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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幾年來，在我國現階段推動探

索教育已逐漸受到學校與社會團體的

重視，熱衷於探索教育的伙伴們，總

是不斷地汲取探索新知，取其精華將

其運用在生活上、教學上、學習上、

社會服務……等的多元應用，且已見

成效亦得需求。隨著多元文化所形成

的思維，探索教育活動也迅速不斷地

在求新求變。 

現今國民中小學課程之「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的範圍包含各項能夠引

導學習者進行體驗、省思與實踐，並

能驗證與應用所知的活動，包括符合

綜合活動理念之輔導活動、童軍活

動、家政活動、團體活動、服務學習

活動，以及需要跨越學習領域聯絡合

作的學習活動（教育部，2008）。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可統整發展探索教育活

動，藉由活動課程實施，現行的童軍

教育與輔導活動可透過探索教育活動

之領導與輔導之知能，從體驗活動到

經驗反思，來增進綜合活動的教育效

益（李義男，2003）。 

二、探索教育的概念 

探索教育（Adventure 

Education,AE）起源於英國，發展自美

國，1997 年正式引進國內。因考量到

國內教育風氣及教育推廣的意義，採

用較易為大眾所接受及明瞭的名詞—

「探索教育」來表示。國內亦有用冒

險教育、體驗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PA 課程等諸多別稱（廖炳

煌，2007）。 

探索教育活動原本乃是針對童軍

所設計的體驗活動，日後結合自然教

育、戶外教育和探索課程之活動原理

與方法，而推廣到學校、社教、醫療、

休閒和法務單位的教育輔導活動（李

義男，2000）。蔡居澤、廖炳煌（2001）

認為探索教育活動是強調戶外體驗學

習，並以體驗學習與情境塑造為特色

的系列性團體活動，這些活動旨在透

過團體歷程，發現個別差異，促進相

互學習，並加深人我互信，促進團體

發展。 

隨著國內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

探索教育便融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在

學校中進行操作相關活動，然而因不

同學習階段，有其生理及心理發展之

特殊性，研究部分則以國民中小學居

多，大學最少則有可能是因為大學生

自主性較高，課程內容為自由選擇性

為主，不像國民教育階段經由體育或

綜合活動領域相關會議開會討論就可

融入課程直接進行（石偉源、李一聖、

郭添財，2013）。 

蔡居澤、廖炳煌（2007）將探索

教育活動內容分成三大類，第一類為

高冒險性活動，如登山、攀岩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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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求生、獨自露營等活；第二類為

中冒險性活動，如低空繩索與高空繩

索課程；第三類為低冒險性活動，如

平面活動等，常依團體歷程分為認

識、溝通、合作、解決問題、信任等

活動，因為容易實施，較不受場地限

制，是目前國內實施探索教育活動較

常見的活動類型。 

三、探索教育活動融入綜合活動

領域教學 

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旨在善用知

識統整與協同教學，引導學習者透過

體驗、省思與實踐的心智及行為運作

活動，建構內化意義與涵養利他情

懷，提升其自我發展、生活經營、社

會參與、保護自我與環境的生活實踐

能力。然而，「探索教育活動（Adventure 

Education Activities）」強調體驗是最好

的學習，注重活動經驗的批判與省

思，正與九年一貫「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的課程精神不謀而合，適合於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實施。 

探索教育活動主要目的是讓學員

遇到問題時，可以互相討論並思索如

何達成目標，發現問題如何去解決，

從錯誤中學習經驗，並由互助合作擬

定決策完成中難度活動。 

(一) 從教學活動中學習經驗 

九年一貫課程之所以會將綜合活

動設計成為一個領域，是因為許多課

程專家及學校教師都承認活動的重要

性。學生僅僅學得課本上的知識是不

夠的，必須學會理解與應用，讓資訊

變成生活的智慧，如此才能具備帶著

走的能力。吳清山（2003）認為所謂

的體驗學習是指學生在學校或教師安

排之下，體驗各種學習活動，從活動

中能習得四種學習意義，包含：經驗

學習、行動學習、反思學習、能力學

習，俾能應用在實際生活情境中。反

觀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下，許多學校只

強調知識的取得與了解；殊不知唯有

透過活動讓學生超越記憶與背誦，他

們才有機會思考如何將技能與知識應

用到現實生活環境，甚至能從舊的程

序或原理中發現新方法與新思維。 

另一方面，活動課程在目前學校

教育中始終屬於附屬的地位，主要原

因在於學校授課型態還是傳授系統知

識的升學科目為主，藝能科與其他活

動課程則淪為附屬科目。雖然配合九

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活動課程是否能

在所有科目中佔相當比例，其他科目

老師是否願意以活動課程型態授課，

是否願意花時間研究如何將課程活動

化，值得我們深思與警惕。 

(二) 從教學活動中增進團隊動能 

群體生活中成員多元，當然有時

難免會因意見不一而起爭執，所以不

定時透過探索體驗活動讓學生在過程

中遇到問題時，可以互相討論並思索

如何達成目標，發現問題如何去解

決，從錯誤中學習經驗，並由互助合

作擬定決策完成中難度活動。活動特

色是學員充分發揮團隊精神，以小團

體的力量克服難題、突破難關，不強

調個人英雄主義，而強調團體合作結

果，以培養團隊動能（蔡居澤，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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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教學活動中培養學生省思能力 

