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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通訊-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 

學生從事戶外及海洋教育之基本能力標準

以登山與獨木舟為例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陳建文 副教授

        在戶外及海洋教育的場域中，必須面對環境、天候、海況或人員等諸多不確定的風險，
在2020年由國家政策主導進行戶外與海洋教育整合後，對現場教師的專業能力及風險控管能
力之需求逐漸提高，因現場教師並非都受過專業訓練，導致現場教師在場域中進行相關課程
的意願相對低落，或無法提供優質課程。

        是以本文試圖站在基層現場教師欲意進行戶海教育課程時之立場思考，先從戶外與海洋
教育推展的問題切入，接續說明官方已建構與公開可供參考的平臺；最後提出學生基本能力
標準，做為從事戶外與海洋教育之第一道安全準則標準，讓教師們可以放心將學生帶出去！

        國家教育研究院指出：戶外教育教師普遍缺乏規劃戶外教育課程的專業知能、風險評估
及安全管理機制尚未完善、學校與戶外教育場域之間連結較弱、教育現場教師執行戶外教育
之意願有待提升，為基層學校在推廣戶外教育的過程中遭遇之主要困難(國家教育研究院，20
18)。

        2020《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中指出：現今推廣海洋教育，仍面臨海洋教育缺少實際海洋
體驗、海洋教育教材製作有待加強、海洋教育資訊須予整合、海洋師資專業仍須精進等課題，亦
指出在教育現場海洋教育推動不易之現況(行政院，2020)。

        針對以上問題，對於教學現場進行戶外課程之教師，可參考國教署與體育署架設之網路
平臺的最新資訊，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亦積極研發優質教案、課程與可供普及化之路線、國家
海洋研究院亦推出海洋即時資訊平臺等。

        為進一步促進學生知海、親海行為，國教署於2021年提出「中小學親海參考指引」，體
育署亦制定開放水域、親水與水中自救等教學方案。唯「中小學親海參考指引」分級能力，
對應至中小學游泳能力之教學與實施現況，特別是開放水域的泳力，乃教學現場之一大挑戰。

        雖政府提供暨全方位又系統化的資源，但仍有許多教師望之卻步，是以我們試從教學現
場較常進行的「登山」與「獨木舟」課程的基本資格標準（Essential Eligibility Criteria, EE
C）進行概要說明，做為學生能力之準備標準，以降低較專業之技術與體能門檻，進而提昇
師生進行課程之意願。

壹、前言

貳、戶外與海洋教育推展的問題與參考平臺

參、從事戶外與海洋教育之基本資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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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行登山課程時之基本資格標準

        此標準參照美國戶外領導學校(American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 NOLS)之野外
技能基本資格標準，分風險管理與遠征能力兩個面向： 

        (一)在風險管理與判斷力面向，所有參與者必須(教育部國教署，2020)： 

1. 能夠獨立識別和發現環境危險。
2. 認識並理解其他課程成員帶來的危害和風險，包括但不限於疲勞、精神狀態以及影響判斷
    和決策的行為。 
3. 記憶並理解之前由指導員解釋過的危險和風險。 
4. 能夠有效地提醒和警告他人潛在或即將發生的危險，例如落石、攻擊性動物或其他環境危
    害。 
5. 能夠有效地向課程指導員或其他課程成員發出個人遇險、受傷或需要幫助的信號或通知。 
6. 能夠在最遠 50 米的距離以及在能見度有限的情況下（例如在黑暗或惡劣天氣下或在大風
    或靠近咆哮的河流等背景噪音大的情況下）發出警告和通知。 
7. 即使在沒有直接監督的情況下，也要對上述危險採取可靠的行動，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 

8. 獨立感知、理解並遵循他人給出的指示和指示，以便能夠成功且適當地執行可能不熟悉的
    技術，以避免危險和/或管理風險。
9. 在野外旅行、上課或接受指示時，能夠保持警覺並集中注意力長達數小時。 
10. 能夠對壓力或危機做出適當的反應，例如遇到大型和/或有潛在危險的動物、惡劣天氣或
      醫療緊急情況。 
11. 如果服用處方藥，能夠在沒有指導員或其他人幫助的情況下自我服用適當的劑量（除非
      可能在緊急情況下）。

