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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保護協會親子團第七、八屆總團長

萍蓬草（石曉華） 常務理事

走走走~大手牽小手，當我們「學」在一起

談戶外教育與親子共學的整合

112/02

NEWS006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通訊-戶外教育如何親子共學

         筆者有幸身為荒野保護協會親子團的一份子，當初和家人參加的原意是加入一個正向的
團體，結交喜愛自然的朋友，並和孩子一起與大自然做朋友，因此走上一趟更好的遇見之旅
，對自我、親子、家庭和看待環境都有很大的改變。

        荒野保護協會親子團是一個由家長擔任志工和引導者的共學組織，自千禧年發想至今二
十餘年，當時銜命負責成立和推展的創團團長林耀國（荒野藍鵲）思索荒野保護協會志工人
數尚在起步拓展階段，便設計以家長作為擔任活動帶領者的兒童自然教育團體。透過「做中
學、學中做」和「失敗犯錯也是學習的一環」，邀請家長依照他們的興趣和特質進行分工合
作，並以易子而教的原則推展融合式的三生教育（生命、生態、生活教育）。活動場域多在
戶外，荒野各定點及工作棲地、生態公園或富有自然元素的校園、農田或農場、濕地、河岸
或溪流、海岸或海洋，山林間等均可以是辦理團集會的場域，循序漸進隨著孩子個體年齡的
成長而調整各階段的發展核心和目標，透過環境教育的手段，最終期能推動每個荒野親子團
家庭主動關懷環境並付諸行動。

圖一：親子團育成會大人和小蟻炫蜂自製道具，創意裝扮海洋生物在市民廣場倡議關燈一小時，減碳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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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台灣共有27個複式團，約有3千多個家庭參與其中，每一個複式團為一個共創合
作的學習社群，各複式團規模不一，約在60-120個家庭數之間。家長為活動規劃的主要帶領
者，在年度開始之前複式團會透過共識營或工作營訂定該團年度主題、行事曆及每個月主題
，再由擔任導引員的家長討論當月主題要設計的活動與團集會流程， 導引員分工設計活動教

案或體驗遊戲引導團內 6歲到8歲為小蟻階段，9-11 歲（小三至小五）為炫蜂階段，在小蟻
和炫蜂階段以常規和常識為核心，啟發五感感知、生態觀察發現與紀錄為主；12-14歲（小
六至八年級）為奔鹿階段，15-17歲（國三至高二）為翔鷹階段，奔鹿透過探索與思辯去關
心真實世界裡，並練習嘗試可以有所貢獻之處。翔鷹則自主組隊執行行動計畫，由孩子主導
去設計探索與關懷環境的活動教案。家長均屬於育成會的一員，擔任活動導引員或是負責後
勤支援和事先器材場地準備，並在團集會規劃時間安排課程講座。每個月一次的團集會，既
是親子學習成長的學校也同時是驗收環境教育的時機。

        第五-六屆總團長鄭弘杰夥伴（巒大杉）將親子團蟻蜂鹿鷹四階段的銜接，分成六階層，
透過更細緻的說明提供導引員在引導和陪伴孩子的過程中，能更有效銜接各階段的目標。

圖二：五股溼地貨櫃屋前生態遊戲，導引員和學童一起擺出
灘地上的水鳥姿態來猜謎。

圖三：導引員裝扮成大樹，在團集會始會式帶領唱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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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層                           基礎(第一年)                                                     進階(第二年)

階層一：體驗活動
（大班至小一）

感官
從自然體驗活動中，培養視覺、聽覺、嗅覺
、味覺、觸覺等敏銳感官知覺，提升環境敏
感觀察力，並強化感覺統合系統，健全腦神
經系統發展，培養學習、內化、行動終身學
習的基礎。

