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班下班都有山－ 
兼顧工作之餘為登山教育盡一份心力 

吳鎮全*、吳采宸† 

摘  要 
  分享人因參加山野樂活協會嚮導訓練而結識，兩位都是出社會工作之後才開始參與登山

健行。鎮全在陽明交通大學課外活動輔導組擔任組員，在學校推動 SDGs 之下，趁著地利規

劃親山活動「烏尖走學」，也同校內登山社幹部帶著師生完成陽明山東西大縱走；采宸在大亞

集團擔任企業永續管理師，同時也是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的專案經理，基金會關注環境

保護議題，每年舉辦環境論壇與環境職人徵選，今年的主題為：細讀台灣紋理－山海圳。 

  因為愛山也樂於分享，兩位分享人在工作以外的時間於戶外安全推廣協會擔任指導員，

共同策劃執行基礎登山課程，將知識傳遞給初入山林的社會大眾。 

  這次的實務經驗分享，將以工作上跟山的連結及協會戶外課為主軸，上班下班不同面向

推動山野教育及關注環境永續議題。 

  兩位分享者結識於嚮導訓練卻同時參與其他團體，鎮全在戶外安全推廣協會擔任志工和

指導員，采宸則經營山系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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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下班都有山－ 
兼顧工作之餘為登山教育盡一份心力 

吳鎮全、吳采宸 

壹、緣起 
  如果大學沒有參加登山社，出了社會工作之後想要開始爬山，可以循甚麼管道？臺灣有

豐富的天然資源，四面環海、陸地百分之七十是山，現代人在都市化的環境下，親近自然放

鬆心靈成為不少人的生活調劑。在 2020 年 COVID-19 疫情爆發的助攻下，國外旅遊、室內活

動受到更多的限制，登山光觀化，平常不爬山的人也開始爬山了，山林教育變得很重要，兩

個重點：一是維護安全、一是維護環境。 

  愛山的人無時無刻都想上山，但受限於體能、經濟條件、生活等因素，步入社會、成家

之後重心會移轉到工作和家庭。事實上，登山產業沒有那麼多職缺，靠天吃飯的不穩定也讓

人卻步。如果工作上班可以跟山相關，下班可以參與一些登山團體的活動，讓親山成為生活，

對愛山的人是很幸福的。 

貳、工作與登山及環境的關聯 

一、大學推動山野教育 
(一) 從課外活動到山野教育 

  山野教育以山為教室，從組織團隊到學習山野知能，參與者在親山的過程自我覺察、跟

他人與環境的互動，發揮教育的功能。部分大學有專業科系跟戶外有關係，如觀光旅遊、動

植物生態、環境、運動休閒等，這些科系有更多機會接觸戶外活動。專業科系之外，學生社

團如登山社的運作與活動，也是山野教育的一種方式，只因是學生自發學習，必須仰賴學長

姐或指導老師的傳承。不是每個學校都有登山社，每個學校登山社技術傳承不一，學生選擇

性多，登山社存廢興衰很靠緣分。 

  學校的課外活動輔導組（以下簡稱課外組）是社團輔導單位，是社團使用學校資源的窗

口，主要協助行政上的工作，如申請活動、經費、場地及器材等。而在課外組常辦理各種講

座、工作坊等活動給所有社團，活動中教案設計、導入反思元素都可以應用在山野教育上。

故學校在辦理社團訓練課程時，可以把戶外的元素結合；在輔導登山社時，可以鼓勵社團舉

辦的登山活動可以更有教育意義。在戶外活動或山裡，不只技術的學習，更要學習團隊、領

導、助人、分享及危機處理等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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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陽明山會師大縱走 

  2020 年在當時學務長（課外組直屬一級主管）的積極促成下，課外組與登山社共同策劃

了首次陽明山會師大縱走，名稱訂為同名計畫，分成三條路線在七星山主峰會師，並有兩條

路線在會師後繼續完成大縱走。次年 2021 年續辦，名為邁頂計畫，分成三條路線在擎天崗會

師，其中一條繼續完成大縱走。2020 年計有 131 人參加、127 人於七星山主峰會師、25 人完

成東西大縱走；2021 年 137 人參加、137 人於擎天崗會師、35 人完成東西大縱走。 

  規劃活動時，因考量大縱走對無運動習慣或缺乏登山經驗的參與者難度高，為降低師生

親山的門檻，規劃其他友善選擇，如路線設計半程或由其他登山口出發，因此每次參與人數

能超過百人。是項活動讓登山社幹部透過帶隊學習山域技術、策畫與執行、評估風險與決策；

參與者則能學習體能鍛鍊、裝備認識、自我覺察與團隊互助。兩年活動問卷結果，皆顯示評

價良好。 

 

