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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體驗教育年會簡介 

體驗教育年會是由體驗教育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 AEE）

於每年 10 月中下旬在美國舉辦為期 4天的年度會議。體驗教育協會設立主旨係成為全球推動

體驗教育的教育者與從業者的共同連結平臺，並透過體驗教育方式改變人們生活、幫助人們

學習成長、強化相關人員的專業知能等。 

本（2015）年度為第 43 屆體驗教育年會（The Association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al 

43r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於 10 月 22 日至 25 日假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市

Oregon Convention Center 舉辦。此會議是發展體驗教育相關產業的重要會議之一，也是目

前全球體驗教育領域中規模最大的會議，該會議聚集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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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期間包括專題演講、研討會、體驗教育活動、攤

位展覽等多元化內容。本次年會主題為社會正義，在體驗教育領域中，很重視人際關係網絡

及透過玩樂方式學習，於是在會議中有規劃安排咖啡時間、會員年度會議、展覽攤位、區域

夥伴餐會、歡迎餐會、遊戲、音樂、派對、展覽物品競標等方式，讓與會者有許多機會互動

交流，因此每年會議均吸引大批人士參加。 

會議第一天時，經詢問大會報到櫃檯，大會表示今年有將近 700 位人員報名參加全程會

議，另有部分人員僅報名參加單日會議。此外，個人與其他與會者交流時發現，會議參加者

多為非營利組織人員、企業機構、學校教師等，似無政府機關人員。 

貳、參與目的 

什麼是體驗教育
1
？體驗教育協會提出體驗教育係指在經歷具體經驗或挑戰後，透過引導

反思過程，因為感官、認知、情感、社交等投入，使得經歷能內化而獲得自我學習成長的一

種教育方式。「體驗教育是一種體驗式學習，亦是一種哲學，透過這種哲學過程，學習者可以

從直接經驗增長知識，培養技能，釐清價值觀，發展個人能力」，而體驗教育實行原則為： 

一、精挑細選的經驗須透過反思過程批判分析與綜整思考，才能產生經驗學習。 

二、經驗學習的結果將內化建構為個人知識體系，並形成未來經驗與學習的基礎。 

三、經驗學習可讓教育者與學習者有機會探索與審視個人價值觀。 

本署自 102 年併入教育部，由原推動的青年旅遊業務逐漸轉型為推動青年壯遊體驗學習

                                                 
1 Association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 (n.d.). What is EE? Retrieved December 30, 2015, from  
http://www.aee.org/what-i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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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期能鼓勵青年學生走出教室與舒適圈，跳脫原生活範疇，以非正規教育的多元方式引

導青年認識瞭解臺灣不同面向，從壯遊體驗過程中培養獨立思考、適應力、應變力、解決問

題等多元能力，探索認識自我、體驗人生、找尋多元的發展方向與可能性，提升自我學習成

長與發展，強化個人競爭力，爰本署派員參加體驗教育年會，了解體驗教育發展趨勢，體驗

教育對青年生涯發展影響，體驗教育多元方式等，俾利政策制定及推動。 

參、參與過程－研討會摘要 

本年會針對體驗教育的未來趨勢、學術研究、實務作法等各面向，規劃了大約 120 場研

討會，惟因各時段至少有 6場次以上研討會同時進行，爰只能依該研討會參加對象的分級程

度、自己的興趣需求等，選擇部分場次參與，謹就個人參與且有感的部分場次內容概述如下： 

一、主題：21 世紀的文化競爭力（Cultural Competence in the 21
st
 Century） 

主講人：Caprice Hollins 

在正式進入主題前，主講人花了好長一段時間以說故事的方式述說自己的成長背景與種

種經歷，想讓與會者了解她這個人，了解她從小就生長在充斥種族歧視的生活環境中。美國

一直是個富有多元種族與文化的國家，Hollins 在美國西雅圖出生成長，而她是黑人，所以

不難想像她曾遭受過的社會異樣眼光與不公平對待，但這不因此讓她自暴自棄，反而更激勵

她奮發向上的決心，最後她畢業於西雅圖大學心理學學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臨床心理學

