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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山林資源豐富,學生卻鮮少親近山野,目前山野教育在國中小皆有學校推動,唯高

中體系困升學壓力及分科教育少有學校推行。地理實察是帶領學生到戶外進行資料蒐集與驗

證所學的最佳方式,也是推廣山野教育的良好契機,而地理學的綜合性,能讓實察進行跨領

域協同教學。因此本研究欲透過參與新竹市光復中學2013年舉辦的合歡北地理實察活動,探

究山野教育在高中地理實察的可行性,並採取參與觀察、實察活動結束後結構式訪談,了解

學生及教師在認知、情意與技能的成長。

活動初步觀察發現,學生與教師皆在團隊合作、敬山淨山的情意上成長最顯著;認知方

面學生的實察相關學科知識已經淡忘,但仍具備地圖判識能力;技能方面學生因GPs操作次

數少容易忘記但記得基本原理,多數人在活動結束後仍維持體能訓練的習慣。

實察活動明顯提升學生敬山與淨山的認同感、團隊合作互助精神、對自我體能與毅力的

肯定,跨領域教師群(地理、歷史、地球科學、生物)見到彼此不同的教學風格引起刺激與

省思。與大學登山社合作能解決山野教育領隊嚮導師資不足問題。地理實察可作為山野教育

融入高中課程的一種方式,亦能推動跨領域協同教學、學習共同體及翻轉教室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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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幾年大專院校學生山難事件頻傳,從教育部體育司(2012 )委託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

會完成的「大專院校學生山野安全事故調查分析」中,發現從1952年一2012年6月之間搜

集到的山難件數共有I127件,學生傷亡件數佔了20% (226/1127) ,可見學生的山野教育有

加強的必要性,整體登山技能知識不足常是致命關鍵,隨著謹涮勺發展與休閒觀念興起,走

向山林的人越來越多,從小養成正確的山野知識與技能十分重要,刷匕政府自2012年開始推

動期程三年(2012年2014年)的「山野教育行動方案.,從國中小、高中至大專、研究所各

個階段皆有發展的目標及學習重點二

研究者為高中地理教師,除了關汪近期政朽提倡的山野教育、推動山野教育特色學校、

培訓山野教育種子教師這些議題之外,與研究者高中教學課程最相關的,便是山野教育納入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一貫課程,融入各學科或領域課程教學,例如

國民中、小學階段山野教育相關課程教材編製已納人101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自

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_ :而高中職階段則是在教師研習活動進行宣導,目前相關科目有全民

國防教育「野外求生.選修課程,教導學生野外求生的基本知識與能力。由於高中課程仍以

升學為主,多走向各科精熟,山野教育要在高中端實施難度較高,但地理是一門跨學科的科

目,綜合社會領域(歷史、地理、公民)及自然領域(地球科學、生物),經由地理實察的活

動可將山野教育的理念相互結合,應有助於課程統整與合科教育的責踐操作。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青少年狀況調查統計結果綜合分析顯示, 15-24歲青少年(全體

3.042.000人)從事休閒活動登山、旅遊、健行等活動的比例偉佔3,59% ,而國中以下(全體

304.000人)佔4.73% ,高中(職) (全骷1.892.000人)學生比例更低,僅佔4,41% (行政院

主計處, 2009) 。研究者在新北市公立高中任教,曾枉課堂中隨口問學生有沒有走過陽明山公

園之類的郊山步道,每班平均四十幾人的高一班級中居然只有四、五位有過山區步道經驗c

其實這些孩子並不是不喜愛戶外,他們需要有人帶領他們走入山野,野外實察活動便是很好

的契機。

研究者在2013年聽到在新竹市光復中學任教的洪敏勝老師,熱情討論他在2012年12月

第一次舉辦的登合歡北峰地理實察活動,並將活動過程分享在《國家公園》冬季季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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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師生互動及學生回餒讓我產生興趣,洪老師希望經由此項登山地理實察活動,培養孩子正

