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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是一扇窗子;登山有如推開窗戶,讓人看清楚窗外的風景和真實的世界。山是一

面鏡子;登山讓人擦亮明鏡,映照自我生命的侷限與可能。或者,我們可以說山是一扇

門!而進入山的這扇門,登山卻是唯一的鑰匙。因此,本文以山是一所學校的視野,來

思考登山教育的重要與作法,並借用「創造性的留白」概念來論及山作為孕育創意的文

化土壤。並指向登山教育的目的,終究得回歸山的世界,登山讓人得以「打開經驗世界

(感性)、發展抽象能力(理性),來與大自然山林世界(我們共同的地球)相連結。並

且在道樣的互動中,登山讓人更看清世界、更認識自我,而朝向作為山的守護者前行! 」

關鍵詞‥

本土登山學、文化創意、創造性的留白、山林守護、環境教育、海洋教育

★本文於2008/11/14-15教育部主辦之「2008全國登山研討會」發表。文本乃為初稿,如欲引用,請先

徵詢作者同意,並敬請不吝斧正!

卅陳永龍: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助理教授,多樣生態文化工作室負責人。台灣山岳文教協會理

事、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顧問、《臺灣山岳〉雜誌特約企畫,台大登山社OB及台灣山谷登山會(台

大登山社校友登山會)會員。

聯絡方式: alonjZ@皿Ounkey. co皿. tw O

山是一所學校‥ 2008登山教育行動年■「



2008全國登山斫討含
2008 Taiwan Mountalneerlng Conference

山是一所學校

-一創意教育的文化土壤與像山一樣的思考

作者‥陳永龍

拂孑/山彿召英

我存在,因為山,因為愛!

從小我就好奇「河流的源頭」到底長得是什麼樣子啊?雨水下到面前,我知道水從

天上來;但看到溪流時,卻始終不知道河川的源頭與盡頭,水到底從哪裡來?又到底往

何處去呢?挾著這樣的好奇,一直到我進入大學,毫不猶豫地參加了台大登山社之後,

才有機會溯溪而上,知道溪流的盡頭的長相與面貌。也因為這樣,我真正地走向山。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轉眼竟然大學畢業已超過廿載,山依然持續地爬,卻無法如大

學時代的年少輕狂;在山路裡總會放慢腳步,更用心地細細品味沿途的山風影舞,生命

的步伐也變得沈穩了些。思索著自己生命的來時路,一如登山,雖起起落落卻各有不同

的風景!想起古人論山的三境界,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直在峰迴路轉

間,生命照映著雲影徘徊。

遙想起我的童年,假如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有機會接近山、登臨山而徜徉在大

自然的野地裡,十二年後成為大學青年的我,到底會有什麼不同的知能、素養與心靈面

貌啊?而在思山念山中,到底自己的生命可以為山林大地盡什麼力,又能為山林子民多

作些什麼無私的奉獻,以無忝所生呢?

這一兩年,我也不斷想著: 「假如從2008起開始讀一年級的小學生,就能有接近山

與大自然的課程與教學活動的話;那麼,在2020年的時候,造個小孩已經成年進入大

學(假如順利的話),究竟會是什麼樣的不同面貌呢?他/她會不會比起其他的同儕團

體,更敏感纖細地關懷人與自然、更尊重大地生命、更富有愛心而成為品格高尚的人

呢?」

我無法在此時回答十二年後的問題,但我卻知曉我會持續關注此一議題,也相信到

時候我能提出適時/事實的證據,而證賃今日假想的「肯定」答案,甚至遠比我的想向

還有精彩豐富,而看見一個幼苗成長與茁壯後對於人與土地的關懷,以及個體豐盈的想

像力、創造力與生命力!

顯然,今日我所能「為山而做(也是為自己而做)」的努力,就是積極認真地投入

自我的生命,一方面繼續徜徉在山的懷抱裡,另一方面持續關懷大地生命、環境倫理與

社會正義;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學校、更多的地方,從小即開始讓幼童的

生命成長,滲入大自然與山野的生長激素要素,藉著推動「山的教育」來展望山的世界,

向山學習,像山一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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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一竹學拭一一創意教育的丈化土壎與侏山一拮的惡莠

一、山的世界‥凝視大地突出雲表的繽紛生命

向山學習,我們可以說出許多道理;但要「像山一樣的思考l 」 ,卻多半仍只是一種

口號。山會思考嗎?山又是怎麼思考的呢? 「像山一樣思考」這句經典話語,是李奧帕

德(Aldo Leopold)在《沙郡年紀》 (ASand CountyAlmanac)中首先提出來的「土地倫

理.觀念;背景是當時美國白人大量撲殺狼群,以為那樣可以保護牲畜與享受更多的鹿

群資源,不料卻帶來更大的生態災難!

當時美國各州的獵人樂於殺狼,以為狼一旦減少,將能獵得更多的鹿皮,對狼嚎最

為懼怕的鹿群,在狼群消失後不再恐懼;然而,當一座失去狼的山,所有灌木和幼木的

嫩葉都被過多的鹿群吃掉,變成光禿禿的,至於鹿群最後則因數量過多而餓死。因此,

撲殺狼群墓本上反應的是人們對大自然的無知與對狼群的恐懼。而在這些明顯而迫近的

希望和恐懼之後,卻藏著一個更深奧的意義,即: 「只有山知道造個意義,只有山活得

夠久,可以客觀地聆聽狼的嚎叫。 」 2

因此,要像山一樣的具有「空間的廣度和時間的深度」地思考,確實一點也不容易o

台灣近年來推展「千里步道運動.環境行動者之一的徐銘謙,在甄選客委會2006年「築

夢計晝」口試現場,一位評審開口問說‥ 「你的計畫名稱叫做: 『學習像山一樣思考』 ,

那麼請你告訴我,山怎麼思考? 」他當時愣了一下,一時不知如何在短短半分鐘內回答,

只好說‥ 「那裡的山怎麼思考,我得去了才知道」 。秉持著這個連他自己都不滿意的答案,

他最後以《地圖上最美的問號一尋找夢幻步道的旅程》 3一書,當作給評審遲來的答案。

而在台灣,多數的人並沒有機會到美國的山野地區去聽狼嚎,也末必有緣去阿帕拉

契山徑或太平洋山徑登山健行;那麼,在台灣的人該如何立足台灣、放眼天下,但卻懂

得「像山一樣的思考」呢?也許,我們得先回到「山的世界」來對山有基本的認識與理

解,再開始出發會比較好些。

山是地表突出高度到一定程度的地形,一般來說,是地表隆起比周遭土地還要高(以

海拔為基準)的地方;而聚集這類地形很多的地方,就叫做山區。許多地形學的教科書

會把山定義成「介於山谷與山谷之間的隆起部分」 ,或以超過七百公尺的地方叫做山,

不到的叫做丘陵等等4 0

山的世界基本上是先從地球生成的地質地形現象,即地理學的地形地貌開始,而後

涉入天文(氣候) 、水文等環境因子,而產生山的環境生態面向,或冰雪岩、或苔原、

或草原、或森林等等,而構成陸陸域生態系的生物多樣性與繽紛生命。因此,山的世界

不只是物理的世界,更是生物與環境交織的世界,是孕育生命演化的母體。山被許多原

始民族認為是有生命的母體,另一種代名詞的稱謂則是GAYA (蓋妞)或說大地母親。

而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下,居住於不同生態環境的人群,透過人與環境集體互動的「創

