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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獨處經驗對山野活動課程參與者

體驗價值之影響
黃谷臣 1、顧大維 2

1臺灣 新北市 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
2臺灣 新北市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

摘 要

緒論：本研究運用方法-目的鏈解析選修山野活動課程學生的內在動機與價值脈絡，

並於課程中導入荒野獨處體驗，以探究獨處經驗對體驗價值的影響。方法：以 26名修習

山野活動與環境探索課程之學生為研究對象，於校內接受 13週的山野知能課程後，展開

3天 2夜之場域實作及 12小時荒野獨處體驗，研究採用階梯式訪談進行資料收集，訪談

內容經編碼後建構蘊含矩陣及繪製階層價值圖以進行分析與討論。結果：一、山野活動課

程參與者認知的終極價值為自我實現、自我成長、身心健康、社會支持與環境倫理。二、

荒野獨處經驗會改變價值鏈結的脈絡，有助於參與者自我察省和個人成長，反思過程能

引導以正向積極態度面對生活。三、荒野獨處經驗能觸發深刻的環境倫理感受，強化對待

環境的態度和行為，對環境保護具有正向影響。結論：荒野獨處經驗對於山野活動課程參

與者具有提升個人成長、拓展社會關係及強化環境意識的效果；運用方法目的鏈有助於

瞭解參與動機的階層脈絡，研究所得結果可提供戶外課程設計和推廣行銷的參考。

關鍵詞：方法目的鏈、階層價值圖、引導反思、環境倫理

壹、緒 論

政府為鼓勵民眾參與山林活動，於 2019 年

宣布了「向山致敬」政策，以「開放」、「透明」、

「服務」、「教育」和「責任」五大政策主軸，全

面提升登山運動環境。在教育面向中鼓勵各級學

校落實山野教育，帶領學生接觸戶外山林，在大

自然中學習，培養冒險與探索的精神，並建立環

境保育概念 (教育部，2019)。透過登山、露營、

攀岩、攀樹等活動，以探索體驗、獨處與反思的

歷程引導學生了解自己、社會和自然的關係，深

化課程的學習，更可促進個人成長、領導與溝通

技巧以及對環境的關懷 (賴婷妤、郭雄軍，2015；

蕭伊蝶等，2020)。研究證實投身於大自然環境具

有改善身體素質、維持心理健康及形成良好社會

關係等效益 (Cox et al., 2017; Shanahan et al.,

2016; Thompson Coon et al., 2011)；在不受干擾

的自然環境中獨處，少了社會束縛，可紓解生活

壓力，有助於身心健康，更可獲得優質的孤獨體

驗 (Larson, 1990; Lee & Scott, 2017; Ren et al.,

2021)；然而荒野環境對大多數人而言是陌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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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風險，能身處其中獨處不僅是一種能力的表

現，也是情感成熟的重要指標 (Nguyen et al.,

2022; Ost Mor et al., 2021)。

荒野獨處是戶外體驗教育中重要且影響深

遠的課程 (王俊杰，2013)，許多戶外冒險教育

機構將獨處納入課程中，其中以外展學校

(Outward Bound, OB) 和國家戶外領導學校

(National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 NOLS) 最

具代表性。Goldenberg 等 (2010) 在為期三年的

縱貫性研究中，訪談了參與 OB 和 NOLS 荒野

獨處課程的學員，比較前後訪談的結果，證實在

課程結束後，參與者仍維持著自尊、自信和成就

感的價值，可見荒野獨處經驗對於參與者的深

層影響。荒野獨處帶給參與者內心平靜與自我

察覺、提升自我成長、自我實現、個人成就、學

習經驗、培養自信、改變思考模式、提升專注力

與 創 造 力 等 個 人 成 長 價 值 (Angell, 1994;

