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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據ATs國際認證協定,對證照所下的解釋與定義:廣義上為某一專業技術或領域,透

過某種標準的檢定或測試,依技術難度或專業程度區分為若干等級,由政府單位或具公信力

的專業組織所認定核發,用於表彰個人資格或執業資格的證明文件。而狹義上所謂證照,分

為執照及專業證書。

本文嘗試架構我國山域嚮導協助環境教育與環境維護及山難救助志願服務制度之初步可

行方式,並參考先進國家環境部之做法,分別進行初步探討與分析,以作為國家公園管理(署)

處與山域嚮導夥伴關係建立之基礎c

另初步建議在: (一) inmountain : 1 ,教育部體育署邀集相關專業人士檢討現行訓練檢

定內容與評分標準,並基於政府一體原則分階段協調建議場域管理機關及行業管理機關可行

方案02,環境管理部門針對入園許可制度回歸許可制預防原則,推動「防禦性登山」之概念。

(二) aboutmountain :建議國家公圓登山學校應本職責推動山域嚮導環境教育並規劃編纂相

關山域環境知識與譟程0 2.各菅理處可主動召訓所屬山域活動之山域嚮導加強其環境山域生

態知識o(三) formountain :建立山域嚮導與環境管理機關夥伴與協勤關係,研議山域嚮導

山林巡守隊或納入環境管理部門山搜協勤志工,鼓勵山域嚮導進修山林環境知識與協勤環境

監測及護衛山林,並可藉由登山學校或環境教育推廣過程,主動邀請參與或志願服務等三方

面推動,以提升我國登山服務水準及山域旅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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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域嚮導訓練檢定及運用

與構聯環境教育之初探

林志純、呂宛儒

一、前言

依據96年全國登山研言、憎論文集所載,前行政院骷委會正式回膛有￣關「登山嚮導員證推

動之建議」五:經檢討「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 ,業匕修正登山嚮導員授證欄措施,由現行

本會名義委託發證改為登山運動相關團體或運動學術機構團體申請辦理,並經本會以「行政

處分」方式核准登山運動相關團骷以渠等名義自行發證,俾將事權允分完全回歸登山運動專

業團體,本會則仍以登山嚮導員授證主管機關曲易或委託其他團體監督管理發證團購執行登

山嚮導員授證相關事宜,增訂登山嚮導員自行管理之職業團購制度等等,研擬新法規「登山

嚮導員授證管理辦法(草案)」 〔斯煞賣基於消費者保護、保璋登山民眾人身健康安全及保育

山區週邊生態環境等欄法益考量,擴增登山嚮導員執行業務空間,擬參酌本會先前「游泳

池管理規範.相關立法例,併同研訂具有「行政指導」性質之行政規則「登山管理規範(草

案)」。

迄今103年11月止,教育部購育署已於8月份委託國立毒灣師範大學邀請專家學者研擬

修訂檢定科目表及題庫,而前行政院研考會亦已於100年度委託台灣觀光學院完成「我國觀

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證蜊悽研究」 ,已有初步研究結論與建議產Ⅲ供各界參酌。

反觀近年對岸大陸地區除已發布步道及攀登裝備等國家標準外,國家登山運動管理中心

還有登山嚮導管理辦法、行業標準及競賽規則等提供作為登山運動管理推動之依循;而我國

現今這些取得山域嚮導員資格認證或有興趣取得認證者,有關就業、山域嚮導業務、消費者

保護及環境保育執行現況,亦末見有關之後續評估與調杏分析。成效未知外,我國山域嚮導

員之養成與培訓過程仍末系統化、科學化與本土化,相關技能仍偏重體育技術(緣於跟中國

一樣,我國依國民體育法及其細則規定登山(山城)嚮導員為鵠育專業人員) ,因而造成這幾年

來我國山域嚮導員的整體素質及社會地位仍未見提升。

另據102年教育部舉辦全國登山研討會所提山野教育進程:概分為in mountain (進入山

域) , aboutmountain (學習山域知識即環境教育)及formountain (為山域環境付川)等三階

段為構聯之基礎。本文嘗試探討並研提適合我國國情現況之山域嚮導訓檢朋內容方向,進一

步將相關討論範圍擴大至環境教育管理機關about mountain及for mountain之推動,並提L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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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山域嚮導訓練檢定及運用與構聯環境教育之初探

山安全規則大綱(草案)作為推動登山安全及防禦登山之依循基礎,期望藉由文中探討的議

邁與建議事項,提供從事體育專業人員、環境教育與管理或培訓檢定嚮導之有關人員參考。

二、台灣與日本官方山岳遭難原困分析與現況

(一)102年度我國消防機關山域活動意外事故分析

1.山域活動意外事故類型‥於從事登山、健行、賞景等運動休閒或其他如採藥、農作等

經濟活動中,發生身體或生命危吉之待援事件,包括疾病、受傷、動物攻擊、迷路、失聯、

急難救助或於山域活動中之其它意外事故等,而亟待援助者=

2. 102年度山域意外事故位置分布地區分析:新北市、臺中市及南投縣合計81件,占總

(185)件數43.7% ,顯示國人嚮往山區活動,而就算是大眾化路線登山活動,仍有意外事故

發生,更在在顯示國人輕忽登山安全=可請山域管理單位設置完善登山路線標示、提供規劃

登山活動安全宣導,及提醒個人注意體適能狀況等事項=

此外,在高山分佈縣市方面,南投縣、晝中市、新竹縣、花蓮縣及臺東縣合計85件,達

總( 185)件數45.9% ,顯示登山者喜歡挑戰標高3.000公尺以上高山。惟高山地區非大眾路

線無完善路標且救援困難,常需多日的救援及天候因素影響救援方式,倘登高山有山域嚮導、

適當登山裝備、完善登山計晝及入山管理制度,才能降低高山地區意外事故之發生0

3. 102年度山域意外事故案件發生原因分析: 102年度總計185件山域意外事故中,歸納

原因為‥迷路事故83件占44.8% ,遲歸(失聯)事件31件占16.7% ,墜谷或墜崖事故18件占

9.7% ,落石事故23件占12.4% ,高山症14件占7.5%等(如表2-1及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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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102年執行山域意外事故就於原因統計

