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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隔宿露營的形態與時俱進，童軍元素的消⻑也和校⽅對隔宿露營態度⽽有所改變。因教育政策之故，隔宿露營

的舉辦，旅⾏社占有重要的⾓⾊。若校⽅有專任教師的參與，校⽅與旅⾏社之關係也會有所改變。在國中與露營最

有關係的科⽬莫過於童軍科，所以童軍教育應是隔宿露營主要的靈魂，是故，童軍技能對露營有其重要性存在。本

文藉由兩所學校的隔宿露營，經由學校的期許、專業教師的參與和課程的安排討論童軍教育在隔宿露營中的重要

性，與童軍教師參與旅⾏社所舉辦隔宿露營之間的關係與影響。

關鍵詞：童軍教育、隔宿露營、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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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旅⾏社與國⼈⽣活品質的提升有密切的關係。週休⼆⽇的來到，「休閒⽣活」⼰成為⼈們重要⽣活的⼀環，也

因為休閒活動的興盛，各旅⾏社也因⽽設立，為旅客安排⾏程，提供許多據點的旅遊資訊。這⼀類的訊息在各⼤飯

店皆可於櫃檯或於商務中⼼取得，飯店從業⼈員也可能直接為客⼈預定⾏程。旅⾏社這樣的經營模式，⾃政府採購

法頒布後，「隔宿露營」此⼀校外教學活動，學校必須向外公開招標委⽽旅⾏社辦理。⽬前舉辦「隔宿露營」的旅

⾏社利⽤「童軍」和「急救」來凸顯其專業，再配合「團康」使露營的氣氛加温，對學童⽽⾔，有別學校的正式教

育，當然充滿無限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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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學校「隔宿露營」委外辦理的同時，校⽅⾏政⼈員與教師的⼼態就開始轉變。就筆者的觀察與了解可歸納於