感覺
從自然體驗活動的感官連結：明暗、黑白、彩色、大小
、美醜、悅耳、吵雜、低沉、高亢、芳香、腐臭、酸、
甜、苦、辣、鹹、澀、凹凸、粗糙、平滑、軟硬等表層
覺知，將外在形態、聲音、氣味、口感、觸感等表象，
與表層身體感覺銜接，讓身體與環境連結。

階層二：體驗教育
（小二至小三）

感受
在體驗活動之前加入「引導語」，在體驗活
動之後加入「內化導引」，從自然體驗活動
的感覺連結：快樂、興奮、高興、傷心、難
過、生氣、憤怒、幸福、平靜等深層內在感
受，培養出「感同身受」，與天地萬物「共
感同情」的能力。若能與身外的人、事、物
，心有所衷、情有同感，產生情感的連結，
就會產生「好奇心」，而好奇心是人類求知
的基本出發點。

感知
從好奇心逐漸增強演進入「求知」的階段，將開始發出
旺盛的「為什麼」疑問句。此時，切忌「直接給予答案
」或以「等你長大就知道」敷衍，而應把握住機會，盡
量滋長好奇心與求知慾，同步啟動好奇心，認真附和疑
問，引導思考或主動尋找答案、整理答案，並引導回溯
從提出問題到整理答案的過程，培養主動求知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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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荒野親子團架構下的親子共學是如何進行呢？大致上可以分成短期、中期和長期三方
面來探討：

一、最有效的學習：父母親是孩子最初的老師，在親子團我們秉持「親子教養不外包」原則
，活動設計上會由導引員先自行學習或聽解說導覽後消化吸收成可以給孩子的方式，導引員
再依照所帶領的孩子年齡設計合適的自導式解說卡、體驗式活動、生態遊戲或是闖關遊戲等
，於團集會操作。就如費曼學習法所說：「如果你不能向其他人簡單地解釋一件事，那麼你
就是還沒有真正弄懂它。」 家長為了活動帶領的需要及更高的自我期許與提升以提供更優質
完備的活動設計規劃，促成了家長主動學習的動機和行為，更進一步全家一起投入相關領域
的走踏、視聽閱讀、道具製作等共學契機與氛圍。

二、28/29天導引員：在團集會易子而教的原則，擔任導引員的父母需要帶領與自己兒女同
年齡的孩子，有機會跳脫父母的角色練習愛的胸襟與包容，回到家裡面也較能發現孩子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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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三：擬境教育
（小四至小五）

探索
當孩子開始養成主動求知習慣後，就可以進
入探索未知的學習階段。設計虛擬實境的體
驗教育情境，以「境教」營造孩子體驗探索
未知的學習過程，培養孩子的成就感與興趣
，創造「高峰經驗」，進而歸納整理出適合
個人的探索程序與心得。

動機
當孩子從主動求知與探索過程中得到成就感，就會產生
外部動機，當外部動機累積一定程度後，可以鼓勵孩子
成為某一擅長領域的小老師，當「為人師」逐漸累積經
驗後，將質變轉化「類使命感」的內部動機。

階層四：實境教育
（小六至國一）

經驗
跟隨鹿二鹿三學長姐一起在奔鹿導引員的指
導下，在真實議題的情境中，學習環境守護
行動計畫：發現問題、探究真相、分析問題
、尋找方案、盤點資源、訂定目標、擬訂計
畫、執行計畫、檢視成果、修訂計畫、提升
執行力、累積經驗、提升能力。

實作
在鹿三學長姊指導下，從鹿一學習經驗與能力中，在實
際的情境中參與環境守護行動計畫實際運作，並指導鹿
一學弟妹在協作中學習領導與被領導能力。

階層五：行動教育
（國二至國三）

驗證
透過指導鹿二學弟妹，在實際的環境中，訂
定及執行環境守護行動計畫，驗證自己所學
經驗與實作能力是值得推廣並傳承的，且記
錄整理自己實作過程，成為自己的階段主動
學習成果。可以運用做為多元入學甄試的備
審資料，與未來行動計畫及議題發展基礎資
料，是行動教育重要學習階段。

