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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是一所學校!教育是寧靜的革命。本文以自身參與「山野教育」論述實踐與推動政策

弘經驗,重新耙梳、整理、規劃、開創,希望藉著檢視《山野教育白皮書》和《山野教育行

動方案》推動的脈絡與內涵,並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的同志能從「政策面」與「執行面」雙信

並進,逐步落實在國民教育體系中的山野教育。本文認為,從政策面角度來看,教育部應推

動《山野教育白皮書》及相關「實施計畫」(如推動山野特色學校)的頒佈;而在執行面,則

峙該建立現場學校教師與行政的支持系統,包含專業人力、輔導團與教材教案等的實質協助,

′能雙向並進、落實在國教體系中的山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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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教育政策與行動方案芻議

陳永龍

楔子‥山的使命感

山是一所學校!教育是寧靜的革命⋯

在2012/10/13下午四點半左右,光武國中「空中的島嶼」第一梯次登合歡山路程中,林

茂成主任透過手機傳送訊息和照片給我:一張合歡山快變成金黃色的草原山頭裡,有著孩童

登山的暗影,背後映著遠山雲海;六點左右一張晚霞的照片,黑影的山脈上端是橙黃霞光,

更高的天空則是一片深藍嫣紫。第二天,茂成又傳送攀登合歡山北峰的風景照,水藍的天空,

美麗的山色c在光武「空中的島嶼」第一梯次兩天中,我們有著如下的簡訊對話。

茂成‥「最美的在大自然!」

老龍‥「大自然的禮讚,山是一所學校! 」

「學生一定會獲得滿滿的感動,啟發更多的生命學習呢! 」 ⋯

茂成:「逞是山孩子的聚會,第一次。」

老龍:「造樣的天空,下午兩點以前下雨機率很小走路注意調節呼吸和步伐節奏便是。 」

茂成‥「登頂了。好多人,可是好傷心台灣的登山教育! 」

「永龍老師,我們的努力還不夠! 」

老龍:「是,路還很長! 」「但不能失去信心和希望! 」「山會給我們智慧與力量! 」

茂成‥「如如不動」

老龍:「如如不動,有時不如動一動(上山走走)。 」

「如天地悠悠,溪壑逝者如斯變動不羈與無常,大山卻始終屹立不搖,如如不動! 」

在構思今年登山研討會論文,想著如何策進台灣的山野教育政策和行動方案的推展速度

與成效,不禁想起這個對話的場景,也憶起我在2008全國登山研討會的論文中所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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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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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陳永龍,2008, 「山是一所學校一一創意教育的文化土壤與像山一樣的思考」 ,帥08全圉登山研討會論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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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假如一個人可以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有機會接近山、登臨山,徜徉在大自然的野

地,十二年後成為大學青年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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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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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我從光武國中參加￣空中的島嶼.合歡山課程後,目前就讚台大、

參加台大登山社的兩位學弟中,看到了他們與眾不同的樣貌,較諸同儕年齡層的孩子們更具

備對土地與生命的熱情,也更有赤子之心和慧頡的微笑c

四年一晃而過,即便在教育現場有許多無名無聲的工作者努力付出,如同登山這般一步

一腳印地前行;但卻好像怎麼樣也快不了,總是得一步又一步地緩慢上上下下,沿途風景也

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山,卻一直聳立在遙遠的前方,如如不動!

以下,由「山野教育」的定義與範疇、推動山野教育白皮書(報告書)的背景與脈絡、

構思《山野教育報告書》的篇章內容、研擬山野教育政策理念及目標、山野教育的目標策略

與建議綱領、山野教育實施策略與推動方案芻議等面向,來勾勒山野教育政策和行動方案的

願景與策略,並進行朝向未來的行動斫究書寫,期盼藉著本文的拋磚引玉,來召喚更多得以

豐富末來山野教育政策和行動方案的各種具體建議與主張。

一、重新界定山野教育的概念範疇

在目前與「山野教育一相關的詞彙上,大抵包含登山教育/戶外教育/親山教育/面山

教育/冒險教育/探索教育/探險教育等等的名詞,為了替「山野教育.未來的行動研究清

除障礙、清理戰場,本文將這些不同名詞進行整理與評述,以使「山野教育」可以涵括更具

體、更寬廣也更深入的內容,避免偏狹或含糊的指涉。

表l ‥山野教育相關之名詞定義與簡要評述

名 詞 定 羲 館 要 評 述 

登山教育 
以「登山」為核心及從事登山活動所需的知能、 

登山被視為個人興趣與自由,無需在既有教育 

體系內施行或全面推動;強調登山教育,難以 
技術等作為知識範疇的教育c 

在各級學校教育中推展。 

親山教育 親近山林的教育。 
親近山林與環境教育、生態體驗教育等沒太大 

差別,故無需另立新詞推動之。 

面山教育 
張博威媽媽所主張之詞彙,乃面對山所應具備 

「面山」太抽象,不易使人了解背後意涵,質 

疑者常反問有面山是否也有「背山」,背山是否 
之態度與知能的教育。 

就不需要教育? 

