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山領導學的研究與探討一

以2002-2006年間之「福爾摩沙綠色山徑」為例

伍元和*

摘 要

「登山領導學」為一個較新的戶外教育之研究議題,本文作者曾多次帶領長程縱走活動,

透過幾次「福爾摩沙綠色山徑」的山區田野觀察經驗,希望導引出年輕人如何從登山活動中,

切入領導學之研究方法,此外也透過: (一)文獻分析、(二)文件分析、(三)實地觀察、(四)人

員訪談、(五)研究日誌等研究方法與文本,來剖析何謂登山領導學。

筆者最後也得出作為成功的登山領導者,要兼具「領導力9P」‥

(一)目標(Purpose)一一青春之夢何時實現?

(二)實踐(Practice)一一一次做好一件事的道理c

(三)熱情(Passion)-一隨遇而安,遠離家園當家常便飯。

(四)原則(Principal)一一「勇氣」要出現在「自信」之前;而「經驗」帶來大部分勇氣!

(五)偏執(Paranoia)一一領導人對外要絕對負責任。

(六)待人(People)一英雄式領導難以兼顧人權,僕人式領導無法貫徹主張。

(七)堅忍(Persistence)一領導的一項核心要件3

(八)視角(Perspective)一挑戰依然存在,在變幻無窮世界中展現才智。

(九)績效(Performance)一蘇格拉底:不經檢驗的人生,不值得活下去!

也希望未來年輕學子,能透過山岳活動,習得相關領導學的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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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領導學的研究與探討一

以2002-2006年間之「福爾摩沙綠色山徑」為例

伍元和

一、前言

筆者從學生時代軌很喜歡登山,在同行夥伴間也

多有從事植物學、地形學、地質學、考古學等領域白勺

野外科學研究員:衣隨侍一穹目睹過程,一邊觀秦、

一邊學習了這些夥伴帥治學與人生觀,心浬也不由興

起「有為者亦若珪一的想法 雖然當時筆者對這些專

門擘科並未全然了解,後來漸漸地稍有涉觼,職是立

志耍研究台灣的登山學

隨後,筆者歷任政柯委託計晝案中的研究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在社區大學擔任課稈講師,指導學生的

學士論文‥也曾多次在特展甲從事策展或圖支編著,

間或在電祝台和電台講述「古道旅行_ ,發表丈章於各

雜誌期刊⋯等二

2002年以來,個人先後帶領青年學千多次長程縱

走活動: 2002農委會林務局與金車文教基金會合辦

「2002年古道山徑大縱走_ (圖t-1 ) : 2003農委會林

務局與上河文化合辦「2003年福爾摩沙綠色山徑健走_ :

2005農委會林務局與中華健行合辦「橫越福爾摩沙北

回歸線廊道試走計劃」 (圖t-2) : 2006國立國台灣史前

博物館「2006年追溯百年前白勺足

跡」⋯等。

在紛雜而多元的工作生涯中,個

人所萌生的意願,是將登山教育作為

生平最後志業!擔心年輕人「遠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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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南北山徑大縱走的路線

▼圖1-2北迴歸線廊道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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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隱憂,讓我最想從事與年輕人互動的野外科學工作,無論是喚起年輕人對山的關心與

興趣,或者透過登山活動激發年輕人走向生態學、民族學、博物學和領導學的領域,都是未

來可期的發展!

筆者從事山野活動已廿餘年,擔任登山社團指導也已十餘年,正所謂「四十不惑;五十

知天命」、「學,而後知不足矣」 !正困早期帥經驗,希望能「愛屋及烏」,把廿餘年來的摸索

過程與體驗,藉由「登山領導」的引巾,讓青年學子早一步親近木十的大自然,並且不斷精

進,走上野外科學的研究之路,

「人人皆為山帥千民一是2002年(國際山岳年川勺活動標語,如果能讓青年學子處身於

「披荊斬棘一的未知領域裡,進而學習面對各種不同的挑戰,那是再好不過的結果了。

青年學子習慣以海外留學或旅行(所謂壯遊)來考驗自己自勺勇氣,確定自己的國際觀,懷

舊、嘗試和享受自助規畫旅行的樂趣二對他們來說,愈是目的明確、具有深度的旅遊地點,

愈能吸引他們的注意二

反觀在大時代的變革中,另外有許多學子逐漸遠離大自然,沉溺於虛擬的電腦世界。由

此深思,如何幫助年輕人蓮立正確的觀念?如何引導年輕人走向大自然?如何給予年輕人追

隨的領袖楷模?便成引固人未來學習的願景!

其實青年學子不是不想去探險,只是沒有人告訴他們哪裡值得去?而且哪個地方具有神

秘感,具有非去不可的理由?還有,甽固地方該用什麼樣的心情去?該怎麼自己設計行程?

基於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體驗教育帥概念與意涵為何?長程山徑活

動中,登山指導員如何在體驗教育融人領導學課程?長程山徑上實施體驗教育的特色為何?