反思
鷹一翔鷹藉由參與鷹群行動方案過程，由行動指導員以
對話方式，指導鷹一翔鷹反思蟻、蜂、鹿三階段學習內
化之行動能力，建立適用於跨領域之臨界知識體系，並
發現欠缺不足之能力，採取補足措施與方案，精進自己
的行動能力，完備擬定及執行個人環境行動方案的能力
。

階層六：統整教育
（高一至高二）

行動
鷹二以擬定及執行單鷹環境行動方案統整個
人能力，以參與鷹群環境行動方案學習統整
團隊能力，統合個人與團隊環境行動計畫之
決策力與執行力，並展現實際行動綜效，參
加環境行動論壇，透過分享、行動、改變，
學習將環境行動方案推廣成為更多人可以一
起以行動守護環境的公民行動。

統整
透過指導鷹二、鷹一學弟妹執行單鷹與鷹群行動方案過
程，統整個人實際擬定及執行環境行動方案的心得、經
驗、能力、紀錄，總結蟻、蜂、鹿、鷹四階段六階層學
習成果，可以運用做為大學甄試的備審資料，與未來進
入職場或學術研究的基礎資料，是統整教育總結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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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從身邊的關注出發，小小的善念就像火苗一樣，持續行動就能成為一束火把

         最終孩子是要走出家門邁向屬於自己的英雄之路，父母不僅是孩子的啟蒙者，也可以是永
遠的導師，父母的陪伴與身教為孩子樹立典範，荒野親子團提供了一個行動平台，不僅為了孩
子快樂的童年與優質陪伴，同時父母親也可以向孩子示範如何與他人良性互動分工合作，貢獻
所長，欣賞別人，成就彼此，也為了守護生存的未來環境。因此我們也應當自我期許認真看待
我們可以改變未來的機會和每一次的任務，用心去規劃有意義的活動，除了不辜負孩子對我們
的信任外，我們也會得到珍貴的經驗與體會，這都是非常有價值的過程！

         分享夥伴烏頭翁的話：「一個人力量有限，一群分工合作的人，可以成就更好的大家庭。
每個人都是愛與行動的力量，我們是一群對環境，對未來有夢想有期待的家人，我們就是改變
世界的關鍵力量！

三、更有意識的行動與生活：在傳統的教育體制裡，孩子大多扮演學習的接收者，而在親子
團採同村共養，彼此以夥伴或沒有血緣關係的家人互稱，孩子在團集會裡面因為有感於生物
棲地受到人類活動破壞，造成可愛的小生物無家可歸，而立刻就改變消費行為或使用能源習
慣。回到家中，看到家人不太友善環境的行為便會提醒，孩子純真直率的行動也帶動周遭更
有意識行動和生活，學習有時是一種轉化，有時是一種覺醒，也許一句話或一個動作，都有
可能為孩子帶來深遠的影響，為生命帶來更加圓滿豐盛。

的一面。另外由於全家共同參與了一個活動，家長能陪著或引導孩子將團集會習得的觀念或
觀察，在生活中刻意練習和落實，進而產生成就感與使命感，也會強化學習的效果。

圖四：不插電夜市，導引員擔任關主說明清除外來種活動的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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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實踐親子共學中最重要的一堂課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教師∕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訪問教師

王琇姿 教師

印上一個名為「陪伴」的珍貴烙印

學習策略

創新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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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孩子，勇敢地一次又一次的暫停與轉換』直到當媽媽後，我重新對教育有了新的定
義與看見。

        在孩子年幼時，留職停薪的那一年日子裡，定期帶著孩子與媽媽團體們一起在戶外玩樂
共學。隔年，立法院通過實驗教育三法，又再觸動我重新思考教育的各種可能性。出自於對
孩子所受教育的關心，我開始積極了解實驗教育的內涵。在這過程中，結識了許彩梁老師和
王世杰老師，透過跟課參與及討論，我開始運用戶外環境進行學習課程的方法及其深刻的影
響力，不管是在教學上或教養裡。