戶外教育 

從事門室外(戶外)含人為環境(如空地/操場)與 戶外教育的範疇太廣,包山包海包天空,並可 

自然環境(陸/海/空)等戶外活動所需知能與素 含室外的休閒、體育活動,因此無法凸顯山野 

養的教育。 環境的特殊性與生態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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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教育 
AdventureEducation,翻譯其「冒險」面向而含 

活動範疇大抵與戶外教育同但包含室內團體活 

動(平面活動)與反思,但「冒險」一詞中文語 
括團體與戶外活動及其風險的教育。 

意包含風險評估不夠審慎。 

AdventureEducatlon,為避兔社會大眾聞風險色 變而成阻力而翻譯為「探索」教育。 

活動範疇大抵與戶外教育同但包含室內團體活 

探索教育 動(平面活動)與反思,但「探索」一詞中文語 

意太抽象不容易連結戶外場域。 

探險教育 

以戶外活動為範疇但認為應更審慎評估風險、 「探險.比「探索/冒險」更切合Adven加e意 

兼具「探索」+「風險.自我管理,乃Adventure 
涵,但困活動範疇與戶外教育大抵相同,仍不 

Education比較精確的翻譯o 易看出山野場域的活動範疇。 

山野教育 

以陸域(含溪流)之山林野地為活動範疇、以 比戶外教育活動場域更明確、比登山教育範疇 

登山知能與環境素養為核心,以培養土地情 更寬廣,但包含戶外教育、登山教育、環境教 

感、創造力、勇氣、智蕙與團結等等跨領域核 育與探險教育的精神內涵,困此可以更明確界 

心能力的教育。 定核心知識與能力範疇。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埋。

由上表中的簡要評述,由於「登山」被視為個人興趣與自由,因此當想要在「學校體系」

的正規教育(尤其從九年一貫到12年國民基本教育)場域中推展,必然會受到很大的阻力。

因為,登山是特定與專屬的個人興趣活動,實無需在既有教育體系內施行或全面推動。而親

近山林與環境教育、生態體驗教育等沒太大差別,可以放在環境教育的範疇裡即可。

至於「面山」教育一詞,不論登山者或一般社會大眾、學校教師等,幾乎沒有人一眼就

看得懂這個太抽象的詞語,難以使人了解背後意涵;面山雖是一種態度,但面山跟「入山/出

山」終究不同,好像也意味著人只要在方向上「面對」山即可,因此多數的質疑者常反問有

「面山.是否也有「背山」?面山需要教育,那背山是否就不需教育?

而「戶外教育」的範疇太廣,不僅包山包海包天空,甚至也包含室外的休閒、旅行、體

育等等各類休憩活動之教育,雖說廣義的「戶外教育」是「學校在窗外」的視野延伸,也是

相當重要的教學場域,但「戶外」卻無法凸顯「山林野地」此特殊環境的生態與文化特色,

但能與環境教育相互構聯。

另外,由於目前探索教育主要以平面活動或設施場(低空/中高空)為主,冒險教育則比

較偏向戶外活動(如單車、登山、溯溪、獨木舟等等、空中活動)場域;若以概念及語意觀

之,確實「探險教育」一詞較諸「探索教育」或「冒險教育」更切合AdventureEducation的

意涵。但因探險教育活動範疇與戶外教育大抵相同,仍不易看出「山野」場域的範疇,加以

國人對於冒險、探險等只要有「風險」與「危險」的詞彙,保守的觀念便易反動,所以也未

必適合作為政策推動的概念詞彙。

簡言之,「登山教育」太窄,「戶外教育」太廣,「親山教育」太柔,「面山教育」太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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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教育」太危險, 「探索教育」太活動, 「探險教育」夠精確但卻又太專業。而「山野教

育」的概念則比「戶外教育」活動場域更明確、比「登山教育」範疇內容更寬廣,但又包含

戶外教育、登山教育、環境教育與探險教育的內涵,可以更明確界定核心知識與能力範疇。

因此,筆者主張應以「山林野地_,的野外為場域、以「登山/探險」為核心範疇,來重

新界定「山野教育」的概念與範疇,以期聚焦在￣山林、野外」的教育場域與學習情境,並

透過「探險」與「探索」的方式,引導學習者親近山林野地,進行野外體驗/探索與探險活

動,接連「山野安全」與￣戶外教育/環境教育一的構面。

這樣的概念界定,當然是為了能與各級學校的教育鑲嵌,以期在中、小學階段(從九年

一貫課程學習領域以至緊接而來的十二年國教)在推動「戶外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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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活動領導等「山

野教育」本質的課程,讓山野教育可以在教育場域裡從小開始,向下扎根、向上生長,以陸

域(含溪流)之山林野地為活動範疇、以登山知能與環境素養為核心,以培養土地情感、創

造力、勇氣、智慧與團結等等跨領域核心能力的教育。

而為了讓《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可以在各級學校、各學習領域內落實,有必要區分個

學習階段和實施對象,在「山野教育」面向的不同目標設定與學習重點o若參照既有各直轄

市與縣(市)相關的「中小學遠足露營校外教學畢業旅行實施要點」來看,國中國小學校辦

理學生遠足、童軍露營活動、校外教學活動時,應配合各學習領域和各科教學需要,實地參

觀名勝古蹟、歷史文物、自然步道、郊區山野等等,避免前往遊樂場所或辦理以遊樂為主之

校外活動。

因此,國小低/中年級及國中一/二年級辦理遠足或校外教學活動,可先以一日為限,規劃

鄰近的自然步道或郊山健行等,活動內容以自然體驗、山野探索等戶外教育或環境教育為主o

而學生畢業旅行、童軍露營活動等,則可規劃以三日為原則,但應避免旅行社安排的遊樂場

或遊憩區,而能以實際的童軍活動中心、合法露營地或「山林野地.為主,在「山野活動安

全」規範下,規劃設計山野探索、探險教育等體驗活動,並引導學生反思、學習c

至於高中、大學階段,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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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自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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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相關大學中嘗試設置「山野探

索與戶外領導學程」並推動「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中心」的設立c

綜言之,揭示「山野教育」的概念與主張,是山/海國度的台灣不應或缺的土地、生態

與人文知識範疇,也是孕育國人根植於土地的「自然文化」和「創造力」的土壤。山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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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和戶外教育、環墳教育、探險教育等構聯,也和「海洋教育」相對應,但避免「山岳」

的狹隘或「山區」的籠統,卻耍強調以山域為主的「野外」活動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能與情

意,來培養土地情感、家鄉守護、創造力、勇氣、智慧與團結等等跨領域的核心能力。

二、推動〈山野教育白皮書〉背景與脈絡

二十一世紀是講求速度與創新的新世紀,因此,未來教育必須要能朝向「追求卓越、活

力健康」的目標。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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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從「全球化思考」的角度觀之,全球環墳變遷中強調永續發展、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