圖1 海洋大學每年舉辦獨木舟航向基隆嶼

圖2 作好準備山野任探索（曾振祿，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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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針對野外健行課程時所有參與者之基本標準(教育部國教署，2020)：  

1. 至少能夠背負重達或超過60磅或體重40%–45%的背包穿越和穿越各種荒野地形。 
2. 旅行條件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崎嶇不平、陡峭和傾斜的地形、人或動物製造的小徑、岩石地
    形；需要在沒有橋樑的幫助下穿越深度達三英尺或以上的河流和小溪；爬升、下切或穿越
    被岩石或植被覆蓋的斜坡；在茂密或倒塌的植被中進行叢林砍伐，部分或全部行程都可能
    發生在惡劣天氣或夜間時段。 
3. 一天的行程距離可以從不到一英里到超過十英里。
4. 健行持續時間可在一天內從少於1 小時到超過12 小時不等。
5. 可以背著背包穿越上述各類地形。
6. 有能力為了平衡目的創造並善用第三個接觸點，例如用手或拿手杖，穿越深河、或上升或
    下降的斜坡。
7. 如果天氣變危險，團體有時可以每小時休息一次或提前紮營，但有時不行。比方說：下山
    時有雷暴威脅，或在其它類似的條件中下山。
8. 學生需要能夠攜帶該配給期間所需的裝備、食物和個人物品或個人藥物（例如胰島素）。

1. 獨立呼吸（即不需要醫療設備來維持呼吸） 
2. 水下獨立維護呼吸道的緊閉 
3. 獨立保持頭部直立，無需頸部/頭部支撐 
4. 獨立地或在同伴的協助下管理個人照護 
5. 獨立或在合理的他人協助下出行 
6. 遵循指示並獨立或在同伴的協助下進行有效溝通 
7. 穿上合適的救生衣，獨立地在水域從正面朝下轉到正面朝上，並保持臉朝上浮起。 
8. 獨立或在合理的協助下上下操控槳 
9. 獨立地從沉沒的船中脫出
10. 在深水翻覆情況下單獨或在合理的協助下重新復位 
11. 適當嘗試ACA課程大綱中的技能，活動和營救時，保持安全的身體姿勢，並有能力根據
      您的個人情況，在他人陷入危險時提供協助。 
12. 參與適應性課程(adaptive programs)的學員應滿足前六項，入門級適應課程會教授第7
       至11項課程 
13. 課程先備條件：無 

        二、進行獨木舟課程時之基本資格標準

     此標準主要參照美國獨木舟協會(American Canoe Association, ACA)之標準進行制訂，

ACA課程向所有能夠執行以下基本資格標準的個人開放(陳建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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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親海時請正確穿著救生衣

圖4 風險管理策略適當大海任遨遊

        本文建議實施課程前先以學生從事戶外與海洋教育時之基本能力標準作為安全準則之基
礎，來進行課程設計之整合與安排，待學生與老師都準備好之際，再進行進一步的風險管理
策略與課程的執行，讓學生不會是風險的主要來源，如此可有效降低學校現場執行戶海教育
與課程時之風險焦慮與擔心，進而提升後續辦理與執行課程之意願。

引用資料
曾振祿(2023)。桃園平興國中單攻雪山 喜迎畢業禮物。青年日報(2023.5.29)。取自https://reurl.cc/jDkeWn
陳建文(2018)。海洋運動相關證照介紹－以美國獨木舟協會（ACA）系統與証照為例。運動管理 (42)期。頁21－36。
教育部(2017)。海洋政策白皮書。臺北：作者
教育部(2018)。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2.0。臺北市：作者。
教育部(2020)。戶外教育實施參考手冊-安全管理篇。臺北市，作者。
教育部國教署(2020)。戶外風險管理概論-第1冊。臺北市，作者。

