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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探索教育的定義，Priest1990）

提到突破休閒冒險性活動主要關心

兩個議題，其一是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其二是與自己的關係。其活動

過程包含冒險性活動的運用，如利

用戶外或所謂人工的冒險環境，提

供個人或團體一些問題解決及挑戰

性的任務。李義男（2003）認為從

活動中建立成員的自尊和社會責

任，並建立成員自信、信任、與尊

重的態度，從中養成溝通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再進而應用團體的體能

活動的效力，及團體共同支持的行

為改變，在未來生活中創造超越的

意志力和追求人生意義的精神。

靜修女中從 96 學年度開始，在

課程當中加入了探索教育，藉由體

育課程與生命教育結合，高一為攜

帶式器材做團隊建立活動、高二為

低阻礙及高空大擺盪及攀岩活動，

高三至龍潭外展中心一日的繩索自

我挑戰課程。校方大力的推動探索

教育課程，讓學生能從做中學的概

念，學習與人互動及自我挑戰的能

力，並且能將活動情境與生活做連

結，強化個人決策能力、問題解決

及反思能力，讓學生在學習生涯中

留下不一樣的回憶。

圖 1　班級進行動力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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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教育在臺灣的發展

探索教育在臺灣的發展，1996

年金車教育基金會孫慶國執行長兩

度 參 加 Project Adventure（ 簡 稱 P. 

A.）研討會後，體認到此課程可為

我國教育帶來新思維與突破，於是

1998 年組團到美國學習，正式將該

課程引進國內。民間團體的發展，

如團隊發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

華教育發展協會於桃縣龍潭渴望園

區內，引進高低空繩索課程設施及

室內攜帶式器材，專為企業、教育

單位實施團隊發展及教育訓練（蔡

居澤、廖炳煌，2005）。此外還有中

華體驗發展協會、陽明山福音園、

救國團、楊梅埔心農場、臺中青年

高中……等都積極推展此活動。因

此，在各界努力及推廣之下，國內

對於探索教育也有更多的了解，常

用於企業公司的教育訓練及學校的

推廣活動中。

靜修女中探索教育的推展課程實施

將探索教育帶到學校，是期待

透過探索教育方式誘發班級最佳的

團隊動力，進而增進班級互動與團

隊凝聚力。於高一體育課程中能透

過可攜式的器材，增進班級氣氛與

互動，而高二的暑假中，帶領探索

教育課程的老師，將與各班導師進

行訪談，了解班級特性後，分別進

行 6 小時的探索教育課程，以及 4

小時攀岩課程；課程結束後，活動

引導員會給予各班導師關於班級活

動表現的成果回饋。第一階段的 6

小時安排中，著重團隊形成期中的

「溝通」與「信任」議題，前半段課

圖 2　平面活動：翻葉子 圖 3　低空活動：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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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排增進團隊互動與彼此熟悉的

平面探索活動開始，期待透過加強

人際互動、團隊解決問題增進學生

基礎信任，後半段將結合大擺盪高

空挑戰活動，培養學生傾聽與表達

技能，透過班級支持鼓勵自我挑戰

突破個人舒適圈為目標。

而第二階段進行的攀岩課程

中，讓學生經歷完整的團隊發展階

段，在團隊部分學習到問題解決、

衝突管理、領導與配合、深度信任

等，在個人部分學習到正向態度、

做決定與自我價值提升等。而第三

階段，將會轉移陣地，移師到龍潭

渴望村做戶外大型的探索教育活

動，挑戰的意義不僅是自己與團隊

能夠完成挑戰，也是邁向「成年」

的象徵。

課程將團隊發展大致分為四個

階段，形成期、風暴期、規範期與

績效表現期（許乃文，2007）。

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探

索教育課程是一套引發團隊動力的

活潑設計，因此很容易引導參加者

的團體動能，進而有機會根據團隊

發展的四個階段，提供學生必須學

習或者可以真實體驗其中應有的技

能。四個階段分別有其相關技能，

一方面是根據團隊發展四階段思考

參與者所須加強的能力，另一方面

也是探索教育課程設計結構中所謂

的課程相關性安排。因應不同的團

隊狀況配合個別的體驗活動。

第一階段：形成期─團隊的溝通

表達及信任建構

當一個團隊正在形成時，團隊

成員常會很謹慎地觀察及試探團隊

能接受的行為程度，譬如說不太會

游泳的人在池邊試探性地將腳趾頭

伸入池內的狀況即是如此。這個階

段正是由個人自我轉換成為團隊成

員的階段，同時也是正式及非正式

測試領導者帶領方式。

形成期的階段裏會產生下列這

些感覺和行為：

一、刺激、參與感和樂觀。

圖 4　需要團隊合作的活動：硫酸河

一「探」就「靜」─靜修女中的探索課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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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身為團隊的一份子為傲。