樣性的保育,是聯合國1992年地球高峰會議通過的《保護生物多樣性公約》和《廿一世紀議

程》的目標悄合國並把1992年之後RTO+10的2002年訂為「國際山岳年」暨「國際生態

旅遊年」希望促進山域活動、確保山區生計、保育山岳環境以邁向山區永續發展的目標。

今年(2012側o+20)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ENCSD)進行了兩大主題的討論,其一是

永續發展及消除貧窮之語義下的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 within血e context of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二是永續發展的體制架構(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三大目標為‥ (1 )對永續發展重新作出政治承諾; (2)檢討已執

行之永續發展進展及差距; (3)處理新浮瑰的挑戰山海環境的保育與綠色經濟、消除貧窮

的永續發展,依然是全球關注的重點。

而從「在地化行動」角度嘍灣是山海文化繽紛的國度,山區占國土總面積約2/3以上,

三千公尺以上高山超過220座之多,其中一百座「台灣百岳」高山成為愛山者的天堂。大眾

登山的理由除強健體魄、登山望遠外,山林間豐富的地質地形景觀、獨特生物/棲地/生態系等,

也是吸引登山客主要原因。然而,台灣的學校教育從小到大,對台灣「山野」環境的認識不

論「野外安全」或「環境倫理」 ,其山野教育的知識、技能、情意層面都明顯不足。

更者,政府在2000/06/05頒佈《環境教育法》並在第19條規定,強制相關機關單位四小

時環境教育課程,末來若真的有更多的人走向大自然,走向戶外與山海,卻無真正攸關野外

安全的知能,必然會增添更多的山難、水難與山野意外事故發生!如何在引領更多人走向大

自然的同時,能在安全的前提下認識環境,進而守護環境,加強野外活動的安全,強化「山

野教育」知能,必然是推動環境教育的踏腳石之一。

重視「山野教育」不僅僅是為了登山運動者的安全,更是希望藉由山野教育的推展,讓

國人從小立基在自己的土地上,用正確的態度與方法來認識山林環境,藉著山野教育鍛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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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體魄、淬煉心性意志、激發活力創意、孕育土地倫理;而在落實環境教育及其安全面向,

實應藉著健全山野教育體制的行動,提高各級學校推動戶外教育和山野活動安全的知能.以

培養「愛山愛台灣、活力有創意」的卓越世代!

換句話說,山野教育無異是一種把山.當作媒介,透過體驗、探索等方式,來「打開

經驗世界」 、 「發展抽象能九並「與世界連結一的絕佳管道,要像山一樣具有「空間的廣度

和時間的深度」來思考,才能讓人在「體察與探索內在自我」時,也看見更寬廣而能修補人

與大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e

然而,山海的台灣徒有「海洋政策」卻空無山岳政策_ ,這是相當可惜的事情。相較於

「海洋」而言, 「山岳」 「教育」是遠比海洋更容易親近,更容易推動「戶外教育.而容易看

「己成果的,但台灣從《海洋白皮書》 、 《海洋政策自皮書》 、 《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 「海洋教

享課綱與能力指標」等的制定,有關海洋的教育可說多已完備;但佔台灣陸域2/3面積的山

惴艮我們日常生活更緊密,比海洋更容易親近的￣山野地區.卻沒統整管理的部門,更沒有

丈在國土規劃視野下制定明確的「山岳政策.發展,也沒有山野教育的明確實施內容。

就「概念一與理想層面思考,若為推動整體的「山野教育」政策,應先在層級更高的山

咋政策面有所依據,再依據類似《台灣山岳活動綱領》的策略與主張,由上位計畫層面的山

岳政策來推動《山野教育白皮書》的研擬規劃,促進「活力登山、健康台灣」的山野教育政

黃,落實山野教育,來營造安全、健康、環保的山野文化生活c

在「政策一面向,跟￣山野教育一有關的綱領或內容,都還有很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更加

努力!在山岳政策」方面,目前只有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曾在2006年透過「財團法人國

二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委託黃德雄先生進行「台灣山岳綱領」規劃方案,該草案可說是

∠灣有關山區永續發展的初步規劃,並設定了「山岳政策.的目標為‥

為使台灣的登山運動成為合乎生態旅遊規範之全民運動項目,在永續國土保育與維護生

螳環境,減低對環境衝擊的前提下,整體規劃運用山岳資源,妥善規劃發展山岳活動活動與

生態旅遊事業,應朝向發展山林自然教育及山地生態旅遊產業之方向發展,期能達成o

l,短期目標‥ (l)設立教育訓練中心(登山學校)建立教學體系。

(2)增加登山運動人口每年成長10% 0

2,中程目標:促進山地生態旅遊產業產值每年成長10%0

3,長程目標:實現綠色魅力家園,達成國土永續發展願景02

清參見黃德雄,2006, 《台灣中央山脈永續發展議程規劃一一台灣山岳活動發展綱領與行動方案(草案)》 ,台北: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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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規劃方案中也指出‥ 「如果要正確推動台灣山岳活動的發展,基本政策應包括創新的思

維、推動產業化、以及統合部會行政功能、減低對環境衝擊等。 」而其設定「山岳政策」的

架構,則強調山岳活動應從建構活動知識與技術、整合環境資源、健全服務與管理制度、提

供資訊流通等方面,來構思規劃整體的山岳政策;台灣發展山岳活動的政策綱領架構,可以

從幾個構面來整合配套,才能順利推動山岳活動的發展。其中,這些山岳政策最基本構面包

括有:「研究發展、教育訓練、資訊服務、宣導推廣、產業服務、管理制度、建設經營等七大

項目。」

除此之外,未見到行政院永續會或其他部門曾以「國家永續發展」為核心,來思考「山

區保育與永續發展」的統合性山岳政策。因此,未來仍有必耍推動國家的山岳政策,從制訂

《山野白皮書》 、 《山野政策白皮書》 、 《山野教育政策白皮書》等,全面推展山岳活動和山野

教育的工作。

在推動上位計畫「山岳政策」的努力上,筆者曾在《2011全國登山研討會》的諭文中,

曾架構台灣山岳活動綱領的實踐策略,檢視聯合國面對「全球環境變遷」與「廿一世紀議程」

與「山岳區域」有關的重要內涵,並參考聯合國在2002 「國際山岳年」對山區永續發展強調

所提行動計晝中揭示的重點,來框架《台灣山岳活動綱領》的指導原則,以期提供作為推動

「台灣山岳政策白皮書」的前置思考;並以八項發展策略,來建構《台灣山岳活動網領》的

行動方案。這八項發展策略包括‥

策略(一)保育山林資源、確保山區多樣生態世界;

