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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如何培訓⼾外教育專業（種⼦）師資。教育脈動，13。取⾃

 

 

       ⻑期以來，社會對教育的想像侷限在學校的教科書學習與評量，因此當教學從教室⾛到⼾外，由環境場域

（place）取代原來的教科書時，教師便會⾯臨無法掌握⼾外教育學習內涵及課程規劃的困境。學校如何培訓⼾外

教育專業（種⼦）師資，以協助學校將⼾外「活動」轉化和提升為⼾外教育「課程」，並逐步發展各種課程規劃模

式？

       ⼾外教育者除了必須了解⼾外教育活動內涵外，就實際的執⾏⾯上來看，⼾外教育者也同時兼具⾏動推動者、

研究者、經營管理者、終⾝學習者等不同的屬性，它是⼀個全⾯向的教育者，除了擔任主題教學的指導活動外，舉

凡⾏政系統⽀援、活動規劃、課程教學、評量成效以及風險管理等相關，都是⼾外教育者須具備之專業知能。相關

內容範疇歸納如后：

壹、凝聚共識

⼀、成立核⼼團隊

       由於⼾外教育需選擇教學環境、⾃編教學活動與教材，因此，課程規劃的複雜度略⾼於⼀般在課室裡進⾏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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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習。所以在規劃⼾外教育課程時，最重要的第⼀個⼯作即是在學校中成立核⼼團隊，以凝聚共識。

⼆、結合資源，發展學校特⾊

       核⼼團隊成員的選擇視⼾外教育⽬標及規模⼤⼩⽽定，並適當引入⼾外教育相關專業⼈員。完整的核⼼團隊可

包括與該課程有關的權益關係⼈，例如學校⾏政⼈員、學科或領域教師、各年級導師、學⽣代表、家⻑代表、社區

⼈⼠、⼾外活動專業者及相關學者等。

三、議題討論與決策

       透過與學校內外部⼈員共同討論相關⼾外教育議題，包括：1、確認學校辦學的需求和⽬標；2、確認師⽣的學

習需求；3、選擇適合的場所；4、評估與管理安全議題；5、確認經費來源；6、辦理增能研習與報名說明會；7、

確定教學活動辦理符合校⽅及相關主管單位規範；8、⼈⼒分組及⼯作分配等，期能形成共識做成決策

貳、專業成⻑

⼀、培養終⾝學習⼒

       ⼾外教育教師所⾯對的⼾外環境，具有廣闊性與時空的變動性，超乎⼀般課堂中的教學活動，是需要透過不斷

的學習，具備豐富的背景知識、應⽤統整能⼒才能應對得來。因此，終⾝學習的態度和能⼒，是⼾外教育教師必須

具備的特質。

⼆、提升⼾外教育的能⼒

       ⼾外教育若沒有教師的參與並和課程結合，學⽣的學習層次將無法提升，教師應提升⾃⾝親⾃操作⼾外教學的

能⼒，避免只扮演「觀察者」的⾓⾊。此外，還要能指導學⽣延續課堂上各項能⼒之培養，例如：⼈際互動與溝通

表達、問題解決與個案研究、創造思考、批判思考、探究、美感等。

三、提升課程專業知能

       ⼾外教育者的「課程專業知能」是⼾外教育是否能達成⽬標的關鍵能⼒，包含「課程設計規劃」、「課程經營

管理」及「課程實施評鑑」等。

四、辦理讀書會，閱讀專業書籍

       讀書會的辦理，有助於同儕專業的共同提升，推薦閱讀書籍：1、《登峰：⼀堂改變⽣命、探索世界的⾏動領導

課》；2、《能⼒，是探索出來的：體驗式學習與「探索教育」推⼿廖炳煌的故事》；3、《引導反思的第⼀本書》

等。

五、教師⼼得分享

       同儕教師的分享往往最能打動與激勵彼此，因此應利⽤合適的場合與時機，⿎勵教師分享在⼾外教育的⼼得或

收穫。

參、參加⼾外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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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本地資源

