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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庫伯（David Kolb）對「體驗學習」有如下的精闢闡述：「對我講述，我會忘記；示範呈現給我看，我可能會記

得；讓我身歷其境地融入，我將會理解。（David Kolb，1984）」。儒家重要代表⼈物荀⼦的《荀⼦》〈儒效〉中也強

調：「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不論庫伯（David

Kolb）或荀⼦，體驗被視為是學習與發展的泉源。在⼗⼆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體驗學習更符應⼗⼆年國教新課

綱中最重要的概念—「核⼼素養」的主要意涵。

　　⽵崎⾼中，⼀所位於嘉義縣⼭區的完全中學，⾃105學年度第2學期開始獲教育部遴選成為⼗⼆年國教新課綱⾼中前

導學校，積極推動新課綱的課程發展，105、106、107學年度整合各項⾏政配套，以實驗試⾏為主，並在108學年度穩

健上路，無縫接軌。

　　⽵崎⾼中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歷程中，試圖發展深具特⾊的陶養課程，陪孩⼦成就⼀張深刻獨特的學習履歷。陶養

課程包含⼼性陶養、⼭林陶養和⽣命典範陶養課程。本文將說明⽵崎⾼中如何透過⼭林陶養課程的設計實踐⼗⼆年國教

新課綱的核⼼素養。

壹、⼗⼆年國教新課程綱要總綱的核⼼素養

⼀、核⼼素養是當前課程改⾰重點

　　如同⽬前歐盟各國、紐⻄蘭、臺灣及未來中國⼤陸基礎教育的國定課程，都是以培養學⽣的核⼼素養作為課程改⾰

的重點（楊俊鴻，2016），我國⼗⼆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與各領域∕科⽬課程綱要，也以核⼼素養作為連貫與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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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主軸。

⼆、核⼼素養的涵義

　　　　《⼗⼆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載明「核⼼素養」的涵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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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4）。「核⼼素養」承續過去課程綱要的「基本能力」、「核⼼能力」與「學

科知識」，但涵蓋更寬廣和豐富的教育內涵（蔡清⽥，2014）。

三、⼗⼆年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核⼼素養

　　「⼗⼆年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核⼼素養」係指「⼀個核⼼的三⾯九項」：「⼀個核⼼」是強調培養以⼈為本的

「終⾝學習者」，分為「⾃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三⼤⾯向。三⼤⾯向再細分為九⼤項⽬，分別是

「⾝⼼素質與⾃我精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符號運⽤與溝通表達」、「科技資

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意識」、「⼈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