肆、結語

以此基本能力指標，若再能讓學生在穿著正確之
救生衣與救援訓練，搭配選擇合適的海況與環境
，親海之前至少再具備國中小學學生游泳與自救
能力基本指標(2021)的第三級以上能力，輔以開
放水域與浪區游泳能力之相關練習，便能讓基層
教師較無壓力地，帶學生們安全地進行親海與進
海之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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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野外地區緊急救護協會

徐彥暉 秘書長

        在我們認同戶外教育給學生的價值和效益後，將學生帶入戶外的場域從事課程，「風險」
是關鍵的元素，它幫助了個人成長與發展和團隊建立。風險被運用在教育、戶外活動和冒險
活動的內容中，然而，這些風險是必須可接受和容忍的。

        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 的概念並不是新的觀念，Risk翻譯成中文有風險與危機的意
思，中文的「危機」這個詞由兩個字組成：危險和機遇。危機的真實性質是「機遇在等待出現
」。
        參加戶外課程希望透過活動經歷冒險與挑戰，而且不受到傷害。戶外課程的帶領者有責任
確保參與者的安全。提供有品質的戶外經驗，需要認識與管理多方面的風險：心理的、情緒上
的、生理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其他各方面。如果參與者不想或無法完成一個戶外活動，就要
認真考慮對他們而言這是不是一個安全的活動。

        課程安排上，安全是最重要的議題，沒有人樂見在課程中有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更不希
望學生或參與者在課程中受傷，因此提升所有人的安全意識和良好的風險管理，是辦理戶外教
育最重要的課題。

圖一： 身為海洋國家，讓學子從海上看見臺灣，無動力帆船
在墾丁外海。

圖二： 海洋獨木舟為對環境低衝擊的戶外活動，臺灣四面環
海，一年四季都可以推廣。

圖三： 課程前由學生親自風險評估和做管理計畫。 圖四： 學生在校園中練習野炊。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時安全意識的建立與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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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辨識戶外課程風險程度：

             1. 可容忍多少風險

        臺灣社會普遍認為戶外活動存在著高風險。如果戶外課程要能夠贏得社會大眾的信任，
必須建立與遵守相關的安全管理流程，展現專業的能力。戶外教育課程的提供者有責任要維
持良好的課程品質與安全。

             2. 可以接受多少風險

        從政府的統計資料得知，戶外活動的傷亡人數遠低於日常生活。研究者指出，社會上的
人們不期待民眾在從事戶外活動發生嚴重的傷害或是死亡，這力量強過研究者對戶外安全的
數據。

        ● 戶外課程之風險管理

             1. 風險管理的準則

        英國冒險活動認證局(AALA)說風險管理如同天秤一般，大部分的狀況要保持平衡，如圖
1：

             2. 戶外課程教師可以藉以下要點來管理風險：

     1).  給予課程明確的目標，與學校的目標一致。
     2).  對完全的風險做出應對計畫。
     3).  運用有效的策略將風險降至可接受的程度。
     4).  察覺團隊中每位學生的感知，運用有效的方法得知他們生理的、心理的和情緒上的安
            全。
     5).  提供『選擇性挑戰』的文化，而不是讓參加者覺得被強迫參與。

圖 1  控制與危險平衡圖 圖 2  獲益、控制與危險三角關係圖 

 

然而，戶外課程的獲益也必須被考慮其中，形成了另一個模型，如圖2：

        舉例來說，戶外課程可以選擇完全沒有危險的登山路線，避開困難地形、碎石坡、陡峭
的路段或壞天氣。這樣做的話此課程的精隨就不見了。運用他們的知識、技術、能力和裝備
去面對風險，讓他們可以適切地管理危險，從一開始成功地選擇路線，增加信心和參與度，
能夠安全地回來並得到獲益。



           第一步：記錄下所有跟活動環境、設備操作以及相關人員
                           的可能危險。
  第二步：判斷這些危險可能帶來哪些風險。
  第三步：依照個人與團隊專業判斷其發生可能性和後果嚴
                           重性。
  第四步：選擇策略以降低或減少已被識別出來的風險。
  第五步：確認採取特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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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提升風險意識