       充分了解學校轄區周邊環境，尤其對於地⽅⼈文歷史及地⽅產業文化等，若能確實掌握與了解，與社區形成網

絡系統，將有助於發展或推動⼾外教育課程。

⼆、促進地⽅發展

       學校社區化，與地⽅社區建立友善合作夥伴關係，透過⼾外教育課程在校園內及在地社區的推動與實施，直接

促進地⽅產業成⻑與發展，達到⾃發、互動、共好之理念⽬標。

三、參加研習進修

       學期⾏事曆排入⼾外教育專業課程教師成⻑課程，⿎勵並薦送教師公假參加國教院⼾外教育相關課程或⼯作

坊。

肆、⼾外教育課程化

⼀、融入領域教學

      年度課程計畫之擬訂時，將⼾外教育融入領域課程，如⼈文、歷史、地理、⽣態、文化、產業等。

⼆、PDCA（Plan-Do-Study-Act）

      學校總課程計畫的擬定，經由課發會會議通過實施，課程實施於期中期末，各領域教師共同檢討，並提出修正

改造的⽅向，讓⼾外教育課程更臻嚴謹完整。

伍、引進專業團隊帶領

⼀、策略聯盟師資

       採主題式結合學校優勢資源，透過專業、時間及資源的整合，將教師專業發展與校外教學專業團隊有效融合，

奠定教師⼾外教學專業能⼒，啟動發展動能，在專業對話、團隊共⼒、探究與創新下，營造學習型校園氛圍，並實

施於教學與活動設計，提升學⽣學習成效。

⼆、專業團隊帶領

       運⽤在地社區相關企業或⼯作室，形成策略合作對象，以進⾏師資培訓及活動⽀援，並建立⼾外教學專業團隊

⼈才庫，諸如外展協會、救國團、⼤蕃薯⼯作室等，引進專業團隊帶領。

陸、觀摩交流典範學校

⼀、策略聯盟

       透過策略聯盟，彼此共享共榮。如與⼤學合作，發揮⼤學專業學術功能，⼤⼿牽⼩⼿；與異質學校，包含不同

地理（⼭與海）或不同⼈文（都市與城鄉）或不同歷史之國⼩結盟，彼此分享，彼此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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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共學

       ⾏政及教學團隊之共學，校際間進⾏短期教學交流，促進校際文化及資源交流，創新教學內容及⽅式。

柒、⽀持系統

       要將⼾外教育由「活動」提升為「課程」，必須建構⼀套課程規劃及修正模式，並且融入領域教學。除此之

外，發展各種課程還需要⾜夠的⽀持系統，提供老師必要的⽀援，⽀持系統包含：

⼀、業務調整

       因應各階段的狀況，適時適度調整教師業務，減輕教師負擔，除了能讓教師專⼼研發課程外，也能提升教師參

與意願。例如兼任⾏政職務教師，參與課程規劃或執⾏⼾外教育課程時，其部分業務改由其他同仁負責；導師參與

⼾外教育課程時，啟動代導師機制，主動安排其他教師代理導師⼯作。

⼆、經費籌措

       辦理⼾外教育需要備⿑各項裝備，需要相關經費挹注才能永續發展。學校可透過許多管道籌措經費：

            1、撰寫計畫，主動申請相關專案計畫經費。

            2、尋求企業贊助或結合相關產業⽀持，共同發展學校和地⽅特⾊。

            3、家⻑會或後援會經費或器材⽀援。

            4、使⽤者付費，由參加⼾外教育學⽣和老師⽀付相關費⽤。

三、⼈⼒資源

       辦理⼾外教育時，為了確保學⽣安全，須動員相當的⼈⼒；除了學校教師外，有時還需要專業⼈員的協助。學

校可以建立家⻑⼈⼒資源，或尋求專業協會的協助，使⼾外教育課程能永續發展。

捌、獎勵制度

      規劃和執⾏⼾外教育課程，教師需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和精神；當課程結束時，除了檢討各項缺失外，也要適時

激勵教師：

⼀、有功⼈員給予記功嘉獎。

⼆、於各項會議或公開場合，表揚教師或有功⼈員。

三、⿎勵和推薦教師進⾏成果發表，增加教師成就感與榮譽感。

    ⼾外教育者從事⼈員，須具備「⼀般專業知能」以及「課程專業知能」，期待有意成為專業的⼾外教育實施者，

能⾃我精進並達成優質化⼾外教育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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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謝丞韋，臺北市立興福國中校⻑

2陳彥宇，新⽵市立南華國中校⻑

3魏靖育，南投縣立鳳鳴國中校⻑

4胡文聰，宜蘭縣立⼤同國中校⻑

5范貴⽟，嘉義市立嘉義國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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