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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教育部補助計畫成果資料 

計畫名稱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名稱 國際戶外冒險領導( GOAL) 學程 指標 B1- 3 戶外冒險領導 

執行單位 管理學院、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活動日期 

 107 年 06 月  28 日 星期  四   

 107 年 06 月  29 日 星期  五   

 107 年 06 月  30 日 星期  六   

 107 年 07 月  01 日 星期  日   

 107 年 07 月  02 日 星期  一   

 107 年 07 月  03 日 星期  二   

 107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  五   

 107 年 12 月  01 日 星期  六   

 107 年 12 月  02 日 星期  日   

活動時間 
上午 9 時 00分至中午 12時 00分 

下午 2 時 00分至下午 5 時 00分 

活動地點 

行政大樓 314、315教室 

教學大樓 202教室、平溪

灰窯溪、九份茶壺山與半

屏山、宜蘭聖母峰、育達

科技大學、陽明山童軍苗

圃營地 

活動網址  

活動種類 

■活動     ■演講／座談       ▓工作坊    □協同教學 

■課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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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 王俊杰 

聯絡電話：03- 3283201＃8637 

電子信箱：cw7@ntsu.edu.tw 

總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 51 人，教職員 2 人，外師 2 人、合計 55 人 

相關附件 

▓活動資料( 活動中提供參與者資料或者講義……等)  

□活動影音檔( 無則免勾選)  觀看網址：http://media.ntsu.edu.tw/group/show/id/1424  

▓簽到表     ▓問卷資料( 每場活動、講座、工作坊請務必做問卷調查)  

□其他： 

單

位

承

辦

人 

 

單

位

主

管 

 

教學

業務

暨發

展中

心 

 

 

1.  活動內容簡述 

近幾年國人對於到野地去探索、舒緩、沉澱、心靈成長的需求明顯增加，但對於從事野

地戶外活動時的安全風險管理、相關知識以及對於荒野的保護仍有待加強，第一屆野地教育

年會主要希望結合國立體育大學豐富的教學資源以及業界經驗與國際接軌，透過舉辦研討會

與工作坊可以培育更多專業人才，服務更多元的對象以及傳遞野地的正能量與價值。希望透

過在山林裡的學習，能幫助人們更加認識自己、認識彼此、認識自然、也認識我們與野地自

然之間，雖然不易察覺，卻極其珍貴的親密關係，追求個人以及社會的共同改變與成長。讓

我們及後代子孫從臺灣的荒野中，探知自然的奧妙，領悟生命的意義。 

一、活動主題 

1.  生態旅遊發展 ( 國際旅遊發展現狀；特點與遠景；永續登山)  

2.  野地冒險旅遊系統 ( 旅遊決策；旅遊資源；旅遊規劃)  

3.  野地教育( 課程架構；野地諮商；課程設計；戶外領導；野地治療)  

4.  環境倫理 ( 生態保護；環境倫理；高山文化；無痕山林)  

5.  原民文化 ( 野地智慧；傳統技藝)  

6.  野外急救 ( 野地急救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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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目標 

國際戶外冒險領導課程密集班由國立體育大學與美國大學所共同設計執行，教導參與學員戶

外技能、風險管理、環境倫理等。 

三、授課講師 

Dr. Mark Wagstaff (Radford University, USA) 美國瑞德福大學、Dr. Jenny Wagstaff 

(Campbell University, USA) 美國坎貝爾大學 

四、活動構想與源起 

國立體育大學順應教育部推行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引進美國大學戶外冒

險課程之師資，並由雙方共同設計課程、合作教學，招收國立體育大學學生，擴大辦理國際

教育交流合作。 

五、活動時程表 

日期 課程內容 課程地點/住

宿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2018/6/28

（四） 

學生報到 開課儀式 課程內容介紹 

2018/6/29

（五） 

野地教育工作

坊 

體育大學 工作坊學習(一) 工作坊學習(二) 

2018/6/30

（六） 

野地教育工作

坊 

體育大學 工作坊學習(三) 工作坊學習(四) 

2018/7/1

（日） 

野地教育戶外

領導 

平溪灰窯溪/

九份 

WEA 6+1 核心能

力的評估與檢核

程式 

峽谷探險風險評

估、裝備認識、常用

繩結與固定點架設 

2018/7/2

（一） 

無痕山林初階

指導員訓練 

東北角/九份 LNT 七大原則概

論與教案設計 

困難：挑戰半屏山縱

走 

2018/7/3

（二） 

戶外領導課程 體育大學 團隊認識與建立 

風險管理與課程

設計 

裝備著裝與風險管

理 

戶外領導統御 

 

高教深耕育達科技大學冒險挑戰場參訪  

 

一、緣起：參訪育達科技大學冒險挑戰場，學習台灣最新的大學繩索挑戰場的設施與操作方

式，也與育達科技大學戶外團隊交流。運用「冒險為本的學習」(Adventure- Based 

Learning) 模式融入戶外繩索課程，透過冒險活動能產生學習經驗 

二、 目的：本次體驗教育運用「冒險教育」(Adventure Education) 模式，透過冒險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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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能產生學習經驗，包含多項元素：我們將參與者從安全與舒適的環境抽離，要求他們