表1直轎市、縣(市)消防機闖102年執行山域憲外薯故救援原困統計 

\、、乓引卉既 遴途 
遲歸 墜谷 高山 

急病 受傷 落石 
天候 動物 

其他 不明 
合計 購÷、、、_ 

(失膨) 墮崖 症 惡劣 攻擊 

新北市 27 o o O 0 O o 1 o 1 o 

臺北市 21 3 o 0 o O O O 1 o o 
多濾._ 

噩中市 lO 6 4 6 l o 7 0 o o o 鼴蓬 

蠹南市 l O O o O 0 O 0 o O O 1 

窩雜市 1 o 2 l l o 1 o o o O 6 

宜蘭縣 2 4 2 O O O o 0 o o 0 8 

桃園縣 4 O o O 0 o O O o O O 4 

新竹縣 o 1 o 0 O O o O 0 l O 2 

苗栗縣 3 o o o O O 3 0 o 2 o ∵8 

彰化縣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南投縣 3 4 2 4 O 1 2 0 o 2 o 

雲林縣 o O O 0 0 .o O 0 O O o o 

事嘉義縣 6 O O O 1 1 1 O O O O 9 

屏東縣 2 1 6 o O O 1 0 0 O o 10 

靈東縣 2 o 0 l o O 2 O 1 o o 6 

花蓮縣 l 12 2 2 l O 6 O O l O 

澎湖縣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基隆市 O O O 0 O ;o 0 0 O O o o 

新竹市 0 O o o o o O O O O O o 

嘉義市 0 O O o o O o 0 o O O o 

金門縣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連江縣 o O O 0 O O O O o o O ..o 

合計 4 2 1 2 7 o 185 

件數

O%_∴% o%

∴.鯛

■哇途

囤暹蚓美聯

闔董全、盪鼕

噩高山壹

噩急,肆

驅姜觴

落￣考

∵手膜惡劣

動物玫擊

鹽圈

晝〕不明

」_
圖2-1 102年度縣市政府消防機關接獲山域意外事故救援案件原因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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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山域嚮導訓練檢定及運用與構聯環境教育二初琛

(二)日本警蔡廳山岳遭難統計分析

1.山岳遭難者比例‥日本警察廳統計102年度山岳遭難相關分析可供我國參考,就日本

山岳遭難目的別觀之,去年登山遭難者占71,8 (+0,6) %強c

表2-2目的別山岳遭難者統計

平駟25軍 平靡24年 瑁;履 

人輕 纜處比 人致 櫥成上匕 人教 摑渡寧 

尹’...、∵ 譏 

豎山 /\′牟′夕 久丰一豐山 泯鼙吵 

1645 】
606% 「499 60.8% 十146 9.7≠ 

誦l 61∵∵】 481 

55` 139 5.6% 十「「 7.輒 

鑣, 

22x 60 1
2.4% 十1 1.7疇 

丁8幕 34 1.4% ◆「‘ 41.2鷺 

岩豎∪ 43 「.6幕 24 1.0% +19 79.2弘 

￣紊 ) 鵝冀弊 ￣∴綺 戀縫、 

山藥,茸採∪ 360 「33幕 403 「6.3` -43 -10.7疇 

】田光 130 4.8≠ 94 3.8疇 十36 

】38.3甘 L∵18.0鷺 

作藥 漢流釣∪ 琴貴揖彭 山岳信仰 

59 32 

22` 50 2.0疇 十9 

1.2` 29 1.2傀 十3 10.3臀 

20 0.?` 2「 0.9兜 -「 -4.8覽 

「0 0.4` 16 0.6≠ -6 -37.5苒 

自然1睨竇 

3 6 

0「` 9 0.4% -6 -66.7幕 

符靛 0.2傀 4 0.2% 十2 

!50.0臀 175.9` 

手α)1也 I‘6 5.4覽 83 3.4% +63 

含計八) 2.713 l 
2.465 l￣￣￣一一一.._.__ 十248 1 10.1疇 

囤2-2 目的別山岳遭難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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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岳遭難者態樣別‥山岳遭難者樣態數以迷路、滑落及跌倒占73.3 (+2,l ) %最多。

表2-3樣態別山岳遭難者

平廠翟5年 半感24年 瑁演 
人致 櫝成比 人旱駛 摑戚上匕 人毅 糟瀝 

:區 遂圭∵∵∵↓、 1.「34 41.瞞 「'031 41.8鴿 +「03 「0.O% 

滑 落 460 17.0篇 380 「5.4鵠 十80 2「.「苒 

耘 側 393 ↑`.i` 346 「4.0% +47 t3.6% 

瘸 氖 221 8.1惴 「86 7.5搗 十35 18.8% 

疲 莠 「37 5.膩 「32 5.4% +5 3.8嵩 

豔 落 73 2.7鰓 93 3.8% -20 -2「.5≠ 

寤 天 候 64 2.4噥 37 「.5% 十27 73.0% 

野生勤拗∵襲孽 ‘2 「5` 34 1.4% +8 23.5% 

銖 砲 水 7 0.3鰓 「8∵∵∵. 0.7% -「「 -61.1% 

落 石 17 0.6% 「2 O.5萬 .5 ‘".7萵 

雪 崩 20 0.7鰻 8 0.3% 十「2 150.0鴿 

落 雷 3 0.t觀 5 0.2% -2 -40.0塢 

有 霉∵∵力∵∵久 l 0.膩 0 O.0% +「 
一 

予 o 他 83 3.「疇 「36 5.5% 
- 53 -39.0魄 

不 明 58 2.「$ 47 1.9% 十「1 23.4% 

計 2.713 ￣`一一一一.__ 2465 l￣￣一一.._.__ 十248 10.「蒐 

回道迷↓、

口滑落

口耘慟

口病氨

■疲努

田耘落

口惡天候

回野生勤拗艦擎

固鍥陶水

皿落石

回雪崩

日落霄

口有莓方夫

口手o他

口不明

圖2-3樣態別山岳遭難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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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山域嚮導訓練檢定及運用與構聯環境教育之初探