理解」（教育部，2014）。

貳、體驗學習

　　Grass於1990指出，所謂「體驗學習」，即在學習活動中整合學⽣⾝、⼼、靈的健全發展，由做中學過程滿⾜學⽣的

好奇⼼、詢問和解決問題的需要（引⾃李文富，2015）。在《體驗學習》⼀書中，庫伯（David Kolb，1984）提出了體

驗學習的四個階段：具體經驗、觀察及反思、形成抽象概念與類化、在新情境中檢驗概念內涵。

　　此外，筆者在從事輔導及推動⽣命教育歷程中體認到，⼀個有效的體驗學習策略應該包含以下四個歷程性的重要概

念：⾸先是「接觸」（Contact），其次是「理解」（Understand），再者是「感動」（Touch），最後是「改

變」（Change）。茲以「⼈與⾃然」的關係進⼀步說明上述四個歷程性的重要概念。

　　「接觸」⾃然才能讓⼈和⾃然發⽣連結，感受⾃然的⼀切，包含它的美麗與哀愁。

　　「理解」⾃然才能讓⼈感受到需要、重要、必要與想要──對⾃然的需要、⾃然本⾝的重要、和諧共處的必要及永續

發展的想要。

　　「感動」是⼈類體悟到⼈屬⾃然⼀部分該有的謙卑，領悟到⾃然是⼈類⽣存根源，感悟到失卻⾃然就失卻⽣命的共

⽣必要。

　　「改變」是感動後的具體實踐，包含認知、情意和⾏動上的轉變，並為下⼀階段或更⾼層次的「接觸」、「理

解」、「感動」和「改變」奠下厚實的根基與可能。

參、⼭林陶養的課程設計

⼀、⼭林陶養課程規劃

　　結合⽣命教育課程和學⽣團體活動，⽵崎⾼中為學⽣規畫三年拜訪三座⼭的⼭林陶養課程。

　　⾼⼀拜訪獨立⼭（海拔840公尺），象徵⽣命「邁向獨立」。結合⼗六歲成年禮，在獨立⼭上的獨立⾞站，讓學⽣

寫下獨立宣⾔，並透過團體分享及鏡頭發表⾃⼰的獨立宣⾔。

　　⾼⼆拜訪⼤凍⼭（海拔1976公尺，位於奮起湖附近），象徵「⽣命奮起」。⾼⼆是承先啟後的階段，⽣涯定向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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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奮起，向⾼中的⽣涯發展⽬標前進。

　　⾼三拜訪鹿林⼭（海拔2845公尺，在鹿林⼭頂可遙望前⽅的⽟⼭主峰），象徵「登⾼望遠」。⾼三雖是⾼中⽣涯發

展的最後階段，但仍有下⼀階段的⽣涯發展⽬標要追求，登⾼望遠，繼續向前邁進。

　　此外，從鄰近⽵崎⾼中低海拔的獨立⼭，到嘉義縣與南投縣交界⾼海拔的鹿林⼭，也象徵步步⾼升，向⼈⽣更⾼境

界邁進。

⼆、⼭林陶養課程的哲思

（⼀）以⽣態中⼼的環境倫理為初始

　　⾯對環境危機與地球窘境，⼈類如果要繼續⽣存，必須轉移思想典範：從「⼈類中⼼」改變為「⽣態中⼼」。⽵崎

⾼中⼭林陶養課程即以奈斯（Arne Naess）在1973年提出「深層⽣態學」（Deep Ecology）概念為初始，他認為「深

層⽣態學」可以視為⼀種哲學的取向，是以⼀個更整體的、非⼈類中⼼的觀點，找出造成這些環境問題的社會及⼈文病

因。深層⽣態學原則包括兩個「最⾼倫理規範」：「⾃我實現」（Self-Realization）和「⽣命中⼼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我實現」就是透過與⾃然界其他部份的互動，以實現⾃我的過程。「⽣命中⼼平等」就是指所有的有

