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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三做伙來去 peh 山—

野孩子，健行趣 木柵國小  劉旻君、楊詠菘、蕭秀珠

優  選

從高雄美濃申請調動回到自己的家鄉─臺北，教書生涯也將邁入第七

個年頭，看著木柵的山景，很懷念小時候爸爸開著吉普車帶全家人到處野

營、溯溪、爬山的童年。而現代的都市孩子，能夠接觸大自然的機會那麼

少，內心深處一直有個聲音：好想帶學生去爬山呀！但這聲音總是被資源

班瑣碎的班務、鑑定工作所埋沒，也挪不出合適的授課時間，我始終未曾

跨出這一步。一直到去年 9 月，無意間從學務處分享的海報得知，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辦理「臺北步道大縱走一生一次壯遊趣」的活動，

忽而靈光乍現，為什麼我們不把教學場域移到課室外呢？就這樣，因緣際

會下促成了資源班「拜三做伙來去 peh 山」的健行活動。

第一次向學生介紹臺北大縱走的路線時，我發現孩子們的眼睛都亮了起來，除了可以得到酷炫的

「全力以赴，一定成功」運動毛巾之外，我還看到了孩子們渴望接近大自然的

熱誠。於是，資源班的教學不再侷限於教室，我們共同期待的是走出去的每個

拜三。

從去年 11 月第一次出發到現在，迄今健行了五條路線，孩子們和我的默

契日益濃厚。每到了星期二下午放學前，他們便會簇擁在我身旁，展示他們選

擇預定的健行區域，接著查看星期三的天氣狀況、溫度及降雨機率，最後一起

評估、決定隔天的健行活動是否舉行。當然，臺北冬季天氣不佳的日子總是多

於好天氣，每每看到孩子因為活動取消失望的神情，總是逗得我又好笑又心疼。

記得某堂國語課，學習障礙的孩子用「愁眉苦臉」造句：「爬山如果取消我就

會愁眉苦臉」。我這才發現，原來健行活動已經在孩子的心中佔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內心滿滿感動。

綠光平台

指南宮後山步道

猴山岳前峰

草楠公車站

茶展中心步道

草楠大榕樹

天南宮

地圖判讀，尋找自己的位置，
了解每次的登山行徑路線，為自己負責

休息片刻夥伴互相幫忙從背包取水，
分享點心，體貼他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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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健行路線由指南宮步道口上到綠光平臺進行拓印，接著沿著

茶香步道到茶展中心，喝著甘甜美味的文山鐵觀音一路玩著語詞接龍遊戲

再到樟湖步道的彩雲亭拓印，最後從飛龍步道下山至政大登山口。結束後

我不可置信的盯著手機上的航跡「12 公里」，首次讓我見證了孩子們驚

人的腿力及耐力，這讓我更堅信野孩子們的實力。

第二次健行路線選擇九五峰及南港山，那次一路沿著

水泥階梯直上到高度 375 公尺的九五峰，路途中有好幾處

展望點可遠眺 101 大樓，孩子們都相當興奮。到了九五峰

的紅色大石前，山上的氣溫和風勢不容小覷，我們圍在一

起拍照深怕被風吹走，之後一個孩子坦言自己前一天太晚

睡了，加上一路階梯陡上，大腿覺得痠痛，導致此次健行

木柵國小  劉旻君、楊詠菘、蕭秀珠

原先是預計走到拇指山繞一個 O 型下來的計畫失敗，我們決議原路下山。下山後，孩子們認知到要有健康強健的體魄才能一親山

林的芳澤，除了早睡早起外，肌力的訓練也是必要的，而在我看來，撤退並非失敗，是下一次成功的累積。

第三次健行，我們選了一條先民挑著茶葉往返深坑和南港的古道，我們從南港的九天宮起登，經過椿萱農場，踏著古樸的石

階，一邊遙想著當地村民和茶商、菜販在古道上行走的樣子。我向孩子們說明，清朝時期為了要防禦盜匪，在古道盡頭也就是臺

北五座一等三角點的之一的土庫岳，建立了瞭望臺，又叫做望高寮，後期派更夫定期巡守，這便是 200 多年歷史的更寮古道由來。

除了介紹古道歷史外，順帶說明了三角點的由來與意義，至今每拜訪一座山頭孩子們都很興奮到處尋找三角點，同時也期許他們

對三角點的態度是敬畏先人測量的辛勞，而非只是征服山頭的快感。由於路程較短，我們有較充裕的時間在涼亭吃點心、寫生。

拜三做伙來去 peh 山—野孩子，健行趣

九五峰巨石拓印處，我們登高望遠一起分享爬山的喜悅

猴山岳前峰登頂前的拉繩橫渡，  
孩子需手腳並用專注眼下，相互扶持

在地家園的茶香步道，認識家鄉產業文化，
徒步踏查感受田園風情

躺在大石上小憩，與自然做一次親
密接觸，享受山林最原始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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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前三次的健行下來，我觀察到孩子遇到山友開始主動