Goldenberg et al., 2002; Long et al., 2003; Naor &

Mayseless, 2020; Smith, 2005; Snell & Simmonds,

2012)。也具有促進人際互動、維持友誼、社會認

同和發展良好的社會關係的功能 (Eigenschenk

et al., 2019; Wesselmann et al., 2021)，更因在荒

野獨處引發的環境倫理、環境意識和正向的環

境態度，進而內化為環境保護的行動 (王韻等，

2022；吳崇旗、陳郁璿，2010；Hill et al., 2009)。

此外，荒野獨處在心理復原能力、參與動機、問

題解決及正念思考等議題也都是學者關心的議

題 (吳崇旗、謝智謀，2017；謝智謀，2010；Naor

& Mayseless, 2020)。

荒野獨處期間會經歷不同階段的感受，沉靜

(silence) 是第一個感受，由於人們已習慣於噪

音、騷動及聲光刺激的生活方式，已難以體驗到

寂靜與沉默 (Schlegel et al., 2009; Simpson,

2006)，在荒野環境中感受寂靜與沉默不語，正可

提供自我反思和思考生命意義的時空條件。繼沉

靜之後伴隨而來的是無聊、無助、恐懼、飢餓等

身體和心理的挑戰，因而產生寂寞、孤獨、被拋

棄的負面感受，甚至出現抑鬱、焦慮或沮喪問題

(Coplan et al., 2019; Nicholls, 2008; Wesselmann

et al., 2021)。在逐漸熟悉外在環境後，周圍的事

物反而是充滿驚奇、感動和樂趣，最終成為釋放

壓力、促進身心健康的力量。Lehmann (2016) 認

為經歷過寂靜與沉默的體驗，藉由反思來理解

自己與自然的關係，在面對人生重要的問題時

能以積極心態面對，因敞開心胸而廣納外界事

物，能將自我與世界連結。

荒野獨處雖然具諸多效益，但參與者須獨

自面對許多未知、不便和環境因素所帶來的困

難，因此須有妥善的課程規畫，Norris (2011) 建

議將獨處課程實施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準備

階段，此階段須與參與者進行事前的溝通，包括

安全問題、身體挑戰、周遭動植物狀況以及緊急

事件的處理程序等，讓參與者理解體驗過程中

可能出現的情況並確認個人的意圖。第二階段

是啟蒙階段，此階段的感受與個人的經歷有關，

部分人會與自然和動物溝通和對話，有些參與

者會經歷無聊、饑餓和孤獨，或是感受到愛和喜

悅。第三階段是融合階段，當個體結束獨處後，

運用團體方式分享彼此經驗及傾聽他人，此階

段強調將獨處的經驗和獲得的洞察力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

山野活動與戶外冒險、徒步越野、探險旅

遊、野外獨處等都屬於有難度、具風險、冒險刺

激及受自然環境影響的活動，參與者須具個人

特質及專業技能，才能在遇到困難時能謹慎思

考與冷靜判斷進而解決問題 (Goldenberg et al.,

2002)。文獻指出參與此類型活動的動機包括愉

悅情緒、釋放壓力、運動健身、獨特景觀、潔淨

空氣、社區關係、自然美景、攀登技能、歷史文

化、團體歸屬、冰雪活動、知識獲得、社交參與、

積極經驗、冒險刺激、能力成就、尊重環境、遠

離權威、健康體能、荒野體驗、幸福感、生物多

樣性、自我表達、自我控制及自我發展等 (陳挺

豪等，2011；Eigenschenk et al., 2019; Ewert, 2001;

Janowski et al., 2021; Špindler et al., 2022;

Trochtová et al., 2021)。參與動機因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與活動種類而有所差異，但整體仍可

歸將其納為個人成長、社會關係和環境連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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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面向 (Hill et al., 2022)。然而這些議題的探討

大都採用量表或問卷等工具進行研究，雖有可

靠、低成本和易取樣的優點，但卻難以真正探索

內在決策的複雜過程 (王韻等，2022；黃仲凌，

2011；蕭伊蝶等，2020；Baldwin & Caldwell,

2003; Woodman et al., 2010)，更是將各種參與動

機視為平行且同時發生，忽略了需求的多樣性

和變化性。Maslow (1943) 的需求層次理論中強

調需求具有階層關係，動機來自於需求，所以動

機的發生亦應具有階層關係；量化研究難以解

決需求層次的問題，因此學者們提出方法-目的

鏈 (means-end chain, MEC) 的方法，以階梯訪

談、內容分析和階層價值圖 (hierarchical value

map, HVM) 的流程，描繪解釋消費者在選擇產

品時的心理歷程和內在價值 (Gutman, 1982;