碩士與博士，在當地的心理健康機構為來自不同種族與社會經濟背景的兒童及家庭提供心理

健康服務，也於許多大學授課，建構與提升學生與不同文化背景族群一起工作的意識、知識

與技能，另外也致力參與及提供各種文化相關組織諮詢服務。 

本次年會的主題為社會正義，Hollins 希望能藉由她的成長經驗分享，觸及挖掘與會者

的內心深處，並且從她的成長經驗中反思學習，以幫助大家處理一些作為教育者時常須面對

的現實問題，例如關懷弱勢族群、資源分配、跨性別者認同、霸凌事件等，我們應該學習尊

重多元文化，培養跨文化技能，思考社會正義，培養適應多元文化的能力與發展多元文化體

制，因此，如何營造建構友善的國家社會環境是很重要的課題。最後也提到在 21 世紀全球化

的現今，我們面對的是更多元的國家、社會、種族、人群等，有非常多的機會可以接觸到各

式各樣的人，甚至與其共同工作及生活等，所以擁有與不同文化背景族群的人溝通、相處、

工作等能力顯得相當重要，當你擁有的文化能力越強，你的競爭力也越強，具備跨文化能力

已逐漸成為一種趨勢，有一天它將不再被視為加值能力，而是必備能力。 



 4

二、主題：發育中的青少年大腦與教育及安全管理的關係（The Developing Adolescent Brain 

with Respect to Education and Safety Management） 

主講者：Steve Creech 

主講人透過這場研討會想讓我們了解為什麼青少年總是會做一些在我們看來本身就充滿

危險的事情，這是因為連他們自己也無法控制。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指出，青少年大腦的前額

葉皮質區及邊緣系統尚未發育成熟，所以有時候會做些旁人看起來不可思議、無法理解的事

情，更多時候是無論大人如何動之以情、勸之以理說服青少年不要這麼做，就連你問他們為

什麼要這樣做時，他們自己也一頭霧水說不出所以然。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
2
是透過神經科學的基礎，探討人的各種認知行為表現，而教育是一連

串複雜的認知行為活動，所以教育神經科學藉由整合認知心理學、神經科學、教育學、基因

遺傳學等領域的研究，探討有關學習的認知及大腦機制。大腦發展是逐步漸進的，前額葉皮

質區是負責組織想法、壓制衝動、權衡行動的區域，是腦部最後成熟的部分，一般認為人腦

會一直發育到青春期，但後來發現過了青春期後，大腦皮質組織還是會持續變化，甚至可能

到 25 歲才會停止。因為大腦未發育完全，所以許多青少年無法思考及預見行為的後果，非得

等到他們長大後才會想清楚。相較於大人思考時是運用前額葉規劃與判斷，青少年卻是運用

杏仁核，所以他們回應別人的情緒，不是用腦內理性的部分，而是用感性的部分反映，然而

他們常常在一開始解讀情緒時就已發生判斷錯誤，因此造成反應過度或莫名其妙生氣、衝動

與冒險。若與會者能了解青少年的大腦發展及運作機制，則可深入思考及設計更好且降低風

險或提供更完善安全措施的體驗教育活動，介入與引導青少年體驗學習，尤其是在戶外進行

的體驗教育活動。 

三、主題：戶外冒險教育的益處（Considering the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Outdoor 

Adventure Education） 

主講人：Emily Teague-Palmieri, Dave Sperry 

雖然眾所皆知戶外冒險教育具有正面效益，但卻很少有證據證明參與戶外冒險教育的好

處。本場次研討會以目前正在進行中的研究來闡述戶外冒險教育對於情緒商數及自我效能的

影響。自我效能這個概念是由社會認知論學者 Bandura 於 1977 年所定義提出，是人們對自

                                                 
2 Retrieved December 30, 2015, from 國立政治大學

http://www.nccu.edu.tw/zh_tw/announcement/%E6%95%99%E8%82%B2%E7%A5%9E%E7%B6%93%E7%A7%91
%E5%AD%B8%E7%A0%94%E8%A8%8E%E6%9C%83-99297295 