2021 陽明山會師大縱走在擎天崗完成會師 

(三) 烏尖走學 

  烏尖連峰旭日東昇，這是舊陽明大學校歌第一句，校園被烏尖連峰環抱著，轉身就能輕

易地進入山林。烏尖連峰有 10 多個小山頭跟基點，如丹鳳山、大師岩、湯守岩、八頭山、260

峰（烏尖連山）、磺溪山、磺溪山南峰、軍艦岩、唭哩岸山、唭哩岸山西南峰、奇岩山、奇岩

山西峰、東華山等。部分師生曾氣喘吁吁的數著階梯上軍艦岩，俯瞰台北市景的美好，其他

山頭鮮少聽聞。 

  因學校合校（2021 年陽明大學、交通大學合校）後推動 SDGs（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

標）及博雅書苑社群教育，希望可以帶入認識校園、環淨保護、健康等元素。在主管提議下，

委請課外組規劃烏尖連峰的親山活動，以烏尖走學為名，從校園為起點經東華公園，經奇岩

山西峰、奇岩山、唭哩岸山西南峰、唭哩岸山、軍艦岩，從軍艦岩傳統步道返校。2021 年起，

結合了導師課程、導師工作坊、新生訓練等既有活動，辦理了四個場次，參加者近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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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推動環境永續議題 
(一) 企業永續趨勢與現況 

  在過去經營企業的理念中，需以獲利為第一優

先，在做任何決策時，須以股東權益為第一考量，這

種觀念因此造成許多企業對於環境的過度利用與在

地居民的生活壓迫。 

  世界經濟論壇(WEF)《全球風險報告》指出全球

最有可能發生的前五大長期風險種類，已從過去的

「經濟問題」逐漸轉變成「環境問題」，由此而知企業

想要長久經營下去除了要有穩定獲利外，必需顧及環

境保護及利害關係人溝通等議題，才得以有辦法永續

的生存。 

(二) 大亞集團成立基金會投入 CSR 

  從 2007 年開始，大亞就開始思考企業社會責任

CSR 的實施方向，構思能夠長期投入、有益社會的方

案，經過許多嘗試，確定累積了核心能力，準備長期

落實，因此於 2011 年底向行政院環保署申請在台南

設立「財團法人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為第一個

受環保署管轄的企業基金會。 

  基金會基於環境保護、生命關懷、地球永續等環

境友善理念，為促進人與環境共生之美麗家園未來，

致力贊助能夠開創環境友善具體行動，並且長期推廣

環境教育活動，另外更透過培育環境友善人才發揮綠

色思潮影響力，更號召員工及眷屬參與志工服務投入

社會公益。 

(三) 環境永續推廣方案 

  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的成立宗旨為關注環

境保護相關議題，定期舉辦守護環境活動，如淨灘、

濕地保護等。在環境教育方面每年會舉辦「鳳凰花論

壇」與「綠集合徵選」。 
  

 
二仁溪溼地旁生態池整理 

 
二仁溪流域教育中心旁植樹體驗 

 
原鄉之路-走讀麟趾山及鹿林小徑 

 
烏山頭水庫至山海圳 
0k 騎乘腳踏車 4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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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花論壇 

  每年邀請國內外知名的講師分享環保相關議題，於台南綠色魔法學校舉辦免費論壇，開

放一般民眾報名入場，為的就是透過環境議題的推廣與教育，能夠讓更多人理解到環境保護

的重要性，從創辦到現在已累積超過 2000 名觀眾參與。 

 綠集合競賽 

  每年召集在台灣對環境保護相關的團體來參賽，特別鼓勵推動環境友善方案的個人或團

體來報名參與，獲選得主可獲得補助。舉辦 11 年以來，補助超過 200 組的環境友善職人參與。 

 企業志工活動 

  集團於 2013 年成立電線安全志工隊，隸屬於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會。2015 年以來志

