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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源於全人教育的精神，十二年國民教育之課程發展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

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強調教育應啟迪學生的學習動機，引導學生保有積

極主動的態度探索世界、發掘新知，戶外教育正是實踐全人教育之理想的重要一

環。戶外教育打破課室的藩籬，透過走讀、操作、觀察、探索、互動、反思等歷

程，鼓勵孩子善用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等感觀的感知，豐富自身與環

境互動的經驗，讓學習走入真實的世界。 

教育部於 2014 年發布《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宣示戶外教育泛指「走出

課室外」的學習，包括校園角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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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交流等等之體驗學習。為落

實推廣戶外教育效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2019 年編製「戶外教育實施

參考手冊-行政指引篇」，協助學校及教育人員了解戶外教育的課程規劃，繼而以

更全面性的視野來看未來戶外教育發展之全貌。 

身為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的特教老師，過往在實施戶外教育活動時面臨一些挑

戰和困難，而這些問題需要被識別和解決，以確保學生能夠獲得最大的學習效益。

是以，欲透過本文先探究國小階段特教教師實行戶外教育可能面臨的阻礙，再針

對各項阻礙提出解決策略與建議，以供家長、教師、學校、主管機關參酌，期望

從不同面向著手改善戶外教育之於特教教師在實施上的困境，讓特教教師在帶領

特殊需求學生參與戶外教育課程時，能夠獲得更周全的支持。 

二、國小階段特教教師實施戶外教育之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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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帶

領普通學生進行戶外教育就可能存在著種種難題，何況身心障礙學生是異質性偏

高的群體，對特教教師而言，戶外教育往往是一項艱鉅的浩大工程，以下為面臨

的阻礙： 

(一) 特教教師缺乏戶外教育相關知能 

特教教師普遍缺乏戶外教育知能，使得戶外教育流於玩樂的形式，教師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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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戶外教育與部定課程、校訂課程相結合，感到困惑不解，特教教師需要找

到適當的方法來將戶外教育課程化，這正是教師在實施戶外教育所面臨的困境。 

(二) 身心障礙學生的安全風險極高 

帶領學生離開課室，除了需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更要顧及學生的安全問題。

身心障礙學生因其本身的障礙特質，在活動進行當中若無謹慎的維護措施，容易

發生危險事件。特教教師要承擔戶外教育中任何突發狀況帶來的風險，心裡形成

了一股無形的壓力，這無疑是特教教師在推動戶外教育時，裹足不前的因素之一。 

(三) 戶外教育資源與人力支援不足 

身心障礙學生的類別分為 13 類，每一位身心障礙學生的特質及特殊需求均

有所不同，在帶領身心障礙學生進行戶外教育時，需足夠的資源與人力協助特教

教師能夠順利的進行課程。然而，在教學現場中，特教教師卻常常面臨資源不足

以及支援人力短缺之問題，不僅影響課堂品質，更使得特教教師推行戶外教育的

意願下降。 

(四) 推行戶外教育的法源尚未完善 

教育部公布的《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即為現階段推動戶外教育的政策依

據，而戶外教育在各級學校的相關規範僅為《國民中小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

及《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兩項實施原則，我國的戶外教育推行

尚欠缺更高階的法源依據，意謂著特教教師在推動戶外教育時，沒有明確的法條

給予支持與保障，而這便成了特教教師實施戶外教育的阻礙因素。 

三、解決策略 

基於教育機會均等之精神，即使帶領身心障礙學生參與戶外教育有著相當多

的阻礙因素，我們仍應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積極性的差別待遇，縮短因為差異而帶

來的差距，讓身心障礙學生享有平等的學習權益。改善策略如下： 

(一) 落實《戶外教育實施參考手冊》之規範 

特教教師缺乏戶外教育的相關知能，以至在規劃戶外教育時，難以落實課程

化的精神。因此，特教教師可以善用《戶外教育實施參考手冊》所提供的資訊，

擬定戶外教育課程規劃。以下為特教教師著手落實手冊規範的幾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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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讀參考手冊 

