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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體驗教育年會簡介 

一、體驗教育協會(Association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 AEE) 

(一)簡介：該協會是 1970 年代創立於美國的非營利組織，目前已有超過上千名

的會員加入。該協會提供平臺讓體驗教育領域的產業、教學等相關人員相

互交流，也透過實體或線上課程、會議等方式，增加渠等人員的專業知識

及技術。致力於研究及推廣體驗教育對於個人學習發展、領導力、團隊合

作的影響力及重要性，並提供線上下載體驗教育期刊的服務，亦可訂閱該

協會發行的電子報，以了解更多該領域的發展趨勢。 

(二)其他類似組織：如北美體驗教育協會(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 NAAEE)、歐洲體驗教育協會(Experiential Education 

Europe, EEE)、亞洲體驗教育協會(Asia Association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 

AAEE)。歐美地區的體驗教育發展較早，這些協會所舉辦的活動以英語溝

通為主，因此有較多不同國家的人員可參與，而亞洲體驗教育協會於 2006

年成立，該協會較能貼近臺灣教育現況，是相關單位的連結平臺，近年來

也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臺分享，並與鄰近亞洲地區國家的體驗教育領域人

員互有交流。 

 

二、辦理年會目的 

體驗教育已經發展多年，各種不同領域的人皆參與其中，此年會邀請世界各地

的專家學者以及實際執行者擔任工作坊講者，讓體驗教育領域的產官學相關人

士，以工作坊、論文發表、演講等方式相互交流，分享學術理論並實際操作教

學方法。透過結合研究、教學及實務三方面，讓體驗教育能更為符合學習者的

實際需求。 

 

貳、參與體驗教育年會目的 

為何我們在學習過後，大部分的內容都忘得很快呢？為何許多人缺乏學習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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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當學習只是不太有趣的書本知識，無法與生活結合，對學習者的生活沒有幫

助，他對於學習的內容便沒有連結及需求感，這樣疏離且無感的教育方式，學習

者自然會忘得很快，也不會主動想要了解更多。而體驗教育是一種「做中學」的

教學方式，強調在挑戰及體驗過後的反思，所帶來的學習及成長，透過人與周遭

環境的真實互動，讓學習變得有感。其可應用的領域相當廣泛，包含企業的教育

訓練、社福單位用於青少年的諮商輔導或學校教育，都有很好的成效。 

 

近年來臺灣民間及政府機構提倡及實踐體驗教育的風氣漸盛，像是企業組織及政

府機關辦理教育訓練，以加強內部人員的溝通、團隊合作及領導能力，許多大專

校院也陸續開設相關課程，以高等教育的方式培養更多此領域的專業人才，提升

體驗教育的品質。政府相關政策亦配合此趨勢陸續推動，例如山野教育、環境教

育、青年壯遊、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等，或由中央部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

理校外教學等，都與體驗教育有關，讓學習以各種不同方式與生活結合。 

 

體驗教育年會是由體驗教育協會於美國舉辦的年度會議，此會議是體驗教育領域

的重要會議之一，聚集自世界各地推動體驗教育的相關單位組織、學校及業者等

產官學界人士，有助於瞭解體驗教育之國際發展趨勢，與各國專家學者進行討論

並建立合作關係，俾利政策制定及推動，因此本署指派相關業務人員參加本年會。 

 

参、會議過程及工作坊摘要 

一、本次年會概況 

此次與會人數約 700 人，觀察本次年會的參與者大部分來自美國及加拿大，

亦有來自墨西哥及南美國家的參與者。職業背景為與體驗教育相關的民間組

織成員(營利、非營利組織)、教師(國小至高中階段皆有)、相關科系的大學教

授及學生等，而歐美國家似乎沒有來自政府部門的人員，而今年的會議贊助

者則多為設有相關科系之大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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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亞洲地區的參與狀況，在 4 天會議中認識來自新加坡、日本的與會人員，