策略(二)深耕山岳文教、促進多元文化繽紛生命;

策略(三)促進山區活化、保障山區活動安全依歸;

策略(四)培育山野人才、精進戶外領導科研知能;

策略(五)健全山岳法制、提昇山區服務管理品賀;

策略(六)立基山林生態、發展創意經濟生活產業;

策略(七)研發山野科技、建立資訊服務整合平台;

策略(八)推廣山岳休憩、宜揚健康登山活力台灣。

而在這八大策略方面,可衍生出來的工作項目和行動方案,筆者也透過表格的方式來呈

現「台灣山岳活動綱領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表,以期勾勒見架構的系統性與綱要重點,這

些發展策略和行動方案與主辦機關等,可以條列詳如表2 0 4

3同上註。請參黃德雄(2006) 0

4陳永龍,2011, 「建構雊灣山岳活動綱領》芻議」 ,於帥11全國登山研討會論文資料彙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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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台灣山岳活動綱領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發展策略 行動方案 主辦機關 

1.保育山林資源、確保山區多 樣生態世界 

1,l調查山區生態,建立生物多樣性資源庫。 農委會/NP/學術 

l,2建立長期監測,進行環境變遷系統研究。 農委會/NP/學術 

1,3保護山與溪谷,建立山域及河川巡守隊。 農委會惻P/學術 

l,4健全GIs系統,充實生物地理資料庫。 農委會/NP/學術 

l,5獎勵社區林業,培養地方文化生態人才。 農委會/原民會 

2.深耕山岳文教、促進多元文 ′匕繽紛生命 

2.1籌設山岳博物館 跨部會 

2,2連結山區單位/文化中心辦山岳文化展。 文建會 

2,3尊重原住民文化,獎助原住民文化慶典c 原民會/地方政府 

2,4辦理全國登山研討會與民意論壇。 跨部會 

2,5尊重原住民進入傅統領域使用自然資源。 跨部會 

2,6獎勵原住民手工藝及各種手作技藝。 原民會/地方政府 

3.促進山匾活化、保障山區活 動安全依歸 

3,l確保山區交通軟硬禮建設服務暢通安全。 交通部/地方政府 

3,2辦理各類別登山知能研習與安全講習。 教育 

3,3 官民協力強化山域搜救知能技術c 消防署/國搜etc 

3,4健全野外緊急醫療救護系統。 衛生署/消防署 

3,5建立職業嚮導制、培養原住民生態嚮導。 原民會/NP 

3,6出版山野活動與戶外安全指導手冊。 教育部/體委會 

3,7推動登山安全研習暨教練認證(時數)。 

教育部/體委會 教育部 

4.培育山野人才、精進戶外領 宰科研知能 

41獎勵大學設「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一中心 

4,2獎助大學開設山野探索與戶外領導學程。 教育部 

4,3設立登山學校(山岳教育研習中心) 教育部/NP 

44制訂「台灣山岳教育政策白皮書」。 教育部 

4,5研修山野教育融入12年國教課綱。 教育部 

4,6編定各類山野教育與生態文化叢書。 教部/林務局/NP 

4,7辦理大專登山安全與戶外領導研習。 教育部 

4,8連結山野教育提昇中學生科研人文知能。 

教育部 行政院/立法院 

干.健全山岳法制、提昇山區服 務管理品質 

5,l修訂各個有礙山野活動發展的法規。 

5,2修改入山管理辦法使朝向登記報備制。 警政署 

5,3設置小而分散適地的山區避難小屋。 林務局/NP 

5,4規範山岳活動與山區步道分級制度。 林務局/NP 

5,5維護山區步道資訊與指標系統使明確。 林務局/NP 

5.6健全各山屋之醫藥與通訊設施。 林務局/NP 

5,7推廣LNT教育降低山林環境污染破壞。 林務局/NP 

(,立基山林生態、發展創意經 ,;∴生活產業6. 

6,1保障原住民在地性傳統生計農牧採集。 原民會/農委會 

6,2輔導原住民發展文化創意生活產業。 原民會/經濟部 

6,3提供原住民擔任生態嚮導員就葉保障。 原民會/NP 

6,4發展綠色休閒民宿特色餐飲樂活產業。 原民會/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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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6.5推動山岳活動連結生態旅遊與文化體驗° 6.6加強山區行銷以提升山區創意經濟市場° 7.1建置「台灣登山健行」山區資訊網站° 7.2建置網路登山學校和山野知能資源網° 7.3強化山區通訊、航空與各項E化服務。 7.4定期更新山區即時資訊與通報系統。 7.5建置山岳生態旅遊產業服務資訊網。 17.6研發山區發報電子系統與無線電網絡。 8.1辦理837爬山去或動(8/3七點集合) 8.2輔導登山社團推廣全民登山健行運動° 18.3辦理各項山岳文化活動講演或影音會。 18.4訂定十月為「山岳活動月」串連各活動。 8.5獎助全國登山大會師、溪仙大會等交流。 86辦理山岳影展、讀書會等活動。 

