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離教室的戶外教學學習效果更佳 
 

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 
 

在緬因州波特蘭的 Casco Bay 高中的學生最近遠征到紐約皇后區，去

研究颶風暴造成的影響。這不是逛博物館或各地走訪的一般戶外教學，這

些高中生除了觀察氣候環境的變遷外，還直接捲起袖子動手協助 2012 年

颶風災後的復原工作，並製作出一系列的多媒體記錄片，見證他們的努力。 

Derek Pierce 是該校的校長，他表示一般的戶外教學，類似觀光客走

馬看花，而他們的戶外教學是讓學生有機會實際接觸的田野調查工作，延

續課堂上研究討論的主題並深入探索下去，並非戶外教學結束即行結束的

短暫學習，而是類似專案計畫的探索式學習。 

探索式學習（expeditionary learning）是一套規劃嚴謹與實際世界

相結合並同時涉及多項學科的學習之旅，從引發學生對不熟悉事物的興趣

和好奇心開始，漸進式的誘導他們繼續往前深入探討。各學科輔導老師和

專家們環伺在側，各盡其力，貢獻所長。譬如，科學和社會學主導研究主

題的方向和內容，就需要有英語和數學的技能來輔佐研究工作的進展。經

過一段時間，學生就可以發掘出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在整體主題的分支

下定位自己研究的專門科目，而一般來說，會偏向對他們社區發展有利的

方向，將田野調查及研究的成果，實際運用到現實世界。  

9 年級學生會規劃多人小組的方式來共同合作進行研究，10 或 11 年

級學生可以配對或單獨研究。到了高年級階段的學生，實際世界所需與個

人興趣的交疊處，就是他們深入探索的主題所在，通常都會放手讓他們自

己作主來設計研究的方向和工作，他們甚至可以為自己的研究方案申請經

費。這些研究方案就是從怎麼回事（what）、為什麼如此（so what）、現

況又是如何（now what）此三點展開並延伸出來。 

探索式學習的研究方案通常需要以旅行、田野調查及與專家或社區成

員會面的方式進行，通常以本地社區為基點，Casco Bay 高中遠征到紐約

的戶外教學是屬最吸引人的特例之一。校方為了紀念即將到臨的Casco Bay

市 10 週年慶，又展開了另一系列的探索式學習方案，鼓勵學生設計大型

壁畫，展示 Casco Bay 社區的過往歷史。為此學生必須深入社區尋找及訪

談當地藝術家及曾參與社區興建的當地成員，實地作業，才能完成目標。 

校長 Pierce 表示，與那些只能侷限在教室內上網與阿拉伯地區的小

學視訊作為探索阿拉伯世界的學習方式相對照，是迴然不同的兩種類型。

其實學生在教室內能學習到的東西通常比老師和家長們認為的要少了很

多，也遠不如直接把他們帶出教室，放在與其研究相關的處所學習獲得的

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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