Hill et al., 2022; Lee & Kim, 2021)；訪談內容經

由類目分析將概念相同的資料歸類並加以命

名 ， 建 構 出 屬 性 -結 果 - 價 值 (attribute -

consequence - values, A-C-V) 的階層脈絡，每條

A-C-V 代表著選擇活動時的心理需求。Hill 等

(2009) 採用 MEC 的方法分析荒野徒步者的動

機需求與脈絡，顯示吸引徒步旅行者參與的理

由是步道特色、戶外活動、風景優美和人際互動

等屬性，在徒步旅行後獲得健康、和平、身體挑

戰和環保意識的體驗結果，最終達到自我實現、

欣賞和自尊的價值。黃仲凌 (2011) 也運用該方

法分析大學生參與水域運動的心理需求，結果

指出水域運動參與者追求的價值是自我實現、

成就感和樂趣享受。林喜雯等 (2015) 也以

MEC 方法比較陽明山國家公園健行者和雪霸國

家公園登山客在體驗價值的差異，該研究結果

指出登山和健行活動都追求自我實現、美好生

活、身體健康和社會支持的價值，但多天期和高

海拔登山活動更強調環境倫理的價值。

以大自然為場域的荒野獨處已存在許久，研究

證實了荒野獨處的價值與效益，研究聚焦在參與者

的體驗歷程 (阮璟雅等，2016)、自我察覺經驗

(Naor & Mayseless, 2020)、體驗結果 (Goldenberg

et al., 2002) 及其追求價值 (Gutman, 1991) 等議

題，採用敘事探究和歷程研究等方法，主要以具

豐富戶外經驗的高涉入族群為對象，缺乏對初學

者的參與動機及動機-價值間的連接和轉化進行

探討，初學者的動機是學習的關鍵因素，影響是

否持續投入與精進發展，對其進行調查研究在推

廣應用上更具意義。為填補研究缺口，本研究在

山野活動課程中導入荒野獨處體驗，藉以探究參

與者在荒野獨處前後體驗價值的變化，進而更深

入了解山野活動參與者的決策行為，以作為戶外

活動課程設計和推廣參考。本研究提出以下幾個

待答問題：1.參與者所認知山野活動課程的屬

性、結果和價值為何？2.在山野活動課程屬性、

結果和價值間的鏈結關係為何？3.荒野獨處經

驗是否影響山野活動課程的體驗價值？

貳、方 法

一、研究對象

以 30名選修山野活動與環境探索課程的大

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 4 名學生在期中退選，實

際完成課程者共有 26 名 (11 名女性，15 名男

性)，平均年齡為 21.65 歲。研究對象中有 2 名

學生具 3000 公尺以上百岳經驗，另有 13 名學

生參加了荒野獨處體驗活動。

二、教學設計

本研究為大學通識課程的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在教學設計上以登山安全知能、環境倫理與

體驗教育引導反思為主軸。本計畫經研究倫理

審查通過，於第一次上課時向參與學生說明計

畫內容、課程進度、參與研究的條件與限制、研

究方法、研究潛在風險及救濟措施等事項，並發

放知情同意書，請學生攜回檢閱，如無法參加研

究者除可於期中逕行退選外，也可採用以 2 次

單日往返的自主登山健行活動進行補課。

課程實施包含山林活動所需的先備知能及

場域實作兩部分。第一部分於校內進行 13 週，

每週 2 小時的山野活動知能課程和相關訓練，

包含山野環境、裝備介紹、讀圖定位、繩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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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地選擇、搭帳技巧、野地炊煮、LNT、糧食準

備、登山計畫和緊急應變。第二部分在山區展開

3 天 2 夜的場域實作和荒野獨處體驗。場域實作

是將在校內學習的各種知識應用於實際場域

中，例如搭設緊急避難帳、野炊、困難地形通過

及戶外導航等。在第二天下午至深夜期間，實施

12 小時的荒野獨處體驗。課程進度如表 1。

表 1

山野活動與環境探索課程進度表

週次 課程主題 內容【說明】 備註

1 山岳活動概況 課程注意事項、認識登山運

動的發展。

計畫說明

2 山岳活動概況 臺灣山脈的分類與介紹 簽署知情同

意書

3 登山安全知能 行程規劃、路線與紀錄、登

山活動相關法規

第 1次訪談

4 登山安全知能 糧食規劃與準備、飲用水處

理、垃圾處理

第 1次訪談

5 登山安全知能 裝備的選購、服裝穿著原

則、打包技巧

6 登山安全知能 爐具與鍋具、野外炊煮、營

地選擇與帳篷搭設

7 登山安全知能 基礎繩結、基礎確保系統實

務

8 登山安全知能 登山計畫擬定、緊急應變計

畫與操作

9 獨處訓練 城市獨處體驗

10 風險管理 山難的成因與種類、山難事

件分析、山難預防

講座課程

11 環境倫理 LNT理念與原則、登山倫

理與禮儀、環境生態保護

12 山岳政策 國家公園簡介、入園申請及

入山證辦理

13 風險評估 戶外活動的風險評估、登山

保險

14 活動規劃與執行 山野活動的實作 (緊急避難

帳搭設、簡易吊帶、困難地

形通過、野外導航、意外事

件處理、獨處體驗與反思)