原民會/觀光局 

經濟部 

7研發山野科技、建立資訊服 務整合平台 

林務局 

教育部 

跨部會爪JCC 

綱站管理機制 

觀光局 

資科單位 

8.推廣山岳休憩、宣揚健康登 山活力台灣 

體委會 

體委會/內政部 

文建會 

跨部會 

體委會 

教育部 
>′ 

資料來源:陳永龍(2011:17-18) 

因此,儘管山野教育更是長久以來愛山者共同的關切,目前教育部於2011年研擬規劃了

《山野教育行動方案》意欲推動,而國家公園設立了登山學校,但要落實登山教育,卻始終

缺乏「教育政策」上的支持;因此,有必耍推動研擬《峭教育白皮書》之頒佈,從《山野

教育白皮書》草案內容的研擬,到山野教育內涵與瑰階段各領域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之對應,

到山野教育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融入12年國教各領域課程之建議等等,都是想要推展與落實

山野教育的中長程思維,以作為教育部推展山野教育的政策依據與行動綱領。

當然,除此之外,教育本不只是教育部的責任,還需結合政府公部門之行政資源,熱心

企業界之財力資源,登山界各社團之人力資源,於軟體方面建構本土山野教育機制、確立也

也教育的課程與教學模組,硬體方面更需適合的訓練場,以及及齊全的教育設施,才能共同

促成山野教育之永續經營,推展山岳文化的保存與傳承。

三、構思〈山野教育報告書)的篇章內容

面對外在壓力與內在改革的時勢,教育部近年來在山野教育方面的努力,是難能可貴、

有目共睹的;因此能在2011的《山野教育行動方案》上,開啟「山轍育報鐫」 5之研擬

規劃工作,內容包括研擬「山野教育報告書」、「研提103-105年度山野教育實施策略與方案」 、

「彙整山野教育內涵與瑯皆段各領域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之對應」及「研擬12年國民基本教

5教育部原先研擬的行政協助計晝為 「山野教育白皮書」規劃研究,但基於規劃研究階段終究與「政策」推行

的不同,於是計畫名稱更改為「山野教育報告書」的規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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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山野教育重大議題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等c這些規劃研究的內容綱領,應包含如下。

(一)調查研究各學習階段山野教育覽施現況與問題

立足在￣全球在地化」的基礎上,針對目前正規教育各學習階段(各級學校)與社會上

推動「臺灣山野教育」的現況,進行資料蒐集與調查研究,對台灣既有「山野政策」與「山

野教育」概況等,進行資料蒐集和調查研究,以期了解台灣目前推動山野教育現況、處境與

存在的間題。並立足在前述有關既有山野政策、山野教育等資料蒐集與調查的基礎上,針對

「山野教育」現況,進行問題診斷與研究分析,提出面對間題的推展課題,以作為《山野教

育白皮書》政策草案的立論依據c

(二)研擬(山野教育報告書)草案

針對上述山野教育施行與推動的瑰況調查研究與問題分析,提出末來教育部推展「山野

教育」的基本諫題,並研擬《山野教育自皮書》政策草案,界定「山野教育」的概念範疇及

其與相關領域或議題之間的關係,彰顯「山野教育.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以期讓國人了解「山

野教育」為何應當推展的必耍性與迫切性,繼而揭示「山野教育」政策的理念與目標,以提

供作為教育部推展「山野教育」之政策綱領。

(三)檢視山野教育與現九年一貫、中教課綱與能力指標對應

在《山野教育報告書》基礎上,檢視￣山野教育」與當前九年一貫課程、中等教育等各

學習領域(或重大議題)等之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之間的關聯,找出既有課綱和能力之標可

運用之相關對應;以期在既有的小學階段、中學(前中/後中)階段,在各學習領域課程課綱

和能力指標尚未全面增修前,即可先利用既有的基礎來加強推動,或透過相關議題補充等策

略實施之。

(四)研擬山野教育課程能力範疇以提出未來十二年國教之推展建議

針對「山野教育一課程範疇進行釐析探究,清楚界定￣山野教育」的概念範疇,及其與

相關學習領域或重大議題之間的異同關係,並釐清山野教育之課程能力範疇,確立山野教育

斫欲培育之基本能力與核心素養,以與各學習階段相關學習領域課程或重大議題,有所構聯

與區辨;並以研擬未來建構「山野教育課綱與能力指標一架構基礎,以提供作為未來施行十

二年國教時,融入各領域課程(或列為重大議題)之參考建議。

(五)規劃103-105年度「山野教育實施策略與方案」

在上述《山野教育報告書》草案基礎上,除規劃研擬現行及未來相關各學習階段及學習

領域,有關能力範疇、領域課程或重大議題網要與能力指標之建議外,並應在政策與制度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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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健全前,研擬規劃103-105年度教育部「山野教育實施策略與方案」之建議,提出具體、

可行、易推動之寶施策略與執行方案(含預算編列建議) ,以利教育部於近期推展山野教育之

實施策略與具體方案,加速落實各級學校山野教育。

(六)辦理計晝所需專家諮詢會/座談會及訪談

為達成上述《山野教育報告書》草案暨配合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之相關建議,並應規劃

IO3-105年度山野教育實施策略與方案一等等,研究規劃單位並應於規劃研究過程(含初稿

產出後)邀請相關教育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專家諮詢訪談或專家座談會等,以期廣納專家

意見,修訂本計畫方案內容c

以下,簡要呈現表3 《海洋政策白皮書》目錄(表3) ,以作為勾勒未來建構《山野教育

白皮書》的參考架構,並依此架構修訂為表4的￣山野教育報告書」框架目錄。

表3:‥海洋政策白皮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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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山野政策白皮書目錄

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國際山岳政策脈絡

第二節台灣山岳政策發展概況

第三節台灣的山野教育發展背景

第二章 山野教育環境與教育現況

第一節國際社會環境山野教育概況

第二節台灣整體山野教育之現況

第三節台灣各學習階段之山野教育賣施現況

第三章 當前山野教育問題分析

第一節山野環境素養問題

第二節山野課程教學與教育政策間題

第三節山野知能人才與產業落差間題

第四章 當前山野教育政策理念及目標

第一節山野教育政策理念

第二節山野教育政策目標

第五章 山野教育的目標策略與建議綱領

第一節建立推動山野教育之基礎平台

第二節促進學校及家長關注山野教育

第三節培育學生山野基本知能與素養

第四節提升山野教育之基層人才素質

第五節培養山野知能產業之專業人才

【附錄】

附錄一:山野教育與「九年一貫課程」課綱與能力指標之對應

附錄二:山野教育於是「十二年國民教育」推展之相關建議

附錄三‥教育部103-105年度「山野教育實施策略與推動方案.

