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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教育（outdoor education），係指學校或教師安排教室以外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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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等從事體驗式學習，以豐富學生學習經驗和開拓學生視

野的教育方式。

        基本上，戶外教育不再是教師於課堂內傳授知識，而是課堂外的教學，它採取

多元教學方法，例如：觀察、實作、記錄、反思等方式，可以讓學習更貼近學習者

的生活經驗，擴大學生學習內涵。因此，戶外教育具有下列特性：1、體驗學習：戶

外教育注重於實際場域與情境的學習，讓學生有體驗的機會；2、嘗試學習：戶外教

育鼓勵多去嘗試、多去冒險，從嘗試和冒險中進行有效學習，獲取活用的知識；3、

主動學習：戶外教育提倡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任何一種戶外教育都不是被迫的，

而是出自自願和自動自發的行為；4、生活學習：戶外教育與實際生活結合在一起，

讓學生有良好生活體驗，學習到生活的技能。由此可知，戶外教育具有多種教育功

能，不僅可以促進個人與社會發展；而且亦可增強人與自然的關係，所以對於增進

個人溝通、領導、問題解決與團隊合作能力的培養，具有一定的效用。

        戶外教育起源於20世紀初期，可追溯到貝登堡（Robert Baden-Powell）於1907年

召集二十多位青少年在英國桃山白浪島（Brownsea Island）露營，進行生火、炊事、

追蹤、自然觀察和急救等各種訓練，並成功地推廣了童軍的理念，開啟了戶外教育

先河。這種戶外教育活動強調主動服務和自動自發的服務精神，具有相當教育價

值，後來也影響到其他世界各國。因此，童軍活動和戶外教育的關係，可謂相當密

切。而二十世紀初期，美國進步主義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提倡「教育即生

活，生活即教育」，亦深深影響到後來對戶外教育的重視。

        戶外教育走出教室，能夠激起學生學習興趣，注重於生活體驗，可減少學生紀

律問題，並培養生活的基本能力，是值得加以鼓勵。但亦有人認為戶外教育是輔助

學習的一環，不可能以戶外教育取代課室內教學，因為戶外教育並非學術導向，而

且可能無法提升高層次批判思考，這是推動戶外教育值得思考的課題。

        國內早期所倡導的校外教學，以及山野教育，都具有戶外教育的意涵，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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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愈來愈受到重視。教育部於2014年提出「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學習走

出課室  讓孩子夢想起飛」，並研訂戶外教育中長期計畫，作為推動戶外教育的依

據，並確立五大推動系統：行政支持系統、場域資源系統、課程發展系統、教學輔

導系統和後勤安全系統，深信對未來戶外教育的實施一定具有其效果。

        戶外教育的倡導是大勢所趨，但必須結合學校和家長、政府和民間的力量，才

會有更顯著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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