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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教育部自2013年初回應60位立委提案關注優質校外教學狀況，立即開啟研擬，逐步推動戶外教育政策。其中，藉著記者會對外公告

的《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文件，可說是政策推展最重要的精神象徵。本文爬梳政策制定的歷程，藉著參與各層面的政策研擬與推動

過程，對重要文件進行文本分析；並闡釋戶外教育的概念與範疇、理念與目標，及其框架出政策構面「行政支持、場域資源、後勤安

全、教學輔導、課程發展」等五大系統的行動策略。最後，以「常態化、普及化、優質化、課程化、法制化、產業化」等六大理念，作

為本文代結語及對戶外教育的展望。

關鍵詞：關鍵詞：戶外教育宣言、課程發展、教育政策、課室外學習

壹、楔子：重新「走出課室外」的學習壹、楔子：重新「走出課室外」的學習

        在近代國家社會與現代「學校」出現前，隨著孩子的成長階段，一個孩子的生長與學習多半以「生活」為核心，在做中學；但隨著

「國民教育」的發展，一群孩子被集中在「教室」裡灌輸知識，成為主要的學習方式。而隨著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和工業文明、都市化社

會的發展，大自然的野地因人類開發擴張而迅速消失，數位科技和虛擬媒介的普及化，更讓多數的學生從小就淪為「缺乏大自然症候

群」1的孩子。

        國內在既有的中小學裡，諸多學生（尤其都會區學校）上學去的一天，往往是「家中→汽車裡→學校教室內→汽車裡→安親班或補

習班裡→汽車裡→家中」的室內生活，身處的環境如同在罐頭工廠裡和「飼料學生」似的學習場；即便走出課室外的學習方式依然存

在，卻多半只是零星的、補充性的「校外教學」活動，鮮少能具有「課程觀點」進行教學，藉著拓展生命經驗、誘發抽象思辨、開創互

動連結等歷程，來深化戶外學習的內涵。

        研究者長年關注戶外教育，生命成長與學習的歷程也多半不是在「學校」裡發生與累積，而是在真實的自然野地和社會文化場裡。

從「經驗學習」的角度來看待學習，經驗往往是孕育「學習」的基礎；因此，思考「戶外教育」實應避免把「戶外」教育用硬體空間的

概念一刀兩斷地界分，而是看見「課室外學習」的重要，才能避免陷入二元對立的窘境。

        為了更了解國外戶外教育的狀況，在2013年有一位芬蘭戶外教育專家Vesa Heinonen受邀來臺，在「2013全國登山研討會」進行專題

講演，隨後參訪了臺灣的山野、海岸、聚落等地。他驚豔臺灣有如此瑰麗的山海環境，被這些自然與人文的美景深深感動；但他同時訝

異不解，反問我們：「為何只是小雨（下雨也是戶外環境重要的成分），這些精采的教育場就空蕩蕩的、幾無人跡？你們的家長或老師

只要下雨就不帶孩子出來嗎？」

        我們有些尷尬地迴避了這個問題，趕緊反問芬蘭「戶外教育」的實際狀況在下雨天是如何進行的？令我們訝異的是，儘管芬蘭的教

育力在全世界極富盛名，但他在被問及芬蘭的「戶外教育」概況時卻表示：「嚴格地說來，在芬蘭的學校裡，可說沒有所謂『戶外教

育』這件事；因為，芬蘭的教育，本身就是戶外的！」進一步地說，他們強調一種必須走出教室的「真實學習」：應該在森林裡學習的

內容就帶到森林裡去上課，在社會文化場才學習得到的課程就帶到真實的社會文化場裡頭；換句話說，教室只是一個暫時的基地，學生

必須帶到大自然與社會場裡上課，才能與「學習」真實相遇。

        而就另一個層面的教育概念與範疇來看，儘管「戶外教育」和「環境教育」有高度的相關性，但「戶外教育」卻是遠比「環境教

育」的概念出現得更早；前者是以「空間場域」作為出發點，後者則是晚近基於「全球環境變遷」危機而引發「環境教育」學門的誕

生。即便在國際學術脈絡中，戶外教育依然是冷門的領域，但戶外教育確實比環境教育更早被提出與倡議。

        以美國為例，因人類不當開發，使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環境教育在1980年代起，才逐漸成為當代關注的顯學之一。但早在1960年代

