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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吳崇旗　教授

戶外探索專業協作師資導入學校教學之作法

        經歷長時間的討論與修正，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新課綱在2019年完成發布與正式實施，新一波的教育改革其核
心理念是「素養導向能力培養」，也就是培養個人「適應現在生活與面對未來挑戰」
所需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就在108新課綱正式實施後，教育部（2019）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OECD)共同公布
，我國15歲學生參與以「閱讀為主，科學與數學為輔」的2018「國際學生能力評量」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PISA)計畫結果。在79個參
與測驗的國家/地區中，臺灣學生在閱讀領域表現名列第17，數學排名第5，科學表現
第10，表現優異名列前段。同時，在此次測驗中，除了考試注重的領域（閱讀、數學
與科學）測驗外，也加入非認知能力（例如：團隊合作能力、全球素養）的評量與健
康問題（像是：歸屬感和生活滿意度）調查。

        雖然臺灣青少年，在大部分的指標中都有高於平均之上的表現，但是，其中在一
項透過詢問「1.當我失敗，我擔心其他人怎麼看我」、「2.當我失敗，我怕其實自己
沒天分」與「3.當我失敗，我會質疑自己的未來規劃」三個問題，進而計算的「害怕
失敗指數」（Index of fear of failure）調查中，平均得分卻是在所有參與測驗的國家
/地區中排名第一。

        身為教育工作者，不禁替害怕失敗的下一代感到擔憂。省思事件背後所傳達的訊
息，在現今教育體制下，我們傳授豐富的學科知識，但是卻很少提供機會教導我們的
青年學子，如何鼓起勇氣面對失敗與挫折，甚至會用「草莓族」或是「水蜜桃族」來
戲稱比喻為抗壓力低、挫折容忍度低的象徵。

        既然抗壓力如此重要，有什麼策略能減少害怕失敗，增進挫折忍受呢？根據個人
從事體驗與探索教育16年來的教學與研究經驗發現，當在面對戶外探索中所營造的各
種逆境挑戰情境（例如圖一－三：逆風中騎乘單車前行、汗水淋漓手腳並用登山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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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繩索上克服恐懼等）時，其實就像是一個「疫苗接種」的過程。戶外探索提供
的真實情境，模擬的就是這種預防機制。我們知道當一個人身上帶有抗體時，就有抵
抗力，而打個比喻，戶外探索的經驗就如同「疫苗」一般，一旦個人接種戶外探索疫
苗，身上就帶有抗體，也就是具備面對困境的信心與能力。

（一）專業師資協同教學

（二）在職教師自我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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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素養導向108新課綱的推展，加上越來越多家長與教師對於探索冒險挑戰的
瞭解與接受，也知道走出戶外探教育，可以為莘莘學子帶來「勇往直前、不懼失敗」
的學習，但是教室外的探索學習，相對而言需有更多風險安全管理、人力安排與課程 
設計的考量。也因此在實際教學現場推展與實踐上，容易有擔憂與躊躇。因此，在戶
外教育普及推展的目標下，就個人經驗與觀察，提出「探索師資導入教學之模式」，
藉由相關專業師資資源尋找、連結與培育，提供有興趣推展戶外探索的教學與行政人
員參考。

         萬事起頭難，對於戶外探索教學實踐，還不是那麼有把握與信心的教師，建議可
以藉由戶外探索專業師資協同教學開始。目前在教育部戶外教育資源平台上「協作諮
詢」中，已陸續提供建置的戶外教育「輔導委員」與「協作師資」與「到校服務專家
」名單，可以提供專長搜尋與邀請，也能藉由戶外教育相關政策與計畫尋求諮詢與活
動的經費補助。

         對於在教學現場第一線，有興趣提升個人專業的在職教師，教育部推展戶外教育

三、探索師資導入教學之模式

圖一、逆風中騎乘單車前行 圖二、汗水淋漓手腳並用健行 圖三、高空繩索上克服恐懼



圖四、臺師大師培生們，在林口校區進行攀樹體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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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學心理學系教授Dweck提出「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的概念，強
調藉由後天努力可以強化我們的心智，在此思維之下，關注歷程而非結果，所以當面
對困難與挑戰時，會選擇勇於嘗試，無懼於失敗，遭遇挫折時不輕言放棄，盡力尋求
方法以解決問題。親愛的讀者，讓我們藉由鼓勵青年們走出教室戶外探索，透過事前
的風險管理評估與規劃，營造出安全無虞，團隊合作鼓勵挑戰的情境，提供機會讓年
輕人培養在遭遇逆境時，能夠勇敢迎向，不害怕失敗，泰然應對忍受挫折的機會。