場域實作

15 活動規劃與執行

16 活動規劃與執行

17 活動規劃與執行

18 課程總結與檢討 第 2次訪談

考量緊急應變及環境因素，選擇位於宜蘭

縣大同鄉思源啞口附近之 720 林道進行獨處訓

練，該區距武陵農場約 15 分鐘車程，如遇緊急

事故可就近至武陵農場醫療站處置。林道全長

約 6 公里，海拔高度約在 2000 公尺左右，林道

地勢平坦，為羅葉尾山登山支線，鮮少有登山客

經過，可避免人為干擾，該處環境適合辦理獨處

體驗活動。

三、研究設計

為探討荒野獨處經驗對於山野活動課程參

與者體驗價值的影響，採用 MEC的研究方法，

分別在課程前後實施訪談，建立並比較 HVM的

差異。參考相關文獻 (林喜雯等，2015；黃仲凌，

2011；Hill et al., 2009) 後擬定訪談題綱，邀請具

有相關研究經驗的學者及體驗教育領域的專家

檢閱並修訂題綱內容，以確認訪談題綱的內容效

度，並於訪談後協助進行編碼。訪談以半結構式

階梯法 (laddering) 進行，階梯訪談法分為軟式

階 梯 (soft laddering) 和 硬 式 階 梯 (hard

laddering)，課程前的訪談採用軟式階梯法，讓受

訪者自由回答問題，以獲得更多資料，有利於類

目的建構 (Reynolds & Gutman, 1988)；課程後改

以硬式階梯法，以前次訪談內容歸納之類目編寫

線上問卷進行資料收集，藉此收斂資料以利後續

比較研究 (Botschen & Hemetsberger, 1998)。

階梯訪談法係逐步引導受訪者，探索內心深

層的意義與所追求之價值，包含以下兩個步驟：

步驟一：誘出屬性，主要探索受訪者參與山

野活動時考慮的主要屬性有哪些，過去的研究

發現受訪者至多只能提出三條鏈結路徑 (林喜

雯等，2015；Hill et al., 2009)；因此，在誘出屬

性時，將訪談題綱設定為「請舉出三個參與山野

活動的重要特質」。

步驟二：深入訪談，依據受訪者所提出的活

動屬性逐一深入訪談，探討其參與活動後所獲

得的感受結果與個人價值之關聯性。例如「為什

麼這個特質對您而言很重要？這個特質對您有

什麼幫助？能帶給您哪些好處？從這些效用或

好處中，您感受到的價值為何？」。在階梯式訪

談的引導下，受訪者盡可能提供相關內容，若在

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反覆提到相同概念或回答

不知道而無法繼續回答時，即視為資料達已成

飽和狀態 (高麗娟、黃光獻，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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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參考 Pieters 等 (1995) 提出的蘊含矩陣分

析方法，資料處理可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第一步驟為編碼與內容分析，採「組別-編

號-訪談次數」的原則進行編碼；第一碼為受訪

者組別，以英文字母大寫為記錄方式，以受訪者

是否參與獨處體驗，分為獨處組 (S) 與非獨處

組 (F)；第二碼為編號，係受訪者代碼，以阿拉

伯數字表示；第三碼為訪談次數，每位受訪者皆

接受二次的訪談，分別以 1、2 代表第幾次訪談。

例如，F-4-2 代表非獨處組 4 號受訪者的第 2 次

訪談內容；S-5-1 表示獨處組 5 號受訪者的第 1

次訪談內容。編碼完成後，從訪談稿中擷取關鍵

語詞分析，受訪者回答的原始語詞會被記錄於

個別編碼表中，例如受訪者回答「背負重量有點

困難 (屬性)…，期望出大景 (結果)，…就是放

鬆心情，紓解壓力 (價值)」。經過檢查後，所有

語詞會被分類於「屬性-結果-價值」 (簡稱 A-C-

V) 三個階層中的 MEC 分類系統中。

第二步驟為信度分析：為確認內容分析之信

度，本研究採三角檢核法 (analyst triangulation

method)，除作者外另邀請兩位具經驗的專家擔

任編碼員共同檢視資料，比對三位編碼員所歸

納之類目，以兩兩同意度計算複合信度及整體

信度 (Kassarjian, 1977)；

複合信度 α = 編碼員同意度之平均；整體

信度 = n × α / [1+ (n-1) × α]