以前，戶外教育就已經被一些學者認為是身心健康和完整教育的一環。美國戶外教育的先驅者George W. Donaldson & Louis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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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son在《Outdoor Education a Definition》一文（1958），開宗明義地指出”OUTDOOR education is education in, about and for the

outdoors.”2（戶外教育乃是在戶外、有關戶外以及為了戶外的教育！）

        而後，Ford, Phyllis（1981）沿用此一定義，在後續文章（1986）裡更進一步闡述了戶外教育的範疇，指出：

「由於戶外教育尚未建構出國家標準的課程和量度知識、能力的方法，但卻是在任何戶外場域都可發生的學習，學習與文化、環境有關的議

題，或藉著活動發展與世界有關的知識、技能與態度。儘管詞彙不同，戶外教育實際上包含了環境教育、保育教育、常駐的戶外學校、戶外

休閒遊憩、特定的戶外活動、探險教育（adventure education）、經驗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和環境解說等等。

        同時，也界定了戶外教育的哲學基礎，認為

戶外教育的哲學建立在四個前提上：1、對於做好看守土地乃人類責任的承諾；2、對生態系統所有面向內在關係之重要性的相信；3、自然

環境的知識作為一種休閒的媒介；4、承認戶外教育是一個持續的教育經驗。3

        就學術性的概念而言，戶外教育（Outdoor Education）雖非新興名詞，但與過往國內中、小學常用的「校外教學」類似，但涵蓋的

範圍更寬廣、概念更全面。戶外教育是泛指「走出課室外」的學習方式，舉凡到校園角落、社區／部落、城鎮鄉野、文化場所、社教場

館、山林野地、河川溪流、海洋海岸等地點，進行自然觀察、社會互動、文化踏查、挑戰探索等等活動，連結「五感體驗」和「做中

學」等拓展生命經驗的統整學習，包含體驗、探索、覺察、反思等歷程，都可算是「戶外教育」的範疇。

        在臺灣有關「戶外教育」的學術論述中，陳鐵（1983）「戶外教育」4算是較早的論文，初步描繪了「概念界定、意義、場域、起源

與發展、內涵、世界的戶外教育」等內容；文中認為：戶外教育泛指「屋外」的學習，包含校園、公園、田野、鄉村、庭院、野外地

區，都是戶外教育的場域。尤其，野外是戶外的一個特別部分，美國的學校戶外教育，因此常到室外授課、到戶外遠足，然後舉辦露營

活動。陳鐵在結語中，則論及「戶外教育在我國尚未發達，只有類似的組織活動，在美國則已成為一種教育制度，但是對於學校教育還

沒產生影響力，想不久的將來就會使傳統教育受到震撼。」（陳鐵，1983：269）

        然而，戶外教育在當年臺灣的學校體系裡，卻沒有如陳鐵教授期待的那樣樂觀；幾十年下來，這些「課室外的學習」迄今多半仍僅

是個別教師的教學，學術研究的論著方面，王鑫（1992、1995）和李崑山（1996）等是近20年主要的論述與實踐成果；周儒、呂建政譯

（1999）及周儒、黃淑芬譯（1994）等引介國外的戶外教學、戶外教育精義等，則提供國外的論述基礎。但整體言之，相關的學術論著

和研究，並不多見。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在2014年6月召開《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記者會，對外正式宣告啟動；此後，戶外教育不僅成為「政策

宣示」的文件，更開啟「戶外教育五年計畫」，希望能在學校體系落實戶外教育。本文便是研究者參與在政策制定的過程裡，對此一教

育行動歷程重新耙梳的探究與詮釋。

貳、當前推動戶外教育政策的脈絡貳、當前推動戶外教育政策的脈絡

        教育無法置外於政治經濟變動和以文化為基底的社會；近年來戶外教育政策的推展，主要也是先從民間發起的優質化戶外教育的運

動。自2008年起，教育部陸續補助學校辦理優質校外教學，2010年通過的環境教育法施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在即，但關心教育

的民間團體與專業人士卻發現「臺灣學生每週在課後接觸戶外自然的時間平均僅30.2分鐘，盯著螢光幕的時間卻高達22小時，相差

了40幾倍。」5「顯見我們的孩子每天依舊花九成以上的時間待在課室內學習，而不是在戶外自由奔走，與臺灣的自然與鄉土一起成

長。」6

        因為憂心即使12年國教推動，但學校教育內容與方式未必深化；若只停留在傳統教室內的靜態解說，而把為了考試學習的僵化知識

型態不斷複製，將持續框限孩子們的創造力、思考力、對環境的感受力，更無法開創臺灣的未來。因此，一開始這些人只是關注著具有

啟發意義的校外教學，後來在立法委員的關注下，推動了立委的連署並獲得多數立委的支持，而讓教育部針對戶外教育和優質校外教學

的推動與落實，加快了腳步。在2013年1月底由邱文彥等計60位立法委員連署，共同關注戶外教育與校外教學的進況。當時的教育部蔣

偉寧部長相當重視，立即於3月19日拜會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召集人鄭麗君，決議「將優質化校外教學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討論議