3,單獨登山遭難狀況‥單獨登山者遭難狀況較複數登山者在行方不明及死亡比例較高。

平成25年單狸登山者o

遵難狀況

行方不明者
3.9%

圖2-4單獨登山者遭難狀況

4,通信手段使用狀況:使用攜帶型覃話(大哥大)者占七成以上工

表2-4通信手段使用狀況

平咸25年 平成24年 增誡 

人致 構成比 人致 
緯成比 l 

人致 增減率 

遭 難 者 (人) 

死者行方 不明者 】 

死者 131 15.▲枇 1「9 】 15.7% +12 10∴肌 

行方不明者 33 3.9鷺 30 4.0鶴 +3 「0.o% 

小計 「64 19.2% 「49 「9.7% +「5 10.1篤 

負傷者 284 33.3% 256 33.8% +28 「0.9% 

無事救出 404 47.4% 352 46.5% 十52 14.8% 

合計 852 757 十95 12.5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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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本警蔡廳山岳遭難防止對策

(l)審慎進行登山事前準備並提交登山計畫‥

● 選擇所攀登的山必須與自身相關經驗與裝備相稱,並腔妥善規劃考量氣象條件、

體力、購質、登山裝備(糧食) 、行程及登山經驗等。

● 儘量避免單獨爬山,可以選擇可信賴或登山習慣喜好相近的隊友共同登山。

● 登山計畫憔交付給家屬、同事及登山管埋站或入山信箱。

(2)登山過稈危安場所事前調查掌握‥撰寫登山計晝時,應依行程事先調查危安場所並

攜帶確保工具。

(3)準確評估現場情形:遇祝線或天氣不良、身體狀況體能不佳、或類似滑落跌倒、可

能走失等情形,膽儘速停止前進,並準確判斷情況再決定如何處置。

(4)預防滑倒或跌倒:有效使用登山鞋、登山杖及繩索鉤環等輔助工具,並慎重且氣緩

站穩每一步伐c

(5)預防迷路:有效使用地圖、指北針或GPs等定位工具,隨時確認自己所布位置。

三、台灣山域嚮導員定位與應具專業知識(in mountain)

(一)實質現況

目前台灣地區多數的登山活動,在入山管制登山需嚮導證陪同制度取消後,登山活動大

都是透過登山社團或山友自組隊,以類似旅行社的運作方式進行,而有關部門尚未對山域嚮

導進行系統性相關白勺進修培訓輔導與管理,而其在業務性質上係屬於旅遊服務,類似觀光業

之領隊與導遊性質:反觀大陸地區很明確定什為登山運動員,並已有基礎相當完備之有關登

山管理、步道、裝備及行業標準及競賽規則等基木法令為依循,例如國內登山管理辦法、高

山嚮導管理暫行規定、山地戶外運動競賽規則、登山動力繩標準及國家登山步道標準等有關

法令o而考量我國國情之不同,權責管理櫛冑並不一致,故我幽主管機關實有必要研析相關

可行方案,提供各有關主管機關做為推動健全山域嚮導員訓練、檢定、運用及進修之參考,

以進一步保障山域活動消費者旅遊安全及山域環境。

(二)定位、職責與內涵

經杏政府部門相關法令規範,目前依據90年12月14日發布之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第5

條之規定,指曾受鵑育專業教育或訓練之登山嚮導員,故登山嚮導員在法律定什上係屬「以

體育為專業之從業人員」 ,即現行登山嚮導員為體育專業從業人員。而其職責依目前「山域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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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資格檢定辦法」規定主要為:一、工作倫理規範: (一)於活動前或進入山區後,隨時確認

氣象、地形變化及隨隊人員(以下簡稱隊員)身心狀況,作妥適處理。(二)於活動前,提醒

隊員山區活動可能遭遏之突發狀況及應變處理(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入山證或其他證件。

(四)不得有破壞環境生態之行訃(五)對隊員不得有性騷擾疑慮之行為。二、隊員發生重

傷、失蹤或死亡事故者,應立即為必要之處理,並於事故發生時起三小時內,通報事故發生

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卅匕外在實務面上多以書面規範明訂於所謂旅遊契約中,而其

中尚有大多數登山隊伍係以慣例方式進行登山活動,其成員相關權責並末明定(如網路召伴

登山等) ,如前述我國現行登山嚮導員角色職責類似旅遊業之導遊與領隊業務,肩負隊伍之行

程規劃、食宿安排及登山安全管理事項,而在相關法令(如山域登山旅遊管理辦法、山域嚮

導訓練教材大綱、登山活動競賽規則、登山安全規則、步道標準及行業標準等)仍末完備,

故可依權責分階段逐步推動二

考量登山環境管理、登山活動管理及登山教育三面向之登山嚮導員之屬性、性質與內涵

可歸納出如下‥

l●登山(山域)嚮導員之屬性

(l )環境管理面:環境維護管理者助手二

(2)登山活動面:遊憩、連動、自然旅遊引導者。

(3)登山教育面:環境教育、遊憩教育、親子教育、生態教育執行者0

2.登山(山域)嚮導員之性貲

(1)環境管理面:污染者、利閂者、消費者=

(2)登山活動面‥冒險者、運動者、專業者今

(3)登山教育面:心靈體驗引領者、畫然體驗引領者、自我成長引領者c

3.登山(山域)嚮導員之實質內涵

( 1 )環境管理面:協助對山林自然環境降低環境之低度負面衝擊並進而護衛山林。

(2)登山活動面:協助社會及政朽降低登山活動風險、促進登山者身心健康。

(3 )登山教育面:協助登山者體驗遨遊台灣山林並熱愛台灣山林c

4.登山(山域)嚮導員之定位

(l)引領入山人員。

(2)體育專業人員。

(3)旅遊服務人員。

(4)環境巡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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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域嚮導訓練課程內容草案