三、開始對團隊産生依賴和情感。

四、 對下一步的任務感到質疑，惶

恐及緊張。

五、 試 著 界 定 任 務 範 圍 及 目 標 性

質，共同商議如何完成。

六、 嘗試決議團隊行為接受度及面

對問題團隊如何處理。

七、 決定共同搜集什麼樣的資訊及

資料。

第二階段：風暴期─團隊的衝突

管理及問題解決能力

風暴期對團隊而言是最難通過

的一關，就好像是落水後快要溺水

掙扎活命的情形一樣，大家開始真

正的體認到任務的困難性是遠超過

他們想象的，團隊開始互相試探甚

而責難，或是過份熱忱以博取他人

好感。

第三階段：規範期─團隊的決策

能力和領導與配合能力

在這個階段裏，團員言歸於

好，達成共識，產生對團隊的責任

心及效忠態度，大家不但接受團隊

基本規範（或標準），以及彼此在團

隊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且包容每位

夥伴的獨特性，同時因為先前彼此

較勁的緊張關係也演變成為更合群

的合作關係，因此情緒上的不愉快

和衝突也就減少了許多；換句話說

團隊成員們瞭解到了他們不是在受

苦刑，也不會溺斃，而開始幫助彼

此浮游得更自在。

第四階段：績效表現期─團隊社

會責任能力、個人責任

在這個階段，團隊已經建立了

良好關係，也有了對團隊的期望。

圖 5　 靜修女中體育館內的攀岩牆。讓學生挑
戰自我決策的部份

圖6　 確保者是攀岩活動中的重要一環，讓學
生學習信賴及負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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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可以真正恣意地表現，判斷問

題所在並解決，能找出可以改善的

地方去完成它；能夠互相信任，在

活動中能給夥伴信賴感；團員們也

找出彼此的優缺點，拿捏出每個人

所扮演的角色，終於在最後的階段

他們可以悠遊自在展現於舞臺上

了。

表1　第一階段（形成期，風暴期）課程安排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

0810-0900

  課程說明
  破冰活動：
  星際大戰、棒打老

虎、細胞分裂、認
識遊戲等

(1)  透過團隊破冰活動，打破人際隔閡。
(2)  找出方法，將方法發揮到極致，達成

目標。
(3)  建立「團體」的概念。
(4)  指導員能初步的認識並了解班級特

性。

0910-1000

  問題解決 1：
      硫酸河、猜動物 yes 

or no、默契報數、撲
克牌接龍

(1)  透過活動過程了解團隊所需要素。
(2)  在活動中與他人合作並產生信賴感。
(3)  與生活產生連結擴大思考空間。

1010-1100

  問題解決 2：
      老舊計算機、手結、

尋找夢想、電網、翻
葉子

(1)  依班級實際狀況調整活動以達最大效
益。

(2)  在彼此相互信任下，突破舊有思維的
限制，感受創新的價值，提供個人多
元思考的價值。

(3)  體會心態改變與慣性思維的突破，透
過團隊的力量，共同解決問題。

1110-1200   熱身及準備活動
(1)  透過熱身活動為高空挑戰做準備。
(2)  說明團隊操作流程、座帶穿著及確保

方法…等。

1300-1430   個人願景與使命：高
空大擺盪

(1)  選擇性的挑戰。
(2)  高空繩索挑戰的高度由自己選擇，說

完願望自行決定下來，以示對自己負
責。

(3)  透過高空的挑戰，激發自己的勇氣潛
能，並回頭感謝同學的支持與鼓勵。

1430-1500   共同建立團體動力圈

(1)  回顧活動，能反思並說出對活動或團
體的想法。

(2)  透過繩圈，連結所有同學，象徵同學
間的串連。

(3)  透過同學彼此的合作，可以產生出巨
大的力量。

註：課程活動將依照團隊教育訓練目標及參與者狀況，適時做最有效的調整

資料來源：蔡居澤、廖炳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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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成效