經詢問尚有來自南韓、印度及中國大陸的團體。其中，新加坡共計派出三團參

與，分別來自： 

(一)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MU)：5 人。 

(二)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1 人。 

(三)文化、社區與青年部(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CCY)：5 人，

該部人員具有外展教育相關背景，於會議結束後，仍繼續安排參訪其他鄰

近地區與體驗教育相關的組織。 

註：該部於 2012 年由社會發展、青年及體育部(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MCYS)，組改為以下兩部：社會及家庭發展部(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MSF)及文化、社區與青年部。 

 

二、會議內容 

共計舉行四日，會議前一天亦可自費參加密西西比河的泛舟及導覽，除了藉由

泛舟讓彼此陌生的參與者形成團隊，在過程中並搭配導覽密西西比河對當地產

業的影響，因其豐沛的水力，使得河旁麵粉工廠林立，後來更建設水壩利用水

力發電，此過程是一種體驗學習當地產業歷史的方法。 

 

該會議強調與會人士的互相交流以及從玩樂中學習，因此除了安排體驗教育領

域的專家學者演講、工作坊之外，也舉辦了許多交流活動供所有人參與，包含

開幕式、分組交流、無聲拍賣、展攤、團康活動、晚會等，讓來自不同領域、

國家的人員分享彼此對於體驗教育的心得，不只是報名參加的學員，也包含工

作坊講師及體驗教育協會成員。每位參與者皆配有名牌，可於名牌下方黏貼個

人相關資訊，如：參與身分、國家、職業等，協助彼此於初識時開啟話題，並

於會場外擺設咖啡桌、桌球及桌上足球，供參與者討論工作坊內容或休閒，會

議的氣氛相當活潑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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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節能減碳並提供即時的工作坊場次變更資訊，該年會設計會議專用的

APP(今年是第二年使用)，可供查詢工作坊時間、場地、講師電子郵件及簡報

檔，也可以參與該堂工作坊的人員連繫，相當便利。工作坊集中於前三日舉行，

共計超過一百場次，因同一時段舉行相當多場次的工作坊，僅能就自己有興趣

的主題參加，工作坊內容相當廣泛，包含教學方法、教學用具、青少年行為矯

正、故事治療等，摘述其中較有感的場次如下： 

 

(一)主題：歡迎及主題致辭 

(Welcome and keynote) 

講者：Richard Louv，記者兼暢銷作家，「兒童與自

然網絡」共同創辦人暨榮譽主席，這個組織的

成立目的是為了讓兒童與自然能重新建立連

結。講者本身也為許多知名報章雜誌撰寫報導

或專欄，並經常受邀至各電視和廣播節目發表

談話。 

重點摘述： 

1、大自然缺失症(NDD, Nature deficit disorder)：講者提到上一代的父母童年

是生活在自然中，但下一代的孩子現在卻與自然疏離了，與大自然隔絕

的原因有很多，像是經濟發展造成土地大量開發、電子產品盛行、家長

的不安全感或過度保護、政府的法令限制等，而這造成許多孩子身心上

的問題，例如：過度肥胖、憂鬱、注意力無法集中、不懂得與人合作及

分享、對於周遭環境感到疏離或麻木等，講者稱這樣的症狀為「大自然

缺失症」。講者認為在大自然中的體驗學習，可以讓學生訓練感官的敏

銳度，否則即便他們處在大自然中，對於周遭的環境及事物也會視而不

見，缺乏觀察力及好奇心。 

2、科技與自然並重(One dollar in virtual, one dollar to nature.)：講者表示他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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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現代科技，而是鼓勵人們要從實際的體驗中學習，當生活中有越來

越多高科技的東西存在，我們同時也需要與大自然有更多的接觸，與人

有更多真實的互動，讓感官保持敏銳，避免與現實世界失去連結。高科

技及網路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認的，但如果過度使用以致無法找到平衡點

時，可能會導致人們過得更不開心，活得更不健康。 

3、我們需要一艘更大的船(We need a bigger boat.)：為了讓孩子重新與自然連

結，講者認為需要更多不同行業、背景的人一起付出和努力，包含教育、

醫療、政府、都市規劃、社區發展等，除了相關政策規劃、法規修正及

訂立，更必須要讓「自然的重要性」觀念深植人心，由民間機構、政府、

父母、各級學校等一起合作，引發此運動風潮，才能持久並達成真正的

改變。 

 