四、結語

（三）師培學生職前訓練

        除了第一線在職教師外，戶外探索專業
師培生的職前訓練，也正同時開展。以臺灣
師大「戶外探索領導學分學程」（https://s
ites.google.com/view/ntnuoal6/）為例，
為培養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的戶外探索領導
人才，特結合學校跨系與院資源（公民教育
與活動領導學系與體育學系）成立「戶外探
索領導學分學程」，在學期間從體驗、規劃
設計到實際帶領，循序漸進培育學生專長能
力。

的相關計畫，包括：國教署「戶外風險管理
專業師資培訓計畫」或是體育署「戶外探索
計畫」等（計畫介紹之粉絲專業QR code連
結，如下），皆提供諸多在職教師在戶外探
索的規劃與執行帶領上所需的知識與能力技
術，進行自我增能的機會。除此之外，計畫
研習課程安排的專業講師，或是一同參與研
習的戶外探同好，也都是可以一起協助教學
推展的夥伴。



雲林縣立樟湖生態國民中小學

陳清圳　校長

         那是夜間獨處，一個人需在深山中自己與夜晚獨處一個小時。
在玉山國家公園科研活動的第一個夜晚，為了讓大家增加對戶外的感受力，我們把學
員野放在林道，不能開燈、不能通訊、不能看手機等。這夜是月明星稀，我們把學員
一一放在合適安全的位置。經過一個小時後，我們沒有使用燈具的一起走回集合點。

        會和玉山國家公園和進行科研計畫，主要是2016年開始，在朋友的協助下，我們
第一次到楠溪進行田野調查研究。震攝於國家公園的豐富資源能在短時間內就開啟學
生的好奇心，這樣的結果讓學校產生高度的興趣。於是每年固定帶學生到楠溪，開始
有系統的設計課程活動，經過二年，玉管
處的課長打電話給我，希望能更進一步的
討論合作的方式，才正式進入雙方的合作。

        國家公園擁有場域、設備、志工、專業人力與自然資源。學校團隊對於學生學習
、課綱精神、教學設計與方法較為熟捻。因此透過教學模組的設計，讓參加的老師與
國家公園人員進行互動。國家公園的學科專業提供了教師在設計上大的助益，畢竟科

        這樣的合作著眼於「科研探究」，也
就是參與的學生從被動的學習者， 轉為主
動參與者、透過實際的研究、調查，彙整
出方法、概念，更進一步啟發學生對科學
學習的渴望，老師提問探究的引導，學習
到科學方法與科學概念。而雙方在這目標
下，我們以設計教學模組開啟了雙方合作
的第一步。

就這樣大家在昏暗的燈光，說出自己的感受。這是自己與自己；自己與自然的對話，
當大家失去視覺的能力時，心就開始作用，心開始靈敏，才能與自然產生連結。

「我看到一隻飛鼠在我頭上滑翔」
「我想到自己的挫折，我自己跟山對話，不知不覺的就留下眼淚」
「我聽到腳步聲，在我的四周打轉」
「我害怕、為了害怕開始去想害怕的本質」
「我聽到雲動樹梢的落水聲」
「其實昨晚是我看到第二次的銀色世界，第一次在原始森林中，突然間所有的葉
 子泛出銀色光芒。昨天我知道大地之母再次給我一個難忘的夜晚，那一瀉千里的
 銀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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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界連結－學校與場域協作師資的合作經驗

圖一、專業協作師資與學校老師合作，學生成為「科
研探究」的主動學習者。



         2020年，我們舉辦了台灣國家公園的科研活動，在全台各地的國家公園代表在
塔塔加參加科研計畫，我們將設計好的模組，帶領著學員一一演練，也逐步的讓學員
清楚，科學探究可以深化學習、並有別於
解說活動的模式，也是接軌現有課綱，更
進一步的為了培養學生對於國家公園場域
內的科學題材興趣，培養分享科學探究的
歷程、表達與創造性的敘事能力，增進科
學的親近性與幸福感。