機體都是平等的成員，共同存在於⼀個互相關連的整體中，並且擁有平等的內在價值源（引⾃王從恕，2001）。

　　⽵崎⾼中帶著三個年級的學⽣⾛進⼭林，⼀年級拜訪獨立⼭，⼆年級拜訪⼤凍⼭，三年級拜訪鹿林⼭，使⽤「拜

訪」⼀詞，乃是因為⼤⾃然是⼭林的主⼈，⼈們只是他們的訪客，既是訪客，就該保持謙卑和以禮相待之⼼。

（⼆）以合作共⽣的靈性⽣態為⽬標

　　⾦斯利（David Kinsley）於1995出版的《⽣態學與宗教：跨文化視野中的⽣態靈性》⼀書，對於靈性⽣態學曾列舉

⼗項基本原則（引⾃馮朝霖，2016），⽵崎⾼中⼭林陶養課程汲取其中⼆項原則形塑共⽣概念：其⼀，⼈類與⾃然之間

的適當關係應該是相互的。那就是⼈類不僅認知其與⾃然的相互依存性，⽽且也應促進與⼤⾃然之間的雙向互利互惠關

係。其⼆，⼈類對於⾃然的⾏為應該節制，避免因⼈類中⼼主義的傲慢⽽對⼟地與其他資源有過度、浪費及破壞性的使

⽤。

　　此外，⽵崎⾼中⼭林陶養課程也汲取莎托瑞斯（Elisabet Sahtouris）宣揚《模擬⽣物的合作文化》的理念，認同

「物種的永續和⻑久⽣存的關鍵就在合作」 （引⾃馮朝霖，2017，⾴5）。

　　合作的真義乃在於⾃發、互動和共好。⾃發性的想要達到⽬的是合作的前提。良性的互動是合作的歷程，互助依存

才能共⽣，⿑⼼相扶才能永續。共好是合作的理想境界和終極⽬的。合作關係中的共好能成就個體的和諧發展，但個體

和諧的獨好發展未必能凝結成共好的和諧狀態。⼈類應以謙卑和敬畏的⼼⾯對⼤⾃然，既是源於斯，就應與之共⽣共

好。若此，環境的永續就得以實現。

　　對於學⽣⽣活世界中的「⾃然」經驗，傳統的教育幾乎都是在課堂中透過教師的講解認知到⾃然的重要，透過影⾳

感受到⾃然的美麗，透過文字理解⾃然的演進。聽了、看了、學了，但就僅⽌於認知層⾯上的記憶，缺乏⾝體的感動。

　　因此，「親親⾃然」就成為⽵崎⾼中協助孩⼦豐富直接和⾃然「⾯對⾯」的⽣命經驗。透過「接觸、理解、感動、

改變」（CUTC）歷程讓⾃然的美好和共⽣之道⾃然存在於學⽣的⽣命歷程中。

肆、在⼭林陶養中，實踐⼗⼆年國教新課綱的核⼼素養

⼀、「以終為始」、「逆向設計」的核⼼素養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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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璧純、詹志禹（2018）在〈從能⼒本位到素養導向教育的演進、發展及反思〉⼀文中關於核⼼素養教學設計的建