        過了幾年後，兩個兒子一個升小二一個升小四，我送出教育部國教署「教學訪問教師」
計畫，帶著家人移居澎湖，全家來到了離島重新開啟了不同的生活。不管是自己的工作型態
或孩子的學習，都是全新的開始，我與孩子開始一起練習面對許多的未知。回望內心，這勇
敢的決定，起身行動的動機，其實是想給兒子學習適應環境變化的成長體驗。兩年多過去，
肯定的是，我們家的故事因學校的海洋課程和戶外活動而更加豐厚，生命經驗因此有更多積
累。

        室內活動，多半是安全可控的環境。但是，戶外因各種因素會產生許多變動與不確定性
的狀況，就像現今世界變動快速，未來無法預測，孩子更需要學習適應變化以及有解決問題
的能力。正因此，我發現在戶外多樣的任務與多樣的現場狀況，能鼓勵孩子學習去掌握與運
用多樣的能力，並且在過程中，孩子除了得去學習與性格能力多樣的同儕合作，也會認識到
自己其實具有多樣的潛能──包括熱衷學習、思考與解決問題以及自信的建立。

        這樣，我們或能肯定戶外教育，乃是藉助戶外環境，向多種可能開放的教育途徑；又或
者可更大膽地說，當教育願意面對人一生中可能遭遇的真實且多樣處境時，它便成就了自身
，成為了這時代亟需的裝備。

圖1：在孩子疲累時，家長以正向能量帶領孩子克服不適感 圖2：一起在戶外教育實踐親子共學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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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四天三夜騎自行車跳澎湖的三個離島   拍攝地點：澎湖將軍嶼

         『大人肯學，小孩就有機會學』

        本身是「戶外咖」，曾泳渡日月潭、登玉山，也愛騎單車、跑馬拉松的我，也是「創藝
力 HOPE 戶外教育聯盟」的成員。我覺察在戶外活動的練習與經歷中，讓我擁有高度抗壓性
與忍受挫折力。而熱衷戶外教育的我，讓我一到新環境，自然而然會想，這個環境能帶給孩
子什麼樣的學習？做什麼樣的探究？

        在來澎湖之前，我們應該只有在海裡戲水，稱不上游泳！因為戶外教育，結識了教養理
念相似的朋友，帶我們全家在澎湖一次一次的認識海洋。我突破心中對海的畏懼，跟著孩子
們開始練習在海裡浮潛、游泳、划ＳＵＰ和輕艇，慢慢地累加與精進自我的能力，孩子也建
立了成就感，享受在海洋悠遊且愉悅的經驗，愛海洋的情感油然而生，也愛上這塊島嶼。

        在戶外教育實踐親子共學的路上，如果父母雙方都能支持與共同陪伴，成效肯定是加乘
的，甚至能成為一種家的風格。而成就這樣的風格，大人需要不斷地學習。去年夏天，先生
跟著光合作用戶外探索學校的執行長林妍杏、馬公高中張祖德老師以及馬公高中畢業目前升
大二的學生們，頂著三級側風，經歷了一場四天三夜的海上獨木舟跨島航行。

        在陸地上看起來很不起眼的三十多公里的航程，對一個完全沒有航海經驗的中年大叔，
在海上卻讓他吃盡了苦頭，他用盡了全部的力氣練習划槳的方式、控船的技巧和翻船後的自
救，一次次的練習，而這群教練和指導員們卻給他很大的鼓勵與支持，讓他可以在他們的教
導下慢慢地跟上，完成海上航行與跨島的挑戰，夜間可以在無人島看著蒼穹星空。