表3-1山域嚮導專業訓練課程綱要草案

類別 課程門 科目 課程內容 

郊山課程 環境基礎 基礎知識 1.體育科學c 

2.地球物理、氣象、動植物、地理、地質、地形的知識3 

3.村洛的經齊和歷史、民俗c 

j.村落的地理環境= 

5.登山技術導論、 

6.自然環保概念二 

業務知識 1.業務相閔法規(國家公圓法、森林法、發展觀光條例、自然 

生態保護法、環境法等)。 

二.崇務伶理以及禮節、 

專業知識 1.一般地區的植被環境學、森林生態學、動物生態學。 

二.地圖研判c 

3.自然觀察的知識c 

1.開於農村、漁村的生活和產崇的事項c 

5.汛期的知識c 

安全管理 闖於醫藥的知識= 

3.閭於援赦的知識= 

3.安全管理知識以及危急時對應技術。 

小論文 任選一區域以導覽之方式解說當地文物特色,論文字數限制 

1600字c 

技術 無積雪之登山技術 1.無積雪之道路步行技術→ 

自然觀察技術 2.繩索操作、下降技術以及固定繩索的方法。 

安全管理技術 3.自然觀察和解說以及安全管理技術。 

積雪之山地、高山、 1.積雪期的道路步行技術。 

郊山步道技術、自然 二.在雪地上工具的使用方法。 

觀察指導技術、安全 3.冰上步行和登山鞋底的防滑冰爪等器具的使用投術。 

管理技術 4.自然觀察和解說以及安全管理 

筆試 實際技巧演練中附帶的考試c 

登山、山 環境基礎 基礎知識 1.體育科學。 

地課程 帥周於地球物理、氣象、動植物、地埋、地費、地形的知識。 

3.農、山村的經濟和歷史、民俗。 

4.村落地、郊山的環境。 

5.登山技術論。 

業務知識 1.業務相關法規(自然公園法、觀光條例、自然生態保護法、 

環境法等)。 

2.業務倫理以及禮節。 

村落、郊山專業知識 1.一般地區的植被環境學、森林生態學、動物生態學。 

2.地圖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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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然觀察的知識。 

4,關於農村、漁村的生活和產業的事項。 

5.積雪期的知識。 

安全管理 1.關於醫藥的知識。 

2.關於援救的知識。 

3.安全管理知識以及危急時對應技術。 

心得 任選一區域以導覽之方式解說當地文物特色,字數限制1600 

字3 

技術 無積雪之登山技術 1.無積雪之道路步行技術。 

自然觀察技術 二.繩索操作、下隆技術以及固定繩索的方法。 

安全管理技術 3.自然觀察和解說以及安全管理技術c 

基礎援救技術 1.搬運技術= 

3.上坡搬運技術, 

3.下坡搬運技術, 

4.擔架搬抬技術, 

5.應急處理和露營技術。 

積雪期的道路研判技 1.積雪期的道路步行技術。 

術和步行投術 2.在雪地上工具的使用方法。 

3,冰上步行和登山鞋底的防滑冰爪等器具的使用技術。 

1.自然觀察和解說以及安全管理。 

雪崩應變對策概要 1.雪崩預知技術。 

2.雪崩的援救技術和露營技術。 

筆試 實際技巧演練中附帶的考試。 

」岳踝程 l l L 

環境基礎 基礎譟程 1.登山技術以及一般自然環境知識。 

2.關於地理、地形、氣象的知識。 

3.危急時對應技術以及緊急應變技術e 

十安全管理技術二 

5.登山倫理和禮節= 

技術 

無積雪期之裸露地形 行走技術 

1.岩壁、岩稜或沼澤之道路行走技術o 

無雪期登山步道 】.無積雪期的道路步行技術。 

自然觀察技術 2.繩索操作、下降技術以及固定繩索的方法。 

安全管理技術 3.自然觀察和解說以及安全管理技術。 

基礎援救技術 1.搬運技術 3 

2.上坡搬運的技術(l‥l、2:l、3:l)。 

3.下坡搬運的技術。 

4.擔架搬運技術。 

5.應急處理和露營技術。 

積雪期道路步行技術 1.積雪期的道路步行技術。 

積雪陵線行走技術 2.傾斜45度角5m的冰壁攀爬技術。 

3.雪地步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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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積雪山脊上行走的技術。 

5.雪地工具的用法、嚮導指導能力。 

雪崩應對投術基礎 1.雪崩預知技術。 

2.雪崩的援救技術和露營技術。 

雪崩對策投術中級 】.雪崩頸知技術。 

2.雪崩對策器具使用技術。 

3.雪崩的援救技術c 

山岳滑雪基礎技術 1.山岳滑雪技術c 

3山岳雪地登山、滑降技術。 

山岳滑雪中級技術 1.山岳滑雪技術。 

2.山岳滑雪援救技術c 

心得 實際技巧演練中咐蒂的心得分享。 

攀登課程 環境基礎 一般基礎譟程 1.一般攀登技術和自然環境知識。 

3.緊急應對技術= 

3.安全管理技術二 

技術 無積雪期 1.在岩石裸露的道路行走技術。 

攀登能力和技術 2.攀登罷力測驗c 

積雪期 1.在多重地形區之道路行走技術c 

道路攀登以及冰攀能 :.道路搜索技術c 

力和技術 3.建立確保點技術。 

4.攀登垂直10m-20m的冰壁的能力。 

5冰壁上建立確保點技術。 

6.冰攀指導能力c 

山岳滑雪技術 l山岳滑雪技術c 

進階 2山岳滑雪援救技術。 

雪崩對策技術 1.雪崩預知技術c 

中級 2.雪崩對策的器具使用技術c 

3.雪崩的援救技術。 

援救技術中級 1.擔架使用技術。 

2.空中救援吊掛的援救技術。 

3.雪地求生技術摹 

4.擔架搬運技術。 

5.緊急應變能力。 

心得 實際技巧演練中附帶的心得分享o 

高級攀登 基礎課程 基礎課程 1.一般攀登技術和自然環境知識o 

譟程 2.緊急危難處理技術。 

3.安全管理技術。 

技術 無積雪期 ! l在岩石裸露的道路行走技術。 

攀登能力和技術 2.攀登能力測驗。 

積雪期 1.在多重地形區之道路行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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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攀登以及冰攀能 2.道路搜索技術。 

