互動和合作學習中,同時養成獨立與自理的能力。(三)增強學習動機,促進認知發展

和表達溝通能力。(四)促進手、腦、身、心的協調與動作技能的發展。」 19

丙此, 《宣言》的定什與範疇,主要乃是希望藉「優質戶外場域與課程教學活動」等,擴

展學生的經驗和祝野,豐富孩千的學習內涵、提升學習成效。不論從人、事、時、地、效益

等層面,都應整全中央部會的政策,落實學校和地方政府的戶外教學活動,並引注民間專業

人力和場域資源,進行產/宮/學/NGOs跨領域、跨組織整合,共同推動戶外教育,也呼

應、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強調「適性揚才、五育均衡、終身學習」的理念目標。

10同上二註、

】7同上註,

18同「∵註二,

19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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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戶外教育(宣言〉的行動策略

為了落實政策的理念目標, 《宣言》也用系統性的思考,希望在國家層級白勺高度, 「建立

國家級推動戶外教育的完善機制,建構協調平臺和協作夥伴,整合相關資源,提供多元優質

的課室外學習機會。一並架構「五大系統一來作為推展戶外教育的行動策略。這五大系統包

含:一、行政支持系統‥二、場域資源系統:三、課程發展系統‥啊、教學輔導系統;五、

後勤安全系統。

首先,行政應為教學服務,行政支持是課程與教學重要的後盾:必須健全法制規章,鱉

合相關政策計畫,並建置有利於推動戶外教育的行政支持平台,才容易讓學校教師們可以比

較沒有後顧之憂,願意全心全意技入在戶外教育的行列二因此, 《宣言》在「行政支持系統.

方面,希望「建構完善的配套措施與法令規章,整合中央各部會政策與計畫,連結地方政府

相關局處行政網絡,各級政府應逐年寬列經費,共同支持戶外教育。 」 20在不同層級的會議

中,有關教師只要遵守應有的標準作業流程,若遇意外事故應協助並保障其「免責化.的權

益,也是行政支持系統重要的工作3

其次, 「戶外一教育強調「空間場域一的重要性,即把走出課室以外的學習場域,都當成

是空間資源:因此,「場域資源系統」主要包含空間、人力、物力、金錢等各類型的社會資源,

放在國家/社會的層級來思考,則希望能「整合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管轄之環境場所和文

化場館,連結節慶活動、民間社會團體、觀光休閒處所等多元性的戶外教學場域,並建置網

路平臺,以提供數位資訊資源。一優質的戶外場域和專業人力等等,都是場域/人力資源系

統關切的重點。

第三,由於「課程」是教學的核心,沒有課程的教學容易淪為見樹不見林,沒有教學觀

點的戶外活動,也僅止於活動而已二困此《宣言》強調戶外教育應有「課程.觀,在「課程

發展系統」方面,主張應該「結合國家教育研究院之學習領域課程研發,鼓勵產、官、學、

民間團體協作,以強化學校本位特色課程和其他戶外學習方案的規劃、執行,並訂定具體指

標與評估方法,以確保戶外教育的品質。 」換句話說,戶外教育未來必須朝向「課程化」的

弓標,逐步建構優質戶外教育的指標與評估方法,來做為戶外教育課程實施的教學指引。

第四, 「教學」是教育現場最重要的實踐操作,因此戶外教育並非只是戶外活動;戶外教

育強調課程與教學,只不過早年的師資培育系統並未以戶外教育的知能素養為課程目標。因

此,《宣言》在「教學輔導系統」方面,強調應「提升教師的戶外教學能力,培訓專業人力資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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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成立課程發展暨輔導團隊,以建立教學支援與輔導系統,發展優良教學案例,並建立資源

共享機制,以落實戶外教育之成效。一引教學輛導系統也和精進教師教學、教師專業發展(及

教師專業評鑑)有關,不論透過基地型學校大千拉小手、種子學校和輔導闆建置等等,都是

促進戶外教育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機制←

最後,就教育的前提而言,「沒何安全,就沒有戶外教育! 」後勤/安全是支持戶外教育

能順暢運轉、平安去回重要的憑藉與保障「後勤部分,包含食、衣、住、行的提供與補給;

安全則強調降低各種風險,強化戶外教育的馴劍方範機制與緊急醫療救護等工作。因此, 《宣

言》在「後勤安全系統一方面,強調「戶外教育之交通旅運、餐飲住宿、夙險管理、緊急救

護等後勤配套措施,應由各級政府主管業務單位、學校、家長、民間團體和產業界,共同建

置安全、永續的支援體系,以利戶外教育之積極推展c _:卞怕一萬,只怕萬一;有備無患,

才能降低戶外教育的風險!