         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也正逐步擴
展科研能量，未來國家公園會與合作的學
校學生進行學習轉換的歷程，讓國家公園
的志工擔任起科學探究的任務，逐步的開
啟學生內在探索能量，正如美國國家公園
之父約翰‧謬爾所說：「成千上萬疲憊的、
不安的、虛弱的人，感覺到山上就像回到家的一樣，曠野是人生所需，國家公園及保
留區是森林及河川的泉源，更是生命的源頭。」

學概念是建構在專業知識上，有了這樣的支持，老師在設計上，從現場探究模式我們
抽取出由「發散而聚斂、再發散再聚斂」的四個階段：提問、探究、行動和反思。進
一步，我們從四個階段開展出「ECOLOGY綠鑽石」方法：

這期間我們從設計好的教學模組，進行試教
，並帶領著國家公園的志工也投入試教觀察行列。並修正教案內容，滾動式的成熟教
案內容，並試圖轉化成半天、一天的活動形式。

1. 提問階段：情境察覺 (Explore) 
    與問題驅動 (Canvass)。 
2. 探究階段：觀察探究 (Observe) 
    與方法連結 (Link)。 
3. 行動階段：行動實踐 (Operate)
    或者驗證。 
4. 反思階段：歸納總結 (Generalize) 
    與反思衍化 (Yield)。

發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地址：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綜合三館三樓)  電話：(02)2462-2192分機1247

本報著作權屬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所有，禁止未經授權轉貼或節錄

圖二、「ECOLOGY綠鑽石」方法

圖三、接軌現有課綱，培養學生表達與創造的
敘事能力。



         教育部於2020年5月25日為配合「向山致敬、向海致敬」國家政策發展，針對五
大主軸「開放、透明、服務、教育、責任」中「教育」面向提出整體推動重點，「強
調『落實』及『普及』，讓學生可普遍地學習及體驗，符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強調的探究實作精神」，並提出「結合戶外教育，強化山海交流及城鄉交流
」（教育部，2020）。據此，促動戶外教育為基礎連結山林教育與海洋教育的政策發
展。
         戶外教育是一種跨領域的整合學習方法（Ford, 1981），必須運用五感的體驗式
學習，提升教師規劃戶外教育課程的專業知能，除學習內容符合教師所需外，能持續
激發教師學習動機也是不可或缺要件，故透過教師專業社群讓教師在共同目標下，進
行省思、對話、分享、合作、探究等共同學習模式，以解決教學實務問題。教師學習
社群的實踐，除了共同討論、實踐教育專業外，也希望大家樂在其中，課程中學生的
笑容，是大家共同成長的動力。活動中教師們帶著平等心進行，在平等對話情境中，
表達出最真誠的想法，如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所言：「理想的溝通對話情境，應該是
建立在彼此互為主體的關係上，一切歸於平等，真誠心相互對待，才能站在對方角度
思考事情，在對話中共同成長」。

         以下是個人於103年-108年擔任宜蘭縣海洋資源中心總幹事及本校於110及111年
度擔任戶外基地學校，與夥伴們一起帶領海洋教師社群心得進行分享：

宜蘭縣立頭城國民中學

林惠珠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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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分享

社 群 目 標

1. 建立「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學習社群（實體或線上），建立課程與教學模組

   ，提供教師間之教學分享平台，合作解決教學專業問題。

2. 透過跨校「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議題或讀書會專書研讀分享模式，了解各校

  校訂課程及新課綱實施課程實施情形，如何推動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建構同

  儕相互間對話、關懷的友善支持系統。

3. 藉由「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專題講座，運用學校在地資源進行跨域整合各議

  題，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素養導向教學課程。

4. 經由「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成果發表，與他縣市專家學者、第一線教學者合

  作交流，開展社群學員素養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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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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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教師社群培訓-課程模組討論
及分享

圖二、邀請教授及地方專業技師擔任
講師

圖三、教師社群培訓-水域安全拋繩練
習

圖四、教師社群培訓-五感體驗認識海
濱植物

成 果 與 效 益

1. 成立「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體或線上），了解各校「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實施過程，擬定教學主題進行跨領域共備分享。

2.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社群實施，以提升教師同儕對話與分享為主，亦可引

  入專業技術師資及社區耆老進行協作，將社區生活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國際觀融入課程，建構同儕相互間對話、關懷的友善支持系統。