力和技術 3.建立確保點投術c 

4,攀登垂直10m-20m的冰壁的能力。 

5在冰壁上確保點技術c 

6.冰攀指導能力。 

山岳滑雪 l山岳滑雪技術c 

高級 2山岳滑雪援救技術。 

雪崩應對技術 1.雪崩預知技術c 

中級 2,雪崩對策的器具使用技術c 

3.雪崩的援救技術= 

援救技術中級 ].擔架使用技術c 

二,空中救援吊掛的援救技術c 

3.雪地求生技術c 

J.擔架搬運技術= 

5.緊急應變能力= 

心得 實際投巧演練中附帶的心得分享。 

國際山岳 基礎課程 一般基礎 l,閻於國際山岳的法規和一般知識。 
課程 2、攀登技術和一般自然環境知識。 

3.海外的危急應變技術。 

4.海外的安全管理技術。 

5,外語(英語)以及在諸外國的禮節。 

技術 冰川的山岳道路 1.冰川地帶的道路行走技術。 

土道路搜索技術e 

3.建立確保點技術。 

冰川、山岳的滑雪技 l,冰川地帶的山岳滑雪技術二 

術 2,冰川技術和山岳滑雪援救技術。 

雪崩對策技術高級 l,雪崩對策投術講習會的召開以及指導方法。 

二.對雪崩事故的團隊和管理= 

援救技術高級 1.冰川地帶的援救技術二 

2.團隊救援和管理c 

心得 實際技巧演練中附帶的心得分享。 

(整理自2⋯全國登山研討會林志純、陳永龍、鄭安晰發表之專論文,由林志純參考日本山岳嚮導檢定學科內 
容並依我國情修正)

四、山域環境倫理與山域嚮導環境行為(about mountain)

(一)日本環境部環境(山野)教育內容

主要進程分為感性>知識>行動三階段,透過(EN/THROUGH → ABOUT> FOR)三過程來

i到:EN/THROUGH mountain(體驗山岳環境),ABOUT mountain(獲取關於山岳環境知識) ,

輕旅雪霸∵額琉聖榛齟137



鬱銼盥盍盡蚩蠡

FOR mountain(行動問題解決) 。詳如下圖‥

圈6-2、,兌逗殷瞪仁厄∪仁頌墳教嗇077口一子(怒性→知醱→行動

′↓哼鈣類;鳶攆為扛...,.暈荀又一言.`/.~科二〒∴

綑涕,番爭”,二' ∴`(÷了∵才嚐數璩,井'i￣;二言

:,.; →」〕.∴今,手<寸`?莠琪蚱飩=去〕言野浙

于.)菅′一言轟r,二?宮今-,?÷∴`眾∴÷年÷.宵二′,乓康騵

颯
墳
猿
育
e
內
蓉

勒,踩 小 中 震 六孚 詛金人

上「悄:璟嫦’∩/∴吋,

圖4-1環境(山野)教育進程

(二)山野活動與環境倫理

「環境倫理」就是對人類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係給予系統性和全面性的定義和解釋,

並非只是山友熟知的「 LNT」 。早期的環境偷理大多以效益主義作為解釋的依據,近年來的環

境倫理則大多以義務論作為解釋的依據。但一個「環境倫理」學說基本上都必須包括‥ 1,解

釋這些倫理的規範有哪些? 2.解釋人類必須對誰負起責任? 3.解釋這些責任應如何證成?

(Des Jardins.1993)

然而目前有關登山與環境倫理均只停留於國外LNT (不留痕跡)肝人類中心倫理』行為

準則中,強烈建議有關幽家公圍教育訓練甲什應將登山環境倫理學說予以深化,讓登山者及

山域嚮導了解環境倫理之基木理論與基礎,因為「山」是全購台灣子民的,需要你我自己去

保護。茲摘錄科教月刊241期師大干教授彙整環境綸理有關學說如下表供參‥

表4-1重要的環境倫理

倫理名稱 倫理對象 提倡者 所主張理由或學說 

人類中心 倫理 

人類 

Protagoras(約 484B.C.-420B.C.) 

「人是尺度」理論(homomensuratheory) 

生命中心 倫理 

會感受痛苦的動物 JeremyBentham 認為動物會感受痛苦(1789) 

有「感知」(sentience)動物 PeterSinger 《動物解放》(1973)(出於效益論觀點) 

哺乳類動物 TomRegan 《動物權的實例》(1983)(出於義務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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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ChristopherStone 《植物是否有地位?》(1972.1974) 

所有生物 AlbertSch\\eitzer 
「尊重生命」(ReverenceforLrfe)學說(1915) 

所有生物 PaulTaylor 《尊重自然》(ReverenceforNature)(1986) 

生態中心 生態系(包括無生命物質) AldoLeopold 「大地倫理」(TheLandEthnic)學說,出自《沙 

倫理 
地郡曆誌》(ASandCountyAlmanac)(1949) 

地球(生態圈) AmeNaess 
《深層生態學》(DeepEcology)學說(1973. 

1985.1986) 

地球(生態圈) J.E.Lo\,elock 
《蓋姬》(GAIA)學說(1969.1979) 

「生態中心倫理一是主張整體主義的倫理學說,它的倫理特牲是‥重視生態系整體價值,

在生態系整體之中才能決定個體的角色和地住,整體生態系的平衡和穩定重於個體生命的生

存o重要的生態中心倫理包括‥ Leopold的￣大地倫理一和Naess的「深層生態學.o

l,Leopold的「大地倫理」

Aldo Leopold的「大地倫理_ ( The Land Ethnic)學說,出自《沙郡年紀》 (ASandCounty

Almanac) (1949) ,是第一篇有系統的生態中心倫理著作c Leopold認為「大地倫理」就是「倫

理帥延伸_,他說: ￣大地綸理就是把生命社區的範圍加以擴大,以包含土壤、水、植物、動

物‥或者統稱為大地- =而「任∫可保存生命社區完整、穩定和美酈勺行為就是對的行為,否則

就是錯的_ (Leopold.1949) = Leopold認為生命社區整體才是道德考量的對象,生物個體則不

是。困此, Leopold 的整體論屬於「掄理學上的整體論」O

Leopold以此整體論觀點提出了下列的道德規範(Leopold.1949 : Des Jardins.1993) ‥

(l)因為生態系統是一惘「高度組織化的結構」 ,並且非常複雜;所以,我們白勺首要任務

就是保存所有生命形態的歧異度一因為,就算生態學家也不能完全了解這個複雜的系統是如

何地運作c

(2)人類對大自然的干擾,必須抱特謙卑和白制的態度。人類輕微的干擾,地球具有自

我調節的能力‥但是劇烈的干擾則會為人類帶來災難二

(3)本土的動植物才是最適合當地的生物呻1進外來物種,必定會破壞原有系統的完整

和穩定,引發生態危機0

2,Naess的「深層生態學」

AmeNaess在1973年提出「深層生態學」 (DeepEcology)的概念,他認為過去白勺環境

運動是「淺層.的生態學,它的中心目標是為了反對環境污染和資源耗竭。但是, 「深層.生

譟學是以一個更整體的、非人類中心的觀點,找出造成這些環境問題的社會及人文病因。所

火,深層生態學可以看成是一種哲學的取向,因為它認為環境問題可以追溯出它的「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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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根源(Naess.1973.1985) o深層生態學原則包括兩個「最高偷理規範」 「自我實現」

