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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民權･永續相連— 
戶外體驗教育之實務與省思 

王豪華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民小學學務主任 

 

一、前言 

基於同名之緣，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小（以下簡稱本校）與那瑪夏區民權國

小（原高雄縣三民鄉民權國小）自民國九十七年締結姊妹校，十多年來兩校城鄉

交流互訪，進行戶外體驗教育，提供學生不同於課堂教學的學習經驗。近年來更

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計畫」挹注經費，使體驗課程

能永續經營。 

前鎮區民權國小位於高雄市都會地區，學校附近大型百貨商城鄰立，有知名

的統一夢時代購物商城、MLD 台鋁商城、IKEA 宜家家居、高雄大遠百、sogo
百貨…等，搭配便捷的大眾運輸系統，形成完整的現代化都會社區環境；那瑪夏

區民權國小位於高雄市北界山區，緊鄰嘉義縣阿里山風景區。學生以原住民為多

數，豐富的原住民人文與自然資源為學校的最大特色。民國九十八年莫拉克風

災，原校區遭土石流掩埋，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協助重建新校舍，採綠建築設計，

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啟用；校舍獲選為鑽石級綠建築，為兼具教育理念、地方

特色、防災避難與綠能環保的學校。那瑪夏區民權國小的新、舊校舍，原住民傳

統文化及豐富的自然環境都是近幾年本校戶外教育體驗學習的重點。 

二、戶外體驗教育的重要性 

戶外教育起源於人類早期從戶外的學習經驗，到了1990年代，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理念逐漸引起世人的重視，戶外教育逐漸朝向地球永

續發展的「Earth Education」時代(周鴻騰，2007)。近年來諸多學者與專業人力

組織投入戶外教育相關的課程研究與開發，更加確立戶外教育對於學習者具有的

深遠影響與多元效益，且英、美、日等國紛紛以國家層級制定相關政策並投入資

源開發戶外教育課程，加上希望國內改善教育，不受升學主義框限等原因，教育

部於103年6月26日召開記者會，發布《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正式揭示我國

推動戶外教育的新里程(教育部，2014)。 
 

    體驗教育主要的教育哲學及理論架構是整合自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
「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Kolb的體驗學習圈「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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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心理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的認知發展論「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再以此架構來搭配各專業領域的資源，形成專業的探索/體驗課

程，而非僅只遊戲而已。體驗教育強調學生才是學習主體，教師為引導者，引導

學生主動體驗、探索、思考、感受、價值澄清，以培養學生的覺知、知識、態度、

獨立思考的能力(周鴻騰，2007)。我國的戶外教育是讓孩子透過感官與經驗學習，

不斷擴展視野和多元智能的教育(教育部，2014)；戶外教育是強調做中學和行動

學習的教學活動，藉由真實情境的體驗探索，希望學生能成為學習的主體並培養

觀察力、思考力、創造力、移動力及反省等能力。戶外體驗教育亦能呼應即將推

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協助學校落實「自發」、「互動」及「共好」的

教育理念，並能引導學校師生進行自發主動的學習，提供優質戶外教育課程以善

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建立自信與毅力，涵養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互

動能力，並參與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教育部，201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提到「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

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

習應關注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教育部，

2014）。在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中也提到：綜合活動領域關注學生的生活經驗，

透過核心素養的落實，各教育階段科目內涵的連貫與跨領域/科目間的統整，引

導學生進行體驗、省思、實踐與創新等學習活動，建構內化意義，涵養利他情懷

（教育部，2018）。可見，民國 108 年正式上路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強調學