        風險管理中，參與者的風險意識決定了能不能做好風險管理，透過增強風險認知和管理
能力，加強識別和評估潛在的危險，並採取適當的措施來減少風險。提高參與者的風險意識
有以下的做法：

     1). 提升經驗水準  2). 增加技術能力   3). 辨識風險承受能力   4). 加強溝通   5). 養成風險管
     理知識

              4. 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開始於認識會導致風險的因子。一個活動進行會關係到人、裝備和環境的因素
。當伴隨著活動而來的風險被確認，下一步是評估風險的程度，這包括了判斷與決策的過程。
         風險評估可以下列步驟進行：

 

項目

1

潛在危險因素
(困難/危險)

高海拔山區

步道兩側的碎石坡 跌倒、墜落

可能的風險後果 (可能引發的
意外、傷害或損失)

引發急性高山症、高山腦
水腫、高山肺水腫

做好高度適應，減緩上升速
度，在較低的營地紮營。

分別小心地通過，使用登山
杖，架設輔助繩，人身確保

控制策略
(如何移除/降低風險)

 
圖3：裝備、環境、人與活動間的關係圖

以一般登山活動為例，列出潛在的危險因素，可能的風險後果，再討論出相對應的控制策略。

環境（影響活動的因素）

2

1 登山鞋鞋底掉了 難於行走 上山前檢查，準備修補工具

衣服濕掉 身體不舒服、有失溫的危險
做好防水，確認雨衣狀況良
好，有備用衣物可以替換2

1 腳扭到 無法行走
事前加強行進技巧，隊友
有緊急醫療的能力

情緒失控
做出不可預期的行為，影響
團隊其他成員

事前關心與關懷，發生時柔
性輔導，由專人帶離團隊2

設備（影響活動的資源）

人員（影響活動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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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風險的策略其中一項為顧及所有人的安全，風險管理不是帶領者一個人的責任，需
要每位參與者的共同承擔。

        花蓮縣秀林國中的山野教育學堂課程，帶隊教師用系統化的風險管理思維來規劃課程，
做戶外課程計畫，包括了課程的目標、預期效益、詳細的課程流程、師生人員身體狀況調查
、團體和個人裝備的準備、風險評估和緊急應變計畫。

        其中最值得參考的是將風險評估的工作，由教師帶領學生一起做，這批學生已經有在校
活動和一天的戶外課程經驗，由學生的角度列出環境、裝備和人員的風險評估，再由教師統
整出完整的計畫。

        學生課前思考戶外中會遇到什麼樣的風險，並討論出相對應的應變方案，當列入課程計
畫後，此時不是只有教師有風險意識，而是全部的參與者都知道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哪些行
為應該避免，同時對於彼此的安全更加重視，進而提升課程的安全，這樣的做法在教學的思
考上可以視為賦權的一種方式，幫助學生成長。

        風險管理至今仍然沒有一個真正「完善」或「無缺失」的客觀評估系統得以針對所有與
特定行為所造成之影響。

        因此，從事戶外教育和海洋教育課程的參與者或課程執行者應考量活動本身的風險效益
 (risk-benefit)，並採取動態風險管理 (dynamic risk management) 的方式隨時去調整與控
制有可能發生的危險與風險。

        藉由精心設計的戶外教育體驗，能夠為參與者們帶來現實生活情境中的學習機會。身為
課程規劃者的責任，則是營造一個「安全無虞的挑戰情境」。 所以，做好風險評估、風險管
理和因應策略，妥善準備，量力而為，充分做好風險管理，才是執行戶外教育課程負責任的
行為，也才能達到戶外教育強調真實情境學習，促進學生素養的目標。 
        

圖五：登山有著不可避免的成功之稱，花蓮的青少
年爬向陽山。

圖六：花蓮秀林國中的學生在教師的帶領下到太魯閣執行
垂降淨山的活動 。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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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港西國民小學辦理馬祖南竿戶外教育之安全事項