影響長程山徑活動實施體驗教育皎效之因素引可?實施體驗教育中的領導經驗如何為年輕學

子提供具體的建議? (引自黃德雄, 2004 , 《臺灣長程遊憩山徑環境特質之研究》 ,台大地理環

境資源碩士論文)

二、何謂登山活動中之領導學

登山是一個團隊活動,因此有著領隊、嚮導與隊員等不同身份之組合,也兼具著「團隊」

與「個人」領導雙重與雙元的行政與管理邏輯3

(一)領導學的意涵與理論基礎

國內在推展戶外教育、登山活動與冒險體驗的發展趨勢中,發展的初期為: 1.「師徒制. ,

!, 「學塾制」 ,並無真正的正規(學校)教育體系。對於應用台灣地區環境條件,以培訓瞭解台

彎本地環境特色的山野活動領導者的專門科目、師資,是當前最值得突破發展的重點。因此,

輕旅雪霸韻流聖稜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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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杏能從實際的登山活動中,淬鍊出嶄新的戶外領導人才?

所謂領導者就是「主導」事務的人。父母引導家庭,老闆經營公司,代議管理政府,教

練率領團隊,將領指揮軍隊。

領導權通常會造成直接結果,最有效的領導行為,會造成立即的成效。領導則講究的是

「關鍵時刻. ,如決戰、冠軍賽、新商務策略或攻頂時刻,也是瞬間決策的一種訓練。

(二) 「領導」的定義

然而領導到底意義為何?不姊聽聽來自其他名人與專家的話語:

1. 「當一個為人們畏懼的領導人,遠比莒一僩受人們喜愛的領導人安全得多。居上位者,

你必須是個大騙子,是個偽君子一世人帥腦筋非常串純,而且總是為立即的需求牢牢支配。

一個騙術高明的人,不愁沒有一大堆信徒等著受騙上當- 」一「馬基維利, 《君上論》

2.領導是「說服人們去敝他們原木就該做到的事的藝術c一一一故美國總統杜魯門

3.創造領導本質的四大要素:自覺(selfa“-areneSS) ,才智(Ingenuity) ,愛(Love) ,英雄蒙

氣(Heroism)一一耶穌會

4.幾乎所有成功的領導者都有兩項特徵,包括曾經克服人生重大困境的經驗,以及至少

擁有一名良師益友。一一蘭迪。蘇曼

5.做他人沒有做過的或誰也沒有察覺到的工作,這就叫「獨創」 o在危險面前不退卻,

敢於繼續前進的叫做「冒險」。積極走向險途的氣概,叫做「勇氣_。一一西掘榮三郎

(三)登山教育的不同取向分析

正規教育體系都有計畫成立專門領域學系或研究所的目標,但非正蜆教育體系也有設立

登山學校或山岳研習中心的需求,領導學領域自必也有一名登山領導者與他的夥伴們一席之

地,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探究「登山教育」與「領導學」之概念與意涵。

登山活動中,領導一項居於重要角色,希望能定義與釐清相關意涵0

2.了解台灣「長程山徑活動」之實施現況與特色。

長距離與長天數的山徑縱走,在台灣並不是一項容易推動的活動,希望藉由此活動,能替另

來籌辦相關活動時,尋找一個動能與契機,

3.分析推動「長程山徑」、「體驗教育」與「頷導學」之影響因素。

透過實際的山徑縱走,希望能分析活動、體驗教育與戶外領導之間的關係0

4.建構我國登山課程實施「體鹼教育」之可行棋式及具體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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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談論體驗教育已有一段時間,希望藉由山徑縱走責驗模式,探討是否可以融入體驗教育。

三、如何透過長程山徑活動來了解「登山領導學」

登山活動有其場域、隊員、團體、活動之獨特性,閑此要如何研究「登山領導學」 ,則仍

屬於探索性與開創性之研究,因此本文之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文件分析、實地觀察、

訪談與日誌書寫為主要白勺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以國內外有關「體驗教育_ 、 ￣體驗學習一之博碩士論文、專書期刊等進行系統的彙整與

探究3

(二)文件分析

以2002-2006年林務局「國家步道系統藍圖一之課程規劃、實施與評鑑之相關文件進行

系統的分析與探討=

(三)實地觀察

依據研究目的,責地觀察當地實施「國家步道」之現況,並分析探討其特點與問題。

(回)人員訪談

訪談活動參與人員與主辦單位,藉由受訪者對話與訪談,利問三角檢測法與文獻資料相

互檢證二

(五)研究日誌

研究者透過敏銳的眼、耳、心等感百,以書穹目誌記錄每日之見聞及反思之觀感,作為

肝究輔證資料;並進一步提供園內教育單仕、教育人員及關心此議題之閱聽大眾,除了研究

報告之外的閱聽素材。

曰、參與研究與心得

所謂「領導學」的類型五花八門、包羅萬象一軍事學上的「為將之道」 ,政治學上的「君

王論」 ,宗教學上的「僕人」,商業上的「志工企業家」,體育界的「教練」。登山家必須在各

乓天候、地形、生理與心理因素等挑戰中苦苦掙扎。核心問題反覆地困擾著我們:我們都是

!導人,我們的整個人生都充滿領導機會,如何從我們的團隊中培養領導人才?