題」，並啟動優質校外教學推動工作小組，責成當時的陳次長益興負責、國教署吳清山署長擔任執秘，開始著手規劃相關事宜。

一、制定「戶外教育宣言」的重要歷程一、制定「戶外教育宣言」的重要歷程

        而後，根據2013年4月17日、9月17日陳前次長益興主持之「研商優質校外教學推動方案相關事宜會議」及12月25日由林次長淑真召

開「研商中華民國戶外教育推動方案草案會議」決議，教育部從行政端發起了「戶外教育」政策的研擬與推展工作。

        在2013年4月17日，由陳前次長益興主持的「研商優質校外教學推動方案相關事宜會議」會中，不少與會者希望教育部應研擬「優

質校外教學或戶外教育的白皮書」來作為政策推動的依據；但考量政策白皮書耗時更久，若欲作為政策宣示文件，可借取英國「課室外

學習」的宣言的作法。於是決議「邀請專家學者、學校及民間團體代表共11人，組成優質校外教學宣言研擬小組」來研訂「優質校外教

學推動宣言」，希望此宣言能做到扎根本土、放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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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研擬小組在4月17日後，分別在5月14日、5月21日、5月28日、6月4日、6月11日等「研商優質校外教學推動宣言事宜會議」

中，經由討論釐清概念並重新定位，最後共識決定揚棄既有的「校外教學」活動概念，改採「戶外教育」作為主籌來深化概念、擴大範

疇與內涵，並完成《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7（草案）。同年6月25日、7月8日、7月30日又召開三場「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諮詢會

議」，邀請教育部內相關單位、民間團體和教學實務人員、中央跨部會與地方教育局處等代表，廣徵相關領域專家意見，繼續進行《宣

言》（草案）的修訂。

        另一方面，這些推動優質校外教學、長期關心教育核心價值發展的民間團體，包括千里步道協會、荒野保護協會、全國教師會、全

國家長團體聯盟、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環境教育學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等等11個全國教育及環境團體，也在2013年6月4日共同

發起「優質校外教學聯盟」，希望以此作為協助政府推動相關政策的夥伴關係和協作平臺8。

        而教育部在研擬《宣言》的過程中，為了解國內國中小學生戶外活動時間及師生之意見，結合理論與實務，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也委託辦理「校外教學／戶外教育之現況探究與政策推動規劃」9專案（期程2013年7－11月）；並且

在2013年7月31日、9月4日、9月25日召開三場「校外教學／戶外教育研究案焦點團體座談」，作為推動中華民國戶外教育的調查規劃研

究，以期提出和政策有關的Q&A，並提出對於戶外教育政策方向的先期評估建議。

        若依「戶外教育之現況探究與政策推動規劃」研究專案期末報告，該計畫對國小四、五年級和國中一、二年級的學生進行問卷調

查，共計46,282位有效問卷（性別比例「男生」占51.6%、「女生」占48.4%），用以檢視當前國中小學生參加戶外教育（以校外教學為

例）的「需求」面現況。針對國中小行政人員收回2,269份有效問卷（「國小」計1,678人占74.0%、「國中」532人占23.4%、「國中

小」59人占2.6%）的結果，及專家座談與訪談的資料整理，則希望看見「供給」面的支持現況。研究結果顯示，大抵呼應了《宣言》強

調的「行政支持／場域資源／課程發展／教學輔導／後勤安全」等五大支持系統的需求，有待政策性的調配支持和更多跨界整合的教育

行動，來共同解決戶外教育推展的困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3）。

        因應立法院的臨時提案，教育部（2013／12／11）在立法院第8屆第4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7次全體委員會議提出報告，依

此「十二年國教之戶外學習規劃進度期程與未來戶外教育政策之總體方案書面報告」報告所載：「本部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