禮貌的問候，和夥伴間也會彼此提醒腳下路況、分享點心；更

變得主動積極，告訴我他們發現了哪些課堂中學過的動植物，

見到姑婆芋會大喊不能吃，但是根莖搗爛後可以消腫解毒，還

想要在下雨時拿來當傘；七嘴八舌介紹豆娘和蜻蜓的差異；在

步道上尋找椿象的蹤跡，自豪的「破解」昆蟲們的保護色；遇

到蜜蜂時的反應比老師還要鎮定，頻頻提醒不要動牠就會飛

走；聽到鳥兒在叫，還模仿雛鳥說：「媽媽我肚子餓了要吃蟲

蟲」，又自言自語「我用了擬人法」，真是令我又驚又喜。沐

浴在自然中，享受各種視覺和聽覺的刺激，發現大自然和生活

中的關聯，將觀察力和想像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第四、五次的健行，我讓他們挑戰了難度較高，同時也是在地家鄉的二格山系─

猴山岳、阿柔洋、筆架山，路徑從水泥步道變成泥土和長滿青苔的石頭路，過程中好

幾處還需攀爬並搭配拉繩輔助。他們必須使用手臂和大腿的力量，還要思考及判斷抓

什麼植被才牢靠，我也首次讓他們在安全範圍內去嘗試，就算因此跌倒，自己從過程

中發掘更好的方法，孩子們直呼刺激又過癮；同時開始教他們學習地圖判讀和 GPX
航跡的應用；輪流擔任領隊，遇到岔路對照地圖判斷，不再只是跟著老師前進。我從

帶著他們，到跟在他們身後，看著孩子一路走來，從教室裡的客人，變成行動的主人。

山很美很溫柔，敞開懷抱接納我們。但我總提醒，了解山林間潛在的危險，評估

後的決策負起責任，才是登山態度，在大自然面前我們懷抱敬畏的心，準備好了，隨

時可以再出發。山再高，高不過腳底；路再遠，遠不過有心人。野孩子和我，會繼續

期待每個拜三徜徉在山林的懷抱中。

木柵國小  劉旻君、楊詠菘、蕭秀珠拜三做伙來去 peh 山—野孩子，健行趣

更寮古道涼亭寫生，把眼睛看到的
美麗事物記錄下來永久珍藏

俯瞰臺北盆地遠眺 101 大樓，在山林間我們都是渺小的存在

土庫岳一等三角點，體察先人測量
的辛勞，對山林懷抱敬畏之心

筆架山的拉繩岩壁，隊長遇到困難
地形，停下來思考要如何安全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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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國小  劉旻君、楊詠菘、蕭秀珠拜三做伙來去 peh 山—野孩子，健行趣

課程主題 野孩子。健行趣 設計者 劉旻君、楊詠菘、蕭秀珠

實施年級 國小五、六年級 課程時間 共 4 小時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
課程實施

時間
■領域 / 科目：綜合

總綱核心素養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助，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領

域

/
學

習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綜 -E-C2 
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學習尊重他

人，增進人際關係，與團隊成員合作達成目

標。
環

境

教

育

議

題

核

心

素

養

環  B3 
能欣賞、創作與環境相關的藝術與文化，體會自

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之美，豐富美感體驗。

學

習

表

現

2b-I I I -1 
參與各項活動，適切表現自己在團體中的角

色，協同合作達成共同目標。

學

習

主

題

環境倫理

學

習

內

容

Bb-II I -3 
團隊合作的技巧。

實

質

內

涵

E25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

平衡、與完整性

學習目標

1. 認識基本的登山安全知識及風險管理。

2. 培養夥伴間互助合作、勇於挑戰的精神

3. 能將自己的垃圾帶下山，落實無痕山林的精神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文暨教案設計工作坊  教案設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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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三做伙來去 peh 山—野孩子，健行趣 木柵國小  劉旻君、楊詠菘、蕭秀珠