基隆市港西國小

吳哲銘 校長

港西啟航！安全第一！

9

        期待了三年的出海戶外教育，終於再次登場，此次是搭乘「臺馬之星」到了馬祖的南竿，
猶記得108學年度時，帶著孩子乘著「臺馬輪」到馬祖東引，當時孩子的悸動與體驗是無可取
代的，這是基隆市戶外教育的創舉，也是港西團隊盡心的努力，我們靠港吃海，走讀港灣來認
識在地文史，更將學習場域擴展到馬祖，讓孩子的知識不只侷限在課本，讓孩子的學習乘著風
浪去探索！

        港西此次辦理馬祖南竿戶外教育，校內共分行政組及課程組，分別進行餐飲食宿及交通接
洽事宜，還有學習課程的規劃設計，也邀請家長會長共同研討並參與活動，落實行前規劃、活
動執行及反思檢討，並在出發前一週辦理行前家長說明會，說明整趟戶外教育實施過程，包含
學習路線、食宿規劃、安全事項等等，家長們對於學校規劃大多認同，反而擔心遇到天候因素
而順延，最不願接受的就是取消戶外教育，因為疫情期待了幾年的馬祖戶外教育，不要輕易就
取消，也因此將戶外教育定調為順延不取消，我們評估戶外教育的環境安全，包含膳食、住宿
及活動場所應具合格建築使用執照、營利事業證等，雖然搭船至馬祖交通工具，上岸下船後所
租用車輛也依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注意事項進行安全檢查。馬祖南竿地區的醫療服務有縣
立醫院等，加上家長志工協助備妥急救藥品。由於校長及主任們於這三年都分別到馬祖進行場
域勘查，也對於南竿環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並在出發前完成投保必要之平安保險。

        考量馬祖天候多變會影響船班的開船與否，行前隨時注意馬祖地區天候及環境變化，因此
在前一週留意了氣象的報導，海上交通行駛也受海象影響，如因天候等因素致舉辦活動可能發
生危險。此次原訂出發時間即受到天候因素而停駛，同仁隨即線上研商後決議順延二天，馬上

圖一：馬祖戶外教育行前及安全會議 圖二：馬祖戶外教育家長說明會

一、讓學習乘著風浪

二、行政準備及安全事項

三、風險評估及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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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飲食住宿等事項，像是住宿原為二天住同一間民宿，調整後則需分開二間民宿才能滿足住
宿需求，我們請孩子父母親先備妥暈船藥，結合課程學習主題研擬周妥實施計畫後呈報基隆市
教育處核定備查。

        在落實行前及安全教育上，我們進行了南竿九宮格，將食衣住行育樂及安全事項，由小組
討論並報告，認識南竿風情並了解容易發生意外之處，包括提醒孩子們應遵守活動規定、安全
注意事項、緊急聯絡電話等。過程中如遇天災或緊急事故，應即採取應變措施，減低事故影響
程度，尋求必要協助，此次，也感謝馬祖教育局王禮民局長的幫忙及支持，王局長是當年港西
國小至馬祖交流時，東引國中小學的校長，因此更加熟悉及親切。在此次課程的安排與設計上
，皆經過了相應的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並與當地局處與學校交流與合作，使得整體課程得以
順利完成。

        雖然搭船至馬祖航程不短，但在空運不發達的年代，臺馬人們透過海運來臺，接觸最頻繁
的就是基隆港，港西國小的孩子們就地利之便，在校園就可以眺望港灣，從學校步行至臺馬輪
登船處也只要十分鐘路程，在教學路線及活動設計上整合馬祖南竿島的文史及生態，文化歷史
部分包含戰地文化、宗教信仰及村莊聚落等，自然生態部分包含了燕鷗生態、陡峭山壁及港灣
地形、火成岩及花崗岩地質等，學習路線包含南竿鄉中正國民中小、八八坑道、北海坑道、馬
祖故事館、媽祖巨神像、天后宮、津沙聚落等，透過城鄉校際交流，讓孩子認識臺灣及探索地
方特色。第一天上午為港西國小與中正國中小的交流活動，包含孩子的直笛演出及扯鈴表演，
還有創客藍芽音箱的製作，王局長也在中午前送來師生伴手禮表達歡迎，下午轉往媽祖巨神像
及天后宮參訪，這是屬於馬祖的驕傲及奇蹟，包含巨神像及天后宮媽祖靈穴及聖母峰攀登等。