施，為健全我國學童的身心健康即人格發展並提高對社會與環境的關心，持續推動戶外教育相關措施。」「本部另於102年1月底針對邱

文彥等60位立委連署之臨時提案彙整相關部會提出研處意見；部長並於102年3月19日拜會鄭召集委員麗君研商推動優質國中小校外教學

相關議題。本部隨即啟動戶外教育宣言及整體推動方案之訂定。」10

        除相關文件的研擬規劃外，教育部為整合公私部門資源推動戶外教育，也在2014年1月制定「教育部戶外教育推動會設置要點」11來

成立「教育部戶外教育推動會」作為教育部推動戶外教育政策的決策組織。

        因此，臺灣的戶外教育政策研擬與推展，除和十二年國教的落實措施有關，更重要的政治社會脈絡，主要是回應60位立委連署之臨

時提案；教育部當時在蔣部長偉寧拜會鄭立委麗君後，立即於2013年4月17日召開戶外教育研商會議，會中決定應即刻進行「戶外教育

宣言」之研擬。爾後，教育部邀請學者專家及民間代表，歷經6次研商會議、3次諮詢會議，及2次「教育部戶外教育推動會」的研修確

認，才正式讓《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完成定稿，在2014年6月26日召開記者會宣告啟動。

二、擴大參與面與政策行銷宣傳二、擴大參與面與政策行銷宣傳

        在這過程裡，針對《宣言》內容修訂的討論，共邀集了熟知戶外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實務工作者、家長團體代表、教師

團體代表、教育部各司署、跨部會單位（包括交通部觀光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營建署等）與會，目的即是希望藉著產／官／學／民間團體等溝通與協力，來讓戶外教育整體的配套

與協作更為可行。

        但，有別於過往的政策推動，為了吸引媒體、提高政策宣導的能見度，戶外教育政策的政策行銷，也藉著各種型式來讓縣市政府、

各級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等更為知曉。教育部特別選在2014年6月26日舉辦《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啟動記

者會，邀請「看見臺灣」導演齊柏林先生代言，讓戶外教育能像「看見臺灣」那樣被看見，除了使學習情境更多元、更廣泛之外，更能

學會保護並疼惜臺灣。

        除了《宣言》啟動記者會，教育部在2014年兩次「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中，也都宣達強調推動戶外教育的決心。第一次會議

的專題報告，即以《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的Slogan「學習走出課室、讓孩子夢想起飛」為題，強調教育部為落實十二年國教多元適

性之精神，發展優質戶外教育，已啟動研訂戶外教育政策，以期能進一步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揚才、五育均衡、終身學習」

的理念。12第二次則以「推動戶外教育」暨「中華民國推動戶外教育五年中程計畫（草案）」為主題進行專題報告。

        尤其，第二次會議並宣達下半年戶外教育重點工作，包括辦理2場戶外教育縣市示範觀摩、4場戶外教育分區宣導研習及4場戶外教育

高峰論壇（3場中小學生高峰論壇、1場專家論壇）等，以期在啟動、宣導時期，即能開展包括戶外教育理念論述、優質案例分享，藉此

鼓勵各級學校與戶外教育場域進行結盟，整合學校人力和社團專業人員，規劃多樣化之戶外課程，進而整合教育體系與非教育體系、政

府部門與民間之人力、資源與經費，並兼顧戶外活動安全與後勤支援，以提升學校多元性之戶外教學。同時，戶外教育政策也展望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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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願景之圖像，由近而遠的方向路徑與進程，設定戶外教育朝向「常態化、優質化、普及化、課程化和產業化」等目標，來逐步落