習者身心靈整全性發展，學習的目的除了自我發展，同時關注社會及環境的「共

好」；而跨領域的素養教學，整合了認知、技能與態度，融合了理性、感性與肢

體各面向的學習，學習不再僅限於學校或教室，跨接(interconnected)空間的戶外

體驗學習成為重要與必然方式(黃茂在等，2017)。 

綜上所述，戶外體驗教育是順應人類的發展需求而產生的，具有國際性及地

方特色；且背後的教育哲學，符應了以學生為學習主體，主動學習的教育理念，

是落實十二年國教素養教學的一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戶外體驗教育的實務與省思 

進行戶外體驗教育，不是只把孩子帶出教室，教師團隊必須有些準備，以下

是個人的實務經驗與想法： 

(一) 了解活動場域 

「凡事豫則立」，進行戶外體驗教育，教師對於活動場域的了解愈深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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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能掌握體驗活動的形式及內容，也方便進行體驗課程的規劃。 

以兩校的互動交流為例，雖然同在高雄市，但單趟路程便需二〜三個小時，

因此對於活動場域的了解多以電話溝通為主；並結合網路視訊與影片簡介製作的

便利，對活動場域的實景能有更深入的認識。 

(二) 進行課程規劃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要點》，戶外教育的教學

實施：需具備完整教學設計及課程規劃，包括課程總體架構或納入校本課程之架

構、課程實施方式、學生學習評量等，教學活動設計應具教學活動前、中、後三

個階段之課程規劃（教育部，2017）。 

本校師生前往那瑪夏區民權國小進行戶外體驗教育，結合當地文化特色與自

然環境，教學團隊設計了射箭、飛矛、直笛交流、綠建築導覽與走讀當地原住民

文化等課程。讓孩子走出教室，在自然的學習場域，體驗不同的文化，觀察各種

生態……讓孩子直接面對不同的人文及自然，引導學生進行反思、沉澱，將體驗

所學內化。正如謝智謀教授所言：「在進行體驗教育時，老師的身分轉變為『引

導者』，卸下知識教導的權威性，讓學生去尋找他們需要的。」(謝智謀，2015)；
黃茂在教授也說：「戶外教育課程中，教師是課程資源整合運用的方案經營管理

者；是促進學生學習的促進者與陪伴者；是最了解學生需求的課程品質守護者。」

(黃茂在等，2017)  

(三) 活動後的省思與沉澱 

體驗教育是「做中學」的教育，強調在活動中學習，貼近生活經驗，也能引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活動結束後，透過活動教師的引導，讓學童進行討論分享，

一方面讓學童在體驗活動後，靜下心來思考自己在活動中獲得的知識、技巧及感

想，另一方面教師也可透過學童的表現及建議，進行活動後的課程評估，檢視學

生的學習是否符合課程規劃的目標、是否需要進行修正……等，以為下一次戶外

體驗教育時的參考。 

戶外體驗教育，還有許多隱性的學習需要注意。戶外體驗教育，是將學生帶

離舒適圈，讓他們面對生活中的真實。以本校學生前往那瑪夏區民權國小進行交

流為例，學生面對不一樣的課程進行方式、不同的學習夥伴；也讓學生體會到不

同的學習場域，可以展現不同的專長，原本課業不理想的同學，換了學習場域，

也有展現的機會；另外，在外過夜，和室友的互動、房間內務分工、生活自理能

力、工作任務的分配……都是戶外體驗教育的學習項目，不但對學生，對帶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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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而言，也是一種挑戰與學習。 

四、結語 

戶外體驗教育內涵多元，包容了許多教育議題，例如：環境教育、鄉土教育、

海洋教育、山野教育、休閒遊憩、永續教育……等；處於變動的世界及複雜的社

會，年輕世代未來要面對的問題不會在教科書被定義，需要進入真實世界學習，

戶外教育就是在真實環境中，以探索體驗的方式，營造學習者與真實世界正向互

動的情境。(黃茂在等，2017)。 

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所展現的素養教學模式，學習將不再只

是教室中聽老師說、記憶、考試模式，而是更多元的從生活中體驗、實踐的跨領

域模式。藉由完善的戶外體驗教育課程設計，讓學生學習到地理、人文、環境、

生態，或藉由實際的體驗活動，讓課本中的知識可動手操作並實際驗證，正與十

二年國教的素養教學理念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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