 5

己組織並執行必要行動方案以達成特定績效的一種能力判斷，並非是一種可擁有的技能，而

是指個人能夠如何善用所擁有的技能的一種信念
3
。口語來說就是指當面對風險時，相信自己

能克服達成的信念。 

冒險教育是透過遊戲、冒險情境設計的體驗學習方案，做為教育訓練、發展及治療之用，

是一種智力、情緒與感官的全人學習發展，賦予青少年有能力去做，讓他們自己去覺察，然

後自己找到答案來討論、批判、反思學習的過程。透過冒險教育能提高情緒商數與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對個體的影響包含認知、動機及情感等面向，當人們相信自己擁有完成某種任務的

能力，他們會比較有理想抱負，願意接受挑戰並採取行動，不會過度在自己欠缺或不足之處

鑽牛角尖；當人們擁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時，他們會比較積極，願意堅持行動、使命必達；當

相信自己有能力達成目標的人，即使面對困境也能沉著穩重，不會過度焦慮或壓力太大。 

肆、參與心得及建議 

本署自 102 年起併入教育部，並推動青年壯遊體驗學習業務，為了更瞭解體驗教育領域

的學術理論與實務運用，於是第一次派員參加體驗教育年會，報名會議時因報名費概分為會

員及非會員之不同價格，因此想查詢我國是否有機關學校或單位組織為該大會會員，若有則

可請其協助一起報名以節省公帑，惟除了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吳崇旗教授曾於 2007 年獲得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現稱科技部）補助經費前往參與該會議發表學術論文外，並未查到其他

政府機關學校人員派員參加過，另一方面也有洽體驗教育相關協會詢問是否具會員資格，但

仍一無所獲，最後還是以非會員身分前往參與。 

本次會議地點位於美國西北部，自桃園機場出境後，經過 6個多小時轉機與 13 個多小時

飛行，終於順利抵達美國，過海關時看別人通關放行速度都很快，惟獨自己提供的文件被檢

視許久，心裡很擔心發生什麼事了，後來海關人員終於緩緩開口說話，而且還是中文，原來

是因為他正在學中文，猜想應該是難得巧遇華人，所以機不可失想找人練習中文吧，害我虛

驚一場。出境後，也很快找到輕軌列車乘車處，就這樣一路順利抵達飯店。個人以前也曾有

過獨自出國出差經驗，但那次是第一次獨立出國，因不曾有過此種經驗，所以出發前對於一

個人到人生地不熟且充滿許多未知的情形感到異常焦慮不安，惟相較該次經驗，這次倒是比

較上手，剛好印證了體驗教育所指在經歷具體經驗或挑戰後，因經歷內化而成長，爰此，體

認推動體驗教育確實有其必要性及重要性。 

                                                 
3 教育維基(n.d.). Bandura 自我效能論(self-efficacy theory) Retrieved December 30, 2015, from 
http://140.111.56.213/wiki/index.php/Bandura%E8%87%AA%E6%88%91%E6%95%88%E8%83%BD%E8%AB%96(
self-efficacy_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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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人而言，本次出差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時差及語言能力，因美國波特蘭時間慢臺灣 16