實。13

三、向上健全法制、向下落實計畫三、向上健全法制、向下落實計畫

        當然，徒有《宣言》不足以自行，如何落實《宣言》的理念、目標與行動策略，同時藉著各項宣導措施，讓全國國民（尤其學校體

系）都可以了解此一政策，才是具體推動戶外教育的根本施為。就此，教育部分別展開「往上」進行法制化的努力、以及「往下」擬定

計畫，藉著行政施為的雙向策略，來強固教育部推動戶外教育在「行政支持」系統的積極作為。

        往下的部分，為了不讓《宣言》淪為空中樓閣，教育部責請國家教育研究院於2014下半年、2015上半年，分別進行「教育部推動戶

外教育實施計畫」（草案）及「戶外教育實施指引」（草案）之研擬。前者主要是以教育部為行政推動的主體，整體規劃研擬「中華民

國推動戶外教育五年中程計畫（草案）」，擘畫未來推動戶外教育之具體策略，希望借取「美感教育」五年計畫模式，藉跨領域專家會

議、跨司署行政協調會議等，期能有效整合各單位資源、研析戶外教育推動機制、研擬戶外教育行動方案，落實可行性的政策執行和行

政服務基礎。

        「戶外教育實施指引」的研擬，則是希望能釐清戶外教育相關論述，分別就「五大系統」提供參考原則和具體施作指引架構，以利

學校端的行政或教師能了解相關論述和操作資源。換言之，教育部希望藉著「戶外教育實施指引」的研擬編撰，未來可使現場教育工作

人員對於辦理戶外教育能有進一步的認識與學習，未來亦可作為輔導團及學科中心教師戶外教育專業知能研習、在職教育人員專業戶外

教育知能研習及教學實務工作坊。

        往上的部分，雖不排除與「法制化」有關的努力，但不論要訂定《中華民國戶外教育法》新法，或修訂《國民教育法》等等法令的

法條，在程序都需要很長的時間，現實面有點緩不濟急。因此，在務實的策略上，主要是邀請學者專家與學校代表，先修訂原本有關

「校外教學」的補助要點；於是2015年04月21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40036033B號令，把原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 螔缒

螔 蠬駧 謭裍悪悗遰蔧岅緀鑌蔧 Ⅶ 唼秥聐戋銮Ⅵ鑌赅 裍悪矞蔧傂鑌赅蝰 嵁豍籦櫫緀鑌赅 Ⅶ悀滽唼茒 劵鷛７

        另一方面，在「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第1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中華民國104 年4 月29 日印發）裡，也可以看到教育部在回覆

「立法院委員盧嘉辰等19人於第8屆第7會期第3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形。該關係文書中提及教育部在推動「十二年國民教

育」最被重視的課程綱要《總綱》裡，已經置入了「戶外教育」的項目與範疇。而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多元適性精神，教育部

自2013年起陸續推動戶外教育相關機制，包括：訂定《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訂定「教育部戶外教育推動會設置要點」並設立「教

育部戶外教育推動會」、研擬「教育部推動戶外教育實施計畫」（草案）及「戶外教育實施指引」（草案）等等。14

        其中，有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下稱《總綱》）已在2014年11月28日公布，其中有關「戶外教育」之重點，略

以包含在《總綱》的：1、「柒、一、（二），針對『課程設計與發展』部分，明定學校應重視不同領域／群科／學程／科目間的統

整，適切融入…、『戶外教育』、…等議題。」2、「柒、二、（二），針對『教學模式與策略』部分，明定教師宜適切規劃『戶外教

育』…實地情境學習，以引導學生實際體驗、實踐品德、深化省思與提升視野。」3、「陸、一、（一）之2，明定國民中小學『彈性學

習課程』，包含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以及…戶外教育、…等其他類課

程。」4、「陸、二、（二）－1之2，明定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校訂必修課程』係延伸各領域／科目之學習，以專題、跨領域／科

目統整、實作（實驗）、探索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類型為主，用以強化學生知能整合與生活應用之能力。例如：『戶外教

育』體驗課程等。」

        此外，為了讓教育人員的研習可以融入戶外教育，國家教育研究院每年大約有5至7萬人次的校長、主任、教師於院區內參加研習，

也在教育部戶外教育推動會第五次會議中提案，希望建置「教育部戶外教育實踐園區」來將既有之室內培訓課程與戶外教育實踐課程相

結合，讓國教院成為戶外教育人才培訓基地及教育部宣導戶外教育的場所。並且，在教育部戶外教育推動會第五次會議的臨時動議委員

提議下，教育部同意國教院應設置「戶外教育研究室」以利長期關注戶外教育的研究與發展；國教院經規劃後，訂於2015年10月7日舉

行「戶外教育研究室」的揭牌活動。

        簡言之，中華民國戶外教育政策的推展，雖起因於民間團體與專業人士的關注，但在立法院關切下，教育部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

廣邀諸多學者專家的投入、參與，才有從形式面的法制、組織等調整設立，及實質面藉行政宣導和計畫研擬來推動執行。當然，兩年多

能有這些改變，意味著戶外教育是眾所注目的課題，未來更得藉著改變教育模式、改變課程思維、改變教學方式，來讓「教育可以不一

樣」！

參、「戶外教育宣言」的重要內涵參、「戶外教育宣言」的重要內涵

        檢視我國戶外教育政策的推動脈絡，真正具指標性和轉折意涵的事件，是研擬《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並藉記者會公開宣示啟

動！如同英、美等推動戶外教育的歷程一般，英國教育部（2006）頒布「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Manifesto／課室外學習宣

