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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性

•向山致敬政策

•山野教育的推動研究動機與目的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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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山野活動的動機與價值

•方法目的鏈理論 (Means-End Chain theory)

•野外獨處 (Wilderness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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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活動的動機與價值

• 林玫君，2006

•山林活動(步道健行、
登山、露營、溯溪等)
約佔國人遊憩活動的
14.4%(交通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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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 End Chain
•Gutman 1982所提出的消費者行為理論
•探討個人價值取向與選擇產品之關係
•質性訪談、內容分析及階層價值圖分析
•目的地選擇(Alison & Maree, 2005)、自然體驗(林慧年等，2016)、
繩索體驗(Goldenberg et al., 2000)、水域活動(黃仲凌，2011)、
登山健行(林喜雯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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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獨處 (Wilderness Solo)
• 文化意涵極為多元，存在

於原住民文化或是宗教儀
式中 (Smith,2005)

• 排除人為干擾的自然環境
中獨自地與其自我相處，
會有較深刻的體驗經驗
(Knapp & Smith ,1994; Daniel et al., 2006)

• 獨處分為靈境追尋式、自
發性簡單式、野外求生式
及反思性獨處(Angell,1994) 

• 獨處可以提升創造力、自
我覺察、發現潛能、同理
心、凝聚力與環境意識的
反思(Koch, 1994；陳祖欣，2013；蕭如軒，
2009；黃韞臻、林淑惠2009；阮璟雅等，
2016；吳崇旗與陳郁璿 ，2010；洪瑋蔓、謝智
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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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學生所認知山野活動之屬性、結果與價值為何?
•學生對活動屬性、結果與價值之階層關係為何?

•野外獨處經驗是否會影響參與山野活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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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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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山野活動與環境探索的課程
學生為研究對象，選課人數
30名，完成課程者26名
(11名女性，15名男性，平
均年齡21.65歲)，13名學
生參加野外獨處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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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場域
• 720林道位，思源啞口附

近，距武陵農場約10分鐘，
海拔高度約2000公尺

• 羅葉尾山登山支線，鮮少
有登山客經過可避免人為
干擾，該處環境適合進行
獨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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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研究步驟
•學期初、末各進行一次階梯式訪談
• Step1：誘出屬性
• Step2：進行深入訪談

•學期中:山野活動+獨處體驗
•獨處日誌、反思分享
•行為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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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與分析
•內容分析
•類目建構
•蘊含矩陣
•價值階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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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目建構
• 屬性
• 自然景致
• 步道特性
• 社交活動
• 天氣狀況
• 新鮮空氣
• 體能活動
• 可及性
• 獨立思考
• 表達能力
• 冷靜謹慎
• 冒險挑戰
• 專業技能

• 結果
• 正面情緒
• 壓力調適
• 支持關係
• 挑戰訓練
• 運動健身
• 尊敬自然
• 獲得成就
• 珍貴回憶
• 風險知覺
• 學習經驗

• 價值
• 自我實現
• 身心健康
• 美好生活
• 社會支持
• 環境倫理
• 自我成長

修改自林喜雯、陳惠美、陸洛 (2015)。山岳活動體驗價值之探索：登山與健行之比較。臺灣運動心理學報，15 (1)，1-31。
doi:10.6497/BSEPT2015.1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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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含矩陣
• 計算A-C-V鏈結關係之次數。

• 若A與C、C與V直接相鄰，則屬
直接關係；若A與V則須透過C
才加以連結，代表A與V屬間接
連結。

• 小數點前代表直接關係的數目，
小數後表示間接關係的數目。

• 灰底表示大於截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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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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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含矩陣分析中，直接關係大於設定截取值者以灰底表示，
即為欲保留之數值，依Gengler與Reynolds (1995) 建議，
為精簡HVM圖形時可將截斷值設為3以上且保留70%資料
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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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前後的價值變化
Hierarchical Value Map, [H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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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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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前後之比較
•在課程中學習到透過自然景觀的踏查可培養正面
情緒、壓力調適的效果，並透過實際體驗活動能
引發尊重自然的態度，進而重視環境倫理的價值。
•獲得山野活動知能後期待透過冒險挑戰累積學習
經驗來達成自我成長。

•大學生面對不斷升高的生活壓力，追求自己想要
的休閒方式，以抒解壓力進而獲得個人所需要的
感受與價值(黃仲凌，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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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處前後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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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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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處後反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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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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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景觀→正面情緒→自我實現與身心健康
•自然景觀→尊敬自然→環境倫理
•課程中強調LNT概念、登山環境、登山禮儀、山
難案例解析等有關。

•新增體能活動、冒險挑戰及社交活動
•實地踏查與獨處，體認到山野活動是需要長時間
的體能活動→獲致運動健身的效果及獲得成就→
獲得自我實現、身心健康及自我成長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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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處經驗的HVM
•前測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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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獨處組 獨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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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間的比較
• 無獨處經驗組欠缺環境倫理的價值
• 獨處課程能促使學員進行反思，在環境態度上會明顯增強 (吳崇旗、

陳郁璿 ，2010) 。
• 非獨處組因缺乏這樣的體驗，在環境議題的感受較不明顯。

• 無獨處經驗組強調山野活動具冒險挑戰的屬性，透過實作累積
學習經驗，來達到自我成長。
• 與獨處組於現地實作時有實際操作到搭帳、緊急露宿、繩結應用、攀

升垂降、困難地形通過等實務課程有關。

• 有無實務操作經驗對於冒險體驗學習有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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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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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

• 專業人士協助

• 教師成長社群

• 野外獨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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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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