向的行為態度,而孩子們也在過程中有所體悟,參與活動的一位學生寫道‥我到底為什麼要

來合歡山,根本白找苦吃!但我想在唯一的高中生活裡,留下一點與別人不一樣的東西‥熱

血、堅持、相信、挑戰、學習、青春⋯ ,還有我們「共同的回憶」(內政部營建署,2013)。

實察的前置籌備、活動過程及師生的參與是否如洪老師所描述呢?研究者帶著這份好奇心,

在2013年11月參與了第二次舉辦的登合歡北峰地理實察活動o

本研究與一般地理實察最大的不同是,實察地點安排學生爬合歡北峰,對大部份孩子而

言是挑戰人生中首座百岳,因此不管是知識或體能皆有行前訓練,實察手冊內容亦是由分組

學生負責搜集資料,行前在網路臉書社群進行討論,活動結束後亦在網路社群中分享,並且

舉辦成果發表。研究者觀察到在實察活動期間,投入籌備的工作夥伴不僅是地理老師,連地

球科學老師、歷史老師、生物老師都參與其中,在各個實察景點信手捻來都是豐富的補充知

識,而參與活動的學生因處在大自然的教室之中,學習興趣遠比在室內上課來得濃厚,團隊

活動讓孩子學著合作互助,野外的互動更讓師生間關係更靠近。這與最近提倡的佐藤學「學

習共同體. 、可汗學院「翻轉教室」白主學習的概念相結合,且同時具有跨領域協同教學的特

色。如果能將此山野教育融入地理實察在高中體系推廣,應能讓更多不同領域的老師及學生

對山林有所認識。

二、山野教育與地理實察之間的關係

(一)山野教育的定羲與相關研究

1.山野教育的定羲

「山野教育」一詞最早在2005年全國登山研討會時被提出,成為該年研討會探討議題之

一,在此之前,多以「登山教育」 、「登山學校」的理念被討論。山野教育與登山教育雖然相

似,並且在研討會文章有時被相提並用,其範疇仍有不同之處o劉曼儀(2006)認為「登山

教育」是「環境教育」、「探險教育」、「戶外教育」的集合,故提倡登山教育;但陳永龍(2012)

認為登山被視為個人興趣與自由,沒有必耍在現有教育體系內推動,若只強調登山教育,很

難在各級學校教育中推展,因此他主張「山野教育」一詞比戶外教育、環境教育、探險教育

昀活動場域更明確、比登山教育範疇更寬廣,但同時包含戶外教育、登山教育、環境教育與

茶險教育的精祚內涵。

研究者對「山野教育」定義是,帶領學生進入山林野外並挑戰登山探險,讓學生在過程

中親近大自然,進而關心人地互動關係,並在完成登山挑戰後提升自信與耐力。因此山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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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是涵蓋在「戶外教育.之中,同時也具備「登山教育」、「探險教育」、「環境教育」的特色0

2.山野教育在十二年固教所扮演的角色

教育部在2012年公布的《山野教育行動方案》中指出「高中、大學階段,閑為分科教育

已經更加明朗,社團活動也在此時開始逐漸具備獨立白主的「學生事務」學習發展,因此,

這個階段的山野教育可以先透過「輔導山野探索相關社團」 (含登山社、綠野社、野營社、自

然保育社等等)」 (教育部,2012:7)。

表1山野教育十二年園教高中學習階段之教育目標和學習重點表

學習階段 實施對象 教育目標 課程重點 學習領域輿社團 

高中 亞成鳥l 

培養勇氯 山野探險 攀岩溯溪 可透過社園或地球科學/公民與社會/地 

激發創意 自我探索 理等分科教育,藉實際山野探險體驗深化 

自我探索 

人文藝術 自然科學 

各學科的專業學習。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2:7

陳永龍(2013)建議在推動「戶外教學一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與教學時,可以

融入「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的野外安全、環境掄理、活動領導等「山野教育」本質的課程,