        經歷後他深刻體會海洋作家廖鴻基說：『這個海島的大家集體背對著海，而失去海洋的
機會』。值得信賴的教練和未來指導員們，讓他在五十歲之前，有機會走出台灣陸地，突破
消波塊包圍的束縛，放下對海遼闊恐懼，走向大海 ，回到一個真正島嶼住民的感受。這趟旅
程各種的訓練方式和海洋知能讓他突破了各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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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悠遊在大海裡，自由潛水  拍攝地點：澎湖望安 圖5：在汪洋大海中，兄弟齊力划槳向前方前進   拍攝
地點：澎湖西嶼

         『父母，是孩子願意走入戶外的重要推手』

        父母，是孩子願意走入戶外的重要推手。隨著孩子的成長，在戶外教育上，我和先生有
共同的教養理念，我們不斷地創造戶外教育的環境和機會給孩子，並且陪伴他們一起學習，
期盼他們可以經歷與感受在戶外的美好，同時，擁有面對未來生存的勇氣。

        要如何以戶外教育實踐親子共學呢？

一、踏出去是第一步：實踐戶外親子共學，很重要的就是踏出去簡單的第一步。所以，用原
        子習慣的方式，透過取得小小的成就讓親子之間對於戶外行動產生興趣，切勿一下把強
        度與難度拉太高造成意願下滑。

二、建立習慣的迴圈：「原子習慣」與「我們為何這樣生活那樣工作」這兩書的內容都提到
        ：造成習慣的一個迴圈，也就提示、渴望、回應與獎賞。
         1. 提示：買了一個孩子喜歡的包包與鞋子，讓他感受到出門的愉悅。
         2. 渴望：想像去山間或海裡有熟悉的朋友一起遊玩的樂趣。
         3. 回應：安排一個可以達成並且容易有信心的目標範圍。
         4. 獎賞：無論如何，不是每一個孩子一開始都喜歡戶外，爸媽也是，讓每一個達成目標
             都給彼此一個小獎勵，讓行爲被鼓舞一次一次建立出習慣與好的記憶點，這樣會讓出
             門從事戶外活動這件事不會被3Ｃ所比下去。

三、設定活動的目的：從事戶外活動的目的為何，有許多家長認為就是要到戶外去，但到底
        戶外去做什麼事情，也得一次一次都設定，小小的主題透過「習慣迴圈」四個步驟慢慢
        建立孩子對於出去的渴望。這目的的設定可能是：到海裡找小丑魚、到公園找種子、到
        山上喝汽水等。主題的設定，不但可以增添到戶外的樂趣，同時也會讓他期待下一次。
        另外，賦權增能是讓孩子快速成長的一個方式，大人適時下放權力，讓孩子自己規劃戶
        外活動的路線和目的，帶大人走一遭戶外，成為小領隊。

四、風險問題的掌控：出門就是具有風險，但不是因為有風險就不要去，而是得要掌控風險
        ，如果風險評估不良，不需要堅持毅力，而是要量力而為。戶外是為了體驗與跟自然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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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體驗，一但超過可控範圍，就會有反效果。然而適當的冒險，會讓戶外更具有挑戰，
        且孩子得以更強壯。因此，風險管控就成為戶外冒險挑戰最重要的基本前提，孩子才能
        盡情的自我突破、挑戰極限！因此，在安排戶外活動時，挑戰度的拿捏需要父母多點評
        估與思考。挑戰度過高，容易喪失信心，挑戰度過低，容易感到無聊與厭煩。

五、父母也要做功課：有些戶外教育的門檻的確是需要專業的教師才能實踐，但千萬不能把
        機會教育的權利全部都給了老師與領隊，認為把孩子丟到營隊就可以了。如果家長同時
        間可以一起參與戶外教育，也得做足功課，但不干擾整體隊伍運作下從旁陪伴，適當時
        間與需要的時候再給予協助。有時家長的陪伴也可以是觀課者，學習專業教練如何帶領
        孩子，當下次再經歷類似的活動時，家長就可以獨當一面。甚至，家長也可以報名參加
        戶外教育課程，不但可以培養個人興趣或專長，還有機會可以跟孩子共同成長。