第三步驟為建構蘊含矩陣 (implication

matrix)：確認內容信度後，將受訪者在訪談紀錄

中的屬性、結果、價值間之關係連結填入矩陣表

中，此步驟為質化資料轉換為量化資料的重要

程序 (Gutman, 1991)。

第四步驟為繪製 HVM：依據蘊含矩陣結果

繪製 HVM。為避免圖形過於複雜，將設定截斷

值 3 以上，且保留 70%資料為原則 (Gengler et

al., 1995)，以精簡圖形。

參、結 果

一、山野活動課程的屬性、結果與價值

國內外學者分別從海拔高度、路線難度或

活動天數來定義登山與健行活動，陳挺豪等

(2011) 認為在山野、森林步道行走，可達運動

健身或休閒娛樂等功效的活動的稱之為健行。

林喜雯等 (2015) 則定義海拔 2500 公尺以下且

可當日往返的山岳活動稱為健行，而高海拔、高

難度和長時間的山岳活動則稱為登山；Ewert

(2001) 則將高海拔山區活動且須具備繩索攀登

或冰攀技術者為登山。然而，因山區環境的改變

和便捷的交通道路系統，高海拔的百岳單攻行

程變得越來越普遍，增加了區分健行和登山的

困難。為了明確定義山野活動的範圍，本研究援

林玫君 (2004) 的定義，以 100 公尺以上的山岳

或丘陵系統，可茲援用為登山、攀岩、健行等活

動之非平原地形為範圍。

歸納國內外有關健行、登山、戶外冒險、徒

步越野、探險旅遊及野外獨處等相關研究，進行

類目定義 (林喜雯等，2015；陳挺豪等，2011；

Eigenschenk et al., 2019; Ewert, 2001; Hill et al.,

2022; Janowski et al., 2021; Trochtová et al.,

2021)，並依個人成長、社會關係與環境連結三

個面向加以分類；於第一次訪談後依訪談內容

調整類目，刪除未出現之類目包括歷史文化、可

及性、珍貴回憶、幸福感等，以符合互斥、詳盡

與高信度的原則 (Slocum & Rolf, 2021)。訪談內

容由三位編碼員進行類目歸納，分別依「屬性-

結果-價值」之語詞共歸納出 24 項類目，分別為

9 項屬性、9 項結果及 6 項價值。詳見表 2。三

位編碼員之兩兩相互同意度分別為 0.85、0.87、

0.90，所得複合信度分數為 0.87，整體信度為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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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類目分析表