事實上, 《’宣言〉五大系詭的行動策略,也映蚱佳展與落賁「山野教育一的契機。

四、山野作為戶外教育的核心場域

若從「場域.來看,戶外教育包含「課室外一到頁責生活場域的學習,尤其包含大自然

環境場域的學習二而毒灣多山、叩面環海,戶外教育的場域閑此包含了山野場域、海洋場域

以及農/林/漁/牧(農村鄉野)生活場域、都市生活塢域、博物館與各文化場域的學習。閑此

「山野教育一自然是戶外教育的重要核心!

從國際山爪政策角度觀之,由於人類生活跟山野環境息息相關,不論大氣維生系統的氧

氣循環、為了降低溫室效惟的耶炭系統、以及提供生活原料和物產層面,山野環境生態的資

源如何永續利用,都是永續教育重要白勺內涵∵因此,宏觀角度的山野教育,實應涵蓋生態面、

文化面、社會面與政冶經濟面,也包括培育地球公民觀念和責任的基本教育、培養創造力和

品德力白勺基本素養,培養從事山區活重川目關產業的技術與專業教育等等。

研究者(2013)在「窗外有藍天:建構戶外教育山野課程支持系統.論文中,已就「山

野教育」的國際趨勢、概念與範疇等有所界定,指山山野教育乃《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的

具體內涵,它是「戶外教育」的一種形式,但閑「以山野為核心」來統整與建構。

綜觀國際趨勢,芬蘭、韓國等優質教育力,實和他們著是山野教育、戶外教育有關;不

論西歐歐陸傳統,或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晝長時間名列前茅的國度;這些國家地區在他們的

引同上註。

:2同L註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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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生活中,幾乎都有比較長時段的山野教育與戶外探索的文化傳統。芬蘭的小孩子,甚至

在幼稚園階段就已經開始山野健行、划獨木舟等戶外探索活動;韓國在近年來在登山探險領

域急起直追,和日本一樣都重視登山探險與科技產業研究的連結;加拿大民間與山野教育有

關的機構很多,大學中甚至有培養專業山野攀登嚮導的科系‥紐、澳則因境內原住民族多元,

而開啟與生態保育、多元文化教育有關的山野教育,也成了當前「打工渡假」的勝地;香港

透過民間「外展」學校的推動,讓學生在年輕時期便開始到海外登山探險‥這些國度,都是

比起台灣在山野教育方面更重視與落實的地方。

山野教育的目的,主要在於藉著在山野環境中進行登山健行與探索教育,來孕育「人與

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協和發展,也回歸教育本質的「自發、互動、共好」以及「德

智體群美」五育的基本價值c但即使以較為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待山野教育,實際上的狀況

便是:當教育品質、人的素質提昇了,創造力和競爭力便油然而生!因此,山野教育有助於

提昇學生的品德力、整合力和問題解決力,幾乎已是不爭的事實;當今教育需要的品質保證

和人力素質提昇,顯然透過山野教育都可以是重要的促成機轉。因此,在國際趨勢重視山區

永續發展和山野教育的今日,台灣更不能置外於聯合國《21世紀議程》的潮流,必須重視山

甚保育和永續發展的課題,並藉著山野教育來提升教育品質與人力素質。

必須重新向山野學習「像山一樣的思考. ,以貼近大地脈動的、體察自然生態與文化的態

芟,對山野生態與文化有深度的理解,才可能在山野教育中藉著「體驗/探索/發現」和「導引

覺察/反思.的歷程,從小孕育一個人「活力/健康/創意」的知能,讓他們具備土地倫理、家

郵守護意識,而成為具有整合力、應變力和創造力的地球公民!以下,是山野教育構面與內

土示意圖;作為戶外教育一種重要自勺場域與形式,山野教育的構面、範疇,從初階到高階都

一芸有必須深化與轉化為教育資源的發展空間,潛力無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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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教育構面與內涵示意圖

資料來源:陳永龍(2013: 14)

放布各學習階段來思考「山野教育賁施策略方案」 ,熄聚焦在「山林野地」的大自然場,

以山野環境作為提供「學習情境一的教學資源,透過「探險」與「探索」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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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屬於「戶外教育」的核心範疇,必須