六、觀察孩子的特質：在多樣的戶外環境中，孩子就需要經歷與因應新的情境，此時，在戶
        外時光裡，父母可以去觀察孩子的行為與模式，藉以去理解孩子不同的特質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甚至是人際關係的互動方式。孩子在過程中的狀況，都可以成為親子間共同的
        話題與機會教育。

七、找同理念的家庭：家長自己帶孩子挑戰一些體能上的戶外活動時，難免會遇到孩子走不
        動、耍賴、臭臉甚至衝突，過程瞬間變成災難。因此，找到同理念的家庭，孩子年齡和
        能力相仿的，邀請共同參與是一個可行方式。孩子有伴，大人互相照應，戶外教育的路
        上不孤單。

        在戶外，挑戰體能的過程有時是痛苦的，家長只要持續保有正向能量面對戶外環境帶來
的不適感，經歷後進入的心流狀態會覺得非常過癮，漸漸地看待困難與新事物的態度也會不
同。在戶外，帶著孩子在山徑中在大海裡尋找各種驚奇與新發現，看見水下魚群、野地裡樹
木花草的婀娜多姿，感受戶外野炊的生活樂趣。相信長大後，他們仍然保有著一份對大自然
的記憶，是屬於孩子們與爸爸媽媽的。在孩子的人生裡，印上一個名為「陪伴」的珍貴烙印
，或許是戶外教育實踐親子共學中最重要的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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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教育已編入十二年國教課綱十九大重要議題之一，可以採融入式教學或主題式教學
模式進行。戶外教育教學也是融入教育意義及統合各科的學習活動之一（李崑山，1996）。
徐榮崇（2005）提出，戶外教學並不僅是將教學帶到戶外，而是要實際上利用到戶外的資源
及特性，透過教師的安排，使學生在自然及最直接的接觸下與鄉土溝通，進而認識鄉土，愛
護鄉土，以達到認識鄉土、學習鄉土技能、培養鄉土情懷的目標。

        施又瑀、施喩琁（2019）也指出，戶外教育係指引領學生跨出教室，將學習延伸至戶外
，是富含教育意義及結合統整各領域之學習活動，利用教室外的資源來豐富課程內涵，拓展
學生視野，是一種目標性、計畫性、系統性的教學活動，藉以驅動學生觀察、探索、體驗、
發現，以獲得整合性的學習經驗。

        因此，若從家鄉出發的戶外教育能與當地文化做結合的踏查學習，讓學校的老師能引入
家長與在地志工的專長，規劃在地性的戶外教育課程，相信走向戶外的學習教室，必能引發
學生自主學習動機，促進知鄉、親鄉更愛鄉的情懷。也更加符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教育部，2014a）中「自發、互動及共好」的理念，讓學生的學習更加深刻且更有
意義。       

        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教育部，2014b）界定戶外教育，是泛指「走出課室外」的學
習型態，舉凡校園角落、社區部落、社教機構、特色場館、休閒場所、山林溪流、海洋水域
、自然探索、社會踏查、文化交流等之體驗學習。

        因此，只要是「走出課室外」的學習都是戶外教育的範疇，若能從學校的校園學習角落
，附近的社區、特色景點與文化等踏查做起，不僅在經費支出上可以比較精簡，參與師生人
員及動線上好安排，交通成本及安全風險都能大大的減少。

        因為戶外教育學習的地理位置就近，更能讓親師及志工在準備及規劃上更得心應手，學
生也能透過在地出發的戶外教育更加深入了解家鄉的美，也因為親近及深入了解家鄉，讓愛
鄉的情懷從教學過程中逐漸涵養出學生素養及內涵。     

        莊舒仲（2021）舉屏東縣海濱國小將東港傳統信仰為例，臺灣三大宗教活動王船祭典，
納入海洋文化校訂課程，教師延伸教學，以「王爺公選杉」傳說故事改編成舞臺劇，並指導
學生排演和製作道具在社區表演，讓社區的小朋友了解百年前東港東隆宮建廟的歷史傳說。