下列幾點：⼀、專任教師事前策劃的時間少：教師現在學校的教學壓⼒⼤，除本⾝專業科⽬的教導外，某些老師還

兼主任、組⻑或導師之責，⾝體和⼼理的負荷可能都已經超載。對於許多導師⽽⾔，「隔宿露營」只要學⽣安全能

和家⻑交代，⾄於露營內容為何，只要教師們同意旅⾏社提出的課程是可⾏的，便全權交由旅⾏社處理，看待「隔

宿露營」的⾓度只是學校規律性的活動⽽已。⼆、對露營活動的專業不⾜：相信老師們都有⼾外教學的經驗，但兩

天⼀夜的「隔宿露營」有別於從⼀⽇或半⽇的校外教學，由事前的規劃到營地實踐是有⼀段很⼤的差距，但要在⼾

外過夜⽣活與教育活動安排，有專⼈處理，似乎是⼀個較好的選擇。三、學⽣安全責任：「安全第⼀」是最⾼準

則，無論是對校⽅和旅⾏⽽⾔是相同的。倘若校⽅只視其為⼀例⾏的校外活動，全部委由旅⾏社辦理，⽽旅⾏社只

按與學校所談的契約⾏事，很有可能使「隔宿露營」的教育意義打了折扣，若對重視此活動的⼈員⽽⾔，可說是喪

失其教育意義。

       說到「露營」，國中教師都會聯想到「童軍科」，旅⾏社也由童軍運動和過去救國團的內容為範本來規劃活

動。再來就依學校要求，施⾏所設計的活動。「童軍教育」在「隔宿露營」的應⽤，在今⽇似乎不⼤適⽤，因為學

校⼤都配合旅⾏社的安排，故活動⼤部分的主導權，⼤都在旅⾏社上。本⼈在100學年度為A校與B校兩校共聘童軍

教師，參與兩個「隔宿露營」，雖皆由同⼀旅⾏社辦理，但所舉辦的氣氛與成效截然不同，主要為校⽅的態度與學

校教師的態度。本文分享兩所學校在童軍教師參與程度深淺，對旅⾏社所舉辦隔宿露營之間的關係與影響，供現場

教師與⾏政⼈員做為參考。

貳、探討⽅向

       本文經由觀察法來描述兩校隔宿露營的進⾏，於進⾏中詢問旅⾏社⼯作⼈員的感受，評估旅⾏社對於此次隔宿

露營的看法。再經由學⽣事後的所做的回饋表來評估童軍教育的介入對隔宿露營的影響。主要分三⼤區塊做描述：

⼀、隔宿露營前，學校對於童軍教師的要求，校⽅和童軍教師與旅⾏社的接洽情形。⼆、隔宿露營中，校⽅和童軍

教師參與旅⾏社之間的互動關係；三、隔宿露營後，針對學⽣對隔宿露營所撰寫之報告，討論學⽣對隔宿露營的感

覺。

參、針對A校之隔宿露營

⼀、隔宿露營前之準備

    在學期開始時，A校的訓導主任來找童軍教師，希望老師能於童軍課教導學⽣露營相關的技能，尤其是上學期所

教的架帳。露營對象為八年級的學⽣，因該校為全⺠國防教育資源中⼼的國中，想藉由所設置之攀岩場、垂降場等

體驗教育設進⾏隔宿露營之活動，故露營地點於該校，希望能架設⼀精神堡壘（圖1.），做為隔宿露營之精神指

標。

       精神堡壘是利⽤聯課活動童軍社的時間，由七年級的社員架設完成，教導社員精神堡壘的意義。但對八年級童

軍課中，因教師也不知露營內容，故課程只能就學校的地形與地貌，向學⽣模擬隔宿露營可能的營地建設、露營時

可能發⽣的情況、溫習如何架帳和教導營火節⽬的安排。⾄於各班有收到旅⾏社要求事宜，以繪製⼩隊旗為例，童

軍教師⼀概不知，使班導師不知所措，如何製作？和要找時間繪製⼩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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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A校之精神堡壘

       若校⽅能告知隔宿露營的前置作業，童軍課除了能教導如何製作⼩隊旗，並能灌輸其意義於課程中。如能事先

知曉隔宿露營的活動內容，相信童軍課程會有助於活動進⾏。

⼆、隔宿露營中之進⾏

       由於天候下雨的關係，旅⾏社的⼯作⼈員已經將⾏程作⼀調整，希望活動內容不會因天氣不佳⽽有所影響。中

午的野炊和溯溪順利進⾏，但營火晚會，因半途下雨由室外移動⾄活動中⼼內。也因此，晚會結束後，才作營地建

設，將帳篷搭設於活動中⼼，結束第⼀天的⾏程。

       第⼆天的上午因⼤雨不斷，下午的活動與上午對調，即⼤地遊戲、植物辨識和毒蛇認識與⼭訓互換。因場地因

素，授課與⼤地遊戲的兩個班級共⽤⼀地，互相⼲擾（圖2.），導致活動中的缺憾。幸好下午雨停了，學⽣⾄室外

進⾏無具野炊、垂降和攀岩的體驗課程（圖3.）。也因⼯作⼈員的不⾜，體驗完垂降和攀岩的同學，有些直接入活

動中⼼內打球或呆在⼀旁等待，老師也没有處理，已然失去體驗教育的核⼼教學意義。

 

          

圖2. 兩個班級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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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垂降（左）和攀岩（右）