3. 了解各校新課程綱要實施模式及議題課程結合策略，學校如何透過社區資源挹

  注擴大校內外師生以及家長參與，透過跨校、跨領域社群教師彼此海洋課程設

  計分享，可提升本身專業能力。

4. 藉由「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成果發表，與他縣市專家學者、第一線教學者合

  作交流，拓展社群學員素養與內涵，有效提升社群運作與展望。

         戶外教育專業學習社群實施，體驗學習策略是必要
的，教師踏上體驗學習之旅，親自走入戶外情境，體驗
五感導入創新元素。在社群中，教師們分享自己班級課
程實施經驗供他人參考，而其他老師也會立即予以回饋
，提供分享的教師將會覺得自己的意見被同儕採用而覺
得受到重視，內心得到滿足，更進一步激發其熱情，下
一次更願意分享其實務經驗；故個人這幾年帶領社群深
深覺得，社群成員以「信任」為基礎，彼此共同合作、
互動、分享彼此課程教學，釐清自己教學盲點，才能提
升學生學習品質及創新教學，一起實踐社群所設定的目標。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張榮升　老師

「以校為本」的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師資及課程研發策略

        教育部於103年發布 《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以行政支持、場域資源整合、安
全管理、教學輔導和課程發展等五大系統，逐步推動戶外教育理念。又於108年10月23
日舉辦「戶外教育分享會」，以「山、海、都市、國際」四主題面向結合聯合國「全球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展現戶外教育的推動成
果，並同時發佈戶外教育2.0宣言，以期透過戶外教育的推動，讓學科知識學習更連結
真實環境，強調在真實生活情境中學習的戶外教育，是培育臺灣學生實現永續發展目
標的關鍵，希望臺灣的學生都能培養地球公民的素養，面對未來挑戰。具體落實108新
課綱精神。此外，教育部民及學前教育署更於110年5月將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兩個議
題整合，各縣市亦成立「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資源中心」，逐步建構國內推動戶外教
育及海洋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取自網站：戶外教育資源平台）

        自103年迄今，許多學校逐步發展戶外教育，各校更透過教育部的相關補助計畫營
造屬於自己學校特色的戶外教育課程，我們深信戶外教育對於學生學習是一劑良方，但
卻為商業規模的校外教學感到迷惘！筆者相信仍有大部分學校仍停留在「畢業旅行」等
於戶外教育的模式，找旅行社來辦理，做好系統性路線規劃，其中必要的是遊樂園，這
就是學生愛的「戶外教育」模式。戶外教育不只是旅行遊樂，而是學習非常重要的活動
，畢竟多數學校辦理的時間都是在課程時間內，但真正實施「課程」的又有多少呢？其
實我們可以試著打造屬於自己的遊樂園，讓學生嘗試在熟悉的環境中進行控制中的冒險
。除了「畢業旅行」式的戶外教學，筆者這些年來有幸參與部分縣市戶外教育相關計畫
審查，發現有許多學校仍流於「活動」形式，卻未發展相關「課程」，多是撰寫計畫外
聘講師委外辦理活動，造成鐘點費與交通費過高的現象；舉例某中部學校，申請補助計
畫要到墾丁南灣「淨灘」，計畫中雖表明了淨灘與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但卻未說明與學
校課程的連結性及相關前因後果，計畫中也未見相關實質內容，也「順便」參觀了海生
館與搭船到小琉球遊玩，經費就是用在住宿與交通費居多。另一個案例是登山活動，主
要就是要爬玉山，但沒有任何戶外教育前的訓練或課程，老師比學生還多，但總人數還
是在20人以下，計畫中將一半以上的經費皆用在登山嚮導及外聘講座身上，這樣似乎不
符合補助效益，當然主要也是未見有相關與學校課程的連結。舉這兩個案例並不是說這
些學校的作法不對或不好，而是應該要進行更完整的配套及闡述戶外教育前、中、後的
實際作為，重點在於為什麼要去？去要做什麼？學生又能學到什麼？舉例來說：計畫內
容是要關心海洋議題要「淨灘」，假設與課程連結到環境教育議題，中部也有相關海灘
可以淨灘，到墾丁的理由又是什麼？其他地點的連結性又是如何，其實這些都可以加以
說明；登山課程也是，可以從學校鄰近的「小山」進行課程及連結，最終再到「大山」
攀爬，也是一個過程，但常見的就是沒有進行戶外教育「前」的整備與課程，都是著重
在戶外教育「中」的活動內容，更不用談戶外教育「後」的成果分享與回饋。但上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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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皆應以學校課程或特色進行連結，利用現有或在地師資辦理，課程才不會受外聘鐘點
費或長途旅費所限制，計畫及課程才會走得長久。