        第二天行程大致分為文史探索體驗及戰地文化行旅，在文史探索體驗上有著津沙聚落及牛
角聚落，「北竿芹壁、南竿津沙」就知道名揚原因，澳口滿布金砂般細緻的沙灘，故名金沙後
寫作津沙，與牛角聚落皆為閩東石厝古宅聚落群，建築顯蕭瑟滄桑，卻有著古樸美感，而戰地
文化行旅上，包含碉堡式的鐵堡、勝利堡及坑道式的北海坑道及八八坑道，還有那雲臺山上的

四、馬祖文史與戰地文化

圖三：南竿九宮格之生態文史及安全注意 圖四：在基隆西岸碼頭登船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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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安全是整體發展的重要前提，港西國小以全人教育為願景，發展港灣特色課程，歷年
來獲獎無數，包含特色學校獎、最美共讀站、校園美感環境再造學校優等獎、海洋教育創新教
學優質團隊特優獎、教育創新100學校等，今年更以「海拔23港都探索巡航」課程方案，榮獲
教育部全國教學卓越獎之銀質獎的肯定；「課程方案」是港西國小與十二年國教課綱一起成長
、精進的永續課程，奠基於基礎學科領域，重視每一個實施環節中的安全性，展望於未來科技
創客，更深耕愛鄉情懷、激勵冒險潛能、再造環境共生！如：此次參訪，讓孩子學會自我安全
的評估與預防，讓整體教育過程更具有層次感及其意義的產生；認識臺灣離島的歷史文化，與
真實情境「安全」連結，讓小水手們成長為優秀的領航員。

        孩子藉由此次戶外教育進行校際交流，乘著船舶渡海至馬祖，感受船上航行的海味，探索
了戰地文化及島嶼生活，體驗真實的文史及生態之學習之旅，增加了孩子們旅程的長度，也提
昇了孩子們視野的高度，學會正視安全、處理應變危機則增加孩子們走出教室外的深度。我們
自許肩負領航的使命，透過校本課程教學及戶外教育的體驗學習，安全出航、豐收回程，型塑
出有親海、冒險、文藝底蘊的孩子，期許每位熱情的小水手們，未來都是一位位優秀的領航員！

五、熱情的小水手成為優秀的領航員

圖七：馬祖文史走讀-津沙聚落 圖八：馬祖戰地文化-北海坑道

圖五：與馬祖中正國中小交流合影 圖六：馬祖文史學習-媽祖巨神像

軍情館，鐵堡的陸戰隊海防要塞、勝利堡的戰地文化博物館、北海坑道的地下海底坑道、八八
坑道的酒香四溢、軍情館的中共軍事概況，都讓孩子留下難忘體驗。



新北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顏端佑　主任

安全管理與風險評估師資培訓之辦理情形

        執行戶外教育前需要必要的經歷與練習，當把握了可控制的部分時、或把可控制與不可
控制大致掌握後，就可以盡量避免災害發生。營造安全無虞的戶外教育環境才能將戶外教育
普及化，讓學生安全、家長安心，風險管理的關鍵是將危險降到最低，控制在合理、合法、
可行的狀況。

        110學年度起由國教署規劃22縣市成立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以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為
主的課程統整，落實新課綱之課程整合，然，戶外及海洋教育雖行之有年，對於大多數的現
場教師，數為完全陌生的教學領域，特別於戶外授課時如何將自身教授的領域科目甚至課文
內容，走出戶外進行課室外教學。更為教師恐懼甚至排斥戶外教育的關鍵項目「安全」，因
此，如何讓教師在安全無虞的空間及時間中進行戶外教育，「評估風險及狀況」成為現場教
師走出戶外授課的首要課題，進而「解決風險及方法」，最後才將學科領域帶入戶外教學現
場，進行一場素養導向的真實情境教學。