層級 個人成長 社會關係 環境連結

屬性

A1體能活動 A6社交活動 A7自然景觀

A2獨立思考 A8步道特性

A3表達能力 A9天候環境

A4冒險挑戰

A5專業技能

結果

C1正面情緒 C7支持關係 C8尊敬自然

C2壓力調適 C9風險知覺

C3挑戰訓練

C4運動健身

C5獲得成就

C6學習經驗

價值

V1自我實現 V4美好生活 V6環境倫理

V2身心健康 V5社會支持

V3自我成長

上述類目中的屬性 (attribute) 為吸引參與

者投入山野活動的考量因素與特質，以代號 A

表示；結果 (consequence) 為參與活動後的感

受，以代號 C 表示；價值 (values) 為選擇參與

活動所追求的最終目的，以代號 V 表示；相關

的語詞與定義分述如下：

A1 體能活動：指登山過程中的肢體活動，如上

下攀爬、上坡會喘、消耗熱量等。

A2獨立思考：能有系統性的思考，如仔細規畫行

程、不慌張失措、不下切溪谷等。

A3表達能力：能運用文字、語言或圖像將想法表

達出來，如互相理解、團隊溝通。

A4冒險挑戰：指登山是一種刺激、冒險的過程，

是一種奇特且不尋常的經驗等。

A5 專業技能：透過學習訓練所得的能力，如專

業嚮導、讀圖定位、野外求生技

能等。

A6 社交活動：與親友一同參與活動，如登山社

團、結交志同道合朋友、家人聚

會等。

A7 自然景觀：登山過程所見之自然美景或特

殊景觀等，如展望良好、水鹿、

雲海等。

A8步道特性：登山步道的長度、難度、知名度等，

例如提及攀爬百岳、嘉明湖等。

A9 天候環境：良好的空氣品質與所感受的溫

濕度變化，如空氣清新、芬多精、

下雪。

C1 正面情緒： 參與活動後獲得愉快、滿足及有

趣的感覺。

C2壓力調適：藉由活動放慢步調、從生活脫離、

減輕壓力、放鬆、修復等感受。

C3 挑戰訓練： 提升或超越個人生理心理極限。

C4 運動健身： 藉由運動改善身心健康狀態。

C5 獲得成就： 累積或完成登山紀錄、擴大領域

知識、完成目標。

C6 學習經驗： 增進登山技能、增加知識或學習

活動技能。

C7 支持關係： 與親友增進情感或是認識新朋友。

C8 尊敬自然： 由衷感嘆自然環境、以行動加以

保護。

C9 風險知覺： 追求冒險刺激、感受自然環境對

於生命的威脅。

V1 自我實現：認識自己、發揮潛能，完成與自

我能力相稱之事。

V2 身心健康：沒有疾病以及身心完好狀態。

V3 自我成長：成就、吸收資訊，獲得知識提升。

V4 美好生活：生活滿意、圓滿的狀態。

V5 社會支持：建立友誼、團體歸屬、精神物質

支持。

V6 環境倫理：關懷、重視、履行保護自然環境

的責任。

二、山野活動課程的屬性-結果-價值的鏈

結關係

建構相關類目後以蘊含矩陣及 HVM 來表

示類目中屬性-結果-價值間的鏈結關係。在蘊含

矩陣表中，A 與 C、C 與 V 為直接相鄰，屬直接

關係；若 A-V 間須透過 C 才加以連結，即為間

接連結。以此計算 A-C-V 鏈結關係之次數，小

數點前代表直接關係的次數，小數後表示間接

關係。課程前後訪談內容之蘊含矩陣表，詳如表

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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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課程前訪談結果之蘊含矩陣

層級
結果 價值

類目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V1 V2 V3 V4 V5 V6

A1 01.00 03.00 03.00 05.00 01.00 00.03

A2 01.00 02.00 03.00 02.00 00.01 00.01 00.06

A3 00.02 00.02

A4 01.00 00.02 00.02 00.03

A5 02.00 04.00

A6 01.00 05.00 01.00 04.00 00.03 00.02 00.03

屬性

A7 01.00 01.00 04.00 02.00 11.00 07.00 03.00 00.03 00.03 00.03

A8 03.00 00.01

A9

結果

C1 02.00 02.00 01.01

C2 01.00 01.00 00.01 01.00 03.00

C3 01.00 01.00

C4 06.04 02.02 05.02

C5 08.02 01.00 05.00 09.03

C6 02.00 01.00 02.03 01.03 07.09

C7 01.00 04.00

C8 02.00

C9 01.00 01.00 05.00 04.01 06.00

註：網底部分代表直接關係大於擷取值，列為保留資料。

表 4

課程後訪談結果之蘊含矩陣

層級
結果 價值

類目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V1 V2 V3 V4 V5 V6

屬性

A1 09.00 06.00 00.04 00.04 00.02

A2 02.00 00.02 00.01 00.02

A3 00.02 00.01

A4 01.00 06.00 09.00 02.00 01.00 06.00 00.03 00.04 00.04

A5 03.00 02.00 00.02

A6 04.00 12.00 00.03 00.03 00.03 00.04

A7 12.00 09.00 07.00 04.00 00.04 00.03 00.03 00.04

A8 05.00 04.00 03.00

A9 02.00 07.00 02.00 03.00 03.00 00.02

結果

C1 13.00 10.00 01.00

C2 04.00 09.00 11.00

C3 01.00 03.00 11.00 07.00

C4 02.00 08.00 03.00 03.00

C5 02.00 02.00 04.00 03.00 08.00

C6 03.00 07.00

C7 02.00 02.00 03.00 06.00

C8 01.00 01.00 10.00

C9 02.00 01.00

註：網底部分代表直接關係大於擷取值，列為保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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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蘊含矩陣為基礎所繪製 HVM呈現各要素