       根據旅⾏社⼯作⼈員向筆者透露，其實在第1⽇的活動中，如果還要教授如何架帳與收帳，將增加他們的⼯作

量，影響第⼆天活動的進⾏。再者，第2⽇上午因⼤雨關係，旅⾏社改變⾏程，旅⾏社的認知似乎學⽣必須要在活

動中⼼，因學校並無提供教室，導致教學與遊戲在同⼀地進⾏，對於活動品質⼤打折扣。當筆者問說若下午持續下

雨，將如何應對時？旅⾏社⼈員似乎也不知如何辦理，只說到此趟學校要求主要以⼭訓做主，配置⼈員主要是熟稔

繩索操作，不善領導遊戲或其它活動。故可知A校和旅⾏社在露營前的「雨天備案」，並無作完全的討論與充分的

準備。

三、隔宿露營後之檢討

       隔宿露營後的童軍課，藉由活動的照片和⾏程表更動的原因，逐⼀討論活動的進⾏與其優缺點，應該如何改

進，請參與的同學撰寫⼀篇報告。在討論過程中，同學們似乎已忘了活動的細節，當看⾒⾃⼰和班上的照片時，才

勾起回憶，有所互動。在報告中，⼤多數同學最印象最深的是活動是溯溪，因為⽔流湍急，⼤家⼿牽著⼿完成溯

溪；其次為野炊，⼤多數的同學是第⼀次動⼿炊事，並由⼤家⼀同完成的成就感。反⽽垂降和攀岩的個⼈體驗，文

字描述的情感只是⼀時的刺激⽽已。顯然與露營主要的⼭訓活動背道⽽馳，並未達到本次露營的⽬標。

       整體⽽⾔，A校學⽣對於此次露營，雖然有著特別的經驗。以活動的⾓度，相較於個⼈挑戰的體驗，團體性的活

動是使學⽣們更為難忘。部分同學報告也指出，露營時的情緒⾼漲，露營後只感到不知這兩天在尖叫什麼？露營的

熱度僅在營隊中產⽣，營隊的結束，這份熱情卻維持不久⽽退去。

肆、針對B校之隔宿露營

⼀、隔宿露營前之準備

       在學期開始時，B校的⽣教組⻑有來找童軍教師，詢問對「隔宿露營」的意⾒和想法，並說明往年舉⾏「隔宿露

營」的⽅式。於B校的活動對象是七、八年級的學⽣，露營地點是苗栗的營地。學務主任希望此次「隔宿露營」能

凝聚各班之向⼼⼒，並能完成於學校較難進⾏的課程。該校校⻑希望能將童軍精神融入露營，希望童軍教師初擬

「隔宿露營」進⾏⽅案，經由⽣教組⻑、學務主任和各班班導師的討論，最後才與旅⾏社進⾏下⼀步的洽談。

       於童軍的教學中，因「隔宿露營」活動安排由童軍教師安排，完全掌握露營內容，故童軍課教授學⽣關於隔宿

露營技能，如營地建設、個⼈裝備、急救、旅⾏等，並要求各班貢獻⼀營火節⽬及團隊的重要性。各班收到旅⾏社

要繪製夜寢⼩隊之⼩隊旗的布料，其製作與繪製是由美術課時間，由美術老師教導，完成⼩隊旗；學⽣利⽤課餘時

間，彩排營火節⽬；⼩隊分組也經由各班班導師協助完成；最後經由童軍教師再次安排定案。可以說是協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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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老師們是有⼀同開會取得共識，以「隔宿露營」為主軸來實施教學。