成為跨領域核心能力的教育。表1截取高中學習階段山野教育目標和學習重點,粗體文字部

份為本研究山野教育地理實察符合之教學目標及學習重點c

綜合近年的有關山野戶外的研究,皆發現山野對於一個人白勺身、心、靈健康的重要,對

促進土地偷理、家鄉守護、人格發展、活動領導力、人際互動、創造力思維等亦具正增強作

用(Louv,2009:何孟軒,2006;呂岡侃,2012:徐彥暉,2011 ;劉曼儀,2006)0

3.國內外將山野活動結合教育的實例

許多國家十分重視學童白勺野外活動,讓孩子親近並探索自然。芬蘭戶外教育從家庭及幼

兒園開始,每天至少花半天時間到花園、公鬨或森林,一直到大學和專業學校等各級學校皆

有延續此教育政策,並且坊間有很多非政府組織團體舉辦戶外教育或探索教育的誅程及支援

政府類似課程,甚至私人企業也有針對學童和年輕人創辦的探索教育主題樂園( Vesa Heinonen,

201 3 ) 。在美國學生參加National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 NOLs ) , Outdoor Bound USA( OB

usA )的課程可以抵高中或大學的學分,一方面是對戶外教育組織與其課程的肯定,另一方

面也增加學生及家長的參與動磯,使戶外教育得以融入美國人的生活(吳冠璋, 2009) 。澳洲

「亞成鳥」指的是鳥類從第一次換羽到換上成烏羽間帥寺期。教育部將亞成鳥前用於國、高中生階段,代

表青少年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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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也在近年全國課程綱領的修訂中,嘗試將戶外教育獨立為單一學科。紐西蘭大多數

高中都會辦或長或短的野外探險活動(伊萍、韓敦璋, 1997 ) 。韓國政府實施以徒步為主的登

山教育及生態教育的專案,並且推動兒童與青少年登山學校運營、強調體驗學習,進而向下

推廣幼年期(幼稚園)登山文化體驗機會(丁雲芝, 2009)。香港民間自發性堆動「外展教育」

學校,自2010年起提供學生五日四夜和三日兩夜等兩種模式的「戶外教育營計劃」 。

台灣多山環境適合發展山野活動,但民眾對於山野知識與技能涉獵有限,教育單位很少

關注。目前實行山野活動經驗的學校,以康橋雙語學校、道禾實驗學校、全人實驗中學等私

立學校經驗較豐富,他們有多年帶領學生進入山林的經驗‥並且近年陸續有公立學校一起投

入山野教育自雊廣,以新竹市光武國中為首,成立了「光武大聯盟叫野特色種子學校』」 。

而民間團體發起與主辦的活動亦有不錯的成效,例如台灣野地教育基地發起「亞成鳥計畫」 ,

透過募款與志工,帶領資源相對弱勢的青少年(例如高關懷、清寒、觀護,,,等)在國內山區

進行野地教育(連志展, 2013 ) ;校外春暉志工帶領藥物濫用青少年參與為期19天的冒險教

育活動,在自我概念層面有正向增加,並能將活動的經驗與學習運用在個人生活上(呂理祿、
吳豫州,2013)。

這些國內外教育實例的共通點在於關注學生自主學習,有較多戶外探險和山野教育等體

驗探索活動,從小就讓孩子走進山林、親近自然、挑戰自我,培養自主學習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其實這也正是十二年國教所強調的「自發、互動、共好」理念。

(二)地理實察的理論基礎與教育功能

l,地理覽察的定羲

地理實察( geographical expedition )是本研究進行教學歷程的重要一環,地理實察又被稱

弓地理考察、野外調查、田野調查(fieIdwork) ;是指在教室或研究室以外,以實地觀察、測

量、訪問等方式,而獲得和教學與研究有關的資料之工作(陳國章, 1981 : l :施添福, 1989 :

