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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自然環境是人們最早開始生活與學習的地方，許多的學習與活動都是發生

在此，戶外環境實可謂人類初始的學習場域。而過去幾年，英、美、日等先進國

家都開始重視這個議題，除了著手推動國家層級相關政策之制定，並且亦先後投

入資源以開發優質之戶外教育課程（黃茂在、曾鈺琪，2015）。而臺灣這些年隨

著許多重大教育政策的頒布與推動，學校對於戶外教育也有了不同的理解與體

會。學習絕非僅是發生在課室內，亦非是單純複製文字而已；生命所具有的能量

並非在書本中累積，它必須透過生活實踐內化而成（陳清圳，2013）。因此，藉

由戶外場域的運用，融入五感體驗的學習，延伸學科認識與想像，拉近學習與生

活經驗，以深化學習的意義，發現生命的感動。 

過去傳統課程學習過於著重背誦、記憶與反覆練習，缺乏高層次的認知與實

作技能，因此經常忽視引導學習興趣、學習動機的產生（黄政傑，1995）。而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 12 年國教）強調「自發」、「互動」及「共好」之實

踐，其所提出的核心素養，便是希冀學生最終能習得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

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落實學習與生活情境的結合，最後真正成為一

個「自主行動、溝通協調、參與社會」的終身學習者。為此，戶外教育是落實此

教育理念的重要關鍵（教育部，2020），除了引導學生跨越課室的籓籬，進入真

實的生活情境，並將課堂所學統整應用於問題之解決，亦為學生帶來更為精彩豐

富的學習內容與開啟多元寬廣的視野。 

2014 年教育部發布《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教育部，2014）並且成立「戶

外教育研究室」（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透過戶外教育提供學生另一種不同的

學習平台，希望藉由戶外教育培養學生主動學習、互助合作，以增進彼此生命的

和諧以導向永續發展的生活。12 年國教新課綱賦予了學校課程發展的彈性與多

元，戶外教育除了藉由議題融入領域課程，亦可採「彈性學習課程」方式進行，

另外，經由跨領域/科目發展進行「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國家教育研

究院，2017）也是一種方式。爰此，藉由戶外教育課程之實踐，以強化學生的整

合運用能力，培育學生具備全方位發展的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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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素養與戶外教育 

(一) 核心素養的意涵 

12 年國教課程總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課程願

景，引導領域課綱發展（洪詠善，2016）。藉由培養學習者之核心素養、使其身

心健全發展，開展其潛能，運用其所學並善盡責任，使其成為終身學習者。故「核

心素養」乃是個人為了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

態度。學者吳清山（2011）曾指出：「發展學生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ies），提

升學生未來適應力，實屬重要的教育課題。」因此，「核心素養」強調學習者能

將學習與生活結合，經由實踐力行以落實全人發展（教育部，2014）。 

(二) 戶外教育之意涵 

戶外教育乃是在真實的生活情境下，學習者經由與周遭環境中的人、事、時、

地、物之互動，而創造出真實且完整的學習經驗。「戶外教育」一詞經常和「校

外教學」與「戶外教學」交互混合使用，雖然學者對於三者涵義有著許多不同的

探究（王鑫，2014；吳清山，2015；陳美燕、葉劭緯，2015；黃茂在、曾鈺琪，

2015；施宜煌、李佩真、葉彥宏，2017），然研究一致認為三者皆是以「戶外」

為場域。換言之，走出教室的門便是進入課室外進行戶外的學習。而戶外的課室

涵蓋校園角落、社區、機構、特色場館、山林溪野、海洋水域、自然探索、文化

交流等多元的學習場域。而戶外教育希冀提供學習者愉悅的學習經驗、激發其學

習動機與內在動力（劉妙佳，2016），真正讓學習貼近真實的生活經驗，以創造

出學習者有意義的學習。是故，藉由戶外教育課程的實踐歷程，以培育學生之核

心素養。 

(三) 核心素養與戶外教育關係 

核心素養導向教學包含了與真實情境脈絡的連結，讓學生學習產生意義。學

生運用所學的知識、能力、主動參與、主動學習，並依照不同核心素養給予不同

的重點設計（教育部，2018）。換言之，核心素養導向教學協助學生在適應生活，

面對挑戰，以及將學習與生活結合；而戶外教育乃運用戶外的學習場域，銜接教

室課堂中的教學內容，融入五感體驗的學習，讓學生可以「做中學」，延伸學科

認識與想像，拉近學習與生活經驗，以深化學習的意義，發現生命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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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戶外教育實踐核心素養的作法 