(SelfRealization)和「生命中心平等_ (Biocentric Equality) o 「自我實現」就是透過與自然

界其他部份的互動,以實現自我的過程, 「生命中心平等」就是指所有的仃機體都是平等的成

員,共同仔在於一個互相關連的整體中,並且擁有平等的內布價值(Naess.1973.1985) o

Naess提出丁八個深層生態學「平台. (Platform ) ,做不剛u界觀之間共通的基木原則,

這些基本原則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般化,以包容各類型哲學所產生的多樣性,但這些基木原則

也有相當枯度的特殊化,以便區別於淺層生態掣r這/-\個基本原則為(Naess. 1986) :

(l)地球上不論人類或其他生物的生命本身軌具何「價值_ ,而此生命價值,並不是以非

人類叫界對人類世界的貢獻來決定￣

(2)生命形式本訝就具有價值‥而且,生命形式的豐富度和多樣性,仃助於這些生命價

值的「實現」 ( realization )

(3)人類沒卅瞿力減少這樣的豐富斬口多下劓生,除非是為了維持生命的基本需求。

(4)要維持人穎生命和文化白脂富度,只能有少量的/\類人口:要維持其他生物的豐富

度,也需要少量的人類人口￣

(5)目前人類已經對其他生牛勿造戊過嚏的干棲,並且在怏速惡化當中。

(6)政策必須加以改變,因為這會影響基本的經濟、科技和意識形態三者的結構;這將

使得最終狀態,與現在狀態完全不同。

(7)意識型態的改變,主要在於對「生命品質」 (lifequallty)的讚賞(基於生命的天賦價值

觀點) ,而不是追求更高的生活水準。我們將會深深的覺知,在「大」(bigness)和「偉大」(greatness)

之間是不同的。

(8)認同上述觀點的人,都有義務直接或間接參與必要的改革c

綜上所述,現階段山野教育之思維,應跨越並深化「LNT」不留痕跡的準則,將台灣山

野教育理念往環境教育及深層生態學的理念及基礎推動。

(三)登山與環境保護基本法令與行為

1.登山及山域有關法令之行為準則

每位進入山區的山友及山域嚮導亦應熟悉有關環保法令禁止之行為,除確實遵守外,並

可協助勸導或蒐證相關證據提供丁管機關據以查處並予以告發處分,以收嚇阻違法行為及保

護山林之效。茲將有關山林環境保護法令禁止行為簡單彙整如下: 

法令條例 規範內容 

國家公園法 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左列行為: 

第13條 一、焚燬草木或引火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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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 

三、污染水質或空氣。 

四、採折花木c 

五、於樹木、岩石及標示牌加刻文字或圖形。 

六、任意拋棄果皮、紙屑或其他污物。 

七、將車輛開進規定以外之地區。 

八、其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禁止之行為c 

森林法 非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不得於保安林伐採、傷害竹、木、開墾、放牧,或為土、石、草 
第 30條 皮、樹根之採取或採掘。 

除前項外,主管機關對於保安林之所有人,得限制或禁止其使用收益,或指定其經營及保護 
之方法。 

違反前二項規定,主管機開得命其造林或為其他之必要重建行和 
發展觀光條例 於風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內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其目的事業主管械闖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 
第 64條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任意拋棄、焚燒垃圾或廢棄物= 

將車輛開入禁止車輛進入或停放於禁止停車之地區。 

其他經管理機關公告禁止破壞生態、污染環境及危害安全之行為。 
自然保護區設置 自然保護區內禁止下列行為: 

管理辦法 第9 一、採折花木,或於榭木、岩石、標示、解說牌或其他土地定著物加刻文字或圖形。 
條 二、經營流動攤販c 

三、隨地吐痰、拋棄瓜果、紙屑或其他廢棄物奉 

四、污染地面、牆壁、樑柱、水磴、空氣或製造噪音。 

五、騷擾或毀損野生動物巢穴c 

六、擅自進入自然保護區內。 

文化資產保存法 自然紀念物禁止採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方式破壞,並應維護其生態環境。但原往民族為 

第83條 / l 

傳統祭典需要及研究機構勻研究、陳列或國際交換等特殊需要,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二 

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 

文化資產保存法 為堆護自然保留區之原有自糾丈態,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任意進入其區域範圍:其申請 
第 84條 資格、訐可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麾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環境基本法 環境資源為全毽國民世代所有、中央政府應建立環境污染及破壞者付費制度,對污染及破壞 

L第28脩 

者徵收污染防治及環境復育費用,以維護環境之永續利用c 

.空氣污染防制法 在各級防制區及總量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第31條 冒 l 

一、從事燃燒、融化、煉製、研磨、鑄造、輸逵或其他操作,致產生明顯之粒狀污染物,散 
布於空氣或他人財物。 

二、從事營建工程、粉粒狀物堆置、運達工程材料、廢棄物或其他工事而無適當防制措施, 
致引起塵土飛揚或污染空氣。 

三、置放、混合、攪拌、加熱、烘烤物質或從事其他操作,致產生惡臭或有毒氣體。 

四、使用、輸送或貯放有機溶劑或其他揮發性物質,致產生惡臭或有毒氯體。 

五、餐飲業從事烹飪,致散布油煙或惡臭。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污染行為。 

前項空氣污染行為,係指未經排放管道排放之空氣污染行為。 

第一項行為管制之執行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音管制法 噪音管制區內,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時間、地區或場所不得從事下列行為致 
∴ 8條 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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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燃放爆竹。 