         戶外教育2.0宣言中，結合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相關議題，辦理戶外
及海教育的場域選擇就有很大的關係，對於新課綱所談到的學校特色課程、多元選修課
程及議題融入教學，都是課程設計者很好發揮及設計課程的出發點。筆者認為最理想的
戶外教育課程師資及場域的選擇就是從「在地出發」，利用現有的、就近的、專業的、
可長久的，以上幾個特點來設計課程，方便課程設計者與使用者更便利的溝通及討論，
兩者對於場域的風險管理也會更為熟悉，課程設計可透過「依賴」、「依附」及「認同
」三個階段營造所謂的「地方感」（圖一），連結戶外教育場域與使用者生活間的關係
，以及這個場域如何整合使用者的生
活。「地方感」是一種個人心理層面
的感受，在主觀及情感上對地方所具
有的一種依附作用，通常涵蓋個人經
驗、記憶、情感與意念，也會受到社
會文化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影響（林嘉
男、許毅璿，2007）。如上述所言，
在校園環境空間其實已具備依賴層次
的需求，是一種功能性的依賴，是使
用者感覺到對於環境的需要，而這樣
的需要又得以在特殊的地方從事特別的活動，達成使用者的行為目標進而突顯地方對使
用者的價值。另外透過學校的活動及課程設計可以引領到依附層次，透過使用者的課程
參與及了解，深入的涉入，裡面就包含了實體的環境層面以及心理上的情感認同與歸屬
層面。最後則是以課程實施深化認同層次，經過一段時間對於地方環境的接觸與體驗，
透過接觸與體驗滿足某特定目的後，進而產生的情感聯繫和象徵上的意義而產生歸屬感
，形塑一種故鄉情懷。

         學校無論實施戶外教育或海洋教育，皆可利用在地的專家及校內的師資進行課程，
甚至與鄰近的學校進行合作，從國小到大學，進行策略聯盟，各校都有不一樣的學校特
色與專業師資，共同點就是在地文化及特色，臺灣是個多樣化的寶島，每個鄉鎮都有不
盡相同的文化特色及地理環境特點，建議可以從學校特色出發延伸，設計在地化的課程
，以教師自己的專業發展戶外教育課程，可以省去很多的經費需求，也可以讓課程走得
長久。舉例來說，筆者曾探訪雲林縣成龍國小，從十幾年前開始扎根海洋教育，經由學
校主任介紹，學校透過課程研發，介紹「泡水的土地」，打造「濕地學堂」並成立所謂
的「少年偵探團」，在社區設置「成龍集會所」（如附圖二），從國小到大學畢業仍持
續參與地方的相關發展與回饋，十足就是地方認同及回饋的典範（有興趣的可以自行搜
尋網路相關報導），在地的課程由校內教師於課程時間內實施，根本毋須增加鐘點費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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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依賴、依附及認同營造地方感

地方感

依附
（連結課程活動）

認同
（行動深化）

依賴
（需求性）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社會經濟發展再加上交通便捷，人們快速且頻繁的變動居所，
很容易讓人們產生無地方性，這會削弱人們與地方的情感，不僅會降低原本的地方特色
，更容易造成自然與文化資源的掠奪與破壞，但這兩年多來受到疫情的影響，讓世界各
地戶外活動減緩許多，也或許是讓這些自然與文化資源稍有喘息與恢復，但自然生態及
環境保護的觀念必須從自身做起，教育人員也有義務要引領學生重視永續發展的議題。

擔，再加上走路即可抵達，也毋須交通費負擔，補助經費就能用在其他更多事物上面，
讓效益變得更大。另一個是筆者學校的例子，學校因為是都市型學校的關係，多數學生
都是家長接送，很多學生不會騎腳踏車，學校附近又設置自行車租借站，再加上大眾運
輸及節能減碳的推廣，學校老師就在校內開設了自行車課程( 如附圖三 )，更在校內空地
繪製「單車訓練場」（如附圖四），從騎乘到簡易故障排除，搭配鄰近臺中筏子溪自行
車道（如附圖五）及望高寮「好漢坡」，讓學生習得「帶的走的能力」，更透過地方特
色及文化走讀課程連結到在地社區及生活，讓場域與使用者生活間的關係緊密結合，創
造所謂的地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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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社區設置成龍集會所。 圖三、校內單車訓練課程。