具備更多的知能素養,才能增進「生活安全、生命探索、生態守護」的目標。

而山野教育與各學習階段的關係,未來可從「課室外」的自然環境到「山野領域」循市

漸進,設定不同目標與學習重點,把山野教育作為戶外教育白勺進階課程。因此,山野教育可

以是「主題課稈.也可以是「方案課程」的形式;而在12年國教裡,更能藉著「擘校本什

發展「課程統整」的方式,以「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的課程發展歷程,擬定各學習階段柞

對應的教學目標、課程重點,朝向山野誅程之核心素養目標邁進(例如表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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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習階段 實施對象 教學目標 課程重點 山野譟程核心素養 

國小 

中低年級 (種子) 親自然性 親土地性 

認識校園 可透過生活課程,引導孩子認識校園及公 

自然體驗 園,培養其親自然性、親土地性,體驗與 

大地遊戲 辨別可食植物與有毒植物。 

中高年級 

親山愛山 環境守護 野地倫理 

戶外教育 可藉學校本位連結各領域「課程統整」,融 

荒野露營 入環境教育、山野安全與戶外探索知能; 

(青芽兒) 步道健行 尤其,藉著體驗轉化為表達與表現、溝通 

親山遊學 能力,發展抽象能力和人際互動。 

國中 亞成鳥 

培養勇氣 

山野探索 可藉學校本位連結各領域「課程統整」,融 
團體動力 入環境教育、山野安全與戶外探索知能‥ 

挑戰自我 合作學習 尤其強化學生對自然、科學和藝術人文的 
激發創意 攀岩溯溪 探究能力,培養獨立、責任、團隊力,建 

露營活動 構學習共同體。 

高中 亞成鳥 

培養勇氣 

山野探險 可透過社團、綜合活動或地球科學/公民與 

攀岩溯溪 社會/地理等分科教育等,藉實際山野探險 

激發創意 自我探索 體驗,深化各學科專業學習內容;並促進 
自我探索 人文藝術 科學探究、人文實察、創意行動、獨立自 

自然科學 

主、團隊合作、服務學習等核心素養。 可連結專業系所或透過「輔導山野活動相 

大學 【 

獨立熊 

獨立自主 

山野探險 

叢林穿越 關社團」及設「山野教育與戶外領導學程」 
野外求生 攀岩溯溪 等,培養大學生獨立自主、團隊合作、勇 
心智提昇 獨處訓練 氯與毅力、應變力與整合力、創新思維、 

野外調查 

環境與文化守護等核心素養。 可透過「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中心」和專 

l 叩究所 
領航鷹 

戶外領導 

求生技能 

引導教學 業研究所等,強化跨領域研究和戶外領導 
活動領導 荒野保護 知能,培養具有「全球在地化」視野的未 
反思觀照 環教行動 來領袖和地球公民,使具備創造力、領導 

安全確保 力、整合力、判斷力和問題解決力。 

主‥l,資料來源:本文依教育部體育署(2013)《山野教育報告書》期末報告(未出版)改製。 

2,社會教育以社團與社大課程等等之安全講習/親子體驗/宣導推廣為主,不在此列。

就全球在地化的角度來看,山不僅是「國土保安.的基礎,也是確保社會能永續發展的

然屏障山區經濟的開發,並非為了資源掠奪,而得回歸生態保育的基礎和社區經濟層面,

保山區居民(尤其原住民族)在生計經濟、醫療健康、社區發展、文化守護、族群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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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層面的永續發展。同時,更關注山作為「綠色經濟.產業的潛能,來研議相應的科技研究、

人文創新、社會發展等,並透過體驗經濟來提昇綠色經濟的產值o

而回歸山野教育來思考:山是一所學校!山野教育耗著山野環境的「自然/文化場」 ,提

供學習者探索、體驗、分析、實驗、覺察、觀螂勺學習情境,讓人「打閱經驗世界」和「發

展抽象能力一並享有￣創造性的留白」的時空:更耗由人與人、人與山的「互動」過稈,讓

人學習自我照顧的生活技能,懂得關照自我、他人與環境,且布「經驗世界」中透過眼、耳、

鼻、舌、身、意的「六識一過稈,讓自我的月√亡、/靈在深層的交感作出中,激發更大的創造力

尤其,山野教育在挑戰自我、探索世界.二外,其「創造性的留白一帥作用,讓人有機會

去感受、去龍驗、去互動、去創造、去沈忠冥想,皮省自我與自己、與他人(社會)、與山(E,

然)的關係,意識到大自然是萬牛刎寸母親、河川如同奶水供養著孕育芸芸眾生;也體認到待

是山峰自啡妾納和「大山媽媽_ /比護,人們才可能平安地進卅山野=於珪在「親身骷驗」後深

切皮省,登臨山峰的行為遂不再是￣山的踐踏者_ ,而能輻為「山的守護者_ !