       於旅⾏社⽅⾯，童軍教師與學務處和旅⾏社事先的洽詢，將所希望童軍形式的教學、童軍儀典、營隊編排與⼩

隊的進⾏、和所授課程等，告知旅⾏社，並立於合約之中，並希⼯作⼈員有童軍背景者佳。接下來是實地探勘形成

初步的⾏程表；探勘過程中，除活動⾏程的確定，進⾏模式與希望旅⾏社配合的事宜，⼤多在此次確定。最後，要

求旅⾏社在露營前⼀⽇，將活動中的⼯作⼈員⾄B校進⾏溝通，主要是讓⼯作⼈員了解並認識此次露營的主要任

務、運作模式與教學⽅式，達成共識。再將第⼀天⾏程流程和「雨天備案」的再審視⼀次，有助於隔⽇活動的進

⾏。

⼆、隔宿露營中之進⾏

    在第1⽇從學⽣在遊覽⾞上，便展開教學的活動，如繩結、歌唱、歡呼，到達⽬的地的營地建設、開訓、課程的

教授、虔敬集會到營火會。在這⼀天的⾏程活動中，學⽣必須將在童軍課所學的技能，實地運⽤在營地⽣活中。課

程的教導，也是現學現賣，如卡式爐的使⽤，利⽤碳升火是⾺上教導，立即⽤在晚炊中。營火會中，因為節⽬是由

同學⾃⾏準備，參與感⼗⾜。加上童軍的儀典，如揚旗、虔敬集會等，不但使學⽣增加不同的露營經驗，也完成了

第1⽇的活動（圖4.與圖5.）。在所有學⽣就寢後，童軍教師與⼯作⼈員再度確認第2⽇的⾏程。

 

圖4. 任命⼩隊⻑（左）、營地建設（中）、精神堡壘搭建（右）

圖5. 晚炊（左）、拜火式（中）、營火節⽬（右）

       第⼆天活動的進⾏，早上主要是以拆信旅⾏攻站為主，各站的內容有童玩和客家文化，⽬的在於使現代學⽣能

回味⽗⺟童年的經驗，並了解客家⼈的⽣活型態，與客家⼈在臺灣的發展，讓學⽣認知臺灣的多元文化。在拆信

後，前往地點是利⽤電碼本查出⽬的地。旅⾏過程中，與⼤⾃然為伍，加強孩⼦們團隊凝聚⼒和向⼼⼒。個⼈情

意、技能、認知的評比和第⼀⽇的醞釀期，皆在此⽇表露無疑。中午的烤⾁，也應⽤第1⽇教導的升火課程，加上

前1⽇的分⼯，發揮分⼯合作的精神，完成午餐。⽤完午膳後，整理環境與個⼈裝備，再進⾏結訓，結束營隊活

動。

       針對旅⾏社⼯作⼈員，根據他們表⽰，對他們⽽⾔，打破以往其帶營隊的模式，因為放入許多童軍元素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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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號操、虔敬集會、開訓時的任命、學⽣每⼈攜帶童軍棍、利⽤童軍棍搭建精神堡壘、要求以電碼本成為闖