l請參見李奧帕德(AldoLeopold)著/吳美真譯, 1998 ,《沙郡年紀江台北‥天下文化出版0

2同上註oPp.1900

3徐銘謙, 2008 ,《地圖上最美的問號一尋找夢幻步道的旅程〉,台北:野人文化出版社。

出請參見梅棹忠夫、山本紀夫編, 2007 ,《山的世界江pp.101-102 ,台北:商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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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的適應」機制,而建構了獨特的生態文化。因此,不同的山區總是生物多樣性和原

住民文化多樣性的地方,而具有許多古老的土地偷理與生態智慧,也成為人類共同的文

化資產。甚至,世界上絕大多數在雄偉險峻的高峰地區,這些巨峰往往被鄰近的原住民

族當作神聖空間來保護與信仰。在這個層面的意義下,山是神聖的。

只不過,在今日的山區世界,由於人類過度開發與對山區土地的超限利用,使山區

裸露化、沙漠化而造成洪水與土石流的天地;山在人類今日文明下面臨了巨大的危機,

即‥全球暖化、氣候兩極化與地域沙漠化的現象。也正是在這種全球環境變遷與政治經

濟變動中,我們更有必要警覺到山林守護的必要與重要,而不只是把山當作踐踏與登臨

的對象而已。立足台灣、放眼天下,也在這個概念下而更具有全球在地化的行動意涵。

(一) 、立足台灣放眼天下

山海是台灣生命的原鄉,也構成台灣「生命文化多樣性」的繽紛世界。立足台灣、

放眼天下,台灣才能培養出優秀而具有競爭力的下一代。而立足台灣,當然是放眼天下

的起點。

放眼天下;地球上海洋約佔地表面積的三分之二強。海洋在生態平衡上,擔任全球

碳循環、水循環與能量重地的功能;在氣候變遷上,攸關全球環境永續發展的關鍵;在

交通運輸上,提供無遠弗屆的便捷功能;在資源蘊藏上,提供豐富的生物與非生物資源,

每年約有一億噸的水產品佔人類動物蛋白需求量的十分之一;在替代能源上,除了海域

石油探勘之外,海洋潮汐、溫差、風力等新興能源的發展,近年來也吸引各國的關注。

在海之濱、山之巔共構的地球上,國際對山岳環境的保護與資源使用,各國也日益

重視。自聯合國1992年起制訂的《生物多樣性公約》 、 《廿一世紀議郡等攸關「永續

發展」的文件中,都有與山區暨原住民的條文專章,更可見山岳在地球生態平衡與人類

永續發展中的重要性!而聯合國把2002年訂為「國際山岳年」與「生態旅遊年」 ,即是

為了檢視自一九九二年起推動「永續發展」在十年後的實施狀況。

立足台灣;台灣本島山岳佔有三分之二強之面積;山域生態文化的多樣性,提供台

灣全體可以安居的基礎。山岳在台灣生態平衡上,擔任氣象、水循環、特有種動植物與

生態多樣性的角色;在氣候變遷上山是台灣的屏障,具有全球暖化之微氣候調節作用,

也阻卻了颱風的侵襲;在交通上,人的雙腳有時是比任何機動工具更好的交通方式;在

資源蘊藏上,具有多樣性的水資源、生物資源和文化資源等,是台灣永續發展的基盤。

儘管台灣多山,且山岳遠比海洋容易親近,但國人對於山野卻是陌生的!不僅缺乏

山野生活知識與野外求生技能,更對台灣山林野地的多樣生態、多元文化無知。因為,

台灣人民從小就沒有在教育與生活中,感受與意識山岳對我們生活的重要性,更沒有足

夠的基本能力在山野地區行動。但從另外的角度來看,目前國際上在極端自然條件下的

科學研究者,例如南極、喜馬拉雅山區等等,無不是這些研究者都是登山與愛山者,才

可能忍受惡劣的生存條件來進行科學研究。

而日本登山家暨學術工作者梅棹忠夫、山本紀夫(2∞7)繞著仙的世郝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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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一竹犖校一一創意赦育的文化土壤輿腺山一措的惡莠

集結三十餘位日本知名山岳專家及登山家的專業,以全世界山林景況及作者自身經驗,

探討了登山科學、山的文化、山林生活、環保意識等等,即已跳脫只把山看成挑戰與登

臨對象的思考,而把山當作知識領域的對象來探究。

曰本的登山家與山的研究者共同從「人為什麼要登山? 」起,探究「山的環境」、 「山

裡的生活與文化」和「山的危機與保護」等面向;而日本政府更自2∞8年起編列五年

四百億元的預算,欲促使全國的青少年得以在正規教育中,開啟親近山林的自然體驗與

探索教育。因此,這些「他山之石.的借鏡,亦值得國人認真思考山岳政策與山岳教育

的重要性。

以下,沿著陳永龍(2004)的「朝向山的守護者」文章中的理脈,繼續延伸思考與

討論,重新省思山的世界,以彰顯山的精神,而期許未來能由行政院設立「國家山岳事

務推動委員會.以推動、制訂整合性的山岳剛領與政策,如同美國生態保育與土地倫理

主張先驅者Leopold. Aldo ( 1949)在`id Sb”d Cb拗印4加拗朋C “ (中譯《砂郡年紀》 ,

天下出版社)書中指出的: 「像山一樣的思考! 」以使山岳事務,能在台灣落實到未來

的教育中。

(二) 、人為什麼要登山?

思考山岳、思考登山,或許我們也該從另外一個層面,來正視「人為什廣要爬山? 」

這個命題;因為它必然是登山教育中哲學省思的起點,也是山岳白皮書為何需要的的關

鍵。陳永龍(2001/2003)等研究中,已指出「登山」在人類探險活動的歷史中,其起源

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征服心態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山卻也同時提供一個人挑戰自

我、探索世界的生命成長與學習媒介!