議，文中建議教師採取「以終為始」、「逆向設計」的策略，先掌握最終⽬標的核⼼素養，再逆向回推素養和表現，如

此才可以避免學習表現落入瑣碎，同時避免核⼼素養落入空洞。⽵崎⾼中的⼭林陶養課程其課程的設計正符應了「以終

為始」、「逆向設計」的核⼼素養教學設計。

　　⽵崎⾼中的⼭林陶養課程預期實踐的核⼼素養如下：⾝⼼素質與⾃我精進、符號運⽤與溝通表達、道德實踐與公⺠

意識、⼈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在⼭林陶養中實踐核⼼素養

　　　　⽵崎⾼中從104學年度開始設計⼭林陶養課程提供⾼中部學⽣參與體驗，透過「接觸、理解、感動、改變」

（CUTC）歷程實踐預期中的核⼼素養。茲就課程規劃及學⽣⼼得的文字敘寫逐⼀說明實踐的核⼼素養。

（⼀）符應「⾃發、互動、共好」的新課綱理念

　　⽵崎⾼中的⼭林陶養課程，是學⽣衡量⾃⼰⾝體狀況，並取得家⻑同意後報名參加的，是學⽣⾃發性地想要參與這

項⼭林陶養課程。再者，寧靜且徐⾏的過程，讓學⽣有更多和⾃⼰、他⼈及⼤⾃然互動的機會。此外，班級同學必須分

成數⼩隊，以⼩隊為單位和班級同⾏，⼩隊成員若有狀況，其他⼩隊成員必須停下來協助，然後再向前⾏。因此，⼭林

陶養課程是基於團隊合作，同⾏共好出⼀趟⼜⼀趟的⼭⾏。如同⼀位學⽣⽤以下的文字敘寫他的感受：

雖然在爬山的過程中，自己臨時身體不舒服，身旁一愛的大家也都停下腳步來關心我，有的同學還幫我背書包，真的很

謝謝一愛的各位。我了解到過程中大家的相互扶持，也學習到有時身體實在不舒服，就休息一下，而最終也有走完全

程，這不只有一種所謂的榮譽感，收穫更大的是了解到相互扶持的重要。（高一學生）

（⼆）符應「⾝⼼素質與⾃我精進」的核⼼素養

　　⽵崎⾼中的⼭林陶養課程，⾼⼀拜訪「獨立⼭」，象徵⽣命邁向獨立，並且在獨立⼭上辦理⼗六歲成年禮；⾼⼆拜

訪「⼤凍⼭」，象徵⽣命奮起（⼤凍⼭在奮起湖附近）；⾼三拜訪「鹿林⼭」，象徵⽣命登⾼望遠（⽟⼭在鹿林⼭正前

⽅）。這是⼀個循序漸進，⾃我精進與超越的歷程，更讓學⽣有步步⾼升，堅持到底，永不放棄的⽣命體驗。以下依⾼

⼀、⾼⼆、⾼三次序引⽤學⽣們的文字敘寫他們的體悟：

我想告訴我自己，我做到了。雖然過程真的很累，很想放棄，不過我們依舊到達了目的地。上了高中，第一件必須學會

的事，便是獨立。雖然過程和爬山一樣很累，可是與其逃避，不如正面迎擊。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負起責任，希望

我到了高三後，能夠對過去的我說：我做到了。（高一學生）

夢想這條路踏上了，跪著也要走完。每年參與山林教育的過程中，和同班同學相處在一起時，就猶如平時的人生路途，

有酸、有甜、有苦、也有辣。當登頂的時刻，就有如大老闆公司事業有成那份激動與喜悅。大自然的內心是我們永遠都

無法全然了解的，他們有想發展的舞台，我們也有我們的夢想。期待未來在大凍山頂的各位夥伴們都朝向自己的目標出

發吧。（高二學生）

三年的旅程，在鹿林山上，正式宣告三年的生命成長終於完成了。在這座見證成長的鹿林山，生命的旅程令人讚嘆，了

解生命的美好。和同學及老師一起爬上這座山，證明自己是高三生，見證生命的成長。獨立、奮起、登高望遠，是見證

生命的美好奇蹟與心性陶養。（高三學生）

（三）符應「符號運⽤與溝通表達」的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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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崎⾼中的⼭林陶養課程，在拜訪⼭林的過程中，透過⼩隊必須同⾏的設計，⼩隊成員需要同理他⼈，並設法協助