關素材等。對旅⾏社為⾔，事前的資料的蒐集到現場的操作，對⼯作組員⽽⾔也是⼀種新的體驗。在帶營隊時，會

⽤不同的⼼態來領導學員，也因事前做⾜很多功課，對於不確定的事情，也會請教童軍教師。雖儀典和些許活動不

如預期，但在活動中，能⾺上改進能⼒，可知旅⾏社和B校在露營前的準備是充分的。

三、隔宿露營後之檢討

       隔宿露營後的童軍課，藉由活動的⾏程表來教導童軍的儀典，逐⼀討論活動的進⾏與其優缺點，並發放回饋表

請學⽣撰寫。令⼈意外的是對露營前毫無動靜，上課並無什反應的同學，在回饋表中，⼤量的將其回憶和感想撰寫

在回饋表中。在討論過程中，同學們似乎還停留在活動中，箇中細節，歷歷在⽬，還可將活動所教的歡呼，再帶⼀

次。當看⾒⾃⼰和班上的照片時，⼼情⼜回到當時，同學們幾乎皆有所互動，對每⼀個活動都可再細說從前。

       整體⽽⾔，B校因有童軍教師全程的參與隔宿露營的設計，連結學⽣所學⽤於營隊中，事前教導學⽣營期所應⽤

的技能，並能將營期延伸成⽇後的課程；⽽旅⾏社是應學校需求完成露營內容的配合協⼒夥伴，⽽不是露營活動主

導者。對於B校學⽣對於露營⽽⾔，是⼀個全新的經驗，主要是團體的合作比在校園強烈，所接收的資訊和熱情，

到了學校持續保温。以活動⽽⾔，童軍的精神，團體合作和良性競爭，正增強學⽣的責任感和榮譽⼼，也是為什麼

學⽣的討論可以持數週之久。

伍、兩校「隔宿露營」之綜合討論

⼀、學校對隔宿露營的期許

       學校對某⼀活動的態度和期許，當學校的態度已定調，基本上就可預測此⼀活動是否成功與否。這也是⼀種⽬

標設立（Goal Setting），協助教師在「教」與「學」雙⽅⾯的配合和溝通。對「隔宿露營」⽽⾔，不但幫助老師

和學⽣的溝通，也幫助學校和旅⾏社的配合。成為營隊中教育⽅針和教學⽅向的確立，成為⽇後學習成果、評鑑的

重要標準和依據。

       學校對「隔宿露營」的態度也顯⽰出，校⽅參與旅⾏社活動的多寡程度。有時委由旅⾏社統籌所有課程，可說

學校只是想消化這⼀筆經費。若將「隔宿露營」視為教育的⼀部分，對學⽣的受教權是受到侵害的。但校⽅是參與

其中的過程，表⽰此⼀教學活動是受到監督的，也是「隔宿露營」是否能舉辦成功的關鍵之⼀。

       以A校來⾔，其⽬標設立是以⾃我體驗為主；以B校⽽⾔，其⽬標是以童軍教育運⽤於⽣活中。兩者⽬的不同，

當然課程設計⽅向也不相同。但由校⽅與旅⾏社的互動來看，A校是放⼿給旅⾏社來進⾏。反之，B校有童軍教師、

班導師和⾏政教師全程參活動與決策，並不是在⼀旁看著學⽣⽽已。

⼆、專業教師的參與

      「隔宿露營」是協同教學的⼀種，這是可以跨領域的教學活動。若有專業教師或⼈才參與其中，相信「隔宿露

營」的主題會更清楚，教學的⽅向會更明朗。校⽅與旅⾏社的配合才會更為密切，校⽅參與旅⾏社活動會更積極，

使得學⽣在「隔宿露營」的學習更多元，也較有收穫與感受。

       以A校來⾔，溯溪、垂降和攀岩此三項皆為非常專業的體驗，較難由學校專任教師出任。因此，必須仰賴旅⾏社

來完成。當⼤雨不斷，垂降和攀岩成為危險項⽬，加上「雨天備案」的不⾜，倘若當天仍下雨，這⼀「隔宿露營」

會成為「團康營」。以B校來⾔，因為⽬標明定以「童軍教育」為主軸，專業來⾃童軍專任教師，其活動主導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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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旅⾏社只是輔助完成整個營隊的進⾏，⾓⾊扮演清楚無疑，故活動的進⾏有事前的充分的準備和考慮，

不會因天候改變或其它因素⽽受到影響。

三、課程的安排

          ⼀個營隊的活動精彩度，取決於課程的安排。課程的安排的連貫性、趣味性和知識性，都有⼀定的⽬的。露

營活動可貴之處，是可在⼤⾃然取材，許多課程與接下來的活動課程連接。如植物辨識的教學（圖6.），在校園⽣

活是較難進⾏，但在營隊中，可以藉由當下的⽣活環境，認識植物並了解其特性和功⽤。

 