諾貝爾文學獎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的《自己的樹下》書中,討論「孩

子為什麼要上畢? 」這個命題。大江以自己小時候迷失在山中,在森林裡發高燒差點死

掉的經驗;以及自己的小孩因腦部異常,上學後在特教班中愛上音樂,最後成為音樂家

的故事;來說明:小孩子去學校,是為了繼承那些已經死去的孩子的語言,把這些語言

變成自己的東西;而這些語言,都是為了讓孩子充分瞭解自己,與社會相聯結0 5

黃武雄教授在《學校在窗外》書中,進一步討論「孩子為何要上學? 」這個命題,

而詮釋:大江的第一個故事,說到要替死去的小孩活下去,象徵與過去的人們相連繕;

第二個故事回憶光在學校找到相知的朋友,一起聽音樂,幫忙上廁所,則表示輿同時代

的人互動,與不同生長背景的人互動。至於與他人相連結的信物,則是語言;但這語言

不只是溝通工具,而是知識本身,是經驗本身,也包含人對鳥聲的感受、把種種感受轉

化而寫成的音樂。人藉著與世界互動,了解自己在世界的位置,才能反觀自己、了解自

己。

而在肝癌治病期間,黃武雄教授則自問‥ 「人對世界好奇的根本意義,究竟是什麼? 」

5請參見大江健三郎著,陳保朱譯,2002,《為什麼孩子要上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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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流放在孤島,與世完全隔絕,有足夠的果實玉米,獸皮石屋,供我溫飽;這孤

島永遠不可能與外界溝通,即使我做出什麼有趣的、重大的研究成果,都不可能與世人

分享;或說得更極端一點,人類已經毀滅了,只剩我孤伶伶的一個人活在這世界,那麼

會不會仍像現在這樣,好奇地想知道潛藏在這世界底層的理性規律,而辛勤的工作?我

會不會再做數學? 」

最後,他給自己的答案是‥ 「我不很確定自己會不會想活下去,也許我會天天坐在

海邊發呆,然後自殺了事;也許我會學著小鳥說話,誘引她們靠近我,與她們成為朋友;

也許我會幾天幾夜靜靜的躺在地上,眼睛望向天空,卻傾耳諦聽草叢裡花開的聲音;也

許我會在地上畫些美麗的話,希望蝴蝶蜻蜓能飛過來看得懂我畫些什麼。如果附近有狼

或野犬更好,已了這些友伴,我便會活下去,不會再想要自殺;但我肯定不會再做數學。 」

於是,黃武雄由「孩子為什麼要上學」的發問,轉而省思孩子「為了什麼」去學校?

來進一步討論大江所提「輿世界相連結」這個重要課題。而「與世界相連結」是不是人

活在世界的必要條件? 「與世界相連結」的真正意涵又是什麼?黃武雄教授在書中,

提出他自己對這個間題的答案:上學,是為了「發現」通往世界的雲梯,來與世界聯結;

並在這過程中,讓自己生活、生長、思辨的「主觀經驗」為基礎,去與前人積累下來的

人的「客觀知識」進行「對話」與「再創造」 !所以,「孩子為了什麼去學校? 」他的

看法是: 「為了打開經臉世界輿發展抽象能力,以便與世界真正連結。 」

他也以「人生原始趣向」的三個概念,即「維生/互動/創造」 ,來建構「孩子為

何要上學」的理由(及與世界聯結方法) 。孩子為何要上學?他認為‥一是為了要「打

開經鹼世界」 ;二是為了能「發展抽象能力」 。這兩項,才是學校教育應該要做(而且是

只要)的兩件事!假若還有第三件事的話,那就是「留白」 ,以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

空間,去自由創造06

因此,黃武雄教授認為孩子到學校,要學到的是「輿世界真正連結」 ,而連結的方

法,則是「打開經臉世界」和「發展抽象能力」這兩件事!只是,若要學習「打開經臉

世界」和「發展抽象能力」這兩件事,以達到「與世界真正連結」的目標,是否只有去

學校才是唯一途徑呢?筆者認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儘管孩子到學校上學,看起來仍

像是比較有效的學習管道;但在資訊網路愈來愈發達的今日,想要與世界真正連結,透

過網際網路與多學習管道,可能比起只提供「套裝知識」的僵化教育體系,更來的有效。

(三)山可以教我們什麼?

以下,以大江健三郎和黃武雄的觀點,即學校作為「與世界真正連結」機制,但擴

充他們對「世界」與「學校」概念的想像,回到「人為什麼要爬山? 」的討論,來重新

省思「山」的世界,及其與我們生活的關係。

若以「人」為核心出發, 「世界」的概念包含人體之內與之外兩部份,在人體及人

6黃武雄,2003,綽校在窗州,台北‥左岸文化出版opp,22-720在此,筆者將此一「留白」稱之為「創

造性的留白」 ,以使此概念更加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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暈÷三三一物質世界(外在世界)」 ,人體之內為「心靈世界(內在世界)」兩部份;或

辜一云,三王可把世界劃分為「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兩個概念範疇。一如「世界遣

董一三于只是「文化遺產」而已,也包括「自然遺產」 ;而混合了自然與文化的「文化

奏≡壽毫壹」 ,更須擴展「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區分,才能看

貫￣三考文化.與「心靈世界」的重要。

芋江與黃武雄的文中,並沒有清楚地界定「世界」所指稱的對象。而黃文論述孩

三三一季校」 ,是「為了與世界連結」的語意,因為強調學校當要能讓學習者得以與他

一堊翱「連結」 ,在而人類原始趣向上滿足「互動」這個要素;因此黃文中「世界」

=毛≒ ,主要仍偏向意旨「人類社會」 ,儘管它也包含了人們內在世界中、抽象思惟邏

重=一萼遍世界」。但筆者認為‥應該把「世界」的概念擴大,不只是「人類社會」而

曇窯包含「大自然」 ;或者,更精確地說,其實是「包含了人類世界的自然界」才

言這樣的「世界觀」的擴大,或說對「人」與「自然」關係之認識論轉移,背後的

言三手是:從原先那種把「世界」區分為「人類群體的社會」和「未經人類干擾的自然」

=二元對立觀念, (但卻將世界只等同於人類社會/把自然只等同於無人環境) ;轉變

三≡苣界視為是「人與自然共同演化」的整體環境觀念。即,人類存在於自然界之內,

三一文化」作為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一種集體性的「創造性的適應」機制,卻讓人類

紊鼕像力、創造力、行動力等,並得以透過「傳統的發明」的方式,去改造自然、建

辜壬會、改變世界!因此,思考山的世界,在視野上應當要由狹隘的「登山學校」拓展

三￣山是一所學校」 。

把山當作是一所學校,天地就是無垠的操場,部落就是教室。你可以衣不蔽體,張

≡萼膀迎著風,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氣息,傳送古老的叮嚀;你可以遊走在森林裡,藤