探索教育課程有別於一般的團康

活動之處，即在於它不是透過小組競

賽而分出勝負劣敗，而是在每一個活

動課程均包括情境引導、活動體驗、

及分享討論等三個階段，當中最重要

的是分享討論階段。老師於活動後適

時引導學生去省思、覺知剛才活動的

歷程與結果隱含的意義，並共同參與

討論及分享心得。而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中的教學要領，也指出老師應提供

學生充足的時間與機會，鼓勵學生以

多元的方式，表達自己的體驗與省

思，建構個人意義。在教學原則也提

到老師應引導學生省思，並運用多元

的方式分享，且即時回饋。由上述可

知，探索教育課程和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都強調學生省思的能力（柯景耀、

鍾才元，2011）。 

四、探索教育融入綜合活動領域

教學的省思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為培養國民應具備之基本能力，提供

學生學習之七大學習領域，「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即是其中之一。課程綱要

中將「綜合活動」視為一學習領域，

其中明確的指出其設置理由、基本理

念、課程目標、教學內涵等等，由此

可看出綜合活動在時間分配或課程地

位上的重要性，此亦為九年一貫課程

中，改變最大亦為最具突破性與挑戰

性的學習領域。然而現行的教育制度

下，許多學校只強調知識的取得與瞭

解，唯有透過活動讓學生超越記憶與

背誦，他們才有機會思考如何將技能

與知識運用到現實的生活環境，甚至

能從舊的程序或原理中發現新方法和

新思維（蔡居澤，1999）。 

(一) 探索教育不等同於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之精神乃在將各領域的

概念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設計成條件

式知識的活動課程。最典型的活動課程

以指定單元呈現，而探索教育是其中一

種形式。因此綜合活動是可以多元化的

體驗活動方式呈現，如故事、演戲、繪

本等體驗活動，不限於任何一種。如果

只侷限於一種形式的活動課程，那將會

忽略了多元呈現體驗活動的機會。 

一旦瞭解綜合活動的真精神，就可

以再創造更多樣化的而不偏離宗旨的

活動課程。探索教育在綜合活動領域應

用的優點是：探索教育可以充分發揮綜

合活動實踐、體驗、省思的精神，缺點

是很多人會將探索教育等同於綜合活

動，導致忽略其他形式的活動課程。 

(二) 探索教育活動帶領注意事項 

在教學活動進行過程中，教師必

須有領導特定團體的經驗與訓練，並

且不能領導超越他們經驗與訓練的團

體。所以本身必須對活動過程熟悉並

能掌握突發狀況及帶領學生討論。此

外，必須告知參加學生運用在團體的

焦點、目標、技巧和活動，並且清楚

地指出活動中所可能產生之心理與生

理的危險。最終在教學活動裡引導人

員必須清楚傳達希望學生所達到的目

標，但是切記不可將本身的價值觀及

看法灌輸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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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缺乏引導反思帶領技巧訓練 

筆者在大學即將畢業之際接觸了

蔡居澤教授所開設的探索教育課程，

發現這是一套可以讓學生在活動、遊

戲進行中漸漸體會到自我探索、人際

關係建立、與自然共存的良好教學題

材，但許多教學現場的教師都只是將

探索教育課程中的活動或遊戲帶進教

學現場，卻往往忽略了探索教育中最

重要的「反思」，雖然目前各版本的教

科書也慢慢引進這類型的教材，但依

舊在無法綜合活動課程中有系統、有

組織的進行。因此，如何提升引導討

論的技巧是現場教學者在探索教育課

程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五、結語 

在探索教育課程中學生為主動的

參與者，它著重於學生親身體驗與自

我探索、強調學生省思的能力、重視

學生與同儕的合作和互動的能力。在

理念與目標上，探索教育課程與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有許多共通與相

似之處。因此，將探索教育課程融入

於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中，必定可以

更有效的達到「體驗、省思與實踐」

的課程目標，讓學生在課程之中獲得

成長，並將所學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

（柯景耀、鍾才元，2011）。 

探索教育活動的內涵，可從體驗

學習的意義中，提供社會民眾在全人

的終身學習中得到體認，從探索教育

在學校教學發展中得到效果，透過引

導的技術和身歷其境的體驗學習經

驗，來增進我們的反思能力。此外，

探索教育的精神就是一種教學的方

式，而不是某些特定的活動。我們深

刻的體認教式的教學活動應會充滿探

索教育精神的內涵，如果教師在上課

時能設計並實施使學生充滿驚奇的活

動，不僅能提供機會讓學生完成他們

原本認為不可能的事，更可讓完成任

務的驚喜的歡呼成為日後建立自信克

服問題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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