附錄四:專家諮詢座談會會議記錄等

由表3表4觀之,建構《山野教育報告書》的實際內涵,實必須把海洋教育在國際與社

會壓力下,台灣從《海洋白皮書》到「海洋教育課綱與能力指標」推動歷時10多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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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跳過上缺政策(山野白皮書、山野政策白皮書) 、下缺具體推動執行專業機構與人力的匪

境下,卻必須濃縮在一年以內去完成諸多調查、分析、研究、規劃的工作。

儘管對於教育現場的工作者,很需要教育部「政策」宣示和經費上的支持,但規劃研究

工作卻不免需要長時間累積;因此,有必要借助更多愛山人士的關注,能就山野教育報告書

(或白皮書)的建議綱領與行動策略,提供更多務實與可行的操作性建議。以下,繼續探討

山野教育目標、綱領與策略方案的條目c

四、山野教育目標綱領與策略方案

構思山野教育政策的理念和目標,若設定是由國小教育開始,就得展望未來世代,思考

一個孩童如果有機會從小一階段就親近山林,在十六年後當他大學畢業,會是具備什麼樣的

知能、素養的卓越青年呢?目前已知￣視近山林」可以帶來許多益處的相關研究裡,這些國

外的研究大抵已經指出親近山林野地的大自然,或說山野教育」的作用,其實對一個人的

土地倫理、家鄉守護意志、活動領導力、創造力等都有顯著的正增強作用6 0

我們把山野教育的目標設定在培養未來世代￣愛山愛台灣、活力有創意」的卓越青年!

山野教育的理念與願景,則為￣山林有愛,健康無礙;大地有情,永續經營! 」而在山野教

育的目的上,我們希望山野教育有助於國人「打開生命經驗,孕育鄉土意識;培養堅忍意志’

鍛鍊健強體魄!一藉著山野教育的歷程,可以養成「親山三愛」的基本能力,即「愛運動/

愛山林/愛台灣一的能力,讓生活更充滿健康、活力與創意c

如果我們得以重新向山野學習￣像山一樣的思考」的話,我們才可能在「體驗/探索/發現」

和「導引/覺察/反思.的歷程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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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守護意識,而成為具有活力和創造力的地球公民!

因此,在上述目標和願景下,若欲架構〈山野教育白皮書》 (或報告書)的建議綱領,其

所勾勒的「建立推動山野教育之基礎平台_ ∴促進畢校及家長關注山野教育」 、 「培育畢生山

野基本知能與素養_ 、 「提升山野教育之基層人才素質」、 「培養山野知能產業之專業人才」等

五大綱領,便是試圖連結山野教育目標,培養山野知能人才的重要方向。以下,茲就《山野

教育白皮書》的目標綱領,研擬關鍵策略條目並註記相關的推動單位主體,作為建構未來山

野教育白皮書的策略綱領內容。 (表5)

6 RIchardLouv(理查,洛夫) ,2009, (失去山林的孩子:拯救「大自然缺失症」兒劃,台北: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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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山野教育目標綱領與關鍵策略條目表

目標綱頷 關鍵策略 單位主體 

1.建立推動山野教育之 基礎平台 

1.1山野教育連結九年一貫/十二年囤教課綱能力指標。 教育部/國教院 

1.2山野教育與七大學習領域及其他重大議題之連結G 教育部/國教院 

l,3教育郭與縣市政府教育處之政策宣導與行政連結。 教育部/縣市政府 

1.4教育行政單位與各級學校誅程、教學與行政連結, 教育部/縣市府/學校 

1.5各級學校內部及其與社會資源、專業人力之連結。 學校/NGOs 

.!促進學校及家長關注 ∴野教育 

2.1建立政府政策宣示與相關計畫資源的支持系統。 教育部 

2.2各級學校正面宣導山野教育及與家長加強溝通。 各級學校 

2.3主動誘發校長、主任與老師對山野教育的熱情。 教育部/地方政府 

2,4引入行動研究證實山野教育提昇學習效能與成就。 學術機構/研究單位 

2.5辦理親子同行體驗認識山野的親山愛山活動。 學校/NGOs 

∴培育學生山野基本知 花與素養 

3.1編撰各學習階段山野教育課程與教學教材較案。 教育部/學術單位 

3,2辦理各類對象之登山知能研習與山野安全講習。 各教育單位/NGOs 

3,3辦理學生親山遊學與登山安全知能研習活動。 各教育單位/NGOs 

3,4辦理大專學生登山社團幹郭戶外領導研習活動。 教育部/專業NGOs 

3,5辦理山野生態及多元文化保育之家鄉守護研習。 各教育單位/NGOs 

1恨升山野教育之基層 人才素質 

4,l獎勵大學設立￣山野探索與戶外教育」中心。 教育部/學術單位 

4,2獎助大專校院開設山野探索與戶外領導學程。 教育部/學術單位 

4.3利用廢校轉設登山學校或山野教育研習中心。 教育部/現市府/學校 

4.4研擬山野教育技術教練證照與獎勵管理辦法。 教育部 

4.5培育山野教育種子教師並建立山野人才資源庫。 教育機關單位/各校 

;培養山野知能產業之 吝業人才 

5,1建構山野知能與各專業領域連結的產業範疇s 經建會/相關部會 

5.2健全山野緊急醫療救護系統並培養相關人才。 衛生署/教學醫院 

5.3培養山區休閒旅遊相關產業之技術與文化人才。 原民會/相關部會 

5,4建立商業登山管理機制並規範登山導遊頷隊嚮導。 交通部/旅遊業 

5.5培養山野活動風險管理與法制行政等文官人才。 考試院/相關部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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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山野教育行動方案》實施策略與工作內容上,我們嘗試以「健全山野教育體制、