他⼈，讓全隊得以繼續向前⾏。此外，靜⼼諦聽⼤⾃然的聲⾳是⼈與⼤⾃然的⼼靈互動，靜⼼諦聽後書寫⾃⼰的感受是

文字的表達，⼀年級寫下「我的獨立宣⾔」，⼆年級寫下「⽣命奮起之歌」，三年級寫下「登⾼望遠」的回顧與期許。

再者，站上⼤⾃然的講台，分享⾃⼰的感受是⼝語的表達，不論是照著已經書寫好的文字唸，或是隨性感發，都能獲得

師⽣的熱情掌聲⿎勵。茲舉⾼⼀學⽣「我的獨立宣⾔」做說明：

今天的山林教育活動，我覺得很有意義。在爬獨立山的過程中，雖然天氣很熱，但所有人都還是非常努力，靠自己一步

步的走向目的地，克服了大太陽。有的人到後來走不動了，其他人都會互相幫忙，讓人感覺非常溫暖。透過這個活動，

我學到了很多。「16 years old」的成年禮，希望未來一愛的每個人都能變得更好。（高一學生）

成長的路，像爬山一樣，又長又累，會有想放棄的時候，但只要休息一下，就能走更多的路。邁向獨立的路雖然難走，

但得到的果實卻是甜美的，只要堅持一下，未來你會是明亮的，成功也會是你的。（高一學生）

經過這次的山林教育，讓我學會了很多。課業繁忙之餘，也需要偶爾沉澱一下。雖然爬山的過程很辛苦，但在過程中受

到許多人的鼓勵，山裡的寧靜也使人淨化心靈，活動過後，也會更加獨立，迎向未來。（高一學生）

（四）符應「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的核⼼素養

　　⽵崎⾼中的⼭林陶養課程，不只讓學⽣親親⾃然，更希望能讓學⽣領略⾃然之美，涵育⾃⾝的美感素養。歷程中的

天藍、雲⽩、⼭青、⼈新，寧靜徐⾏受享每⼀個呼吸的⾃在，近看遠觀賞欣每⼀幕風雲的開闔，領略古⼈「不登⾼⼭不

知天之⾼，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的美感。茲舉學⽣的文字敘寫印證這樣的感受：

雖然因為陰天，而使山頂景色較模糊。然而在來的途中，我看到山腳下的景色是多麼美麗。儘管我們學校就在山腳下，

但因忙碌於課業，而使我們忽略了它的美麗，也因此只有靜下心，仔細的觀察它，才能領悟美的所在。（高二學生）

森林之歌，有別於都市的吵雜，陣陣吹來的涼風，有別於平地的微風，靜靜地聆聽，用心感受，體會山林的美是自然

的，看不到任何的高樓，只有高大的林木。大凍山，讓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無盡的美。（高二學生）

（五）符應「道德實踐與公⺠意識」的核⼼素養

　　⽵崎⾼中的⼭林陶養課程，不只期盼讓學⽣感受⼤⾃然無盡的美，更期待能透過「接觸、理解、感動、改變」

（CUTC）歷程，喚起學⽣的愛護⼤⾃然的公⺠意識與社會責任，並能主動參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這次的山林之旅中，我了解到了人類的渺小，還有保護大自然的重要性。雖然在山上的路程中，一度想要放棄，但是最

後還是撐下去了，這讓我了解到堅持下去的重要，只要不放棄，終究會成功。（高三學生）

離開了吵雜的日常，是超脫，亦是救贖。入了山，山神抱持著不散的雲霧，我不得不屈服於其強大的力量下。霧是神無

語的哭嚎，哭號著逝去的鄰人，哭嚎著因狂妄的人類而倒下的巨木。鳥兒見了於心不忍，不時的遞予安慰的言語，每走

一步是在為淨土的保留而開心著，且又為孤獨的山神可憐著。千頭萬緒，在心中來回震盪著。命運一般的指引，我的手

停了下來，但那悲情卻不止於心中。（高三學生）

（六）符應「⼈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核⼼素養

　　⽵崎⾼中的⼭林陶養課程，在拜訪⼭林的過程中，透過⼩隊必須同⾏的設計，⼩隊成員需要同理他⼈，並設法協助

他⼈，讓全隊得以繼續向前⾏。這是⼈與⼈之間的真情互動，能夠同⾏，相互⽀援，抵達終點，這是團隊合作的精神與

行動。以下是學⽣分享被協助，然後繼續前⾏的⼼情：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9年09月,第19期