棗那跳繩,是鞦韆,讓你蹦蹦跳跳地擺盪。就連咬人貓,也教你要端莊穩重,不許輕

雪妄動!笑靨花開了,告訴你是播種的季節,祈禱小米豐收歌,映和瀑布山響而成天籟;

毫子花開,透露了毛蟹溯流而上的訊息,此時最為肥美,你將享受上天賜予豐盛的饗宴。

責日豐收後,是狩獵的季節,考驗著獵人的智慧與勇氣;山紅頭的Bibibibibi聲,告誡

了可否入山前行;繡眼畫眉鳴叫的歌聲,更洞燭機先地啟示了獵獲與否。

而大自然的學校,總是充滿了驚喜,處處饗宴。走累了,享受完大地賜予的食物,

克足慼恩;於是找個遮風蔽雨處,搭個簡易的棚子,升起熊熊獵火,而在蛙鳴、驢振

翹疾歌與黃嘴角鶉夜啼的陪伴下,露宿天地間,與自然合而為一,高枕忘我!黎明,在

紊嘯駒尖鳴和深山竹雞的溯口聲中醒來,感謝又有充滿陽光雨露的一天,可以去體

豢,去愛,去美好地生活!

把山視為一所學校,山於是教導我們懂得謙卑與崇敬。在大自然的面前,人其實渺

小得微不足道!懂得敬畏與感恩,於是知足常樂、知所進退。把山當作學校,山自然教

導我們許多知識,讓我們在天地間悠遊上課;把山當作穀倉,她就賜給我們豐富的寶

藏,讓我們享用不盡,一如玉山被布農族當作最後的便當;把山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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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她自然會在接納我們時露出笑容,掀開迷濛的面紗,讓我們徜徉在她的懷抱! 7

若重新回到黃武雄所提人存在的三個原始趣向: 「創造」 、 「維生」與「互動」等,

來思考「山/學校」作為教育場的任務。黃文認為對孩子而言, 「創造」是孩童天生就

豐沛且無法教的;而「維生」則是在打開經驗世界與發展抽象能力的同時,人自然會具

備用以維生的知識,是不必教的;所以,維生不必教,創造無法教,學校應當要教的,

也就剩下「互動」這一項。因此,他才主張學校教育應該要做的只有兩件事(且只要做

這兩件就好) ,就是「打開經鹼世界」和「發展抽象能力」 ,以「奧世界真正結合」。

回到台灣,山的世界構成台灣本土生態最重要的一環。人屬於大地,而山指稱了大

地與大自然;把山當作一所學校,也就是把「世界」擴大為「自然界」 ,而非只有「人

類社會」 。因此,應當把山當作是一所學校,與「世界」結合,也就意味除了與社會互

動外,還應看到人與自然間的「土地倫理」與「生態智慧」 ,以此作為永續發展的基礎。

而「創造」、「維生」與「互動」這三項概念,它們分別立基在「文化」、「自然」與

「社會」的基礎上。除了某些人天生的特殊才華外,創造必然根植於「文化」上,透過

記憶與想像交織的「傳統的發明」過程,才能「創造」出新的東西。而「大自然」是人

類最根本的「維生」基礎來源,供養了人類和芸芸眾生。至於「互動」在一般狀況下,

所指涉的對象是人群,因此是「社會」的產物;但筆者認為應擴及到更寬廣的「世界」

範圍,包括「人與自然互動」的部份。

因此,若「山」是一所學校,而由傳統原住民作為「生態人」的角度切入思考,因

為山與大自然提供了感受、體驗、分析、實驗的「場域」與「學習機會」 ,於是讓人們

有機會去「打開鱷鹼世界」和「發展抽象能力」。同時,山更提供人們享有「創造性的

留白」之可能性與機會;藉由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過程,山的存在不僅讓

人得以學習基本「維生」技能,也讓人們能在「經驗世界」中,透過眼、耳、鼻、舌、

身、意的「六識」過程,讓自我身體和心靈能在更細膩的交感作用中,去激發出更大的

「創造」力。

這個「創造性的留白」的作用,也讓人得以留給自我更多時問與空間,去感受、去

體驗、去互動、去創造、去沈思冥想、去反省自己與山的關係。而後,意識到大自然是

萬物供養者,孕育芸芸眾生;並體認到若非山峰的接納與大山媽媽護佑,我們不可能平

安地進出山林。特別在全球變遷中,有關「神聖空問」的保護更形重要;而「創造性的

留白」便讓人能在「親身體驗」與「深切反省」後,由「山的登臨者」轉為「山的守護

者」,而不會再是「山的踐踏者」 !

換句話說,山的世界讓人得以「打開經鹼世界(感性)、發展抽象能力(理性),來

與大自然山林世界(我們共同的地球)相連結。並且在迥樣的互動中,登山讓人更看清

世界、更認識自我,而朝向作為山的守護者前行! 」而這不僅是登山教育的終極目標,

也能開創出一種山的性格,以此映照海洋,讓台灣子民孕育在山海文化的搖籃裡,更能

立足台灣、放眼天下。

7以上幾段文字,請參見達依玨, 2001 ,「山是一座學校」,於《台灣山岳》第36期pp.44-45 , 2001年

6-7月號,台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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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相對於海洋台灣,近年來海洋政策與海洋教育已經啟航,但屬於山的政策

與山的教育,卻多半仍在原地踏步。因此,有必要重新省思山的世界,並試著朝向未來

建構台灣《山岳白皮書》 、 《山岳政策綱領》 、 《山岳政策白皮書》以至《山岳教育政策白

皮書》等,推動山岳政策並使之落實到教育領域,才能真正立足台灣、放眼天下,而讓

台灣邁向永續發展的路途。以下,也許我們可以借鏡海洋教育跟海的啟發。

二、海的啟發‥海洋台灣與海洋教育推廣

若從國土規劃的角度重新「定位」台灣,台灣本島(及列島)確實是一個山海環境

構成的島嶼國家。以本島而言,從生態、經濟、文化與資源的角度觀之,自然環境中的

「山」與「海.共同構成了台灣發展的基盤。除此之外,海洋事務攸關外交,而山岳事

務則屬內政,一外一內,共同孕育了台灣在生態、文化的多樣性與永續發展的潛能。

然而,台灣在近十年來已經開始重視「海洋事務」並逐步推動政策改革,亦已看見

一些成效。但在「山岳事務」上,卻可說是一片空白;除了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曾於