315)0

2.理論基礎

與地理實察相關的理論眾多,以下提出與本實察活動性質有關的理論:

(1)戴日(EdgarDaIe)經驗金字塔(ConeofExperience)

美國教育學者戴爾( Edgar Dale )教授,在1960年代提出經驗金字塔( Cone ofExperience )

L帶念。經驗金字塔是圓椎形的,下面是代表提供或獲得經驗的具體而真實,越往上去,則越

啪象,也就是說由塔底至塔尖是由具體而至抽象(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4) 。經驗金字塔共

10層,它包括了各種教學方法和媒體,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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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行為 學習方式 學習經驗

圃1戴爾的經鹼金字塔

資料來源:引自余安邦等人(2002)。社區有教室一學校譟程與社區總體營造的遭逢與對話(頁70)。台北市:

教育心理學家布魯納( Jerome Bruner)在1966年也提出相近的看法,把教學活動分為「從

做中學習」、「從觀察中學習_、和￣從思考中學習」三種,並將這三種活動對膽到戴爾的經臉

金字塔,如圖1左方所示的學生行為項目叫旨卅透過感官接受訊息是學習的起點,教學順序

應該依循由真實的經驗到圖像的描述,再到象徵性或抽象的符號說明,這種學習順序最可能

成功(洪葦倉, 2010) 。由此可知,若要增強學習的效率,就必須在活動的設計上採用較為具

體且真實的事物,再逐步延伸到抽象,讓學習者嘗試利用自己的感官主動去學習。而地理實

察正能提供具體且真實的環境,讓學生運用其全部感宮親身參與,包括實察前的準備工作,

野外景觀的看、聽、做、採集等學習活動,容易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和興趣(胡金印, 1985) c

( 2 )從鷹架理論( Scafrolding Theory ) ,建構教學(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ofTchching)

延伸的「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 、 「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

膺架理論源自於蘇俄心理學家Vygotsky提出的學習理論,學習者的成長有賴教學者或能

力較強的同儕協助,就像是建築物的鷹架一樣,當學習者能獨立解決某個間題時,就可以漱

少協助、逐步移開鷹架,將學習的責任漸漸轉移到擘習者身上。建構主義是1980年代興起的

新教育理念,認為知識不是通過教師傳授得到,而是學習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會文化背景下,

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夥伴)的幫助,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料,通過意義建構的方式而

獲得的(宮作民、仲小敏, 2004)。故經由教師帶領學生進入實察環境,在活動中經由與同僚

互動,可幫助學生搭建鷹架,將新知識與已知的學習相互連接;而建構主義教學方法亦強調

學生根據自己的經驗基礎進行建構,讓他們有機會主動從事地理活動,去形成地理概念,並

反省與重新確認自己已有的思維方式,最後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戶外環境可成為極佳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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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山野教育融人高中地理實察可行性二探究

習與實踐場所(黃珮珍, 2007)。

近幾年出現新的教育名詞「學習共同體」 、 「翻轉教室」 ,其基本理念都與鷹架理論、建構

主義教學相關。學習共同體概念是由日本資深教育學者佐藤學(2012)所提出,學校要成為

能讓學生、教師、家長互相學習的地方,讓學生彼此對話、相互幫助;老師少說多聽、教室

打開大門,成為可以共同觀摩學習的現場。其主要目標並非提升孩子的成績,而是透過引導

的教育方式,讓孩子參與學習。翻轉教室最早是由美國柯羅拉多州兩位高中老師Bergmarm &

sams (2012)發表討論,原本只是想讓缺課學生可以補上課程,而將上誅內容錄製下來,讓

學生可以在家看影片補課,後來演變成「課前預習、課堂上討論交流」的教學形式,打破過

去傳統上課聽講、回家複習的教學模式,許多教師已紛紛使用這個新的教學方法取代傳統教

法,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可汗學院,給學生在家看學習領域的影片,然後在課堂中「做功課」 ,