二、神壇、廟會、婚喪等民俗活動● 

三、餐飲、洗染、印刷或其他使用動力機械操作之商業行為。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行為。 

飲用水管理條例 在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不得有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 

第 5條 前頂污染水源水貲之行為係指: 

一、非法砍伐林木或開墾土地。 

二、工業區之開發或污染性工廠之設立。 

三、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料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 

四、傾例、施放或棄置垃圾、灰渣、土石、污泥、糞尿、廢油、廢化學品、動物屍骸或其他 

足以污染水源水質之物品c 

五、以營利為目的之飼養家畜、家禽。 

六、新社區之開發叫旦原住民部落因人口自然增加形成之社區,不在此限。 

七、高爾夫球場之興、修建或擴建^ 

八、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c 

九、規模及範固達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鐵路、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 

一○、河道變更足以影響水質自淨能力,且未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一一、道路及運動場地之開發,未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一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行為c 

水利法 為維護水庫安全,水庫蓄水範圍內禁止下列行為: 

第 54-1條 一、毀壞或變更蓄水建造物或設備￣ 

二、啟閉、移動或毀壞水閘門或其附屬設施。 

三、棄置廢土或廢棄物。 

四、採取土石c但主管機闖辦理之濬溧,不在此限c 

五、飼養牲畜、養殖水產物或種植植物c 

六、排放不符水污染防制主管機關放流水標準之污水。 

七、違反水庫主管或管理機闆公告許可之遊憩範圉、活動頂目或行為。 

於水庫蓄水範圍內施設建造物,應申請主管樅關許可c 

前項許可,主管機關得委託水庫管理機關(構)辦埋。 

水污染防治法 在水污染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第 30條 一、使用農藥或化學肥料、致有污染主管機關指定之水體之虞。 

二、在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離內棄置垃圾、水肥、污泥、酸鹼廢液、建築廢料或其他污染物。 

三、使用毒品、藥品或電流捕殺水生物c 

四、在主管機關指定之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離內飼養家禽、家畜。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止足使水污染之行為。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所稱指定水體及規定距離,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公告之。但 

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廢棄物清理法 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 

第 27條 一、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屑、煙蒂、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 

他一般廢棄物。 

二、污染地面、池糖、水溝、牆壁、樑柱、電桿、榭木、道路、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三、於路旁、屋外或屋頂曝晒、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 

四、自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貯存工具、設備或處所中搜揀經廢棄之物。但搜揀依第五條第六 

頂所定回收頂目之一般廢棄物,不在此限。 

五、拋置熱灰燼、危險化學物品或爆炸性物品於廢棄物貯存設備o 

六、棄置動物屍體於廢棄物貯存設備以外處所。 

七、隨地便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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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於水溝棄置雜物。 

九、飼養禽、畜有礙附近環境衛生。 

十、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c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 

環境教育法 機關、公營事業磯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 

第19條 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推展環境教育,所有員工、教師、學生均應 

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參加四小時以上環境教育,並於翌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以網路 

申報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s 

l l i 

前碩環境教育,得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譟程、演講、討論、網路學習、體驗、實驗(習)、戶 

外學習、參訪、影片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為之, 

前項戶外學習應選擇環境敷育設施或場所辦理c 

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闖應鼓勵、協助民營事業對其員工、社區居民、參訪者 

及消費者等進行環境教育= 

卡霸國家公園區 一、禁止販賣、陳列、搬運、寄藏依國家公園法及有關法令所禁止或應予保護之動物、植物、 

域內之禁止事項 礦石及其標本或加工製品二 

內政部100年4 二、禁止於指定之商店販賣區以外地區設立攤位或流動兜售= 

月15日台內營字 三、禁止違規填土整地或傾棄土石, 

第1000802323號 四、禁止設置祭祀設施、墳墓、懸掛或放置路標及其他妨礙景觀之設施。 

令修正 5 

五、未經申請核准、禁止嬉戲喧閘、舉辦歌舞、升火、野炊、吹奏或播放鳴器、燃放爆竹煙 

火、戲水、滑草、操作遙控玩具等有礙環境安寧或公眾安全之活動。 

六、禁止於非指定地點丟棄廚餘、保特瓶、保麓龍、塑膠製品及其他不易自然腐化之物品或 

垃圾3 

七、禁止攜帶獵槍、索、網、夾、籠、電瓶、毒藥及其他捕捉獵殺與傷害及毒害野生動物之 

器具、物品進入園區二 

八、禁止挖設陷阱或利用地形、地物、器具誘捕野生動物。 

九、未經申請許可禁止進入七家灣溪、高山溪、桃山西溪及桃山北溪。 
胄 十、大鹿林道東線除執行公務之人員外,禁止於上午五時至十一時以外之時間進入。 

十一、禁止攀登大霸尖山霸頂c 

十二、未經申請許可禁止於營地或露營區以外地區露營、搭設帳棚c 

十三、進出生惑保護區禁止任意變更核准路線或行程c 

十四、禁止破壞牌示、觀景臺、山屋、廁所等公共設施, 

十五、禁止餵食野生動物及放生、棄養動物二 

十六、禁止攜蒂寵物進入生態保護區及特別景觀區拿 

.以上有關環保法令為山友最低應遵循之行為準則,為維護山林環境,建議山友或嚮導倘

壘違法情事均可拍照或錄影存證,移請有關機關予以杳處。

:.山域專業技能(資格)有關檢定

依據日本peaks雜誌所彙整,日本專業技能資格檢定與山岳有關共計14項,其中屬於國

衰試驗者僅針灸師、無線技士、救命救急士及氣象預報士等四項,其餘均為民間專業團體自

于辦理檢定試驗,如山岳嚮導、地理地圖檢定、 ECO檢定及樹木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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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日本專業技能檢定1 圖4-2日本專業技能檢定1

五、山域夥伴關係(PARTNERSHIPS)之建立(formountain)