2∞6年委託「台灣山岳綱領」的規劃方案外,並未見到以「國家永續發展」為核心思考

的統合性政策計畫。

以下,將以海洋政策為例,略微回顧台灣從《海洋白皮書》的制訂開始,以至《海

洋教育白皮書》的頒佈,並開啟全民海洋教育的推展,這期間不過十年左右;以此為鏡,

助於國家末來推動山岳政策,從制訂《山岳白皮書》 、 《山岳政策白皮書》 、 《山岳教育政

策白皮書》等,全面推展山岳教育的工作。

(一) 、從海洋白皮書到海洋教育政策

若以「海洋政策」為鏡,迎向國際;聯合國於1994年施行「海洋法公約」 ,對於

從事海洋產業人力之知能與資格,做出明確建議,近年來世界先進國家如澳洲、美國、

日本及歐盟也相繼公布了海洋白皮書,致力朝海洋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在國際政

治、發展等相關利害關係之考量下,顯然各臨海國家都開始正視海洋政策的議程。

回首台灣;政府於2∞l年首次公布《海洋白皮書》的官文書,宣示我國為「海洋

國家.、以「海洋立國」的精神;為落實「海洋保護與保全」的政策,由於2∞4年發布

《國家海洋政策綱領》做為我國整體國家海洋政策指導方針,以引導我國邁向生態、安

全、繁榮的海洋國家境界。而為貫徹綱領精神及目標策略,於2006年《海洋政策白皮

書》公布後,開啟以整體海洋臺灣為思考基模,透過各項政策之規劃,全面推動海洋發

展。

更者,為確立我國海洋教育政策的發展目標及策略,教育部特研訂《海洋教育政策

白皮書》草案,相關內容經2007年1月25日「海洋教育高峰會議」討論後修訂,復於

2007年3月正式公告,開始全面推展海洋教育。

此後,教育部在5月起又陸續公布「中小學學生海洋基本知能」計晝,並進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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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教育融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各學習領域能力指標之建議」和「國民中小學海洋

教育議題課程綱要」之研修討論,也擬定「補助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推廣計晝」等,積

極想在九年一貫的課程中融入海洋教育,預定自97年元月起,在全國各中小學開始執

行3年。

由於國人長期對海洋的認知不足,產業界普遍反映海事人才在供需與品質之落差等

等;因此在教育部所訂定之《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明確揭示五大具體推動面向,

即「建立推動海洋教育之基礎平台」 、 「培育學生海洋基本知能素養」 、 「提升學生及家

長選擇海洋教育與志業之意願」 、 「提升海洋產業之基層人才素質」和「提升海洋產業之

專業人才素質」 。

從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的頒佈,以至之後的海洋教育融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與能力

指標修訂等,都揭示著海洋教育政策的重要目標,乃在於:

(一)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困應區域發展需要訂定海洋教育推動計畫及健全推動制度,提

升人才培育績效,以促進國家海洋社會、產業及環境保護的發展。

(二)各級學校加強海洋基本知能教育,培養學生具備認識海洋、熱愛海洋、善用海洋、

珍惜海洋及海洋國際觀的國民特質。

(三)建立學生與家長對海洋的正確價值觀,且對海洋有充分的瞭解,並輔導依其性向、

興趣選擇適性的海洋所系科及行職業。

(四)各級海洋校院配合海洋科技及產業發展,創新海洋教育人才培育制度內涵。

(五)整合產官學研界共同的海洋教育資源,合作培育符合業界需求的技術專業人才,

提升學生就業率及產業競爭力。

(二) 、海洋政策與海洋事務的推展

政策總走在教育之前。由於海洋事務多元廣泛,為落實「海洋立國」之觀念,行政

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中雖已明定設立「海洋事務專責機關」並積極推動相關事務,惟在立

法工作未完成前,為儘速推動相關工作,遂有籌設「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之芻議。案

經行政院院長核示,於2004年1月7日正式成立「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 (簡稱

海推會) ,藉委員會之機制,整合現有行政資源,並加入民間活力,建置成一僩跨部會、

跨領域、多面向及總體性之推動平台,期使國家海洋事務政策規劃能有適當之運作機制

落實執行,海洋事發展更臻完善。

因此,政策事務的推展往往是應該先於法令修訂之前,就可以開啟的!在民國93

年1月7日核定、95年5月5日修正頒佈「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後,

海推會利用工作分組的方式,把海洋事務分組區分為: (一)海洋策略組; (二)海域安

全組; (三)海洋資源組; (四)海洋產業組; (五)海洋文化組; (六)海洋科研組等六

個小組。各組分別選定官部門機關首長一人擔任分組召集人,學者專家一人擔任協同召

集人,依分組議題來整合既有的相關單位,召開分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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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顧景與政策綱領

為了推動國家之海洋事務,海推會也在多次的委員會中,討論並制訂「國家海洋願

景」和「國家海洋政策綱領」等,來做為海洋政策白皮書的前導工作。在國家海洋願景

方面,認為‥

「台灣地區四面環海,海岸線總長15∞多公里,在世界沿海國家申,屬單位海岸線

分佈極高之地區。台灣面積雖只有3萬6.0∞平方公里,惟若加上離島及周遭海域,可

增加數倍領域。就地理位置言,台灣東邊濱臨世界最大海洋一太平洋,西邊有世界最大

陸地一亞洲大陸,經統計,台灣附近海域海洋生物約佔全球物種的十分之一;就漁獲量

而言,我國排名世界第20位,而遠洋漁業則為世界六大遠洋漁業國之一,由以上數擦

顯示,台灣不僅是個島國,而是個海洋國家。

海洋資源是台灣持續繁榮發展主要命脈,有關海洋資源之開發、養護與管理,海洋

空間使用及海洋環境保護,對台灣未來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 21世紀是海洋新世紀,在

世界各國逐鹿海洋之潮流中,我們無法置身其外。歷年來,政府在海洋事務各個不同領

域採行具體施政作為,也有一些成效,傳承過去,珍惜現在,

已是我國畿展的薪藍圖。因此,面對目前國家之處境,如何發揚台潛的海洋地緣優勢,

台3鹽袈耦:圖豪圭黔羼瓶至靄1翼∴國際困境之薪思雖,

為落賁海洋立國的中心目標。 」 8 (粗體底線為筆者所加)

在「國家海洋政策綱領」方面,明確揭示國家海洋願景為: 「生態、安全、繁榮的

海洋國家。 」而在政策主張上,則明確訂定九項政策,包括:

(一)確認我國是海洋國家,海洋是我國的資產,體認我們國家的生存發展依賴海

洋。(二)享有與履行國際海洋法賦與國家在海洋上的權利與義務,並響應國際社會倡

議之永續發展理念。 (三)重行認識國家發展中之海洋元素,尊重原住民族海洋經驗與

智慧,並建立符合國家權益之海洋觀。(四)調查國家海洋資產,瞭解社會對海洋之需

求,掌握海洋活動本質,規劃國家海洋發展。(五)採行永續海洋生態及世代正羲的觀

黠,建立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及合理利用海洋之海洋管理體制。(六)強

化海洋執法量能,以創造穩定之海洋法律秩序與安全之海洋環境。 (七)創造有利之政

策與實務環境,實質鼓勵海洋事業發展。(八)推動以國家發展為導向之海洋科學研究’