連結至價值的結構關係，若將所有連結關係皆

列入圖中，將造成圖形混亂不易解讀。因此，兩

次訪談結果分別設定擷取值，課前訪談資料截

取值設定為 3 時，共保留蘊含矩陣 75.46%的關

係鏈結資料；課後訪談資料截取設為 5 時，保留

了蘊含矩陣 71.21%之關係鏈結資料，亦即前測

訪談捨棄直接關係次數小於 3 的資料，後測訪

談捨去直接關係係數小於 5 以下的資料，兩次

訪談資料之 HVM 保留最接近且都超過 70%之

內容，詳表 5。

為清楚呈現類目負荷量及鏈結關係，在

HVM 中將類目層級以顏色表示，屬性為白色，

結果為灰色，價值為黑色；圓圈大小代表該類目

被提及次數，9 次以下者界定為低次數 (小圈)，

10 至 19 次為中等次數 (中圈)，20 次以上界定

為高次數 (大圈)；類目間的連結則線條表示，

線條粗細代表連結強弱 (Fotopoulos et al.,

2003)，連結次數小於 4次定義為弱連結 (虛線)、

連結次數介於 5 至 9 次為中等連結 (實線)、10

次以上連結次數定義為強連結 (粗線)，並標記

直接關係之次數。並依個人成長、社會關係及環

境連結的類目依序由左至右排列，以利進行對

照比較。

為理解山野活動課程對於學生價值認知上

的影響，比較課程前後訪談的 HVM，以釐清屬

性、結果與價值的鏈結關係及脈絡。課程前後訪

談 HVM 如圖 1、圖 2。

圖 1

參與學生於課程前訪談之 HVM

課程前 HVM 可視為學生對參與山野活動

課程價值之期待，學生認知的山野活動具有自

然景觀、體能活動、社交活動及專業技能等四個

屬性，透過參與活動能得到成就感、獲知風險知

覺、運動健身的效益、夥伴支持關係及累積學習

經驗的感受，最終追求的價值為自我成長、自我

實現、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在屬性類目中以自

然景觀被提及最多次 (29 次)，體驗結果中以獲

得成就觸及次數最多 (22 次)，價值則以自我成

長最常被提及 (31 次)；在鏈結關係中以自然景

觀-獲得成就間為強連結關係。

課程前認知山野活動課程須面對自然環

境，克服各種地形困難時能獲致成就、進而得到

表 5

研究參與者於課程前後訪談截取值之關係鏈結與單元格分析

截取值

課程前訪談 課程後訪談

關係鏈結 單元格 關係鏈結 單元格

N % N % N % N %

1 163 100.00 53 100.00 264 100.00 54 100.00

2 143 87.73 33 62.26 257 97.35 47 87.04

3 123 75.46 23 43.40 235 89.02 36 66.67

4 208 78.79 27 50.00

5 188 71.21 22 4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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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實現、自我成長與社會支持的價值；也理解

