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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4 年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正式發布，明確指出戶外教育的定位與範疇

戶外教育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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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走讀、操作、觀察、探索、互動、反思等歷程，結合五感體

驗的融合學習，讓學習更貼近學習者的生活經驗」（教育部，2014）。宣言的核心

價值，就是為了讓學生走出教室、移地學習，在社會與大自然中上課，與「學習」

真實的相遇。 

二、戶外教育之實施現況 

戶外教育之前是以戶外教學的型態在校園內進行，之後隨著九年一貫的教          
育改革目標，希望學生學習到「帶著走的基本能力」，教師也開始依課程的實質

內涵及概念知識中重新認知，規劃有系統架構的、有學習目標的教學計畫。 

在十二年國教總綱實施要點中，戶外教育不再只是個議題，而是正式融入課

程設計與發展、教學模式與策略以及彈性學習課程規劃中；學習目標也指出，戶

外教育的核心是為了幫助學生體認學習的樂趣，並增進環境和人兩者之間的行動

與反思。 

（一）教師對戶外教育的認同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研究顯示，大多數的教師都能肯定戶外教育的

活動的功能，認為戶外教育能促進學生的認知、情意、技能的發展，而且在活動

的互動性質中能改善師生關係，大多數的老師也認同實施戶外教育能彰顯出教育

的價值。 

（二）戶外教育推動的困境 

縱使自九年一貫教育改革後，戶外教育對學生學習的效益是被肯定的，但仍

有教師、家長跳脫不出舊有框架的思考，使得戶外教育未能更優質化，筆者歸納

出以下幾點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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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容易迷惘在戶外教育中的自我定位，教師為課程領導者，對戶外教育融

入課程尚未做好準備。 
2. 跳脫教師慣習不容易，在有限的教學空間內進行對學生及教學的掌控，比課

室以外的開放場域更來得輕鬆容易。 
3. 戶外教育場域至今仍無法擺脫以主題遊樂園為選擇的窠臼。 
4. 目前戶外教育都是商業型態的採購，往往由學校委託旅行社提供勞務服務，

基於「消費者」觀點，教師還要兼任履約的監督者角色。 
5. 不論半日、一日或一日兩夜的戶外教育活動，教師對於面臨必須承擔學生安

全的責任深感壓力。 
6. 戶外教育被視為是一種獎勵：戶外教育讓學生期待的是「不用上課、可以玩、

也不用寫功課」；家長對戶外教育的認識也大多是停留在「老師帶孩子出去

玩、讓孩子開心」的休閒娛樂活動印象中。 

綜上所述，戶外教育精神的知與行出現明顯的落差，教師應秉持教學本質，

帶領學生走出課室進行動手做、做中學、玩中學、錯中學的經驗學習，身為課程

領導者不應「自廢武功」。 

三、戶外教育的發展與具體作為 

學習是一個改變認知、態度與行為的過程（黃茂在、曾鈺琪，2015）。布魯

納（Jerome S. Bruner）的發現學習論，強調學生的主動探索，發現學習只有在結

構性的學習情境下，才會產生（張春興，1995）。所以，教師需配合學生的經驗

將教材組織化、結構化，以利讓學生發現其中的情境與價值。奧斯伯（David 
Ausubel）的意義學習論，強調有意義的學習，在學習、教學、課程三方面中讓

學生在概念的新舊關係間構築新的知識。歸納上述學者的論點，教師必須提供結

構完整且有系統化的戶外教育學習情境，使學生可以經由情境中的體驗、行動、

探索，去學習知識態度和價值。 

（一）戶外教育必須要以課程的觀點出發 

    戶外教育涵蓋的範圍很廣，包含環境教育、探索學習、經驗學習等議題，然

而，議題融入課程必須要經過謹慎且仔細的課程評估與計畫編撰，才能讓戶外教

育在學生身上發揮最大的效果。首先，在系統性課程主軸架構規劃上，應該充分

掌握及運用場域資源的特性，以獨立主題、學校特色主題、單領域、跨領域或多

領域融入領域為主軸，引導學生透過觀察、操作、探究、調查、走讀、體驗等課

程活動深入體驗與探索。再者，以學生為主體的課程規劃，則要積極營造可創造

生命的感受、新奇的情境，引發學生好奇和探索的興趣，並在探索過程中培養有

助於未來學習的各種情感，同時還能重建學生與環境的情感聯繫（卡森，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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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課程的規劃也能提供學生展現多元能力的情境和機會，從中建立學生

自主學習的自信和製造成功的經驗。 

（二）戶外教育必須要有具體的教學規劃 

教學規劃的目標是強化學生與環境的連結，目的是要讓學生在學習中建立和

環境友善的關係，以擴展學生各種不同的學習經驗。所以，不同面向、層次的教

學目標設計，如感官經驗、概念學習、問題解決及價值觀養成等，都能提升學生

學習的多元能力。有了具體的教學規劃，有效的教學實施策略也不可或缺，例如:
示範、閱讀、討論、觀察、探究、發現、欣賞、角色扮演、展演、發表、合作學

習等方法的運用，有助啟迪學生多元智能發展。在選擇教學的場域時，善用符合

課程需要的場域資源，將不同領域的教學目標、學習目標連結統合，才能擴增以

及深化學生學習的內涵，使學習具備認知、情意、技能的身心發展。 

（三）教師專業成長應與時俱進 

戶外教育課程的發展與教學輔導，在教師備課時應融入各學習領域課程，並

將戶外課程發展與設計編寫納入精進教師專業計畫，教師應自我期許與成長，透

過參加戶外教育教學設計與實務研討會、專業知能研習及教學實務分享講座等，

以強化教師戶外教育教學專業能力。 

四、結論 

杜威（John Dewey）提倡「從做中學」，這樣的學說啟動了教學的革新，學

習應該是探索、經驗、發現以及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滿足學生的好奇心，教科

書帶給學生的學習視野有限，教師要思考的是如何拓展學生學習的觸角及視野，

經由課程設計的方式，引起學生的興趣，主動的投入學習，讓課程啟迪學生樂意

成為一位終身的學習者。戶外教育是延伸學校課程的認識與想像，發現學習的意

義，體驗生命的感動，能提昇孩子品德、多元智能、身心健康、合群互助和環境

美學的素養。在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2014）也指出「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生的學

習動機與熱情，引導學生妥善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各種互動

能力，並協助學生應用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意致力於社會、自然與文

化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由此看來，戶外教育宣言的願景

與十二年國教的理念相互呼應，都希望讓學習走入真實的世界，讓知識走出書

本，讓能力走進生活。教師在戶外教育的知與行當中，應積極省思自我在課程及

教學中的定位並做出改變，才得以實踐十二年國教「適性揚才、五育均衡、終身

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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