引導各級水產、海事、海洋教育發展,以利海洋人才之培育。(九)提供安全、穩定之

海洋環境,鼓勵民眾親近海洋,培養海洋意識與文化0 9

而國家海洋政策綱領的具體目標包括六大項,每一目標再擬定四項策略,以此作為

推動海洋事務與制訂海洋政策白皮書的依據。這些目標與策略如下‥

目標一:維護海洋權益,確保國家發展;

策略‥(一)掌握國際發展趨勢、(二)增進海洋國際合作、

(三)強化海洋政策法制、(四)健全海洋行政體制

8 「國家海洋願景」請參見: http‥〃www,c酗,goutW/Ocean/Ocean_07,asP O

9 「國家海洋政策綱領」請參見 http://ww,Cga,gov,tw/Ocean/Ocean_08,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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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強化海域執法,維護海上安全

策略:(一)強化海域執法功能、(二)健全海域交通秩序、

(三)提昇海事安全服務、(四)充實海域維安能量

目標三:保護海洋環境,厚植海域資源

策略‥(一)提昇污染防治能量、(二)健全保護自然海岸、

(三)永續經營海洋資源、(四)加速推動復育工作

目標四:健全經營環境,發展海洋產業

策略‥(一)強化航港造船產業、(二)推動永續海洋漁業

(三)拓展海洋科技產業、(四)擴大海洋觀光遊憩

目標五‥深耕海洋文化,形塑民族特質

策略‥(一)重建航海歷史圖像、(二)打造海洋空間特色

(三)保存傳揚海洋文化、(四)形塑海洋生活意象

目標六:培育海洋人才,深耕海洋科研

策略‥(一)強化教育培育人才、(二)提升科研整合資訊

(三)建構安全永續環境、(四)推動產業開發科技10

因此,國家為了推動海洋事務與海洋政策,進行了跨部會整合工作,也開啟了跨部

會與學術合作的平台。

簡言之,行政院於93年1月7日設立任務編組之「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

並下設「海洋策略」 、 「海域安全」 、 「海洋資源」 、 「海洋產業」 、 「海洋文化」 、 「海洋科研」

等六個工作分組,提出「國家海洋政策綱領」 o

在國家海洋政策綱領指導下,又於94年5月16日核定「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

案」並編列預算、制訂分工表,將海洋事務的政策推動,排定工作議程與完成時間表,

期藉完整周密之規劃,展開海洋事務之推動實施,以實踐海洋國家之願景。此外,也藉

著宣示「二○○五年台灣海洋年」來推動各項海洋活動。顯然,這些都是先造成廣大社

會「看見海洋」之後,才比較有機會開始促使海洋政策與教育的推展。

(四) 、山岳願景與政策政策呢?

當我們重新回顧與檢視台灣的「海洋事務」的推動歷程,從海洋事務與海洋政策開

始被重視、研議、制訂政策等,以至今日嘗試落實到「教育」領域中,這個推動過程是

深具啟發性的。

由國土規劃的角度來看,台灣山區面積佔了全台灣三分之二以上,因此國土規劃中

自然不應該忽略這片充滿生態、文化多樣性,而且作為台灣發展與屏障的重要區域。未

來更應該秉持「永續發展」的精神,去構想、研擬永續台灣的「山岳白皮書」 、 「山岳政

策綱領」 、 「山岳政策白皮書」 、等國土政策,並制訂「山岳教育政策白皮書」 ,推動山岳

1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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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實到教育領域,並融入在九年一貫課程的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中,以推動全民登

山教育。

尤其,相較於「海洋」而言,同在陸域的「山岳」領域,就「教育」的角度觀之,

是遠比海洋更容易親近,更容易推動「戶外教育」而容易看見成果的。換句話說,登山

無異是一種把「山」當作媒介,透過體驗、探索等方式,來「打開經驗世界」 、 「發展抽

象能力」並「與世界連結」的絕佳管道,在讓人「體察與探索內在自我」的同時,也看

見更寬廣的適切,而能修補/接合人與大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三、山的踏步:登山教育的佇足

(一)、登山教育的困境

長久以來,台灣的各級學校並沒有發展出專屬於山的各項課程,除了少數山區的學

校可以在生活中接近山之外,多數的平原地區之學校,跟山林大地的關係都是疏離的!

因此,過往的登山活動,往缺乏完整的山岳教育,山林管理的行政機關,也很少把管理

重點放在登山教育上,大部分的登山知識與技能之傳承,均賴各登山社團之內部傳習;

或者,更多的是沒有充分準備就貿然上山,無知於山上的風險,更導致不必要的山難事

故,既帶來親人的哀傷,也增添山難救助的社會成本與負擔。

近年來雖有不少商業登山教育的活動,但參加的人數並不多。而本土意識抬頭,登

玉山被許多國人當作一種目標,在「玉山運動」推波助瀾下,近年商業登山活動日益蓬

勃;只不過,這些商業登山旅遊活動多半未受妥善規管,不僅無助於國人對山的真正認

識,也常增添登山安全的變數,更可能帶來生態保育區的承載量負擔。

若檢視各級學校的山野教育,目前的國中小學,除了幾所私立的實驗性學校,曾有

過一些零星的課程外,公立的學校可說幾乎都沒有相關的課程。而高中、大學則得視該

校是否成立登山相關社團,讓登山教育成為社團活動的一種傳習。因此,各級學校在正

式的課程中,除了少數學校曾有老師開設過相關課程(但可能也僅止於一、兩個學期)

外,幾乎都沒有登山教育的課程。由此觀之,在各級學校聞藉著教育部門來推廣登山教

育運動,意義也更為深遠而重要。

而民間的登山教育方面,登山團體亦因社團性質少有交流,登山者所學習到的登山

知識與技能,多半是在登山社團內部進行,少有知識上的反芻與積累。這使得登山教育

的傳習難以系統化,登山知識依然多是片段、殘缺的碎片;登山知能的培養,除了自己

摸索之外,多半和在那個登山社團或「師父」有關,登山經驗與知識難以交流與推廣。

此外,商業性登山活動或沒參加登山性社團的爬山者,往往就更缺乏良好的知識、技能

之教習與傳承,而讓登山成為一種冒著生命危險的活動。

事實上,一般人的登山技能之習得,多跟其所屬的團體有關。而台灣當前的登山群

體,大概可約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型,一是業餘的「登山社團」等各個山岳協會,一是學

生登山社團(尤以大專登山社團為典型) ,此外就是大公司內的員工登山社團(屬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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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登山團體的另一支) ,或是自行組隊非登山團體的登山活動。其中,又以山岳協會等