        趙錫清（2020）舉實際以一所漁村小校為研究對象，發現到從無到有的海洋教育校訂課
程與教學之領導策略發展歷程，了解到引入志工異業聯盟發展之實際功效，並發覺發展海洋
教育校訂課程中所遇到的問題，落實執行可達型塑成為一所海洋特色學校。

一、前言：學習場域在家鄉，知鄉親鄉更愛鄉

二、從在地出發的戶外教育看到教育的新希望

結合在地海洋文化的戶外教育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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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參賽送件紙本資料 圖2：得獎作品及獎狀

       （一）戶外教育逐漸受到教師的認同
        根據黃茂在、曾鈺琪（2015）研究指示，大多數的教師都能肯定戶外教育的活動的功能
，認為戶外教育能促進學生的認知、情意、技能的發展，而且在活動的互動性質中能改善師
生關係，大多數的老師也認同實施戶外教育能彰顯出教育的價值。

       （二）部分教師、家長對戶外教育仍留在舊有的思考
        仍有教師對於戶外教育中的教師自我定位不明，教師雖為課程領導者但對戶外教育融入
課程尚未做好準備。教師跳脫課室教學模式及慣習不容易，在有限的教學空間內進行對學生
及教學的掌控，比課室以外的開放場域更來得輕鬆容易。戶外教育之推動容易讓學生期待成
為是「可以出去玩、不用上課也不用寫功課」，家長對戶外教育的認知部分也是停留在「老
師帶孩子出去玩，讓孩子學習開心」的休閒娛樂活動印象（賴玉惠，2020）。
   

       （三）戶外教育的實施會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
        黃書婷（2008）曾指出，根據戴爾的經驗塔理論認為戶外教育的實施，學生可以運用感
官來親身參與的直接經驗學習活動，不僅會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也可以讓學生
運用其所習的學習經驗去發展新的學習遷移。

三、戶外教育推動的現況與遭遇的困境

        若從在地性的戶外教育推展之策略，可以結合學校校訂課程之實施，透過老師設計教案
、製作授課簡報、課中或課後之學習單或小測驗、戶外教育場域場勘、親自踏查與導覽解說
、課後心得寫作、繪本製作與教學成果看板等教學與學習歷程。

        將校訂課程與戶外教育教學活動與結束後，彙整並做成一教學成果參加教案比賽，舉一
以實際參與110年度「戶外教育優質課程模組與創新教學案例徵選計畫」之案例來說明。教
學活動單元主題是：東港海洋文化美學與廟宇建築之美探索，它是曾經榮獲110年度創新教
學案例國小組—優等獎（趙錫清、許美雲、湯昌茂、吳泯真、蘇容琳，2021），如圖1及圖
2所示。

四、推展在地性的戶外教育之教育策略

        根據前述已實際執行過之教學與學習歷程，從家鄉出發的戶外教育結合海洋文化踏查，
可具體地提出以下策略，讓戶外教育的推動與實施更為完善：



       （一）打開教師的教育思維，走向戶外的學習教室
教師是教學的靈魂，因為教師對於在地性的戶外教育有一定的理念，若願意結合校訂課程來
設計及規劃，讓學習的場域從教室內走向戶外的學習教室，必能迎向戶外教育的藍天。

       （二）促進教師的教育專業，提升教師戶外教育知能
教師對於戶外教育的專業素養，攸關於戶外教育實施上的成效。因此，有效透過週三教師進
修研習或是教師社群成長機制，來提升教師的戶外教育專業知能，是一件重要的關鍵要素。

       （三）引入家長與志工專長，規劃在地戶外教育課程
家長與志工都是新世紀教育的合夥人，當家長及志工有意願參與學校在地性的戶外教育課程
規劃與實施，學校就可藉此機會充分運用家長與志工人力資源、眾人智慧及各項專長。