山域有關的對象與推動單仕包羅萬象,談檠合賣屬不易,參考國外可行作法,提出夥伴

關係PARTNERSHIPS的新觀念與作法,期待在共同目標討論設定之後,各領域及各公私部門

各司其職,分組並就其職權與推動目標各自奮鬥,並且定期開會討論分享與協調後續工作內

容,作法如下‥

● 專業人士之間建立commonculture 3

● 分組共同工作建立山野文化認同。

● 為推動山野環境教育獲得社會大眾認同〕

● 招募嚮導及志工開始有興趣參與並共同推動(例如‥成立嚮導山域巡守隊)。

(一)山域搜救消防機關之精進作法

依內政部100年12月1日第24次部務會報決定事項及消防署於100年12月26日雨言青

警政署、營建署及林務局等相關機關接獲山難牧援通報,基於對轄區山域環境之瞭解與熟悉

度,先指派人員擔任初期指揮人員,即通知所屬人員(如巡山員、保育巡杏員、山地義警及志

工等) ,於第一時間派員前往搜救;俟消防機關指揮官及相關人員陸續抵達後,初期指揮人員

並擔任協同指揮人員c

依「地方制度法」相關規定,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係屬地方自治事項,遇有山域意外

事故救援時,地方政府自爐為第一時問之救援機關及後續搜救戰力整合協調主導串位‥消防

機關於執行處理山域意外事故搜救時,為加強與相關機關及團骷間之協調聯繫,並相互支援,

各地方政府依前揭作業要點,經獲報或其它單位轉報,即調派意外事故發生地之轄區消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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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山域嚮導訓練檢定及運用與構聯環境教育之初探

隊,並依山域意外事故搜救作業程序聯繫通報相關機關或團體(如:警察單位、國家公園管理

單位、國家公園警察單位、林區管理單位、國軍特戰部隊及民間搜救團體等)共同參與搜救:

另視需要申請本署特種搜救隊、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及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支援,或協

調相關單位出動人員、直升機等能量,共同處理山域意外事故救援等事宜。

(二)公私協力國家公圍環境教育與步道維護管理

國家公園等環境管理機關之人力及預算有限,且每年縮編公務預算經費,然而民力卻是

無窮。因此,在國家公園之護管上,建議可參採先進國家之作法,與嚮導、志工、企業、在

地居民社區團龍及其他機關學校等共同建立各種夥伴關係共同推動c日本環境部國家公圍登

山道保全、利用及管理水準如圖5-1 、 5-2 、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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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環境部國家公園自然指導員制度

日木國家公闋為服務其國民正確利用幽家公岡並保護自然環境,自昭和43年起即有自然

公排旨導員之設置(有別於志工功能較志工強) ,其目白勺與功能雖類似我國國家公圍保育或解

說志工,而其任務與自然山域專業知識技能再予以強化。

惟志工之法令位階及環境護管任務之執行,多力有未逮,多僅能協助解說教育宣導或環

境清潔維護層面。丙此,建議國家公國以少量經費,亟有必要加強原解說及保育志工之提升

訓練外,並招訓專業能力較強之山域嚮導進行有關環境(場域)訓練,以輔助機關環境執法

管理或上述山域搜救之協勤輔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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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防禦性登山概念研議登山安全規則

登山及山域活動有其風險,並會造成環境之衝擊與破壞,建議政府主管機關可以國外咖

啡桌之方式,由桌長主導如下議題獲取共識,逐步提出我國登山安全規則,以作為相關登山
安全教育之基礎。

<登山安全規刖(草案)架構>

為維護國民登山安全及山林永讀發展,提高國民登山安全與環境品質,特擬定本規則。

總則(名詞釋義:登山、健行、登山步道、步道撇、登山裝備、領隊、嚮導、雪季、雪訓、

山難事故,,,等該釐清確認定義之名詞解釋討論確認)

登山者安全行為(人行為)

第一節 登山計畫準備

第二節 行

第三節 食

第四節 衣

第五節 住

第六節 山域救助規則

環境安全行為及知識規則(我圍法令規範禁止及登山應規範行為)

第一節 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登山規則

第二節 自然保護區登山規則

第三節 山域環境知識與規則

第四節 一般山域登山規則

第五節 山域生態旅遊規則

第六節 山域與戶外教育規判

登山裝備安全使用規刖

第一節 食物裝備使用規則

第二節 衣物裝備使用規則

第三節 住宿裝備使用規則

第四節 行動裝備使用規則

第五節 無線通訊裝備使用規則

第六節 雪地技術裝備使用規則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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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與結語

(一)國家公園登山學校可積極規畫推動有關about mountain課程

考量我國登山環境異於幽外,係以自然旅遊性質為丁,且登山之基礎訓練目前已有教育

部購育署堆動,建議環境管理機關可依環境教育之理論進程與基礎,招訓山域嚮導充實有關

山域環境知識二

(二)檢討入園許可制之許可預防精神規劃配套措施

建議重新審視並調整我幽入闆許可之審查內容與但書,以環境生態保護及登山利用取得

平衡之基礎,並於但書中設計配合與嚮導協勤等規範,進而提升環境與山域遊憩活動之品質。

(三)調整現行山域嚮導員訓練及檢定方式

目前山域嚮導員訓練檢走已委託體育專業圍龍辦理,並碩定於本IO3年度產出檢定科日

表及題庫,惟簡單參考中國及日本二訓揀檢定方式,仍有諸多不足之處〕閑此在步驟上,可

先將現行訓練檢定方式朝整合訓諫r勺容重鞘在頂防迷路轉倒跌落及處罟方式推動,後續並邀

集有關專家學者針對我國山域嚮導員所需職能進行範疇界定,建立山域嚮導員訓練教材大綱,

並統一評分標準與方式,如此方能提升我幽山域嚮導員之組織性與專業化,並可獲得各組織

及各權管機關之認可與社會地什^

(四)山域嚮導納入國家公園巡守隊體系協勤輔導與管理

國內目前尚末將山域嚮導訓練輔導與納管,建議未來國家公鬨(署)或處可以編列少數

預算,針對山域嚮導進行訓練輔導與管理,並配合我國環境資源及山難協勤之政策方針,一

方面除能提升幽內山域嚮導員整骷素質外,並能朝向推展全方位之環境教育,對於山岳旅遊、

環境保護以及山難協勤等,均具有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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