路線特色與規劃

路線：指南宮—猴山岳—草湳 ( 大榕樹 )
特色：

本路線由木柵地區知名廟宇─指南宮出發，沿途登山路徑多為未經人工開發之自然步道，行進路線坡度

陡峭，一路踩著樹根、岩石的泥徑上升，部份路段則需手腳併用以拉繩攀爬方式通過，對於孩子的身、心具

備一定程度之挑戰性。正值青春期階段的孩子血氣方剛、精力旺盛、喜愛刺激，猴山岳地勢陡峭，讓高年級

孩子進行挑戰最適合不過。登頂猴山岳後，天氣晴朗時，視野開闊，可俯瞰整個臺北盆地，北二高、木柵焚

化爐、臺北 101、南港山等著名地景一字排開，相當符合古人所說的「登高望遠」意境。站在這樣的位置能

綜觀、俯瞰自己平常所居住的生活環境，想必對於家鄉又是另一種不同的認識與感受。在猴山岳三角點進行

解說並稍作休息，接著往草湳方向下山，一路為下坡路段，舒適好走，沿途大多仍維原始泥土山徑，可穿梭

於茶園、竹林之間，沿途風景令人心曠神怡，賞心悅目。終點為草湳地區，當地的地標為大榕樹，此大榕樹

盤根錯節、樹型優美，枝葉繁茂向上展開，同時具備了絕佳的觀賞及遮蔭效果，是許多登山客約定登二格山

系的重要集合及休憩地點，亦是草湳當地信仰及聚會場所。  

活動設計理念

運用教師專業山野教育知能來建構學校本位的山野特色課程，期許學生能從實際的山野活動中，透過真

實情境學習正確的登山安全知識、  學習問題解決能力、在大自然情境中培養互助合作能力、勇於探索體驗山

林的美，並與大自然和平共處、認識及擁抱家鄉、愛護山林。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一、活動介紹與引起動機

(1) 由教師或小組組長帶領，進行登山前的暖身活動。

(2) 敬山祈福儀式。

「我們願以最謙卑的心，向山及大自然學習，過程中我們會愛護這裡的一切，遵守無痕山林原則，祈求您

賜福於我們，讓我們順利完成，平平安安回家。」

( 二 ) 說明今日登山路線及注意事項，完成個人裝備檢查後，以分組行進方式，依序出發。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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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國小  劉旻君、楊詠菘、蕭秀珠拜三做伙來去 peh 山—野孩子，健行趣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
動〈

一〉

 地點：指南宮 - 猴山岳 - 草湳一帶山區 活動主題：團隊互助與合作

活動
內容

安全通過拉繩攀爬路段

活
動
實
施

( 一 ) 引導學生先觀察需通過之危險路段，可引導主動思考問題，例如為何在這路段尚需要架

繩輔助攀爬，繩索的架設方式及路線等問題，透過學生共同討論，進一步歸納可運用的

通過危險路段策略。

( 二 ) 通過危險路段之人員分組，可採用方式有多很種，例如由小組組長或能力較佳學生先進

行攀爬動作示範，通過後並至上方以口語引導通過人員進行攀爬，下方則可指派一人進

行確保工作。

( 三 ) 待全數學生安全通過後，針對整個過程進行檢討及反思。

活
動〈

二〉

 地點：猴山岳前峰 活動主題：認識家鄉及地理環境

活動
內容

抵達猴山岳前峰後，視野開闊，站在山頂上能眺望環顧臺北盆地，尤其木柵地區等著名地標，

在天氣晴朗時更能一覽無遺。認識木柵國小附近地理環境，繪製簡易地形圖像。

活
動
實
施

( 一 ) 以直視法找出木柵地區至少五個地理、人文景觀，建築物或自然景觀皆可。如臺北市立

動物園、焚化爐、木柵國小、文山區行政中心、道南河濱公園、景美溪等木柵地區著名

地標。

( 二 ) 在筆記本上繪製出簡易地圖，並將上述找到的五個位置標示出來。

( 三 ) 與同學相互分享自己繪製的簡易地圖。

1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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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木柵國小  劉旻君、楊詠菘、蕭秀珠拜三做伙來去 peh 山—野孩子，健行趣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三、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恭喜大家今天順利、平平安安地完成這一次的健行行程，途中我們經過了一些危險困難路段，在過程中發

現同學在通過前這些路段前，都能夠透過彼此間討論，決定通過的方法或策略，並有效的分配團隊中每一個人

的角色與任務。老師從中看到了同學們在面對問題時，能思索問題解決策略，並以互助合作的方式，讓團隊中

每一個人都能安全地通過危險，這是老師覺得相當棒的地方。在登頂猴山岳前峰後，從山頂上我們看到了我們

從自小居住的生活圈及地理環境，才發現原來我們的家園是這麼的美麗，這是平時身處在當中所見不到也感受

不到的景色，對大家來說應該都是很新奇的體驗。

山很美很溫柔，敞開懷抱接納我們。但我總提醒同學，了解山林間潛在的危險，評估後的決策負起責任，

才是登山態度，在大自然面前我們懷抱敬畏的心，準備好了，隨時可以再出發。山再高，高不過腳底；路再遠，

遠不過有心人，希望今天的活動讓大家都能有所收穫，即使是一丁點的感動，與大家共勉之。

20 分

[ 附錄資料 ]
基本的登山安全知識

1. 不隨意離開預定的健行步道。

2. 早一點出發，不摸黑下山。

3. 留意腳下的路況，如 : 鬆動的石頭、濕滑的青苔。

4. 隨時注意週遭動、植物，避免蛇類及蜂類等動物攻擊咬傷。

5. 除了基本的裝備外，每次健行皆應攜帶雨衣、頭燈、醫藥箱。

6. 上廁所時應結伴同行。

7. 謹慎評估每次健行的路程，準備充足的水。

8. 以團隊最弱隊友體力為標準，並視氣候轉換改變，適時做好行徑、行程之調整。

9. 萬一脫隊迷路時應折回原路，或尋找避難處所靜待救援。

10. 健行前一晚應有充足睡眠，備好良好的體力精神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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