圖6.  兩校隔宿露營植物辨識教學⽅法

       以A校的植物辨識是由投影片來介紹，但所介紹的植物在校園中找不到，所以學⽣學習效果有限；在B校的植物

辨識，校⽅要求所介紹的植物，必須要在營地內找的。其教學⽅式是先⽤圖卡和實際植物介紹，最後請各⼩隊在營

地找尋，並⽤⼿機拍攝下來。這樣⼀來，學⽣的印象也較深刻。兩校皆上相同的課程，但進⾏的⽅式不同，其成效

也不相同。

       課程的連貫性來說，⽣火是⼾外教育重要的課程，這課程關係到學⽣兩天野炊的成功率，即是否能吃飽⼀餐。

在A校是隊輔直接在野炊中，為學⽣升火，根本無教授可⾔，其實將其化為課程教授，⼀來給予學⽣能有親⾃參與

⽣火的經驗，且在炊事前的教導，學⽣的吸收能⼒是最好的；⼆來給予學⽣學⽣真實的情境去學習並加以運⽤；最

重要的是，當告知學⽣要⾃⾏⽣火，⼯作⼈員只有⼝頭教導，不會介入⽣火動作，才能去除學⽣的依賴感，建立獨

立⽣活的態度。在B校，因為升火為⼀個⼯具課程，也有實地的操作，反應出「學以致⽤」和「培養學⽣有帶著⾛

的能⼒」。再者，學⽣應⽤所得的概念知識，實際運⽤於⽣活中並解決眼下問題。熟練所習並驗證知識是否正確與

實⽤。

       以課程趣味性和知識性的觀點，要點為學⽣有在活動中學到東⻄，不覺得枯燥無味。這⼀點是兩校皆有做到

的，只是多少深淺⽽已。以「團隊合作」的⾓度來看A校，旅⾏社經團康活動皆建立起來，如⼀同站起來：兩⼈或

多⼈⼿牽⼿，腳尖相併，由坐在地⾯上站立起來，但對於垂降和攀岩是⾃我挑戰⽽不是合作。⽽B校的課程如傷患

搬運，學⽣不但得到如何製作簡易單架，也由搬運傷患的過程中，知道患者的頭部應是在⾏進⽅向的那⼀⽅，不但

有知識性也伴隨趣味性。

陸、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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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宿露營與童軍教育關係端視學校對隔宿露營的⽬標⽽定。露營是童軍重要的活動，如何⽣活是童軍教育所強

調的重要元素。童軍教育應倍受重視，不但能強化團隊的概念，且落實⽣活中。⽽隔宿露營的準備，不論在學⽣的

課堂上或是在活動的安排中，也占了⼀個重要的比例。隔宿露營與童軍教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先是學⽣的對

於露營概念的教導，接著是學⽣在隔宿露營中的運⽤。另者，童軍教師的專業進入，會影響到校⽅與旅⾏社之間的

關係，直接反應在學⽣對隔宿露營的感覺。使學⽣在隔宿露中接受「教育」才是最主要的⽬的，放鬆、玩樂、闖關

只是活動或教學的⼿段，但必定不是隔宿露營主要的⽬的所在，故建議學校和教師思考要給孩⼦什麼？這樣⼀來，

校⽅和旅⾏社在隔宿露營的⾓⾊扮演才會改變。

       本文並不是抨擊A校辦學不認真，亦不是表達隔宿露營要如同B校⼀般，才是成功的活動。⽽是想傳傳遞隔宿露

營，已然是學校和旅⾏社兩者之間的關係，但兩者是可以互相配合的，由B校的例⼦中是顯⽽易⾒。學校當然可以

全權委由旅⾏社處理，但要能清楚向學⽣和其家⻑交代此活動可以教育和開發學⽣能⼒或潛⼒。然，事實上不易辦

到，因為旅⾏社並不是⼗分了解學⽣。當由學校老師主導此活動，旅⾏社所辦活動和課程，成為滿⾜校⽅欲達到的

教育⽬標時，學⽣⾃然能深入學習，並可以連結本⾝經驗和⾃我所學來成⻑。此時，隔宿露營就不會是以學⽣的玩

樂、⾼興和輕鬆為⽬的，⽽是以遊戲、活動和親近⼤⾃然的⽅式，利⽤歡樂的氛圍達到教育的成效，⽅為此校外教

學的教學價值和真正意涵。當要達此教育意念，學校⾏政、班導師與相關學科教師必然要事前討論，介入旅⾏社的

活動安排，完成所追求的教育⽬標，使學⽣能有更好的學習與運⽤的⽣活經驗。

* 李政霖，台北市中⼭國中教師

電⼦郵件：chenlin0325@google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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