言」，美國在推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莫讓孩子留在室內法案）還在國會審議時，歐巴馬總統（2012）已早一步提出America's

Great Outdoors（AGO）Initiative／「美國的大戶外倡議」，希望美國人民（尤其是兒童與青少年）可以走出戶外，除創造更多戶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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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機會，把教育帶到戶外，也連結公有土地的志願性服務，促進自然野地與戶外活動的教育方案。

一、呼應十二年國教的理念目標一、呼應十二年國教的理念目標

        由於戶外教育涉及跨部會（尤其場域與專業人力）整合、協調與支持，不是教育部獨力可完成；當初參與研擬《宣言》的成員，都

清楚戶外教育必須架構在「國家層級」的高度，具有通暢、整全的行政協調與合作，才可能逐步落實政策目標。而在研商《宣言》的過

程中，一開始即對「校外教學校外教學」和「戶外教育戶外教育」進行概念討論。儘管我國的國中小推行「校外教學」多年，但參考英國「課室外學

習」宣言（LOtC Manifesto）15概念與精神，乃「課室外的學習」而非僅是「校外」教學；為與國際學術概念接軌，大家一致認為應該有

課程觀，遂以「戶外教育（Outdoor Education）」來取代、含括校外教學的詞彙。充其量「校外教學」僅是「戶外教育」的一種型態。

        儘管《宣言》是經歷超過10以上跨領域、跨單位和不同層級的會議，幾經折衝、反覆修訂，最後才在教育部戶外教育推動會裡拍

板。因此，《宣言》作為重要的歷史文件，乃是推動戶外教育應看見的視野與內涵。《宣言》也參考不同宣言的格式與架構，以「學習

走出課室、讓孩子夢想起飛」的slogan作為主軸意象，而把架構區分為：壹、理念；貳、願景與目標；參、定位與範疇；肆、行動策

略；伍、展望。16

        事實上，不論哪個會議，會中學者專家多半認為：戶外教育並不僅只是到戶外的學習活動，而攸關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具體操

作。由於十二年國教強調應朝向深化公民素養、平衡城鄉差距、舒緩升學壓力、適性揚才與終身學習；但要落實十二年國教，顯然只在

教室裡很難達成，因此必須創造更多「課室外學習」的戶外教育，才容易落實十二年國教的理念目標。

        若回到《國民教育法》第一條：「國民教育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戶外教育實有助於達成

國教的宗旨！因此《宣言》的願景提及：讓學習走入真實的世界，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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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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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則希望全民一起「營造優質的戶外教育環境；回歸真實世

界的學習情境；發掘山海大地的自然奧秘；體驗文化創意的生活美感。」

        而《宣言》的定位範疇，提及「誰來參與、學習什麼、何時實施、何處進行、有何效益」軸向的思考，認為教育不只是抽象知識的

獲取，更是學習「如何學習」的過程；因此，人人都是戶外教育的參與者和支持者，配合課程學習目標和完整評估，任何時間都可進行

戶外教育，包括正式上課時間、放學後課餘時間、週末例假日或寒暑假等。實施戶外教育可由近而遠，配合課本的單元學習、日常生活

的體驗、計畫性的探索挑戰，處處都是學習的場域。

二、五大系統作為行動策略架構二、五大系統作為行動策略架構

        為了落實政策的理念目標，《宣言》也用系統性的思考，希望在國家層級的高度，「建立國家級推動戶外教育的完善機制，建構協

調平臺和協作夥伴，整合相關資源，提供多元優質的課室外學習機會。」並架構「五大系統」來作為推展戶外教育的行動策略。這五大

系統包含：一、行政支持系統；二、場域資源系統；三、課程發展系統；四、教學輔導系統；五、後勤安全系統。

        首先，行政應為教學服務，行政支持是課程與教學重要的後盾；必須健全法制規章，整合相關政策計畫，並建置有利於推動戶外教

育的行政支持平臺，才容易讓學校教師們可以比較沒有後顧之憂，願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戶外教育的行列。因此，《宣言》在「行政支持

系統」方面，希望「建構完善的配套措施與法令規章，整合中央各部會政策與計畫，連結地方政府相關局處行政網絡，各級政府應逐年

寬列經費，共同支持戶外教育。」17在不同層級的會議中，有關教師只要遵守應有的標準作業流程，若遇意外事故應協助並保障其「去

責化」的權益，予以法律協助等等，也是行政支持系統重要的工作。其次，「戶外」教育強調「空間場域」的重要性，即把走出課室以

外的學習場域，都當成是空間資源；因此，「場域資源系統」主要包含空間、人力、物力、金錢等各類型的社會資源，放在國家／社會

的層級來思考，則希望能「整合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管轄之環境場所和文化場館，連結節慶活動、民間社會團體、觀光休閒處所等多