(一) 戶外教育前置課程 

一般實施戶外教育的困境為：過重的教學負擔、缺乏行政配合、能力不足與

眾多安全問題考量（徐榮崇，2005）。此外，研究指出，戶外教育經常會遭遇教

師課程負擔重、能運用的時間不足、設備不夠完備、經費短絀、缺乏家長強力支

持與溝通問題（黃書婷，2008）。因而戶外教育課程的進行先期需建立課程管理，

透過建立戶外教育工作團隊進而討論規劃相關課程、行事曆以及各種相關的課程

計畫表；先期課程規劃階段中尚需加入行政後勤作業、課程小組進行課程規劃與

學生幹部訓練，減少實施之負擔，以利進行後續之戶外課程階段，突破實施戶外

教學的困境。 

(二) 戶外教育課程階段 

教室不是唯一的學習場域，換言之，戶外亦是學生學習的場域，要讓學生有

效的學習需要啟動學生的學習動機，來喚起學生主動探索學習的好奇心與解決問

題的行動力。因此，戶外教育課程階段需要進行跨域課程整合，統整相關的知識

能力與態度，發展出課程的核心素養；藉由學生參與課程設計與規劃，引導學生

身心發展，依序由課室課程逐步走向戶外學習。此外，在戶外教育課程進行過程

中，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故，風險管理是戶外教育課程階段的首要關鍵。因此，

戶外教育需要建立戶外教育風險管理機制，訂定戶外教育課程進行時之風險評估

指標及工具，同時落實風險管理評估，提升參與戶外教育人員安全管理知能，同

時建立安全通報與緊急支援系統，確保戶外教育課程進行時之人員安全性。 

(三) 戶外教育反思課程階段 

戶外教育可以多元發展課程的媒介，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的另一種模式並強化

親師生交流互動達到互助共好（施又瑀、施喩琁，2019），因此，在戶外課程階

段結束後，親師生進行課程的反思是戶外課程尾聲的重要階段，透過課程幹部工

作心得發表、參與戶外教育學員心得分享與戶外教育課程團隊進行課程檢討，讓

課程的發展可以一次又一次在經驗中累積，除了可以知道改善的部分，同時也為

學生留下珍貴的紀錄，如此讓學習成為一個主動且愉悅的選擇。 

四、結語 

12 年國教最重要理念即是培育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而戶外教育扮演多元

化、生活化與情境化的學習中介，強調學習應回歸生活的情境脈絡，給予學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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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互動學習與彼此領導的機會，增加其勇於接受挑戰及面對挫折的忍受力及培養

其危機掌握與處理的應對態度（陳美燕、葉劭緯，2015）。因此，實乃為核心素

養實踐之重要關鍵。然，課程乃是戶外教育之核心，爰此，親師生三者必須轉化

過去傳統僵化的思考模式，共同致力成為戶外教育課程的規劃者、參與者及執行

者，尤其讓學生主動參與課程之設計與實施，非但增進親師生之互動，並且培養

學生自主學習之能力，展現了不同的課程風貌。 

戶外教育回應了現今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改革理念，涵蓋了生活技能、人

際互動、身心健康、環境永續、親近土地、關懷人文等跨領域的議題，以促成學

生學習動機之增強以及給予學生適性發展之機會，而這些精神亦符合 12 年國教

所訴求的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

號運用與溝通表達、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

隊合作等核心素養。變不一定好，但，好一定要變，教育必須與時俱進，順應時

代變革，讓學習者的學習能走入真實的情境，貼近其生活的經驗，以產生學習的

真實意義，如此方能促進核心素養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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