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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新竹縣「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成 果 報 告 
學校名稱：竹北國中 

一、計畫名稱 FUN 心親山嶴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路線實施

地點 

路線 1： 

無跨縣市/ 

地點：鳳崎落日步道 

 

路線2： 

無跨縣市/ 

地點：飛鳳山登山步道 

外部協作師資 

共__4___位 

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_3__位 

■安全風險管理_1_位 

☐其他：__________面向師資_____位 

協作師資資訊 

 

姓名 林庭安 
師資類型 戶外教育課程協作教師 

單位 臺灣師範大學 

聯絡資訊 0960807388 教學類型 實作體驗 

專業證書  初級救護技術員合格證

書 

 高級野外急救員 WFR  

教學專長 登山課程、獨木舟課程 

協作師資資訊 

 

姓名 阮璟雅 師資類型 戶外教育課程協作教師 

單位 啟宗心理諮商所 教學類型 實作體驗 

聯絡資訊 0912651953 教學專長 登山課程、心理諮商 

專業證書  LNT Master 無痕山林

高階教師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體

驗教育助理引導員 

  

協作師資資訊 

 

姓名 陳思妤 師資類型 戶外教育課程協作教師 

單位 台北市私立衛理女中 教學類型 實作體驗 

聯絡資訊 0926729925 教學專長 登山課程、戶外教育 

專業證書  初級救護技術員合格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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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師資資訊 

 

姓名 楊佳琇 師資類型 戶外教育課程協作教師 

單位 桃園高中 教學類型 請選擇教學類型 

聯絡資訊 0910639158 教學專長 登山課程、獨木舟課程 

專業證書  初級救護技術員合格

證書 

 高級野外急救員 WFR 

  

 
 

來訪校次 3 來訪人次 100 

本校參與教師數 6 本校參與學生數 160 

課程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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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實施過程記錄 
(一)本計畫實施過程描述與相關記錄。 

    戶外教育前透過閱讀課共讀山林的相關書籍，探詢作者筆下的山林樣貌，

並覺察作者與山林之間的互動，產生與山的連結和想像，此為「親 」山階段。 

    接著，規劃戶外活動的系列課程，實施階段性與山林互動的課程，透過團

隊自學共同尋找，並踏進家鄉及遠方的山野，享受不同層次的山林洗禮，此為

「進」山階段，配合相關的體能訓練後走出校園，實施半日郊山的課程(鳳崎落

日步道)，進而邁入山林進行一日郊山課程(飛鳳山登山步道)，開啟與山林間的

對話與互動，在團隊領導中學習互助合作，展現自我挑戰的行動，於戶外情境

能有效統整學習經驗，展現好奇與探索的熱情，且能友善地與自然共處，享受

戶外生活的樂趣。 

    再回到課室中，懷著感動與喜悅提出日後守護山林的承諾，實踐環境保護

的共好行動，成為守護山林的「敬」山者。 

 

 

 

    根據戶外冒險教育的歷程、環境議題融入以及領域知能的學習為依據，共

同發展而來的課程學習概念，包含友善環境、團隊領導與自我挑戰；經由郊山

課程深化與自然的連結，落實友善環境的行動；藉由登山知能的精熟學習，能

在課程任務中突破極限勇於挑戰，而過程中自然的人際互動，發展適切的溝通

與互動技能，善用團隊領導的知能達到團隊目標；回到課室後，教師透過經驗

學習圈的歷程，進行引導反思登山所學的相關經驗，內化學習產生意義後隱喻

遷移於日常生活中的情境，實踐所學讓日常的微改變，讓自己成為更好的自

己，勇於繼續攀登自己心裡的那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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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戶外冒險教育如何產生學習的呢?教師提供體驗學習的機會，運用經驗

學習圈的引導反思歷程，首先設定團隊目標的過程中，提升學習者的準備度，透

過全方位價值契約具體地擬定可行的承諾行動，增進學習的動機。在這一趟冒險

的旅程，注入了團隊領導的課程任務，在小隊合作互相扶持之下，藉由循序漸進

的方式，鼓勵學習者以探究式的學習方式，融入樂趣的因素與提供成就感的即時

回饋，在精熟學習下達成團隊目標。在學習歷程中，透過教師為學習者提供典範

學習，處理學習者活動過程的經驗，引導反思產生新的意義，歸納通則後提取概

念進行內化學習，轉化遷移經驗後獲得成長，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因此，若能在

課程中融入戶外冒險教育，提供學生在結合領域課程知識，營造體驗所學的戶外

場域，就能深刻學習而產生正向效益，越能夠遷移到生活情境中，優化戶外冒險

教育的方式在未來的生活展現學習(吳崇旗，民 110)。下圖為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的學習歷程，爬梳相關文獻進行呈現，能展現戶外冒險教育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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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執行過程所遭遇問題及處理與應變解決方式 

1.教師觀察記錄 

    在階段性的登山活動中，陪同的該班任課老師將學生的學習狀況記錄下來，

發現學生在戶外知能、友善環境以及團隊領導方面，展現學習的成長與改變， 整

理紀錄如下: 

「能夠覺察自己的作為會影響到其他的山友或是動物，懂得收斂自己的行為，也

會提醒同學一同遵守 LNT原則。」(教師 A) 

「知道尊重其他人，會禮讓行進較快的山友，也會跟山友們打招呼。」(教師 B) 

「學會休息步的使用之後，在上坡路段可以自然地讓雙腳輪流休息。 」(教師 C) 

「發現登山杖的使用妙處，會選擇適合的枯枝代替登山杖；並於使用完畢歸還山

林。 」(教師 D) 