∴過多次的山徑活動驗證,透過隊員對話、個人經驗與文獻輔助下,個人認為領導有<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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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9個P>:

(一)目標(Purpose)

一一青春之夢何時實現?

EX. 2002年是我相當忙碌的一年c艮千出生,擔任三重社區大學「台灣之美」課程講師,

縱走活動的邀約,計劃及前置探勘等作業二人的一生,恰如佛洛斯特的詩旬‥在深林中出現

兩條路,如果其中一條路符合自己的夢想和期望,這批是機會:此時,就耍大膽地抓住機會

善加運用〔

(二)實踐(Practice)

-一一次做好一件事的道理￣

Ex.卅、′年輕和尚志/主不安地在禪寺裡哽週第一睢,他石著其他和尚有條不紊、老練又篤

定地各自忙著處理種種事務,白己卻完圭亭不清楚接著要做什麼,只好冉奧修大師求助、 「你

吃晚飯了沒?一奧修問他,年青和尚可笞,￣]乞過丁_,「那麼把你的碗洗乾淨吧!.在縱走準

備和執行時,我和隊員都在學習和實踐這樁道理!

(三)熱情(Passion)

一一隨遇而安,遠離家鬨當家常便飯二

Ex.登山本身並無英雄氣概,有英雄氣概的登山者是他所抱持的態度。

(四)原則(Principal)

一一「勇氣一要出現在「自信.之前;而「經驗」帶來大部分勇氣!

Ex.應用知識的才能,得之於「失敗」的經歷。把「失敗」看作一種代價,並樂於付出這

一代價,這就是不畏艱險的「修煉」,或稱為「經驗」。閱讀偉人傅記時,我得到這一點啟發!

(五)偏執(Paramoia)

一一領導人對外要絕對負責任c

EX.我發表過卅發苜言:「領隊最大,其他都是卒仔! 」有一名隊員帶譏諷語調對我說:「那

還真是民主?.我說: 「我不認為登山是民刊勺。計畫由我擬定,隊伍由我組成,過錯由我京

擔,/朋女由我負責。 」

(六)待人(People)

一一英雄式領導難以兼顧人權。僕人式領導無法貫徹主張o

Ex.在排雲山莊有隊員想跟其他隊伍去看日出,我絕對不允許。我的理由是夜間溫度低迷

'56 ’柱輊旅雪霸韜流聖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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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不佳,人員精神不振o

EX,在裡冷林道,隊員急於上接駁車休息。我堅持下車接受媒體拍照,因為對外公關宣傳

是隊員唯一對主辦單位的回饅方式。

(七)堅忍(Persistence)

一一領導的一項核心耍件◆

Ex,我在50幾天的古道山徑旅程中,一直想到植村直己花一年半時間,單獨駕著雪橇橫

越12000公里的北極圈,如果不能堅忍是難以達啪勺。斯文赫定、沙克爾頓、史坦利、上溫

湯隆等都是如此c

(八)視角(Perspective)

一一挑戰依然存在,在變幻無窮世界中展現才智o

Ex,耶穌會士皮德洛曾說: ￣引導、教育、並設法控制一群年輕人,是一件可厭、煩人、

而沉重白扛作;困為年輕人天性使然,總是這麼輕浮、這麼喧鬧、這麼多話,叉這麼無意工

作,就連他們的父母也無法把他們關在家裡∴一但未來取決於今天!將目光超越嬉戲,看到

全世界的福祉取決於今天你在教導這些孩子的事上做了些什麼。

(九)績效(PerIbrmance)

-一蘇格拉底:不經檢驗的人生,不值律舌下去!

Ex,領導者應隨時鼓勵隊員叫杠一定能成為像樣的人物!一協助每一位隊員詮釋自身的

謹驗,而非指導他該怎麼做=對登山目標固然如此,在工作、人生抱負與人際關係上亦若是o

五、結語與後續研究

CaIPediem是拉丁文,翻譯成英語是Capturetheday ,意為‥抓住今天o電影DeadPoets

Society (春風化雨)襄面,羅賓威廉斯扮演的Keating先生在上第一節課讓學生傾聽過去的

≡寺候說的。詩社宣揚的是這樣一種失去的生活狀態‥勇敢白勺、年輕的心,應該知道自己想做

一麼,並為之付出堅持不懈的努力撮後結論‥「哇!多麼精采的一趟旅程。 」或「Don, t forget

Ohavefu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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