一、 協助導師找出並解決班上問

題：在活動前指導員與導師的

訪談當中，會請導師提供

班級的特性，並針對班上

的氣氛及面對的問題做

簡單的敘述，也會詢問在

探索活動中，想要激盪出

班上的那種效應（如：領

導力、決策能力或團體凝

聚力）。而這樣的訪談動

作的確能讓指導員在引

導方面更得心應手，並運用最

適當的活動來讓學生有連結的

反思動作。

表2　第二階段（規範期，績效表現期）課程安排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

0810-0900
  點名
  課程說明
  裝備解說

(1)  全方位價值契約建立（出現、專心、
尊重、安全、說真心話）。

(2)  介紹攀岩裝備，了解其性能與安全
性。

0910-1000   熱身活動
  抱石練習

(1)  透過熱身活動為高空挑戰做準備。
(2)  說明簡易的攀岩技巧。
(3)  低空抱石練習，熟悉岩塊。

1010-1100   個人挑戰：攀岩

(1)  選擇性的挑戰。
(2)  高空繩索挑戰的高度由自己選擇，激

發自己的勇氣潛能，突破自我。
(3)  透過團隊彼此的確保，凝聚彼此感

情，並加強彼此支持與鼓勵。

1110-1200   團隊建立：攀岩

 　 經由團隊合作，讓每個人都能以團隊
為出發點，找到自我存在的價值與意
義，進而能夠自我反思，了解改變，
並且能擁抱改變。

註：課程活動，將依照團隊教育訓練目標及參與者狀況，適時調整

圖7　 「大擺盪」這種高空活動中安全的確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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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昇學生自省能力：在平面和

低空活動的部份，學生在活動

中能明顯的感覺到「合作」的

具體性，也能在互相依賴後對

人與人的關係有不一樣的體

悟。活動後的引導反思過程

中，多半能將活動過程連結到

現實生活當中，並思考平常沒

注意到卻重要的互動部份。高

空活動（大擺盪與攀岩）部

分，能從不敢升空到勇於嘗

試，個人挑戰背後的團隊幫

助，這些都在活動後的學習單

中看到正向的效果。

三、 活動與課程的結合：探索教育

的課程中，有一部分教學活動

是與生命教育老師

結合的。而在暑假

探索課程完畢後，

二年級上學期的生

命教育課將會藉著

影片及照片來回顧

活 動 過 程， 讓 學

生 重 溫 活 動 當 時

感 受， 並 用「 看

不 見 的 力 量 」 為

主題來分享無形中

他人對個人或團體中的無形助

力。課程延續，在升高三的暑

假將到龍潭渴望村進行大型戶

外活動，這是另一種挑戰，完

成後，也象徵「成年禮」的完

成。

四、 探索教育實施的延宕效果：在

探索教育實施的過程中，通常

都能達到正向的效果，不管是

在個人能力的提升或是團體中

所產生的化學反應。但畢竟這

樣的課程只實施在一個暑假

中，活動當下所產生的凝聚力

需要藉著下個緊接著的活動來

讓力量加以升溫，若無法在活

動後的短期內繼續將這股氣氛

圖8　 「大擺盪」活動。享受挑戰，並樂於協助他人

一「探」就「靜」─靜修女中的探索課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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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宕下去，探索課程的效用可

能會回到原點，所以後續學校

或班上的活動安排上顯得格外

重要。

結　語

靜修女中從 96 學年度至今，

加入探索教育活動於課程中已行之

有年，除了建造完整的賞鯨船、攀

岩場及大擺盪低阻礙及高空繩索場

地，還購入許多可攜式器材，不管

是學生、家長或老師都對這樣的課

程有著極高的評價。校方十分推廣

探索教育課程，每學年定期的舉辦

教師探索教育研習以外，還能提供

費用鼓勵許多負責帶領活動的老師

們，去進修戶外活動的引導課程及

取得攀岩證照，期許能用更專業的

知識與引導技巧，帶給學生們不一

樣的體驗與學習。

有了這麼完善的設備及師資，

在未來也將與社區結合，進行一系

列對外開放的體驗課程以及學生營

隊活動，不僅能增加社區間的交流

活動，也能將探索教育領域推展到

更多的莘莘學子，增進國家未來的

主人翁能有解決問題及自我挑戰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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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透過探索課程讓學生擁有不一樣的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