社會團體與大專登山社團,在登山教育的傳承上,比較積極而有開創性一些。

在登山知識與技能之傳承上,屬於開放的、跨社團性的登山知識與技術傳承等研

習,大約在1980年代之後才開始出現,包括1985年起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對外招生的

登山安全講習會,以及救國團於寒暑假辦理中級登山安全研習班等等。除此之外,就仍

僅止於一些個別登山團體所做的區域性之登山講習,或是一些民間企業因推廣或行銷所

需,而設立的「登山教室」等等。

而不論哪種團體所辦理的訓練,其教習的內容仍多僅止於「登山安全」的基本課程,

或是與登山欄的鑑賞知識與「通識」教育,且通常是有一搭沒一搭的辦理,少能有持

續性與經常性的累積作用。至於較為專精的登山知識與技術部分,往往只有社團內部的

幹部,才有機會分享。

因此,登山研習訓練與教學活動,大部分存在於二大系統的登山社團中,一是社會

性登山團體,一是學生登山社團(主要是大專登山社團) ,兩者到迄今也多半仍各作各

的、少有互動。就紮實性而言,以學生社團作的較好,但學生社團因為人手的更替,導

致銜接不易,時好時壞,傳承性低,真正活動起來卻又有模有樣,有中級、高級嚮導訓

練營,訓練內容令人讚嘆不已。有人以為學生畢業後進入社會,可以為社會登山團體所

用,其實不然,可能因為工作關係,最後只成為員工登山社的領隊或跟舊有的同好自行

組隊,偏向聯誼休閒性質,而訓練全無。

至於社會登山團體,雖可看到琳瑯滿目的登山訓練、講習班,卻大多是急就章,較

無長遠性系統的規劃。就如雪地活動、攀言訓練班,多無整體性全盤考量;而對於嚮導

的規章,也多不一致。因此,登山教育到今天依然以「師徒制」的方式居多,少有系統

性與持續性的登山訓練規劃。儘管有些自國外取經回來,帶回新的登山知識與技術,卻

未必能取代與改變這樣的教學模式。此外,商業模式的登山教育,也讓登山教育成為一

種昂貴的商品,而無助於登山運動的推廣。

(二) 、當前登山問題檢討

一個好的登山家,必然是具有關懷生命之土地倫理與登山素養,同時具備全面的登

山知識與技藝,而工匠的傳承方式往往是涵養這類學養的場域;師徒制的教習雖有其工

匠傳承的特色,但除非有大師引領,否則作為亦步亦趨、半推半就的師徒制,往往因為

教學者本身知識、技能與學養的不足,而不斷地以訛傳訛、複製不當或錯誤的登山知識o

因此,揚棄山頭主義,改採開放胸襟,樂於與山友們分享、切磋,在相互觀摩中豐富彼

此,再回到個人勤加研修,充實登山知識並熟練登山技藝,才能增添登山安全!

由上述的分析與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台灣登山教育普遍存在的一些問題,得

要加以面對與解決,而推廣登山教育則是改變現況、解決問題的最佳手段0

1.登山健行運動人口雖多,登山知識技術卻嚴重落差。

若把郊山健行包括在登山活動的一環,台灣山區的登山健行人口,每年初估至少有

五百萬人次以上;而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台灣有固定運動習慣的人口不到六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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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僅佔57.39%) ,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所從事的休閒運動項目多屬「消遣型」或「和

緩性.運動,其中最多的是「慢跑、快走、散步」 ,其參與率為63.54% ,其次為「登山、

健行」佔16.18% 。儘管如此,由於國人從小的國民教育開始,就缺乏山的教育,因此不

論年齡層如何,稍有不慎都會引起山難事故。換句話說,登山健行的人口雖多,但登山

知識和技能卻有嚴重的落差0

2.登山專業師資不足,雛以負搪應有的教育需求。

由於國內一直沒有專職的登山教育機構,國小只在某些綜合活動領域內,少數幾位

老師會融入一些與登山或自然教育相關的野外活動,而國中過往只有童軍訓練的課稍微

相關,目前正轉型為戶外活動領導的領域,雖有露營、繩結、野炊等等野外課程,但專

業登山的師資也是不足的o困此,國教體系內過往多半缺乏這個領域的專業師資;多數

登山的人都是在登山社團中傳習相關的知識技能,或者透過經驗累積與自行摸索,才慢

慢養成山林知識和技能。儘管目前有些登山人士成為職業登山嚮導,以帶人家爬山為

生,但普遍而言,專業的登山師資仍屬嚴重不足。因此,未來如何逐步訓練登山專業師

資,顯然需要很長的時間逐步培養,才可以慢慢累積到充足的師資人力0

3.各級畢校登山社團不足,有待耕極輔導成立並鼓勵。

目前與山相關的課程,在師資嚴重缺乏下,往往難以開展;國民中、小學因為多半

沒有學生社團活動,以智識的學業成績為主,即使在高中,也只有少數幾個學校有山野

社團。而學生社團蓬勃的大專院校,除了一些歷史悠久的學校之外,並非每個學校都有

登山或山野社;因此,若能積極輔導並鼓勵成立登山相關社團,應該可以促使國人開啟

健康、知性與感性的山野戶外生活。當然,也由於過往登山相關新聞多半只集中在「山

難事故」的報導上,無形中讓許多人(包括家長)認為登山是相當危險的事情,而沒有

機會真正地認識山,殊為可惜。鼓勵登山社團成立,也因此更為必要0

4.缺乏足夠觀摩互動機會,致使畢習刺激與動機不足。

在升學主義下,中、小學生們很難認知到登山會有什麼具體的好處,可能只會以刻

板印象,把登山等同於吃苦勞累與危險;但,登山所延伸出來的運動形式,以攀岩、抱

石運動為例,卻已經發展到不受自然條件影響,而可以透過人工岩場的架設,使攀岩、

抱石運動,由表演賽逐步推往正式的體育競賽邁進。因此,這類可以相互觀摩、競技的

活動,都有助於刺激學習,提高學習成就的動機與能力。當然,並非所有類型的登山活

動都可以以競賽的方式呈現,但某些特定的活動,多多觀摩競賽,卻是提升體能、精進

技術的不二法門0

5.缺乏專業登山課程與教材,欠缺系統化的知識技能傳習。

由於過往專業登山師資不足,也沒有系統化的知識技能傳習機制,因此建構本土的

登山知識系統,編撰登山知識、技能與素養的教材,也是重要的工作。那不僅只是禁制

規定,或某些山野安全觀念的宣導而已,更是一種系統化的知識建構,以便成為可說、

可寫、可議論、可教學的學問!儘管網際網路發達,但台灣迄今並沒有真正的登山知識

專業網站,多數登山網站仍以聯誼、討論版的功能為主;因此,未來在建構本土登山知

識網的工程上,必然還有很大的空間得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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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教育是百年大計,若想讓台灣在未來培養出真正立足台灣、放眼天下而具