在山林陶養中實踐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核心素養

5



雖然在爬山的過程中，自己臨時身體不舒服，身旁一愛的大家也都停下腳步來關心我，有的同學還幫我背書包，真的很

謝謝一愛的各位。我了解到了過程中，大家的相互扶持，也學習到有時身體實在不舒服，就休息一下，而最終也有走完

全程，這真是有一種所謂的榮譽感呢。但收穫更大的是了解到了相互扶持的重要。（高一學生）

嗨17歲的你做到了！走得比去年快、穩健，也少了想放棄的心。大凍山沒讓你的熱情結凍，努力跟上前方，鍛煉自己，

生命奮起。路上還有人推了自己，希望下次我會是那個給別人力量的人。拋開世俗，離開凡塵，打開心眼，做一天山林

的小孩。（高二學生）

（七）符應「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核⼼素養

　　⽵崎⾼中的⼭林陶養課程，規劃拜訪的三座⼭都在嘉義縣⽵崎鄉，以及嘉義縣和南投縣的交界處，從在地文化和⾃

然開始，深化學⽣的在地認同⼒，堅持⾃我的文化價值。此外，在⾼⼀的拜訪獨立⼭⾏程中，特別結合文化部推動的

「阿⾥⼭森林鐵道申請世界遺產」，透過⽵崎⾼中培訓的「阿⾥⼭青年⼤使」介紹阿⾥⼭森林鐵道和⽵崎⾞站，更實地

搭乘阿⾥⼭森林鐵路火⾞，從⽵崎站到樟腦寮站，並看著火⾞在獨立⼭以螺旋狀繞⾏，⼗六歲成年禮活動結束後，再從

獨立⼭站回到⽵崎⾞站。「愈在地，愈國際」，將在地的文化推向國際是⽵崎⾼中透過⼭林教育期盼能帶給學⽣的新視

界。

很高興學校能安排這樣的山林教育，讓很多來自外地的同學一起來認識我的故鄉竹崎。聽著竹崎車站和阿里山森林鐵道

的解說，我也更加了解它們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價值。好期盼阿里山森林鐵道可以成為世界遺產，這樣就會有更多人來到

臺灣和竹崎，認識竹崎的一切美好。（高二學生）

伍、結語

    「核⼼素養」是⼗⼆年國教新課綱中最重要的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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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環境教育課程中認識⾃然的重要性，在⽣命教育課程中了解⽣命的獨特性和無限可能，在藝術教育課程中欣賞名

家們在畫作上呈現的⼭⽔之美……，課堂中的認知學習是知識層⾯的擴增，技能上的培養，⽵崎⾼中嘗試以⼭林陶養課

程，透過體驗學習「接觸」、「理解」、感動、「改變」的四個歷程，讓學⽣「接觸」⾃然、「理解」⾃然，讓學⽣

「感動」，體悟到⼈屬⾃然⼀部分該有的謙卑，領悟到⾃然是⼈類⽣存根源，感悟到失卻⾃然就失卻⽣命的共⽣必要，

讓學⽣「改變」，包含認知、情意和⾏動上的轉變，並為下⼀階段或更⾼層次的「接觸」、「理解」、「感動」和「改

變」奠下厚實的根基與可能。

　　上述的體驗學習，是課堂知識學習與⽣活的結合，並且在「以終為始」、「逆向設計」的課程活動中實踐⼗⼆年國

教新課綱的核⼼素養。

　　哈佛⼤學教育學院加德納 （Howard Gardner）教授1983年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論。包括：語⾔智能、邏

輯─數學智能、空間智能、⾝體─動覺智能、⾳樂智能、⼈際智能和⾃省智能、⾃然智能。在《失去⼭林的孩⼦》⼀書

中，作者洛夫（Richard Louv）更進⼀步闡述：

當孩子與自然有了親密的接觸以後 （或許是第一次），他或她眼裡閃現出的那些小小頓悟，總是讓我感到驚訝。對成人

來說這也是一樣可以發生的，讓他們想起某些他們甚至從不知道自己已經遺忘了的事情。……第八智慧，就是存在自然

中的智慧，是等待一旦有人出現就能被學習的課程。（郝冰、王西敏，2014，頁95）

 ⽵崎⾼中第12期《崎讚⽵中》有著寫給完成獨立⼭和⼤凍⼭拜訪之旅學⽣的⼀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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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孩子們：當你行走在崎嶇的山路上，你是否看見了〜花朵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綻放，雲霧變換著流轉的方向。當你

用全新的眼耳開始聆賞大自然的脈動，或許你將會發現：禮物就藏在腳下的沙塵、身旁矗立的林木中！願你走過這趟行

旅，能擁有更深刻的體驗與智慧。（郭春松，2017）

在文中預⽰著這樣的⼭林陶養課程是⽵崎⾼中學⽣深刻且獨特的學習歷程。

感謝天地自然為竹崎高中師生準備的陶養課程，天藍、雲白、山青、人新，寧靜徐行受享每一個呼吸的自在，近看遠觀

賞欣每一幕風雲的開闔，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因著自發性踏實的每一步，我們方能和自己、伙

伴、自然有良善的互動，進而和天地共好出一堂身心靈的山林陶養課程。（郭春松，2017）

　　這是⽵崎⾼中⼭林陶養課程分享會中的⼀段談話，談話內容更呈顯出⼭林陶養課程符應了⼗⼆年國教新課綱「⾃

發、互動、共好」的理念，以及核⼼素養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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