(二)主題：體驗教育在國家公園及其他戶外休閒領域的應用模式 

(Model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National Parks and other Land-Based Outdoor 

Recreation Areas) 

講者：Judy Brookhiser，是莫瑞州立大學(Murray State 

University)的休閒系教授，專長於戶外休閒、情感

智力及領導力的研究，在戶外休閒領域有超過 25

年經驗，並擁有超過 20 年的暑假營隊規劃及執行

的經驗。 

重點摘述： 

1、戶外體驗學習的目的：為了讓學生在戶外旅遊的過程中學習，而非僅是

玩樂，講者以國家公園的旅程規劃舉例，說明如何規劃及執行，讓學生

能從中學習團隊溝通合作、領導力、野外生活技能、生態觀察及保育，

藉由實際體驗達到更佳的學習效果。 

註：美國的國家公園致力於發展環境及體驗教育，可由旅客服務中心、國家公園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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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網路輕易取得學習資訊，並設計相當多的課程，包含：生態、地質、環境保護及人

文歷史等，提供學校於戶外教學時使用。 

2、行前準備： 

(1)學生對於旅程承諾付出：講者於大學開設有學分的課程，學生須先繳

交保證金，參與所有旅程規劃及執行，並評估行程的風險(天氣、地形、

食物、意外傷害處理流程、附近醫療院所資訊蒐集)，出發前舉辦行前

會議及打包日，以確認食物、公裝及個人裝備是否完備。 

(2)學生需事先應徵工作：開放此次旅程中的工作需求，如財務長、主廚、

領導者、裝備管理員、攝影師等，每位學生都需要寫履歷應徵這些工

作，說明自己擁有相符的專業技能或人格特質，藉此過程賦予學生責

任，並加強相關技能。 

(3)電子產品的使用約定：行前讓學生簽署電子產品的使用切結書，約定

在此次旅程中除了錄影、攝影、GPS 導航等必要使用的電子設備之外，

不再滑手機上網或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與朋友聊天，嘗試在大自然中打

開感官，與同儕及環境真實互動。 

3、事後的驗收及影響：事後須參加筆試，內容包含自然環境的動植物、國

家公園的歷史、戶外休憩、資源及員工的管理、時事議題、如何在國家

公園中工作等題目，讓學生重新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效，培養學生對於環

境保育的熱情，提供更多職涯可能性的思索。當學生回家與父母分享

時，將增加更多人走向戶外的機會，並對整個國家的終身學習帶來更多

正面影響。 

 

(三)主題：體驗科技，連結數位與現實的體驗 

(Experiential Technology: Bridging the Digital and Experiential Divide) 

講者：Brandt Christopherson，創立 Christopherson 諮詢

顧問公司，與體驗教育組織合作工作超過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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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青年與成人領導力、管理及團隊發展之課程，合作對象包含企業、

學校、運動團隊等。 

重點摘述： 

1、科技對於現代人是安全網：因為科技發展，現代人已經習慣隨時可以滑

手機上網、聽音樂、看影片或與朋友聊天的生活模式，如果突然要改變

這樣的生活模式，會失去安全感。體驗教育者常感到困擾的是現代人因

科技發展，遠離對於現實世界的體驗，無法與人與環境有真實的互動，

而發展的趨勢是無法阻擋的，除了把科技當作是阻力外，也可以轉換為

體驗教育操作時的助力。活動設計如能搭配科技的使用，科技可以成為

安全網，讓學習者不會因為過大的壓力而排斥體驗，甚至增加學習的成

效，科技對於體驗教育不一定是阻力，也可以轉為助力。 

2、科技在體驗教育的實際應用：目前常見的有在解說牌上放置 QR 碼，使

用手機掃描後便可以即時導覽。科技也能夠協助讓人們更加了解並享受

自然，如某些地方因地形危險等其他因素，僅有少數人能抵達，透過科

技的協助，可製作 360 度影片讓學習者更為了解該處。工作坊的參與者亦

分享工作經驗，設計體驗活動，當學生於某地發現動植物時，可以照相

然後製作該地的生態寶藏圖，除了記錄之外，更可透過競賽增強學生觀

察環境的動力。講者亦分享為企業設計體驗活動以加強不同階層間溝通

的經驗，他設計分組活動，搭配科技的運用，讓熟悉科技的年輕人，在

活動中教導位階較高的主管們如何使用，翻轉平日工作上的領導模式。 

 