圖四、校內單車訓練場。 圖五、外騎筏子溪自行車道。



許多學校發展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通常都是學生帶著，搭著遊覽車找當地專業人員導覽
，是否有先行設計課程內容或事後有沒有回饋好像也沒那麼在意，帶學生出門「交給旅
行社就對了」，學生開心，老師也省心，但更專業的應該師資應該是自己。筆者建議可
以從教師研習出發，組成校內教師社群，增加教師專業對話的機會與空間（如附圖六）
，另一方面也為活動帶來更多元的內涵，同時也可從不同的領域出發所延伸而出想法，
擴大連結的面向，為日後課程的發展奠定更完整的架構基礎，發展出屬於自己學校的課
程，這些都是辦理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行前需要帶給學生很重要的先備能力及知識，實
施方式先從在地化的都市探究再到跨域實踐，在師資的整合上，就可以利用這樣的連結
關係再往上一層，探討不同環境及文化背景上的差異，以實現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的真
諦。 

         「戶外」是個沒有邊界的教室，讓我們在戶外展現教師的專業，打造一個學習探索
樂園，帶孩子在控制中的冒險裡，培養勇闖世界的勇氣，看到學生在戶外進入學習狀態
的心智模式，讓我們反思，回到教室裡，如何營造豐富的學習情境，讓學生進入學習正
確的心智模式並讓學習走入真實世界，培養孩子具備迎向未來世界的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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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在地文化教師研習走讀課程-南屯萬和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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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無邊界的教室－濕地走讀課程。



活動報導

         為促進中區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的發展，同時增進中區7縣市之政府承辦人員及中
心成員的互動與學習，普及計畫中區協作中心於111年8月8日辦理中區戶外教育及海洋
教育中心會議，觀摩縣市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之經驗，並邀請南投縣政府進行跨局處單
位合作經驗分享及進行中區學習路線勘查體驗活動，期待可以連結中部的在地認同，緊
密的牽起政府、民間團體及教育夥伴們的雙手，全力推動戶外教育。

         當日上午與縣市夥伴們前往日月潭，從伊
達邵碼頭搭船至聖愛營地進行水域活動 (立槳)
，從活動前的安全叮囑、活動中夥伴落水時的
陪伴與指導，到挑戰全員一起站在立槳板子上
，全程由魚人立槳教練團隊專業又耐心地帶領
著大家進行。在湖光山色的美景中，除了體驗
自我成長的成就感以及與夥伴並肩面對挑戰之
外，也感受到了水沙連含蓄靜謐的美麗，讓人
流連忘返，亦體驗到了教育結合戶外學習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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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分享、前進─中區戶外教育南投縣見學

「從投出發．三潭二溪．山海一家．望眼世界」

普及戶外教育計畫中區協作中心辦理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縣市見學暨學習路線勘查體驗

一起開始旅程！



        接著大夥前往伊達邵碼頭，聆聽邵族文
化發展協會分享海洋教育及永續發展的理念
，由邵族族人選用在地當季的食材烹調，讓
夥伴們都能品嘗鮮味的原民美食。下午前往
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由南投縣教育處紀忠
良科長及觀光處黃山科長分享南投縣是如何
凝聚產官學三方力量，如何橫向整合縣內資
源促成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之寶貴經驗。從
南投縣長官們的分享之中，我們了解跨局處
單位的合作，不僅需要不斷的溝通與達成共

        接著由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的師長熱情的帶領著大家實地走訪中心，看到中心各項
設施以及說明設施如何與戶外教育課程做結合；行程的最後，大家在和菓森林體驗手作
紅茶的製程、了解日月潭紅茶產業發展的歷史以及地方茶藝文化的傳承，在製茶分享中
跟大家說再會，依依不捨的離別情緒，大家感受到了戶外學習緊密結合夥伴情誼的魅力
，亦深深體驗到學生參與戶外學習的氛圍及學習動力。

        感謝南投縣政府團隊( 南投縣教育處、觀光處、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與各場域
的師長，協助規劃本次路線見學體驗活動，同時感謝所有與會師長們的分享與參與。

感動、分享、前進，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的路上，感謝有您的投入。

發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地址：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綜合三館三樓)  電話：(02)2462-2192分機1247

本報著作權屬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所有，禁止未經授權轉貼或節錄

戶外教育資源平臺｜https://outdoor.moe.edu.tw/index.php

南投縣戶外及海洋教育資源網｜http://163.22.69.147/ftrip/default

識之外，同時共同的願景目標也是推動向前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