元性的戶外教學場域，並建置網路平臺，以提供數位資訊資源。」優質的戶外場域和專業人力等等，都是場域／人力資源系統關切的重

點。

        第三，由於「課程」是教學的核心，沒有課程的教學容易淪為見樹不見林，沒有教學觀點的戶外活動，也僅止於活動而已。因此

《宣言》強調戶外教育應有「課程」觀，在「課程發展系統」方面，主張應該「結合國家教育研究院之學習領域課程研發，鼓勵產、

官、學、民間團體協作，以強化學校本位特色課程和其他戶外學習方案的規劃、執行，並訂定具體指標與評估方法，以確保戶外教育的

品質。」換句話說，戶外教育未來必須朝向「課程化」的目標，逐步建構優質戶外教育的指標與評估方法，來做為戶外教育課程實施的

教學指引。

        第四，「教學」是教育現場最重要的實踐操作，因此戶外教育並非只是戶外活動；戶外教育強調課程與教學，只不過早年的師資培

育系統並未以戶外教育的知能素養為課程目標。因此，《宣言》在「教學輔導系統」方面，強調應「提升教師的戶外教學能力，培訓專

業人力資源成立課程發展暨輔導團隊，以建立教學支援與輔導系統，發展優良教學案例，並建立資源共享機制，以落實戶外教育之成

效。」18教學輔導系統也和精進教師教學、教師專業發展（及教師專業評鑑）有關，不論透過基地型學校大手拉小手、種子學校和輔導

團建置等等，都是促進戶外教育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機制。

        第五，就教育的前提而言，「沒有安全，就沒有戶外教育！」後勤／安全是支持戶外教育能順暢運轉、平安去回重要的憑藉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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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後勤部分，包含食、衣、住、行的提供與補給；安全則強調降低各種風險，強化戶外教育的風險防範機制與緊急醫療救護等工作。