工隊成員及總志願服務時數持續增加，並與台南二仁溪濕地保育聯盟合作，定期派志工到二

仁溪流域進行環境清理與生態整理。2020 年共舉辦 8 場活動，總時數 40 小時，共吸引 669 人

次參與活動。志工隊 37 名成員一共貢獻 504 小時志願服務時數，其中有 8 位個人服務時數超

過 24 小時。集團鼓勵更多員工及眷屬參與志工服務、投入社會公益，將集團美麗家園理念擴

及至每個角落。 

(四) 千里步道合作方案 

  2020 年，愛爬山的沈董事長希望找到與台灣步道、環境友善相關的團體，長期贊助與合

作。原預計推薦千里步道協會，但在介紹給董事長前，千里步道協會就主動報名了當年度綠

集合的徵選，且獲得了南方精神獎，此獎為獎勵長期投入環境工作團體的最大獎。 

  也因為獲獎的緣分促成了接下來的合作，2021年基金會與千里步道協會合辦共4場活動，

分別是原鄉之路（步行麟趾山＆鹿林小徑、達邦＆特富野部落）、內海之路（烏山頭水庫至山

海圳 0k 騎乘腳踏車 45k）、樟之細路及手作步道體驗。 

參、下班有山（戶外安全推廣協會戶外課案例分享） 

一、協會介紹及戶外課核心架構 
  戶外安全推廣協會 2016 草創、2018 正式成立，初期以辦理室內課程為主，內容為戶外安

全和人文，仰賴各講師、指導員和志工的投入才能維持，也感謝提供上課場地的店家和大自

然，讓我們有好的環境進行推廣教學，期間也曾辦理過兩日的戶外課。2019 年下半年開辦經

常性的戶外課，名為登山安全體驗營，2020 年更名為一日基礎登山課，將登山安全課程帶入

一日郊山活動，讓學員在親近山林的過程中，學習並應用基礎的登山知識。 

  核心架構是裝備、手機 GPS（定位與離線地圖）和迷途處置，但我們會因路線需要或時

間安排，適時補充飲食、LNT 無痕山林、行進與困難地形通過技巧等。其他如隊伍管理、破

冰與分享，都內化在課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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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行方式 
  課程指導員優先邀請支援北、中、南區室內課的場務志工擔任。幾個考量，避免外聘指

導員因招生狀況不佳課沒開成造成困擾、對於課程規劃和課後檢討可以更有要求以提升活動

品質、提升協會團體運作的凝聚力。 

  我們以半年為期，由主責指導員找好搭檔、規劃活動、提供資料以利活動上架招生。活

動前踏查、進行分工、開籌備會。活動當日進行授課，主要依據核心架構分工給一個指導員

或志工擔任主課人員，主課人員授課方式不拘，講述、小組討論、實作都有過嘗試。 

  因為一日的活動除非一起報名的學員彼此認識，其他多為初次見面，而我們在推廣戶外

安全上又重視要能認識隊友，故我們課前會成立 LINE 群組要求大家簡介自己，活動當天亦

在課程開始前進行破冰活動，讓團隊產生連結和共識。活動結束前，回顧今日課程，並邀請

夥伴自由分享作為結尾。 

三、執行成果 
  戶外課的推動，因在各區以同樣模式帶課並召開跨區域的線上檢討會，對協會內部產生

凝聚力；對外部分，有別於過往的室內課程，戶外課程多了實作體驗，且有透過分享交流意

見，學員評價良好，亦有學員不只一次的報名課程。2019 年 10 月開課至 2021 年 5 月（5 月

之後場次因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取消），我們累積了 35 個場次、594 人次的學員。 

肆、結論 
(一) 登山及環境教育的推廣，主事者的理念及推廣者的熱情是關鍵 

  不論是學校的登山活動推廣，或是企業關注登山議題，其中的共通點為主事者都是愛山

的人，且希望透過舉辦活動將自身在山林中所受到的感動推廣給更多人，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該如何讓自己的工作與山產生連結呢？邀請主管一起去爬山吧！ 

(二) 相信吸引力法則，讓同事知道你愛山，工作或許就會不經意的與山產生連結 

  鎮全與采宸平時喜歡在社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登山經歷與心得，所以在任職的單位有與

山相關的業務時，公司的同事自然會想到平時就愛爬山的人。也許這就是吸引力法則的奧妙，

當你真心熱愛且無私分享，機會便會自己找上已經準備好的你。 

(三) 山野教育的精髓來自參與者與團隊的共學 

  「在山中人人平等，因為山不會因為你在山下的特殊身份而提供你特別的禮遇」，我想這

是山野教育與傳統教育很大的不同點。在萬物平等的環境中接受山的洗禮、山的考驗，最後

再透過分享與夥伴們學習共好，不論是分享或是傾聽，都是很好的學習方式，也是山野教育

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