小時，會議期間短短幾日很難調整適應美國作息，以致個人身體精神狀態不佳，感到很疲憊

辛苦，另一方面語言能力則是有感於本次研討會進行方式相當多元，很多時候需要與其他參

加者大量討論、分享回饋，因個人語言能力不佳導致表達想法及分享回饋時面臨考驗，惟本

次仍覺得很幸運有機會能參與體驗教育年會，相關建議如下： 

一、重視體驗教育，積極鼓勵學校參與 

會議期間與其他與會者交流時發現，本次會議參加者多數為美國人，雖然也有其他國籍

人士，惟比例推估約為 7:3，且參與者多為非營利組織、企業機構、學校教師等，似無政府

機關人員。據瞭解美國體驗教育，無論是在公領域或私領域均盛行發展，除了學校融入於課

堂教學外，許多企業機構、非營利組織亦因其教育價值及商機而積極推展各種體驗教育方案。 

教育部為了能讓孩子多元發展，近年來研擬體驗學習相關政策，推動戶外教育宣言及計

畫等，讓學習走出課室。透過戶外教育走出原有的門，走出家戶與門戶之外的生活世界，進

行體驗、探索、覺察、反思的學習；透過戶外教育，藉由感官與經驗學習，不斷擴展視野和

多元智能的教育理念，營造萬物可為師、處處可學習的學習氛圍，期望除了課本、教室等正

規體制教育，也能讓孩子在不同的形式、管道、場域等非正規教育體制外學習，透過多元化

的學習，認識找尋自我、適性發展，賦予教育更多元創新的意義與價值。 

探索教育、冒險教育、戶外教育等，均屬體驗教育的一環，是一種學習方式，亦是一種

教育哲學觀點，在經歷具體經驗或挑戰後，透過反思過程內化經歷而學習成長。教育不應僅

為傳授記憶性知識，而應是發展人格、建構價值、增長知識、培養技能等全人學習。體驗教

育能達成此目標，顯示我國推動體驗教育有其必要性，爰此應更重視體驗教育，並積極鼓勵

學校了解參與。 

二、善用資訊科技，友善地球環境 

本次會議主辦單位未提供紙本文件，係透過資訊科技方式將會議相關資料放置於行

動裝置之應用程式 APP（Guidebook）供與會者自行下載使用，除了會議議程外，並有個

人行事曆功能，可先選擇有興趣參與的場次，會議時間將近時會有通知提醒，聊天室功

能讓您可與其他會議參加者聯繫，會後線上意見調查回饋等，此外也有提供會議展示攤

位介紹、會議及住宿地點鄰近之交通資訊與地圖等內容。 

每年均有眾多大型研討會於世界各地舉辦，結束後製造出的垃圾數量可想而知的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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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然而個人第一次參加此種無紙化的研討會，相當驚艷於原來會議的進行方式及提供

的配套服務措施也可以對地球很友善，爰此，於日後制定執行政策計畫時，應更多元化

思考，善用資訊科技，減少地球負擔。 

伍、附錄 

一、照片花絮 

會議期間，無論是從機場到住宿地點，或是

從住宿點到會議地點，各點往來均以步行或

搭乘輕軌列車前往。 

波特蘭市輕軌火車（MAX Light Rail）有 5

條路線，機場、住宿地點、會議地點均在藍

線，交通很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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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體驗教育年會合作住宿飯店之一

Double Tree by Hilton Hotel Portland。

每天從住宿地點步行前往會議地點之必經道

路。 

本年度體驗教育年會會議地點 Oregon 

Convention Center。 

會場內部很大，除了體驗教育年會外，同期

間也有許多其他會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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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場地有提供電腦設備，讓與會者查詢資

訊。 

會議場地有許多組織單位、企業機構、非營

利組織擺攤，介紹他們的體驗教育方案或相

關服務及產品。 

展示體驗教育方案/課程使用的教材器具。 研討會實況轉播。 

研討會實況轉播。 研討會實況轉播。 



 10

研討會進行的方式很多元，除了一般常見的臺上講者說，臺下與會者聽的方式外，更多時

候是透過與其他參加者大量討論交流或以實際體驗讓你有具體經驗後再以反思分享的方式

進行。 

大會實況轉播。 

有與會者帶著受過專業訓練的治療犬一起參

加體驗教育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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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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