嘗試未知與新奇的活動，這些個體將會體驗到未知的與不舒服的經驗、不符期待的以及

無可預測的結果，在認知不平衡 (disequilibrium) 的環境下，個體的行為改變以及團

隊間的相互合作而獲得成功，努力的結果所產生有意義的成功經驗。 

三、 計畫說明： 

1.  參與對象：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2.  實施地點：36143苗栗縣造橋鄉談文村學府路 168號育達科技大學冒險挑戰場 

3.  參訪時間：2018年 11 月 16日 

4.  帶領教師：育達科技大學彭篠琦講師 

5.  活動流程： 

2018年 11 月 16日 

時間 項目 說明 

09:00 體大上車 集合上交通車 

09:00- 10:20 
驅車前往育達

科技大學 

經國道一號到達位於苗栗縣造橋鄉，全程一小

時二十分鐘 

10:20- 12:00 

低空活動 

國立體大王俊

杰助理教授帶

領 

1. 報到 

2. 熟悉環境、工作人員介紹 

3. 說明活動主題及目的 

4. 說明注意事項 

5. 分組 

將計畫團體動力與領導統御帶入平面活動中，

透過活動過程發現的問題、狀況進行引導反

思。藉由低空設施進行團隊活動，利用活動後

的引導反思，進行更深層的心理探索，並促進

團隊互動與溝通合作。 

中餐時間一小時 

13:00- 17:00 

高空活動 

育達科大彭筱

琦講師帶領 

1. 吊帶、安全帽穿戴教學 

2. 確保動作教學及練習 

3. 體驗高空設施，鼓勵成員突破自我，發掘自

我優勢 

4. 引導團隊成員互相協助與鼓勵 

5. 體驗高空設施，鼓勵成員突破自我，發掘自

我優勢 

6. 引導團隊成員互相協助與鼓勵 

約 3 層樓的高空挑戰，讓學員自己設定其欲達

到的目標，並在高空進行自我對話與自我挑

戰。活動結束後，引導學員們討論團隊未來的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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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成果指標( 量化與質化)  

107年－滿意度調查 

一、請依本次活動內容及活動實際情形，將您的課後學習感受及心得於最適當的選擇 

 非常 

滿意 
滿意 沒意見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1. 請問您對講師分享內容的滿意

度為何? 

70％ 30％ 0％ 0％ 0％ 

2. 請問您對安排的講師滿意度為

何? 

50％ 40％ 10％ 0％ 0％ 

3. 授課內容符合您的需求? 40％ 40％ 20％ 0％ 0％ 

4. 我認為授課主題目標明確，內

容充實豐富。 

60％ 30％ 10％ 0％ 0％ 

5. 我認為講師教學準備充分，解

說清晰易懂。 

40％ 60％ 0％ 0％ 0％ 

6. 我認為講師教學生動活潑，善

於啟發學習。 

60％ 40％ 0％ 0％ 0％ 

7. 請問您對此次活動場地設備的

滿意度為何? 

30％ 70％ 0％ 0％ 0％ 

8. 請問您對此次活動的工作人員

滿意度為何? 

60％ 40％ 0％ 0％ 0％ 

9. 請問您對此次活動時間的安排

滿意度為何? 

50％ 50％ 0％ 0％ 0％ 

10. 請問您對本活動整體的滿意度

為何? 

50％ 50％ 0％ 0％ 0％ 

二、對於本活動的主題是否有其他建議？ 

 ̧  

三、您對本活動的感想與建議？ 

 ̧ 課程中藉由實際的操作與進入戶外，把知識直接的應用，讓我們有更深刻的經驗與學

習，講師也非常的專業，真的是豐富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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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訊息傳遞方式 

▓校內簽辦 □學校最新消息  ▓海報 

▓ e- mail   □其他：發送公函邀請 

( 請以文字及拍照或擷取畫面說明傳遞方式，圖片寬度 10CM) 

  

於行政大樓 3 樓放置海報立板，說明本次目的及工作坊講座內容。 

活動花絮  

活動照片最少 6 張，每張需有照片說明，請排列於 A4版面內，每張 A4紙張排列直式 4 張或橫式 6

張照片( 每張照片長寬比例要一樣，可設定寬度 8CM)。 

 

 

宜蘭聖母峰至烘爐地山出口，遠眺蘭陽平原 美國 Redford University 教授 Mark 

Wagstaff 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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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聖母峰至烘爐地山，進行地圖定向與指北

針教學 

宜蘭聖母峰至烘爐地山，遠眺新北市 

  

登頂宜蘭聖母峰 野地教育戶外領導課程 

  

九份茶壺山與半屏山山林挑戰、野地教育與無

痕山林教學 

平溪灰窯溪峽谷探險與環境教育課程，學習

無痕山林七項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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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戶外挑戰場，高空設施操作 育達科大戶外挑戰場參訪與團隊交流 

  

戶外裝備準備與打包課程 陽明山童軍苗圃營地無痕山林課程 

活動花絮  

活動照片最少 6 張，每張需有照片說明，請排列於 A4版面內，每張 A4紙張排列直式 4 張或橫式 6

張照片( 每張照片長寬比例要一樣，可設定寬度 8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