       （四）容易兼顧到危機管控，確保急難處理安全績效安全
安全考量是戶外教育實施的關鍵因素之一，在地性的戶外教育實施，讓學校較容易建立起周
延之安全管理機制，對於戶外教育場域及活動的風險評估，也能較熟悉狀況且容易執行。

       （五）善用多元化教學模式，引發學生自主學習動機
戶外教育是較容易實施多元化教學，對於透過體驗課程來擴展戶外教育學習經驗，達成引發
學生自主學習動機是有幫助的。教師亦可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及規劃在地性的戶外教育課程，
促使學生有機會進行主動探索，達到富含教育價值的戶外教育之學習。

        從家鄉出發的戶外教育結合海洋文化踏查，導入親師生與志工模式實際案例中，了解到
若能掌握住戶外教育推動的現況與遭遇的困境，有效推展在地性的戶外教育之教育策略，善
用學習場域在家鄉之優勢，讓學生透過戶外教育課程實施而能知鄉親鄉更愛鄉，就能從在地
出發的戶外教育看到教育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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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結合在地的海洋文化性，看見戶外教育的藍天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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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總中心新辦公室落成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白依璇 博士後研究員

深耕臺灣戶外海洋教育持續普及化及優質化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自102年9月成立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為校內正式編制的一級學術單位
；推廣及深化海洋教育一直以來就是海大的社會責任、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的使命。從105年
開始，教育部國教署專案委託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執行「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海洋教育計畫」，
逐漸為國內建立了一個整體性的海洋教育運作體系，從教育部、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各縣市
及學校之間，形成一個系統性的運作機制。因應行政院「向山致敬」、「向海致敬」政策方
向，教育部國教署委託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執行「109—110年度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整合及
發展計畫」，並接續此計畫辦理「111年度普及戶外教育計畫」及「112年度戶外教育與海
洋教育整合發展暨普及化計畫」，在國教署及海大的支持下，因團隊不斷地的擴大下，海大
特別將新落成大樓的兩個空間作為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的新辦公室。

        本中心於111年1月11日辦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辦公室落成暨執行教
育部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計畫成果分享與交流活動」，教育部國教署長官、戶外教育及海洋
教育北中南東四個協作中心代表、各縣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代表、戶外教育基地學校
代表齊聚一堂，見證教育部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總中心、北區協作中心的新辦公室落成，活
動發表了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執行教育部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之計畫成果及心得，團隊研發了
六條全國性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學習路線，目前完成了北、中、南六條全國路線，搭配優質
個人與學校的影片發布及戶外教育基地學校之成果展示，成果陳列於會場周邊並提供《戶外
教育學習路線手冊》與各界代表交流。

圖1：各界代表齊聚一堂 見證新辦公室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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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朝向普及化及優質化發展 分享成果與交流心得

        許泰文校長開幕致詞時，強調海洋對於臺灣的重要性，且是海大的專業，將積極協助教
育部推動海洋教育與戶外教育，為國內教育發展開創更美好的未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國中小教育組蔡宜靜副組長肯定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對於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的貢獻，特別
前來鼓勵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期盼一同讓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共好。總中心召集人吳靖國教
授分享從海洋教育到戶海教育一路走來的發展歷程，將帶領團隊更加完善戶外教育與海洋教
育的發展體系。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主任張正杰表示全球疫情的影響尚在延燒，過去一年裡，
國教署與中心共同攜手推動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跨越了疫情的屏障及地域形成的障礙。

        在總中心召集人吳靖國教授的帶領之下，總中心為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的整合發展建立
起良好的完善的支持系統、建構多元的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課程、強化戶外風險管理評估等
，並且讓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朝向普及化及優質化發展。新辦公室落成更是給予臺灣海洋教
育中心莫大的助益與更多的揮灑空間，在持續促動的過程裡，給予學生全面性探索機會、培
養永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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