教師應詳讀參考手冊內容，知悉其中的理念、原則、策略與方法，並評估手

冊中所提供的各項參考資源與範例是否符合本身所屬學校或地區的實際情況。 

2. 瞭解部定課程、校訂課程與學生需求 

教師應瞭解戶外教育與部定課程、校訂課程之間的連結與關係，並考量學生

在不同教育階段所應習得的知能與技能，訂定出符合學生學習需求的戶外教育課

程目標與多元評量方式。 

3. 設計教學方案 

「有了計畫，理想才有了轉動的輪子」，教師應於戶外教育課程開始前，撰

寫戶外教育課程規劃，包括課程目標、時間規劃、教學活動、評量方式等，讓教

師在實施戶外教育活動時能夠有更具體的方向。 

4. 持續評估改進 

教師應持續評估學生在戶外教育活動中的學習成效，並加以回饋，不僅有助

於教師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也可以幫助教師累積教學經驗，提高教學效果。 

(二) 建立意外事件之防範與處理機制 

安全是戶外教育的首要關鍵，惟有立足安全，才能放眼全人教育。爰此，學

校應建立適切週延的戶外教育安全管理機制，研訂戶外教育場域及活動的風險評

估指標及工具，協助同仁檢核做好風險管理俾確保戶外教育之安全性（施又瑀、

施喩琁，2019）。 

教師可於平日就落實安全教育，教導身心障礙學生認識安全維護的重要性，

例如：交通安全教育、防震避難教育、意外傷害防範教育…等，提升學生的安全

意識。選定戶外教育的場域後，教師應進行實地的勘查，瞭解教學場所的無障礙

設施、逃生避難路線以及附近的醫療院所，清楚掌握潛在的危險因子和救護系統，

增進課程教學的安全性。此外，行前的安全教育也是相當重要的，教師可透過宣

導，讓學生知悉戶外教育時須遵守的安全衛生規範及注意事項，提升身心障礙學

生對陌生教學環境的認識，以降低意外事件的發生率。 

(三) 整合並共享可利用的戶外教育資源 

戶外教育資源包括自然環境、人文景觀、教學設施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特教

教師可與鄰近的學校、社區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積極參與鄰近學校或社區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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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從活動過程中汲取經驗並拓展人脈，獲得各方的認可與支持。 

如此一來，社區中的自然環境、人文景觀及教育設施，包括田野、湖泊、歷

史建築、文化遺產、民俗文化、戶外教室、生態農場、自然保護區、科學館、博

物館等，都作為籌備戶外教育活動時可善加利用的資源。不僅如此，戶外教育需

要豐富的人力資源，社區中具有專業知識的技師、專家、導遊等人員，更可以作

為提供學生指導與支援的一大後盾，讓學生能更安全有序地進行戶外教育活動。 

(四) 探索戶外教育相關政策 

戶外教育的課程研發不僅涉及學習目標、內容與活動的安排，更需處理行政、

場域、安全、教學等方面的工作，因此若能參考其他國家經驗，發展符合臺灣需

求的課程方案評估架構，將能協助學校及教師規劃和執行戶外教育課程（黃茂在、

曾鈺琪，2015）。 

特教教師除了需熟悉國內現有戶外教育的相關政策，以確保如何在符合法律

的規範下實施戶外教育課程之外，還可以透過以下管道和方式，了解戶外教育相

關的政策和實務經驗： 

1. 閱讀國內外學術文獻 

透過閱讀國內外戶外教育相關的學術期刊，瞭解戶外教育最新的研究成果和

方向，借鑒國內外的戶外教育經驗，啟發新穎的教學策略及擴展自身的學術思維。 

2. 參加研討會和工作坊 

主動透過各種渠道，如:國際研討會、論壇或工作坊，聆聽來自各方學者和專

家的經驗分享，並在參與會談的過程中主動發表建言，表達自己在教育現場的所

見所聞，藉由雙向溝通和交流，共同促進戶外教育的推展。 

(五) 徵求志工或家長人力支援 

要徵求、培訓志工或家長人力支援戶外教育，需提供適當的資源支援、專業

培訓和獎勵，讓他們能夠順利完成任務，同時也確保安全和合法性，以下分別就

三個層面來進行說明： 

1. 徵求志工方面 

首先，學校的重大事務會議或決策，得邀請家長共同參與，以利家長領會學

校辦學的用心，而教師也能主動和家長分享學校活動、教育時事、輔導新知、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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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講座等資訊，使家長關心孩子的在校生活，成為教師的教育合夥人，進而給予

教師全力的支持。再者，教師可以透過學校、社區或網路平台來宣傳活動，提供

活動相關詳細資訊，如：活動內容、時間、地點、報名方式等訊息，吸引有志之

士報名加入志工行列。此外，在徵求志工或家長人力前，需先規劃好具體工作內

容，讓志工或家長清楚知道他們需要協助達成的任務以及需要遵守的相關規定。 

2. 培訓方面 

對於沒有相關經驗的志工或家長，需提供相關的培訓，如：安全訓練、緊急

處理、戶外教育知識、團隊合作等，以提高志工的專業素養和技能。而校方也應

提供必要的資源支援，如：活動場地、器材、餐飲等，讓志工或家長能夠順利完

成任務，同時也確保相關的資源符合安全標準。 

3. 激勵方面 

當志工或家長完成工作時，校方可以配合學校運動會或是慶典活動，公開表

揚盡心協助學校的志工團體，給予感謝狀、紀念品表彰他們的貢獻和努力，一來

感謝志工們無私奉獻的愛心，二來能讓志工們獲得更多的歸屬感、成就感。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戶外教育提供多元豐富的學習機會，而好奇是孩子與生俱來的本性，當好奇