有疑問時老師可馬上解惑(Khan. 2011 ) o

Bolhuis & VI)eten( 2001 )在中學的觀察研究當中發現,老師過於重視傳統的知識傳授時’

容易忽略學生怎麼學。因此從學習共同體、翻韓教室的學習過程來看,都是強調以學生為學

習主體,教師從旁輔助,而非只著重傳統的知識講授,透過課堂活動的分享表達,讓孩子找

回學習的樂趣,老師找到教學的動力,而這些教學理念其實與建構主義、鷹架理論不諜而合0

3.地理覽察的重要性及教育功能

地理實察對地理課程教學而言,無論國內外,亦常以其為重要教學方法之一(Gold et al,

1991 ;施添禧, 1983)。在教育部公告的高中「95課程暫行綱要」及「99課程綱要」地理必

修諫程中,都將地理實察列人教學內容。

地理實察具備多樣的學習功能,包括發展學生觀察、記錄與分析技巧;具體化抽象的概

念,把書上的知識與真實世界做連結;加強學以致用的能力、發展科學技能,例如讀圖、辨

識方向、觀察、測量等;培養環境保育素養;發展個別的能力,團隊互助能力,學習管理、

頡導、負責等;增進師生之間的情感;教育生活化、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與效果(藍淞地,

帥04) 。此外,地理戶外環境的考察加強情意學習,提高了對實察地區的認同感和地方感,對

三蓑境的觀察更敏銳,且學生白行先蒐集實察地區資料獲得先備知識,在實察瑰場把所蒐集到

]勻資料轉化為資訊解說給夥伴,更能達成自主學習的成效°

(三)將山野教育融入地理實察的概念

本文關注山野教育融入地理實察的教學型式,對學生與老師參與活動的狀況進行了解,

靴匕以參與式觀察、訪談作為主要資料來源。圖2為活動概念架構,以戶外教育為基礎,糾

三登山教育、探險教育、環境教育特色發展出「山野教育」 , 「融入」即是指教師帶著學駢

輊旅雪霸韻舵稜齟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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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山林野地,學習辨識方位、操作地圖及GPS ,打開五感去接觸自然生態及地景,結合課堂

所學最好的方式便是以「地理實察」的方式來實踐,最後學生自我成長、帶隊的跨領域教師

群也在自己白勺專業領域上有所收獲,以達成師生教學相艮的成效。

圖:山野教育融入地理實察概念圖(本研究繪製)

三、山野教育地理實察活動內容

具山野教育特色的地理實察活動是豢起於光復中學的年度優質化計晝,主要由地理科主

辦為期兩天一夜的實察課程一在2012年舉辦第一次山野教育融入高中地理實察活動「合歡北

登峰」 , 2013年第二次舉辦延績此概念,並與雲林維多利亞實驗高中、彰化師範大學白沙登

山社、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的多方合作與交流:

(一)學習共同體概念的引進

受佐藤學教授提倡的學習共同體概念影響,光復中學開放地理實察活動給校外教師觀摩、

與外校聯合實察,並結合大學端資源(地理相關系所、登山社),教師、家長、學生、大學登

山社成員都可身兼教學者與學習者兩種角色,彼此共同觀摩與學習。發想者洪敏勝老師希望

藉由創立「教育公益平台」 ,來串連各大專院校地理系所及登山社團,提供實察帶隊人才與山

野專業知識,解決山野實察活動師資不足的問題並提高登山安全性,校外教師的加入亦提升

師生比例,而地理科的跨領域特性能讓其他科教師一同參與實察活動,落實山野教育,培養

師生正確的山野觀念。故此模式對舉辦單位而言能減輕壓力、讓帶隊的大學生學以致用、讓

參與的高中生有機會與大學生接觸,三方面各有好處,如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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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3 山野教育融入地理覽棄之三方合作概念發想