        新北市於109學年度至111學年度，參加國教署辦理之戶外教育安全風險管理工作坊並領
取合格初階、進階種子講師及培訓中之講師，超過60人，佔全國風險管理種子講師總人數約
1/4。111學年教師基礎風險管理初階培訓工作坊，委託新北市金美國小承辦，其承辦人黃逸
姍主任，為新北市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 簡稱新北市戶海中心 )之執行秘書，進行規劃出初階
工作坊課程；新北市戶海中心辦理戶海教育安全管理與風險評估師資培訓，課程進程如下:

       第一階段、理論基礎課程建構:第一階段為期
三天課程內容，包括風險管理的意義、總體策略
、溝通與諮詢、管理的流程、意外事故與撤離等
基礎課程。

       第二階段、實際戶外體驗課程:為讓參加第一
階段工作坊之教師於風險管理上有實質體驗，第
二階段進行為期二天，共分為四項實際體驗課，
單車、登山、獨木舟及溯溪，由工作坊教師自選
參加1~2項之體驗課程去進行研習。其中獨木舟
課程，不僅參與獨木舟訓練，學員需搭乘帆船從
高雄港航行至小琉球，落實於向海致敬。

        每個活動都有潛在的風險性，我們應該了解如何做事先的準備與防範。當意外發生時要
能去處理它，因應實務推廣上需辦理師資增能，強化緊急應變之妥善處理能力、降低事後災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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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戶海中心

課程規劃:主要分成三階段進行課程

圖一： 第一階段共辦理三場次，其中風險意識與矩
陣發表，透過小組討論，預先規劃可面臨的風險及
解決方式，降低風險及運用最快速有效的危機處裡
。



        第三階段、設計戶外教育執行:教師自行設計一套一日型戶外教育課程實際帶領學生或是
教師進行，自行規劃戶外課程及安排講師，撰寫緊急行動方案計畫書及風險管理計畫，由講
師群進行審核及評估，在學期中進行戶外教育課程進行，作為在工作坊的另外一種的實作評
量。同時也是實作中產出在實際教學之中可以運用之戶外教育學習點或是學習路線。

        從風險管理課程發現教師對戶外課程所需，教師為教育
人員以往教學現場僅於課室內多為模擬情境教學，戶外教育
卻直接將課程內容帶入生活，不僅在學科教學上是一項挑戰
，在課程規劃「風險管理」必須成為教師最有利的後盾。新
北市擁有全國最多學校數、學生數，戶外教育的種類多元，
為讓教師正視戶外教育風險管理之重要性，辦理風險管理相
關培訓，便成為中心的首要任務，在各校申請戶外教育計畫
時，一率要求該校相關人員需要參與戶外教育風險管理之相
關研習四個小時以上，作為最基本的申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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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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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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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第二階段溯溪風險管理，於新竹縣麥巴萊溪為期
兩天的實地管理，實行LOD的操作與工作分配。

圖三 ：第二階段體驗航行與操作，海上航行無動力船及動力船舶之
風險處置。

圖四：第三階段:由教師撰寫風險管理企畫書，
並實行1~2日之戶外教育研習或是學生學習課
程，圖為司馬庫斯部落探索。

        第一、廣邀師資: （１）成立講師群：新北市戶海中心課程研發小組成員中，具有多位初階
、進階講師，並擔任課程核心小組，同時跨縣市邀請花蓮及臺南多位講師擔任第一階段課程講
師群。（２）業界戶外專業師資指導：艾格探索團隊、冒險精靈、蛙鳴戶外專業團隊等業師加
入指導第二階段的實際體驗，進行風險管理的進階訓練。（３）諮詢委員支持：由吳崇旗教授
、謝智謀教授、張正杰教授、陳文和教授等戶外教育之專家學者對課程安排之指導諮詢。

        第二、夥伴合作：參加工作坊之教師，來自不同教學領域，也透過不同領域在課程設計時
出發點不同，間接形成一項跨領域的課程共備，雖是一項戶外教育卻也涵蓋了許多教學領域。

        第三、課程反思：在每一個階段研習過程中，除風險管理經驗分享，同時著重在於管理小
細節之反思，也引導教師們參與反饋，風險的解決方式並非單一控制的變項。

執行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