擬升山野教育知能、強化山野活動安全、推廣親山愛山運動」四大策略,更得化為具體的實

施內容,訂定實施期程,希望教育部能編列相關預算,確立主辦單位和協辦機關團體等,以

期事半功倍,在法令制度面、課程教學面、師資培育面、宣導推廣面、資源整合面,都獲得

相對應的支持。

教育部在2011年底所規劃的《山野教育行動方案》中7 ,也詳列了101-103年的實施策略

和工作內容條目c然而,教育部主要仍把此方案設定在體育司的業務範疇內,而體育司相較

於國教司、中教司、高教司等等具有可實質管轄教育單位(含屬於縣市政府之中小學)的部

內司處,在資源與人力上都是相對不足的;若計畫方案要能有政策宣示的作用,就應具備更

高層次的政策宣示(如《山野教育白皮書》或山野教育相關「實施計畫」的頒佈) ,以及相對

硬的經費資源投入,才可能讓這些行動方案在現實的基礎上被開展c

五、代結語‥政策面與執行面的雙向進路

近年來,與山野教育或登山教育有關之論述已逐漸增多,但回歸「政策面」與「執行面」

的論述或行動研究,仍是大量缺乏的。因此,未來在推動山野教育的落實上,有必要由政策

面與執行面雙管齊下,採取雙向進路來朝理想的目標前行。

教育部於(2012/09/17假新竹市光武國中辦理的「 101年教育部推動山野教育特色學校計

晝會議」中,擬欲討論一、有關「山野教育特色學校計畫」 (草案)推動機制等事宜;二、請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及新竹市龍山國小報告學校目前推動山野教育辦理情形及相關成果;三、

有關各校針對「山野教育特色學校計畫」未來共同執行與協力事宜。也檢附了「山野教育行

動方案」 (101年-103年)及「山野教育發展特色學校、培訓種子教師、研發教材/手冊」 (草

案) ,可見教育部對於推動山野教育的決心與重視。

儘管會議未能對計畫方案相關內容開啟討論,但諸多校長、主任與推動山野教育的老師

瑰身的經驗交流分享中,這些學校的期待大抵包括‥應設法讓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能支持山野

教育;應有明確的山野教育法令面與政策面的宣示;應建立山野教育特色學校的輔導機制;

應回歸教育現場提供學校需要的支持系統;應進行山野教育能有助於提昇學習成效和品德的

研究;應建立山野特色學校的教學模組與分享機制;不應只給資源而更得感染熱情與使命;

應讓走在前面的被看見、走在後面的感受到光和熱而跟上來⋯ , ,

7請參「教育部101年度登山教育業務」 。資料來源‥本論文集PP,169-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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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現場教師的回餵意見,大抵也和我們對於推動山野教育的期待相近;也提供山野教

育的推動者得更認真思考、探索、找尋上下並進的雙向進路c確實,一方面需要政府機關由

上而下的「法令與政策面」的支持,大到在國家行政與立法層次能有《山野政策綱領/白皮

書》或相關法令制定的支持,小到教育部藉由山野教育特色學校或其他「寶施計畫」的頒佈,

來促進各級學校願意投入山野教育的誘因;另一方面,則應回歸,￣執行面.來檢視意欲推展

山野教育的學校,如何擁有山野課程規劃、課程與教學模組、師資培育、專業協力與輔導資

源、教材教案等等實際的需求,才能真正在各級學校落實山野教育的推展c

最後,研究者也提供對於推動特色學校在￣政策面」應有的實施計畫(預行規劃之建議

草案) ,希望拋磚引玉引發更多行動研究的思考討論,來加速推展山野教育在基礎教育中的落

實。這當然仍是漫漫長路,但卻是每個對山野充滿感動、對山野教育充滿熱情的教育工作者

心甘情願、無怨無悔的朝山之路c如同山野探勘在無路的懸崖邊或叢林裡,對於秉持「山是

一所學校」和「朝向山的守護者」的教育人來說,不論外在環境與資源如何,依然會懷著一

重「野人獻曝」的精神,繼續朝著山野之道前進!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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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育部(102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山野教育特色學校實施計畫

(本研究預行規劃研擬草案)