資料來源:光復中學洪敏勝老師繪製, 2013/10/26於彰師大地理系研習會發表,未出版。

(二)翻轉教室的嘗試

行前觀賞《賽德克,巴萊》對於歷史科在霧社街及莫那魯道紀念碑解說有加強效果,讓

學生了解時代背景及發生的事件,將電影情節與實蔡現場相互做連結。 《看見台灣》讓學生了

韓台灣的環境與地理特色,尤其是空拍山景和雲海景觀讓孩子對接下來的登山活動有所期待。

此外在Facebook建立社群討論空間,師生共同討論的「翻轉地理教室」及各科教師們討論的

「教師公益平台」 ,以網路作為教學媒介,選擇適於學生興趣與程度的連結教材,發佈文章讓

學生自學。

(三)實察課程設計

實察內容偏向區域式實察,採取「合科協同教

學」的地理實察教學法,有生物、地球科學、歷史、

地理四科教師一同參與活動策劃與解說。根據

BIoom等學者建構的教育原理來設計教學目標:

1.情意目標‥培養愛山、敬山、淨山的態度,

在登山過程培養勇氣,進行自我探索,尊重、欣賞

並愛護自然環境,守時守法、團隊合作、互助互愛0

2.認知目標:了解地理實察的意義,學習實察

崎點相關的地理、歷史、生物、地球科學知識,能

.謊裁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蒐集資料功能。
圃4 山野教育地理貴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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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能目標:訓練體力、環境觀察力、地圖與GPS操作能力、地理實察資料蒐集能力、

成果發表(利用地圖、圖表、照片)的創造力。

(四)活動安排

1.山發前的準備:根據跨領域協同教學概念提出計畫,選擇適當地點與時間,召開學生

行前會、家長說明會,爭取學校行政配合支援,學生分組蒐集實察地區的地圖與相關資料,

活動相關消息的發布及小組討論皆在Facebook社群「教師公益平台」 、 「翻轉地理教室」 ,讓

學生自主討論與蒐集資訊c自行利刷寺間觀賞與實察地點(霧社)相關的電影《賽德克,巴

萊》 ,帶全體隊員進電影院支持紀錄片《看見台灣》 c同時進行每週兩次團體體能訓練0

2.兩天一夜的責察活動(表2) ‥前半段帶領學生實地觀察,讓學生依其所蒐集的資料巾

同學做導覽,屬於「戶外示範、戶外踏查一實察方式‥後半段的登合歡北峰行程採「戶外發

現」方式,以學生自行發現、主動體驗芍司標￣

表2 新竹市光復中學合歡北地理實察地點與項目

實察地點 實察項目 

霧峰921地震教育圃區 板塊活動、斷層、地震求生知能、防震相關知能、現場看倒塌的學 

(2012年) 校建物,體會地震造成的破壞力。 

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學習台灣高海拔生態系統與特有生物外,同時增強台灣本土生物認 

(2013年) 識,進而更加關懷、守護台灣環境與文化。 

虎子山地理中心碑 台灣的大地測量一連結高一地理誅程中地圖測繪概念。 

埔里虎嘯山莊(用餐) 眺望埔里盆地,了解地形演變。 

車上(人止關) 平地與山地的交界一從歷史的角度看原住民、漢人、目本人的互動 

關係。 

霧社抗日英雄紀念公園 台灣原住民抗日史跡,連結電影《賽德克,巴萊》。 

車上(萬大水庫) 見證水庫淤積間題,並討論南投地區的漢番關係及清境農場地區的 

開墾問題討論,連結紀綠片 《看見台灣》。 

清境農場一萎蘆景觀渡 進行夜間課程:地圖判讀、無痕山林(LNT)宣導、提醒登山安全 

假山莊民宿(宿) 讓小組上台導讀負責的實察手冊內容,並設計問題進行有獎徵答 

武嶺(佐久間鞍部) 台灣公路最高點,眺望群山,合歡東峰與合歡主峰間的鞍部地形、 

濁水溪發源地,觀察森林線、植被型態、土壤發育以及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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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夙口合歡山管理站 (停車場) 