「懂得陪伴落後的同學，鼓勵彼此繼續前進，當小隊獨走時，一起看地圖討論

前進的方式，同時會規劃行走的進度休息和行進共同討論方式。」(教師 E) 

2.教師專業社群讓師生持續冒險 

  一群人才能走得久，結合鄰近的學校，組成戶外教育專業社群，盤點既有

戶外教育課程，透過跨校共同備課，研發戶外教育課程，在備、觀、議課的歷

程中，可以分享給願意進行的學校落實戶外冒險教育課程，藉由校際之間的交

流，展現課程所學知能，提供實踐力行的場域，增進親山的學習效益，共同履

行生態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共創社區的美好與永續發展。 

  擺脫不同以往學習方式的樣貌是，對於教師團隊或是學生都是一趟冒險的

旅程，希望往後還有更多教師精進的機會，以及實際帶學生登山的課程，透過

素養課程的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走出教室邁向山林，冒險挑戰的

旅程持續上演。然而家長與社會氛圍需要有志之者持續堅持才得以改變，唯有

專業的培訓與課程，才能讓家長放心把小孩交給我們，本應是引頸期盼走向戶

外的活力青少年，就該有嘗試冒險挑戰的空間，才能落實新課綱"適性揚才"的

理念。因此，願意帶著學生走入戶外真實世界學習的教師們，共同攜手陪伴學

生的踏上戶外冒險的旅程，厚植勇於挑戰的核心素養，迎向未來世界的精彩和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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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優質課程教師共備社群與歷程紀錄 

  

  

  

成立跨校及學校共備社群將戶外教育教育政策理轉化為課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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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優質課程教實施過程紀錄 

 

鳳崎步道實施照片定向越野課程，增添課程趣味性! 

 

落實團隊領導的分工任務，善用團隊領導的知能達到團隊目標 

   

 

 

 

 

 

 

 

 

 

 

 

 

 

 

 

 

各組的登山圖像，勉勵彼此能達到的願景 小組登山裝備檢查，準備邁入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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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優質課程實施歷程紀錄 

  

  

跨校結合推廣戶外教育優質課程，學習多元化 

  

學生實踐守護山林的行動，持續在未來的生活中，為山林進行守護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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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表現 

山林短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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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分析~學習到的知能轉化運用於日後的登山課程/特定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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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課程學習成果~ 將新的學習知能展現於班級的類似情境/非特定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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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課程學習成果~於未來的生活繼續挑戰相似結構的目標任務/隱喻遷移 

 

 

將登山課程學習到的知能轉化運用於挑戰心裡的那座山，及延續守護心裡那座山的行

動，爬山，爬的是自己心裡的那座，挑戰自己極限，跨出舒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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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課程學習成果~於未來的生活繼續挑戰相似結構的目標任務/隱喻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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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戶外課程的學習，落實守護環境的行動，並且將學習與家長分享。 

 

             

四、成效檢討與建議 

(一)戶外冒險教育為透過課程展現學習效益 

    多數學校運作登山課程大都停留在活動層次，並無實施相關的課程，甚至

是回到課室中並沒有進行引導反思的歷程。根據過去的研究發現，引導反思能

促進學習轉移，未能將學習經驗進行整理和歸納，時為可惜，好不容易勞師動

眾，完成登山課程之後累積很多學習經驗，如能融入至各領域課程成為常態課

程，結合領域知能有展現學習表現的舞台，會到課室內將有各領域的教師協助

引導學習經驗，如此一來，更能彰顯效益，國外研究發現，精心設計的戶外教

育課程所培養非認知因素，如能遷移並延續到課堂上，可以支持學生的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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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 

(二)深化學習遷移在生活中勇於冒險 

    學生的學習展現方面都可以透過前置課程中積極凝聚團隊共識，勇於提出

學習承諾，準備適當的裝備，討論團隊分工時都非常熱絡，甚至能自己想出新

的小組職務，如「安全小天使」；郊山活動當天抱持著期待的心情，活動過程中

也能專心投入登山定向活動，遵守無痕山林的原則，且勇於對陌生山友分享，

活動後的省思課程中，踴躍分享學習的經驗，看到學生用心的回饋，樂意用文

字與圖畫展現對山的親近，對於未來守護山林的承諾中，甚至能主動承諾在再

次邁入山林能遵守無痕山林的守則。從學習單的紀錄與心得分享中，經過整理

文字回饋的分析後，可以發現學生在檢核表中友善環境、自我挑戰與團隊領導

的三個學習成效的評估，皆能夠達到中等以上的程度，而且再次邁入山林時，

願意成為守護的巡山者，優化守護環境的行動。透過階段性的登山課程，在教

師的引導下，能將所學習到的知能轉化運用於挑戰心裡的那座山，及延續守護

心裡那座山的行動，挑戰未來的任務。 

(三)普及化落實戶外教育 

     戶外教育是孩子夢想起飛的最佳場域，也應該是天賦人權的普及化，絕非

教育路上的曇花一現，而郊山課程是目前最便利接近戶外的情境，因為政策的

使然，每年皆有經費的挹注，推動的過程很順利，但是也僅限於有意願申請的

學校受惠，使其能夠在經費的協助下，聘請專業的外聘講師協作課程，因為有

專業上支持，教師們可以全心規劃課程並放心帶著孩子到戶外學習。如果往後

沒有相關經費的協助，恐怕有斷炊之慮，一時的盛況恐難延續實為可惜，建議

能將戶外教育的相關學習課程融入既定的部定課程中，研發多元的課程模組，

以利教學現場即學即用，建立完整的人才資源庫，提供專業諮詢與協作，健全

戶外教育永續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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