因此，《宣言》在「後勤安全系統」方面，強調「戶外教育之交通旅運、餐飲住宿、風險管理、緊急救護等後勤配套措施，應由各級政

府主管業務單位、學校、家長、民間團體和產業界，共同建置安全、永續的支援體系，以利戶外教育之積極推展。」19不怕一萬，只怕

萬一；有備無患，才能降低戶外教育的風險！

        事實上，《宣言》揭示的是戶外教育將由教育部開始推動，但清楚地知道政策不可能只是意識形態的宣稱就能起作用，而把推展與

落實的行動策略，架構在「行政支持、場域資源、課程發展、教學輔導、後勤安全」等五大面向的支持系統；必須建構協調平臺和協作

夥伴，整合相關資源，深化戶外教育的面向與內涵，才能逐步建構優質化的戶外教育課程。

        當然，宣言受限於篇幅，無法闡述清楚五大系統具體的做法；教育部院委請國教院研擬的「教育部推動戶外教育實施計畫」（草

案）及「戶外教育實施指引」（草案）裡，於是依循《宣言》五大系統的架構來研提具體的行動方案，期能營造友善安全的戶外教育環

境、培育專業戶外教育人員、研發優質的戶外教育課程與評估機制，整合相關場所資源，並建立支持與合作關係，來提供學校師生多元

與優質的課室外學習機會。

肆、代結語：朝向六大理念的戶外教育展望肆、代結語：朝向六大理念的戶外教育展望

        戶外教育是近年教育部除「十二年國教」、課綱修訂等等重大政策外，從研擬過程就參與度極高的政策；政府機關單位被邀請到推

動會擔任委員的，包括內政部（國家公園組）、農委會林務局與水保局。不同層級研商推動的過程中，實質參與的包含了地方政府教育

局處長、學者專家、學校代表、教師與家長團體、民間社團等等，經過密集而多次的會議，才一步步成形、定案。尤其，以戶外教育取

代片面不全的校外教學概念，確實在政策實踐上做出重大的決斷。

        從戶外活動到戶外教學再到戶外教育的進程，已經有不少個案經驗證實了：把學習帶到家戶與教室之外的真實生活場域，可以擴展

學生的經驗和視野，延伸課室內的學習，深化各學習領域課程、新興議題和學校本位的統整學習，落實十二年國教「適性楊才、五育均

衡、終身學習」的理念目標。

        最後，遵循《宣言》精神，在「教育部推動戶外教育實施計畫」（研擬中程計畫）過程中，曾在應然層次設定「常態化、普及化、

優質化、課程化、法制化、產業化」等六大理念，希望戶外教育回歸課程教學與制度面，讓戶外教學活動能在「常態化、普及化」的基

礎上，朝向「優質化、課程化」的戶外課程發展，再邁向戶外教育「法制化、產業化」的永續發展。以下，便以這六大理念作為本文代

結語及對戶外教育的展望。

一、常態化一、常態化

                常態化係指教育本來就需走出課室與家戶之外，在真實的自然界與社會文化場所進行；在戶外才能具有比較好的學習成效的，就

該在戶外進行。因為，戶外教育並非只是在戶外的「活動」而已，應該連結「課程」與「教學」才能讓活動轉化為學習媒介。必須梳理

相關行政法規，提供健全完善的行政、課程、師資、場域、安全等支持系統，讓學校願意經常性地帶孩子到課室外學習，讓各年齡階段

的學生都能隨處、隨時進行戶外學習活動，且不只是附帶的玩樂，把活動體驗轉化為有意義的學習，才是常態化的戶外教學。

二、普及化二、普及化

        普及化則應創造優質的戶外教育環境，健全各項配套措施和整合機制，就教學空間層面應讓學校與場域資源充分連結，就人力資源

層面應讓戶外教學引入專業人力，就時間層面應能建立不同時間長度的戶外教學活動，例如一小時、兩小時、半日型、一日型、多日行

等不同學習模式的模組，也讓學齡前、各級學校、終身教育等，都能藉著戶外教育的方式進行各項有意義的體驗學習。因此，應促成多

元的自然/文化場域和專業師資，繽紛的教學方案，擴大優質場域、教學活動等等，讓戶外教學被擴展、普及。

三、優質化三、優質化

                優質化，強調透過完善的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含評量與優質化的指標），來提升戶外教學的品質。必須研發優質的教學方案、

建構戶外課程與教學指引的優質化指標，發展相關的學習成效評量工具，以提昇戶外學習的成效。然而，指標是死的，人是活的，教師

素質更是戶外教學優質化的關鍵因素；應該提供教師與師培生專業的戶外教育訓練，包含戶外課程規劃與戶外教學技法等等，也必須整

合場域與人力資源，使戶外教學能在常態化、普及化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成為優質化的教學活動。

四、課程化四、課程化

        課程化乃是強調從戶外活動到戶外教學、從戶外教學到戶外教育，應該具有核心價值與課程觀點，才能規劃設計具有學習意義、能

連結跨領域階段學習目標和經驗統整的戶外學習活動。戶外教育不僅能協助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也能融合知識／技能／情意等層面而達

成有意義的學習，協助各學習領域知識的統整，提升學生品德／智識／健體／合群／美學等五育兼備的素養。因此，應於推動12年國教

的課綱（總綱/領域課綱等）修訂，融入戶外教育內涵，促進學校端藉校本課程進行「課程統整」模式讓教育在戶外中自然發生且具備課

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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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制化五、法制化

        法制化是教育政策的基礎，因此強調戶外教育應入法確立制度性的運轉，才能在法制的基礎上讓戶外教育政策具有法理依據，而不

只是行政施為。戶外教育的法制化，能促進戶外教育的課程化與優質化，讓優質戶外教育課程與教學成為常態。然而，法制化的過程有

關立法、修法程序所需時間繁冗，短期內仍應透過行政手段增修相關規定或行政命令，建制有利於學校與教師推動戶外教育的機制，使

其符合戶外教育的目標，以期在行政／課程／師資／場域／安全等層面都能獲得更好的制度性支持與保障。

六、產業化六、產業化

                產業化，則是戶外教育長期目標願景之一，即：發展優質的戶外教育場所、培訓優質的戶外教育專業人員，才能開創戶外教育的

新產業，成為推動戶外教育永續發展重要的專業人才庫。戶外教育的產業化與專業化，不僅可以提升學校師生的學習經驗和效果；透過

良善的訓練，戶外教育也能創造戶外遊憩和休閒產業的蓬勃發展，並培育更多元而專業的戶外教育人才，進而提升戶外教育產業的服務

品質與發展。應在師資培育系統、高等教育的戶外休閒遊憩等領域，強化戶外教育、戶外領導的專業素養與知能，以開創專業服務的戶

外教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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