小風口一大甲溪與立霧溪兩股氣流上升的隘口 

合歡北峰 
登山口→(100min)反射板→(50min)北合歡山→(45min)反 

射板→(75min)登山口(中餐自備)。 

沿路觀察高山草原地形,遠眺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進行地圖判位 

練習,在登頂時進行GPs的基本操作。 

資料來源:整理自新竹市光復中學2012與2013年合歡北地理實察手冊

3,實察後的工作:學生書寫實察心得筆記,藉以省思此次實察對自我的影響。教師召開

檢討會討論實察活動的各項工作,整理優、缺點以及所獲致自嫩學效果,檢討是否已達成教

學目標。最後舉辦成果發表,學生發表製作優良的實察海報、 PPT活動介紹及實察影片,讓

更多未參與活動的學生及家長對於山野教育地理實察活動有更多認識0

4,野外安全的提升:此次活動經由開放外校教師參與,是提高師生比的不錯方式;行前

要求師生確實的體能訓練,以免上山體力透支;行前及行進間強調登山安全知能,並請大學

登山社擔任領隊嚮導,填補山野教育師資不足問題。

(五)活動觀察

山是一所學校,運用真實自然發生的事件及情境,不只是學員,連輔導員都有學習(吳

隻安、劉曼儀,2012 ),所以山野教育融入地理實察的活動能讓學生與教師在過程中教學相長。

舌動中可以見到學生的敬山淨山態度、團隊互助、自我評價明顯地提升,習得登山基礎安全

唬,雖然多數同學對GPs的操作能力不如預期,但會判讀等高線地圖中的稜線水線,並從

珊製作到成果發表中學會操作o刪ce軟體,表達能力與體力也在訓練過程中進步。而教師

垢動中除了能看到學生在教室外的學習態度,實察中師生互動交流增加,自己也能從他科

干師講解實察內容學到本科以外的知識,具有跨領域協同教學的效果。

▲團體跑操場體能訓練 ▲爬陡坡時伸手互相扶持 ▲莫那魯道銅像前聆聽解說

轂旅雪霸韻跪聖夜齟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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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國內目前匕經推動的山野特色學校中,多為國小、國中階段,鮮少以高中生為主體的山

野活動,其實高中生不管是認知、情意或技能上的學習皆比國中小來得更成熟,推動山野活

動會有不錯的成效。單以「登山一為活動重心,對一般無山野經驗的學校確實有困難,但若

能結合各科的特色,例如地理、屜史、地球科學、生物等科目皆何「田野考察」的課程內容,

在進行野外活動時將山林列為考察的重點之一,可同時學到自然(動植物生態、地理、氣候

等)、歷史(歷史考察與資料蒐集能力的養成)、技術學習(定位、判讀地圖等) ,並且能結合

目前高中已經有帥「野外求生一課程二故研究者認為若要推廣山野教育,除了「戶外教學」

之外, 「地理實察一是可行的教學方式,也能增進跨領域教師間的合作。

(二)建議

尋找志同道合夥伴一同籌備活動,跨科教師合作能產生不同火花。山野教育領隊及嚮導

可與大學登山社合作解決山野諦資不足間題,亦可減輕教師帶隊壓力,學生也能藉此機會與

大學生有互動機會c兩天一夜妁活動時間讓光復師生覺得互動時間較少,可嘗試在寒暑假舉

辦天數長的山野實察,行前的準備(例如師生體能訓揀、分組蒐集責察手冊)比較有充分時

間,也能挑戰合歡北以外的大山,增加實察項目的多樣性c

本研究探究光復中學舉辦山野教育融入高中地理實察對師生的影響,研究者的角色是觀

察者暨參與者,非活動操作者。目前少有高中端的山野教育相關研究,期許此研究能做為有

志推動山野教育地理賣察活動的楔子,未來設計教案行動研究,提供更詳實的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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