(一)目前少子化的趨勢,各縣市國民中小學新生入學人數普遍遞滅,若干學校出現空餘教室過剩

以及校園角落荒蕪之情況。

(二)侷遠區迷你學校之人數亦逐年萎縮,面臨整併或裁撤的狀況。學生人數過少或已經無學生就

讀之校舍.可任由閒置荒廢。

(三)教育部政策白皮書揭示‥ 「深度認識台灣、走讚台灣鄉鎮,發展學校特色」。各地學校代表台

灣不同部落.村落的在地社區文化,亟需活化再利用荒廢校舍,以創造教育附加價值。

(一)活化利用既有閒置校舍校園至間等教育公共財,充分發揮校園奎間價值,配合在地特色資源

與人文特質.並依據各縣市、各學校特殊條件輿需求,規劃多樣性的教育功能,尋找學校存

在的永縯價值輿新生侖力。

(二)摭大學校空間效益,結合地區性特色環境,產業文化、山川景觀、自然生態、人文道產等資

源.提供優質化、多元化、豐富化的課程發展素材,逐步發展成特色學校。

(三)運用學校和山野教育專業人員,規劃在山野特色課程平台,提供參觀與體驗學習處所,並鼓

勵城鄉交流學習.以不同課程風貌與教學型態提供真賣情境之校外教學平台,帶動國內山野

教育交流與遊學。

三.計蓋原則‥

(一)活化空闆一利用多餘校舍至間,發揮創意經營與賣質效益。

(二)學校晶牌一以空間特色突破發展,形塑「特色學校」的風格。

(三)永縯環境一珍視環境永繽與生態教育概念,打造新概念的校園。

(四)優質課程一運用空間環境平台,設計有學習意義之特色課程。

(五)夥伴闐係一在地產業文化、文史工作室、民問業者異業結盟。

(六)分享遵學一援引遊學經驗範例,分享特色遊學的系統知識。

(一)廢校肫校舍再利用:各縣市侷遠迷你小型學校賣行整併栽撤後,已無學生就讀之間置校園

校舍.衡酌交通狀況與堪用情形,投入低度經費予以整修使用,由民閒產業戎基金會等單位

承租合作.進行環境改造,賣施山野探索等教育功能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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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型搴校的遊掌發展:各縣市為數眾多的迷你小型學校,現有學生人數侷低且學習動機不

足,學校存在價值輿經營效能亦備受爭議。活化校園校舍,運用優勢環境條件.研發場域型

特色譟程,並吸引都會區或他校學生前來遊學,形成特色遊學中心.以驚奇有趣的學習型態

提供各地文化體驗學習機會.

(三)一般學校剩餘空閩活化:由於一妓學校大幅減班,造成大量剩餘教室至間.為避免形成校舍

資源的浪費.乃規劃的活化用途.發展學校特色課程與活動。

五.審查要件‥

(一)計直格式‥

1.計宜名稱‥

2.計盍目的‥

3、資源應用‥

4.夥伴結盟‥

5、賁施內容‥

6.賁施方式‥

7.賁施時程‥

8、預期效益:

9.經賞需求;

(二)配合絛件‥

O O縣市O O國民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典發展特色學校計畫.

陳述校舍活化典環境利用之教育目的功能.

含週邊社區特性.環境資源條件.諮詢顧間人力等c

運用當地社區或民間單位.配合規劃執行。

推動之學習課程內容規劃設計.包括課程層面輿相關主題內涵.

實際運作人力與教學措施、學習之型態或方式、實施對象輿套裴遊學行程.

預定規劃時程和開始實施頻率.

對於創新經營與特色發展或遊學的預期績效.

硬體設施整修購置、軟體書籍購置或綿印.人力師資格訓等.

1.建立校園內部輿社區共識;

2.擁有藝術人文或自然環境之特色資源0

3、儲備摧動之專業人力資源(校內外教師).

4、結合社區或民問團體公共關係之人脈資源c

;了.審查標準‥

(一)空問活動與應用20%一校園空閒.社區資源設施之應乩

(二)環墳永縯與綰盟20%一能珍視環境資源輿異業結盟運用.

(三)課程教學或活動20%一系統性特色課程或其它教育活動c

(四)專業人力與夥伴20%一教師人力運作與社區結合關係.

(五)預期續效與分享20%一建構分享服務和持續行鉑之策略.

二、補助原則‥

依計晝的創新性、具體性、持續性、特色性.效益性等.每校依評審等第和經費需求.給予新

惴20-60萬元補助經費。其中硬體部份之整修政善、設借採購經費不待超過70%.軟體部份之

懼設計編印、活動規劃賁施、人力師資研習培訓費、宣傳行銷等不得低於30%.每年補助4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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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分配如下‥

(一)基本補助一每區域或重點縣市至少補助1所學校預計10校。

(二)擇優補助一依方案計畫品質,不分縣市握優補助30校。

八.埔助金額‥

經審查委員會審議泱定.合乎本案宗旨目標,且計畫創意特色、具體可以行者,列為特優、優

等.甲等、或乙等.特優‥每校補助60萬(10校)、優等‥每校補助50萬(10校)、甲等‥每校補助

20萵(20校).乙等‥不予補助。

九.獎勵與輔導‥

(一)曾連續三年內獲得二次優等以上,能持續執行之繽優學校足堪列為經典者,由本部聘請審查

委員評定獎勵10-15校.各頒發獎勵金10萵元暨獎匾、獎座。並於全國敦育局處長會議中

公開頒獎表揚。

(二)辨理輔導座談、工作坊、到校訪視、特色分享、縣市研習、分區論壇、賁地參訪、彙整出版、

建置遊學路線.委託專題研究.

十.作業流程‥

(一)基本原則‥至間活化、學校品牌、優質諫程、夥伴關係、永縯環境、分享遊學。

(二)提報計畫‥

1.各校於101年11月25日前向市敦育局提出申請0

2.縣市教育局彙整後101年12月1日提報本部。

(三)審查程序‥由本部延聘學校經營、環墳教育、課程規劃、管理行銷、教學實務及家長團體等

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計畫審查.

(四)輔導推動‥

1.通過核定補助學校校長暨相關人員須加本部舉辦之座談會、輔導工作坊、訪視研習等0

2.獲選特優或執行縯優學校可參加本部辦理之成果展覺與發表會,以擴大教育戌果宣導0

3.獲得經典特色學校.應能結合在地特色產業聯盟,摧動執行在地文化之分享創意遊學。

十一.預期效益‥

(一)透過空間再利用,發揮學校周邊環境資源輿設施實質效益,規劃永續經營之山野特色學校。

(二)賦予侷遠小校新的生命,促進社區文化生命力,化解小校轉型發展與裁併之阻力。

(三)逐步建置山野教育學習中心,讓孩子懂得帕大地學知識,輿萵物交朋友」的真諦。

(四)倡導山野創意遊學,讓國中小深度瞭解台灣山林文化、生態、歷史、地方產業等學習資源。

註:本規劃草案並非教育部即將頒佈之實施計畫 內容及所含時間(年/月/日)、獎助數量、獎助金額等等,皆

為本研究之預先規劃建議,實際內容、時間、數量、金額等,僅提供未來教育部政策與經費考量後,可繼續修

訂之工作文件,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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