換句話說,山野教育讓/. 「打開筆驗世界(感性)、發展抽象能力(理性),來與大自然

山林怛界(我們共同的地球)相連詰 一而在這樣的互動中,登山讓人更看清世界、更認諦

自我,而朝血作為山的守護者前行!一若映塢戶外教育大白然場域「山海臺灣」的生態與文

化多樣性,山野教育責讓人得以徜徉在山的土化搖籃裡,鮭而「立足亭灣、放眼天下」 ,有株

會成為領導呷界、改變畔界的未來領袖和fU界公芙!

五、代結語‥藉山野課程強化戶外教育

讓學習回到真實生活的場域自然發生,在體驗、探索、覺察、反思的歷程中,透過「估

中學」和經驗教育的方式,來建構「仃意義的學習.一丙此,戶外教育並非新的玩意,而是≡

新找回可以深化學習帥興趣和場城,來進行優質化的課程與教學活動「研究者於辦理「201;

全國登山研討會」時邀請芬蘭的戶外教育工什者Vesa Heinonen訪台,他驚豔並喜歡臺灣瑰訃

的山海環境,卻也訝異為何只下小雨,公路可及的陽明山就空蕩蕩的煙(因為下雨也是戶夕

很自然的一部分) ;儘管芬蘭的教育力在全叩界極富慼名,他卻告訴我們: 「在芬蘭,可粉/

有所謂『戶外教育』的概念:閑為,芬蘭的教育代身就經常是戶外的! 」

若依場所來分,戶外教育主要包含「自然環境」和「人造環境」兩大類。自然環境包;

陸域(山林原野)、海域(海洋/海岸)、空域(空中飛行或滑翔降落)等活動範疇‥水域包.

溪流、湖泊、溼地、海洋等,但溪流與山區湖泊等溼地,多歸類在「山域」的範疇裡。而/ 、

造環境則包含「課室外學習」的戶外設施場(如校園、操場、探索/體驗教育設施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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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習場(如都市城鎮、鄉村、社區、原住民部落、博物館與文化場館等等)。

在此場域範疇下,佔臺灣2/3以上面積的山域活動(含溪流溯行體驗等水域無器械運載

活動)的「山野教育」,必然是戶外教育最核心之一!而從國外戶外教育和戶外領導的發展史,

不論從「活動」面或「裝備演進」面來看,由「山野活動一衍生卅來的核心裝備與知能素養,

多是構成晚近戶外領導、探險教育、冒險治療等等藉著「探索活動.連結各類教育目標的核

心。閑此,山野教育實應與「戶外教育」構聯,並思考、探討、規劃「山野教育.得以推展

的外部支持系統。

由於「山野教育一包含了「用腳走出去一的歷程,它不僅只是「搭車到山區的校外教學

或環境教育」而已:但也正因為山野場域遠比「固定地點(例如場館型、近距教學活動、旅

遊式行程等等)」複雜,山野教育比起其他形式的戶外教育更能「統整」五大系統,在「行政

支持」和「後勤安全」的基礎上整合人力資源,來發展￣課程與教學」活動。尤其,山野場

域對於「安全管理一必須有更嚴謹的風險評估,即便只是衣食住行等「生活.議題,山野教

育都有別於「旅遊一行程,更有助於主題規劃、方案學習、統整能力、應變能力等的提升。

因此,能落實山野教育,必然有助於戶外教育五大系統的健全發展!

《中華民國戶外教育責言》最後一節強調:「教育是創造未來的希望工程!戶外教育可以

豐富孩子的學習內涵,讓我們一起創造『向大地學謙卑,與萬物交朋友,讓知識走出書本,

讓能力走進生活』的教育契機,建構孩子的人文素養和自然情操。 」 23因此,戶外教育是回

歸「教育本質」的思考:從K-12妁12年國教,到高等教育、終身教育等等,然無分年齡,

希望建構一種在大自然與真實社會、多元文化場妁學習,讓人怏樂學習,活到老學到老。

教育如同登山,總是一步一腳印;教育是寧靜的革命,也是創造未來的希望工程!面對

12年國教「適性揚才、五育均衡一的呼籲,面對青年如何成為影響世界的領導課題,也面對

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課題;戶外教育和山野教育雖不是解決間題的萬靈丹,但確實提

供「教育實踐」的另一扇窗與鏡,提供了更多的選項,讓學習回歸窗外真實的世界,也讓學

習者藉大自然與文化場映照自我心靈,活出學習白勺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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