肆、心得及建議 

傳統演講式的教學，學生是被動的接收者，而體驗教育強調的是學生的主動學習，

讓學習者知道他們是「為何學習」，而不是正在「學習什麼」。「教育即生活」，

如果能夠讓學習者對於學習內容產生連結感，這樣的有感學習除了能對生活有實質

幫助，更能激發學習動力，並使他們能持續學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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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壯遊點便是一種走出課堂的體驗學習型態，本署與非營利組織及大專校院於全

國各地合作建置青年壯遊點，辦理七大類型的體驗學習活動，包含文化、部落、生

態、農村、漁村、志工、體能，以多元方式讓更多青年體驗臺灣在地生活及文化，

並培養對這片土地的認同感與責任感。許多青年在壯遊點活動中，驚豔於當地豐富

的文化與故事，驚訝自己對於家鄉的不了解，驚奇原來有如此多志同道合的夥伴，

並在參與活動回家後，主動學習相關議題，甚至與認識的新朋友一起規劃參與下一

次的體驗學習，形成主動且良性的循環。 

 

教育部近年來積極推動體驗教育相關政策，如於 103 年發布戶外教育推動會設置要

點，同年發布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戶外教育不只是在戶外上課，更需要專業的

課程設計及引導，爰於 104 年由國家教育研究員出版戶外教育實施指引，供教師及

行政機關人員參考使用。戶外教育不只是場域轉換，思惟更要轉換，並需要跨部會

合作，惟目前係由教育部相關機關先行推動。至於配合總統府政策正在規劃進行的

青年體驗學習計畫，也是鼓勵學生進行體驗學習，透過「自己提企劃」，訓練生涯

規劃能力，探索自我及生涯，在更加清楚自己所追求的目標後，決定未來人生發展

方向。為瞭解體驗教育之國際發展趨勢，俾利政策制定及推動，因此參加本次體驗

教育年會，提出相關心得及建議如下： 

 

一、政策建議： 

(一)政策方向與社會價值觀互為正面影響：教育應以學生為主體，而非以老

師的教學法、以計畫為主體。考試導向的教育，造成學校及父母重視課

業成績，使得學習遠離「教育即生活」的目的。現今民間漸漸重視體驗

教育並形成一股風潮，為讓更多人了解體驗教育的益處及必要性，除了

政策宣傳及訂立法規外，政府亦可贊助翻譯國外體驗教育相關作品，介

紹至國內並鼓勵與國外相關政府機關、協會、大專校院建立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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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現今國際趨勢。 

(二)配合政策，訂立及修正法規：政府除了訂立與體驗教育相關的法規，將

其法制化並加以鼓勵之外，更需檢視舊有的法規，修正並解除不必要的

限制。冒險教育於戶外實施的場域，有時是被認為危險而受到限制的，

例如山區、溪流及海洋，建議修改不合時宜的限制性法規，針對現況研

訂場域安全及危難處理等機制。 

(三)訓練現有各級師資，培育未來的專業人才：教師是體驗教育的第一線執

行者，應針對現有各級師資辦理引導課程等相關培訓，讓其了解體驗教

育的觀念及操作方法。為了提升體驗教育的品質，更需培養未來的專業

人才，目前許多大專校院開設相關系所及課程，以高等教育的方式培養

專業人才。可鼓勵其發表期刊並與國外交流，產官學間應有合作平臺，

多多溝通讓教育更貼近學習者的需求。 

(四)體驗教育要成功，需要大家一起來推動：如同 Richard Louv 說的，我們

需要一艘更大的船，「選擇權在大人手中」，唯有透過政府機關跨部會、

民間組織、教師、家長之間的合作，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才能成功。不

只孩子需要體驗教育，大人更是需要，父母若一起陪伴孩子體驗，在這

個過程中重新透過孩子的眼睛學習，也可以加強家庭之間的連結感，讓

體驗教育由學校延伸至整個社會，捲動學習的風潮。 

 