心引領孩子踏上學習之旅時，孩子能從中獲取新知，從不同的視野來看世界，培

養問題解決與自我決策的能力，戶外教育不僅是一種學習方式，也是一個全面發

展孩子們身心、情感和社交層面的平台。期望透過學校、社會、政府等各方的團

結努力，提供特教教師實施戶外教育時最大的後盾與支援，創造一個包容和支持

特殊教育學生參與戶外教育的環境，這樣不僅能夠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更能促

進社會的共融和包容，也期望戶外教育是全民的運動，每一個人都能暢遊大自然

這本寶典，豐富人生的閱歷。 

(二) 建議 

1. 對主管教育機關的建議 

(1) 辦理相關進修研習 

教育必須是源源不絕的活水，才能在每一次與學生交會的過程中綻放更多的

創意。因此，學校應回應現場教師的實際需要辦理相關增能研習，舉凡安全增能、

教學增能等都是重要的議題，鼓勵教師參加，促進教師專業成長，透過講師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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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分享與經驗傳承，深化教師於實務現場之應變能力。 

(2) 推動跨部門的合作 

臺灣蘊含了豐厚的人文與自然環境，有充沛多元的資源，而戶外教育的推動，

絕不僅是依靠教育部或學校而已，教育主管機關應結合文化部、農委會、內政部、

交通部、企業、民間團體等部會，建立跨部門合作聯盟，各部門透過聯盟，一同

交流資訊、制定策略、實施計畫，將戶外教育資源加以串聯和建構，共同推動戶

外教育的發展。 

2. 對學校行政的建議 

(1) 召開行前會議及事後評估會議 

於課程實行前，行政端應召開行前會議，檢視整體課程規劃與流程，研擬各

項表單的製作，如:課程申請書、家長同意書、學生請假單，並協助檢查出發前的

交通工具安全性及指導學生模擬逃生演練，分擔教師的工作負擔。 

戶外教育課程進入尾聲時，教師忙於帶領學生進行課程的統整與深思，此刻，

行政人員需幫忙留意相關安全事項，如:檢視人員是否到齊與督促現場場地復原。

而在戶外教育課程結束返回學校後，應召開評估會議，針對此次的戶外教育活動

進行各環節的回顧檢討，且將討論事項逐一建檔記錄，從而累積經驗，讓每一次

的戶外教育都能更加茁壯。 

(2) 協助申請學習輔具及提供人力支援 

學校行政端應視學生的個別教育需求，協助申請相關輔具，包括視覺輔具、

聽覺輔具、行動移位與擺位輔具等等。除此之外，行政人員也應積極協助教師規

劃身心障礙學生適當的移動動線，如：無障礙坡道、無障礙電梯，並提供足夠的

人力協助及危機處理流程等相關措施，讓身心障礙學生在最少的限制之下參與各

項教育活動。 

3. 對特教教師的建議 

(1) 邀請家長共同參與籌備 

戶外教育的行前通知或家長同意書並不是僅止於紙本告知，應該更重視參與

人員的雙向溝通。家長是孩子的重要他人，也是教師在戶外教育過程中得力的助

手，因此，教師可於規劃階段籌備說明會，邀請家長參與，雙方透過交流來達成

彼此之間的共識，並增進親師良好的互動關係，如此一來，家長會更加願意提供

教師所需的支持，成為推動戶外教育的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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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立戶外教育教師社群 

志同道合的教師們可以組建戶外教育社群，設定明確的目標與規則，聚焦於

戶外教育的課程與教學，藉由教學專業對話、資源分享、教學經驗互助等，共同

激盪出更精進的作為。社群教師們也能從相聚的過程中，凝聚信念並深厚情誼，

在教育的路途上，一群人並肩而行，可以走得更久、更遠。 

4. 對家長的建議 

(1) 積極陪伴孩子參與體驗活動 

父母親可以善用假日的閒暇時間，安排多元的戶外活動，帶孩子親近大自然，

讓孩子透過動手實際操作，建立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的基模，不僅能促進孩子身心

靈的成長，更能培養自力更生的能力。 

(2) 支持並主動參與學校戶外教育活動 

家長應主動瞭解孩子參與戶外教育的目的和意義，積極參與學校的戶外教育

活動，並提供孩子所需的支持與鼓勵，陪伴孩子一起從實踐中成長，進而建立正

向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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