有土地倫理、環境素養和國際競爭力與創造力的下一代,顯然認識台灣本土生態環境與

文化的土壤,是不可忽視的。因此,面對當前登山教育的缺乏,在各級學校間推廣登山

教育,更是刻不容緩的事。

四、山的展望‥登山必自卑的起始點

由於山野教育關係著一個人的體驗、探索、分析、獨立、合作學習與領導統御等等

能力的培養,因此和一個人生命成長教育,有很密切的關係。過往由於國民教育以至高

等教育、社會教育等,多半缺乏這個面向的思考,因此,有必要加強這部分的課程與教

學,才符合「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的基本精神。事實上,登山或戶外教育既是探

索的,又是經驗的;既是思辨的,又是理性的。登山教育的作用、宗旨目標、服務對象

與可行性要素,大抵如下。

(一)登山與戶外教育之作用‥

1.經過登山教育系統規劃,藉由相關軟硬體資源人力整合,經營一種系統性的登山

教育活動與學習計畫,服務專業人士與一般大眾0

2.藉由大自然,透過硬體教室與專業人員的指導,研究發展與規劃執行專業的登山

教育活動方案或系統性的課程以增進山林遊憩保育與安全0

3.可作為運動休閒與環境保育之基石,以促成一般大眾正確的登山觀念。

(二)登山教育培育人才的宗旨

1.培育與訓練山林遊憩及自然保育專業人員,使之懂山、愛護山林0

2.從事環境生態與自然保育之教育工作,成為山林守護者的￣份子0

3.開辦知識性的課程與活動,提升環境教育、環境美學與生活品質0

4.研究本土生態與人文環境的登山學,以創立台灣本位的環境行動o

(三)登山教甫的目棵

1.教育:經由專業的登山教育課程,引領學員了解登山技術與自然保育準則0

2.研究‥統合相關專業,做長期本土化登山學研究,並提供作為課程之利用0

3.保育:經由相關教育活動與大自然的觀察與了解,促使學員進而保育環境0

4.遊憩‥透過教學環境並利用遊憩體驗教育,以追求有意義的戶外探索活動0

5.文化:經由統合與蒐集整理與設計,可逐步形成登山與生活及文化之互動。

(四)登山教育之服務對象

登山教育主要服務對象及使用者是專業登山人士(含山林使用與管理者) ,其次是

一般登山者與教育人員,預估應佔八成以上,再其次是一般社會大眾o

(五)構成登山教育的可行性要素

登山教育要能夠確實執行,其基本要素為: 1,系統課程( program) , 2,設施( facifty) ,

3.人(people) , 4.營運管理(operatio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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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l、構咸登山教百之可行妥京(引自陳承耜等,2007)

我們若檢視上圖登山教育的可行性要素,便會發現要推動登山教育基本上包含了

人、空間與課程等三個面向,然後透過可持續發展概念來營運管理;這些要素缺一不可,

而無法單獨存在。有心能使人登山!空間是本來就在與人為創造的,課程與教材也是人

編定的;因此,人才是一切可能性的核心。

六、山的視野‥登山教育的短中程建議

由於我們不可能真的像山一樣的思考(因為生命苦短) ,但能警覺並減少犯錯。若

只是先看「登山知能與態度.的面向,而不是像山一樣的思考,登山教育先不考慮「各

級學校」的短中程作法,大抵可以整理為如下表的建議‥

山是一所學校: 2008登山教育行動年■t7



表1、登 教育各階段內容分析表 

名稱 

諧習訓練班(短) 山域使用人員 

登山教育中心(中) 專業登山學校(長) 

專業人員 全面(含一般民眾) 

主要對象 遽作型憩 課程方式 設施 人貝 

解說 研習、戶外實作 教材研發、戶外教學 

單雙日教學 租用教室 

研討、研習 戶外教學 

視提供主管機關 戶外、室內完整 

一位承辦 一位主任、助理 

教師與職員若干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相 
運作方式 編預算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並 

委託 關機構辦理 

潛在問題 短期訓練效果有限 需政府提供場地 需政府支持 

經費需政府贊助 講師專業性 政策人才供需 

無戶外教學 場地便利性 環境教育管理 

課程內容簡短 中心自給性 市場機制 

資料來源,陳水龍等(2007) 

在上面短期視野下,短程建議立即可執行的方案為,應該是重新連結與組織登山者

與登山教育者,能跟各級學校的課程、教學與社團活動產生正向的關連性,或利用既有

的閒置空間或遊客站等;例如,可以利用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所屬「自然教育中心」辦

理相關登山課程,以減少山林破壞並加強巡山員與森林志工及森林警察之專業訓練。

而在中程建議方面,可連結正規教育,如各大學中開設相關課程授予學分的山野課

程,或參加相關研習課程得以抵免相關學分等。而在非正規教育,則可在社區大學等教

育機構,開設相關課程並授予時數認證。至於專業人員的訓練與檢定,宜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其權責推動。此外,便是與國中、國小相關領域課程的老師學生,一起互動

來發展山野體驗教育課程,才能為日後蓄積能量。

事實上,登山是一條漫漫常路。登山教育應該結合環境教育,融入在國民教育與各

級教育體系的課程中,以培養登山客愛護山林進而協助保護山林之目標。但因為目前台

灣社會的教育處境,別說山岳教育,光是山岳政策就很缺乏;因此若要從舢岳白皮書》

到《山岳政策白皮書》再到《山岳教育政策白皮書》並落實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與能

力指標」裡,以使「學校本位課程」的教材得以有所依據,顯然該是長期的目標。而若

要由教育體系開始做起,其實已經有不少可嘗試推動的事情;以下,就以政府體系(尤

以教育部為主)作為推動「山野教育」的主體,可以作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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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無言山丘:山是隱隱的思念(代結語)

山是一扇窗子;登山有如推開窗戶,讓人看清楚窗外的風景和真實的世界。

山是一面鏡子;登山讓人擦亮明鏡,映照自我生命的侷限與可能。或者,我們可

以說山是一扇門!而進入山的這扇門,登山卻是唯一的鑰匙。因此,回歸山的世

界,登山讓人得以「打開經鹼世界(感性)、發展抽象能力(理性),來輿大自然

山林世界(我們共同的地球)相連結。並且在逼樣的互動中,登山讓人更看潰世

界、更認識自我,而朝向作為山的守護者前行! 」

在千頭萬緒藉著文字世界傳習山的智慧,學習像山一樣的思考,卻不如自己

腳踏實地,讓身體與心靈都沈浸在山的懷抱裡。而在山的記憶與想像的世界裡,

卻得讓自己的心不受外界干擾波動,朝向山的守護者前進。山,是隱隱的思念⋯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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