二、參加本年會建議：如同協會於開幕式時一再強調，該會議相當重視與會人

士的互相交流，並鼓勵大家於玩樂中學習，而團隊的力量也讓我在本會議中

受益良多，分享及建議如下： 

(一)事前準備：該會議於報名參加時，建議可申請由體驗教育協會成員所擔

任之輔導員。此次我的輔導員是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的戶外教育主持人 Brian Croft，他於會議前先以電子郵件與

我連繫，建議我可以先大致了解想參與的工作坊及授課講師背景等，會



 12

議中也常關心是否有需要協助之處，並介紹他的學生們與我認識，受益

良多。又，建議後續參與本會議者，於出國前先了解本國推行體驗教育

之現狀，並草擬想要了解或詢問的問題，參加會議與人交流提出問題時

能更有方向。 

(二)會議進行中：把握機會多與會議上遇到不同領域的人交流。此次會議為

單獨參與，未與臺灣其他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一同前往，為了解參與此

年會的人員背景，並更深入理解演講及工作坊的內容，自我設定目標每

堂課至少與 2 位參與者聊天，內容包含為何參與此年會、其學習、工作

背景與體驗教育關連性等。 

很幸運地，於第一堂課認識 1 位加拿大教師，並於會場內結識 1 位新加

坡公務員及 1 位於諮詢顧問公司上班的美國人(後來發現她也是此次年

會工作坊的授課講師)，年會第一天中午便自主組成討論團體。每逢吃飯

時間便相聚討論，分配即將要參與的工作坊、分享參與過的工作坊心

得、各自的工作或國家在體驗教育的發展及應用。具體的討論過程比起

事先查詢到的書面資料更加有感，為了與團體分享心得，因此產生動力

督促自己在每個工作坊努力吸收及發問，這也印證體驗教育確實對於學

習有相當正面的幫助。除討論工作坊內容外，團體所給的情感支持、每

天結束後一起聚會、天未亮到河邊晨跑，都讓彼此間有更深刻的連繫，

因此在回國後仍持續連絡，分享彼此的近況。 

(三)勇敢踏出舒適圈：出國前有點忐忑不安，覺得自己對於體驗教育的了解

不夠深入，閱讀資料後雖覺得有道理但又不太踏實。在會議剛開始時，

需要掙扎一段時間才能主動跟其他參與者交流，但多交流幾次之後漸漸

習慣，又因為體驗教育領域的人特質多為友善且樂於分享，所以遇到的

人多給予正面回饋，這也激勵我漸漸敢於提問。工作坊中有一堂關於舒

適圈的課程，講師請參與者先將兩手交叉相握，然後上下交換成自己不

熟悉的方式交握，一開始會覺得很奇怪，但連續交握 10 次後，雖然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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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點怪，已經沒有一開始這麼奇怪的感覺了，我想這次參與會議的經

驗也是如此。一開始覺得自己了解的不夠多，也沒有同行者可詢問，覺

得這是劣勢，但正因如此逼迫自己走出舒適圈，找人討論、努力提問才

能學到更多，而沒有同行的人也讓我有機會了解更多其他國家的狀況，

原本以為的劣勢其實是優勢，從中學習並獲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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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照片花絮 

 

 

 

 

 

 

於用餐時間辦理主題致詞，藉由圓桌方式

也讓與會人員易於交流 

於會場外擺設的咖啡桌交換工作坊心

得，每堂工作坊結束後相約的老地方 

 

  

謝智謀老師接受體驗教育協會頒發「實踐

家獎」，是該獎設立 30 年來的首位非美籍得

獎人士 

工作坊上課實況，氣氛相當輕鬆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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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束後與夥伴至密西西比河畔散步，

以避免「大自然缺失症」 

密西西比河畔林立的麵粉工廠遺跡 

 

 

 

 

與夥伴至密西西比河畔餐廳用餐，分享工

作坊心得及彼此工作內容 

與夥伴至密西西比河畔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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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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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工作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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