面對山域環境時所必須承擔的風險，進而在從

事山野活動時確保身心健康與安全。

(F-4-1) 做任何事情都要知道自己的能力

到哪，有多少力就做多少事，不會

過度負擔，在戶外總是有許多的

突發狀況，冷靜應對才能夠妥善

處理。

(F-3-1) 山上環境變化多端，若不主動提

出問題，或是幫助同伴，都會造成

問題。

因此期待在課程中學習山野活動的專業技

能，累積相關的學習經驗，以獲得自我成長，體

驗不一樣的人生。

(S-6-1) 挑戰自己跨出平常生活的舒適圈，

不畫地自限，可以讓自己學習到更

多不一樣的事物，認識不一樣的

人，豐富自己的人生經歷，未來在

面對一些事情上的處理應對也可

以比較成熟。

圖 2

參與學生於課程後訪談之 HVM

在 13 週系統化教學及戶外場域實作後，可

發現 HVM 中的屬性、結果、價值及連結關係有

了明顯變化，圖 2 顯示在山野活動課程後的

HVM，在屬性中以自然景觀和冒險挑戰最常被

提及，體驗結果以正面情緒、壓力調適、挑戰訓

練及獲得成就等個人成長感受被提及次數較

多，價值被重視程度依序為自我實現、自我成長

及身心健康。在課程結束後學生所認知山野活

動的特質較課程前增加了天候環境及冒險挑

戰；在體驗結果則增加正面情緒、壓力調適、尊

敬自然及挑戰訓練，價值上新增了環境倫理。在

鏈結強度上，自然景觀-正面情緒、社交活動-支

持關係、正面情緒-自我實現、正面情緒-身心健

康、壓力調適-自我成長、挑戰訓練-自我實現、

尊敬自然-環境倫理皆為強鏈結關係。其中透過

觀賞山林的自然景觀而獲得正面情緒，進而追

求自我實現及身心健康的價值是最被強調的完

整屬性-結果-價值脈絡。運用視覺化的 HVM 可

以瞭解哪些要素是受訪者所認知的重要特質，

以及哪一條鏈結路徑最為關鍵，將有助於推廣

山野活動及擬定教育管理決策的參考。

三、荒野獨處經驗對山野活動課程體驗

價值之影響

由於課程受到 COVID-19 疫情爆發影響，

配合疫情指引規範，並尊重學生參與意願，參與

課程共有 26 人，實際參與並完成獨處體驗者計

13 人，未參與獨處體驗者須完成 2 次單日往返

的自主登山健行活動；比較課程後兩組的 HVM

將可得知荒野獨處經驗對於體驗價值的影響，

圖 3 為非獨處組課程後的 HVM，圖 4 為獨處組

課程後的 HVM。

圖 3

非獨處組課程後 H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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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獨處組課程後 HVM

比較圖 3 與圖 4 之可發現兩組在屬性、結

果與價值的內涵及鏈結關係上的差異。

(一 ) 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是兩組最重視的價值，但在關係鏈

結上有極大差異，缺乏獨處經驗學生偏向傳統戶

外休閒的價值取向，以在山林呼吸新鮮空氣、觀

賞自然景觀來獲得壓力釋放及正面情緒，最終獲

得自我實現。獨處組則強調在獨處過程中經由冒

險挑戰的歷程來達成自我實現的價值。

(S-10-2) 在經過這次體驗，我覺得這些特質

讓我在出社會能夠讓我知道怎麼

更好與同事溝通，也懂得獨立自主

的能力，在外不用依靠別人，培養

出的體力能讓自己做任何事都活

力滿滿精神充沛、有動力去做事

情。

(S-9-2) 當一個人具備與自己對話這項技

能，並且無時無刻都能夠清楚地知

道自己的感受以及身體狀況的話，

這個人一定會把自己的生活過得

很好，並且會充滿著自信，因為唯

有內心夠強大以及心理素質很好，

才有辦法靜下心來認識自己以及

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二 ) 身心健康

健康是指身體、心理及社會功能的圓滿狀

態。兩組在身心健康的關係鏈結來源不同；非獨

處組的身心健康價值主要是觀賞自然景觀而覺

得心情愉悅獲得心理滿足；而獨處組則認為在

山野活動時上下攀爬的體能活動，克服困難地

形最後完成登頂時獲得成就感，滿足了身心健

康的需求。

(S-8-2) 在過程中一定會有很累或是支撐

不下去的時候，這時候就需要堅持

跟意志力，等到完成的時候就會很

有成就感。

(F-7-2) 登山算是有一定強度的休閒活動，

體能上需要有一定的基礎。

每個人重視體能活動的觀點立場不同，有

人擔心因體力不濟導致團隊行進受阻。

(S-5-2) 有好體力才能，在旅途中順順利利

的走到最後。

(F-4-2) 有基本體能才能完成課程訓練，不

至於拖累團隊。

(三 ) 自我成長

自我成長是指心智轉化的過程，經由學習

吸收新知，透過反思自我覺醒，由 HVM 的比較

中可發現兩組在自我成長的階層路徑明顯不

同。獨處組認為登山過程是一項需要體能的活

動，長時間體能活動可以獲得成就，進而獲得自

我成長之價值。

(S-7-1) 在山上可能會面對一些未知的突

發事情，也並不是所有時候都會團

隊行動，我們需要有獨立思考的能

力，結合以前積累的知識才能在緊

急情況下良好的應對。

(S-4-2) 不管是在登山還是生活中都會有

遇到困難的時候，堅持是一項很寶

貴的特質，讓我在面對這些的時候

可以不輕易放棄，我希望透過登山

可以讓我了解堅持跟意志力的真

諦，然後把這些感受帶回生活中，

讓我在面對生活時更有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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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獨處組之自我成長價值來自壓力調適，

觀賞特殊景觀與面對天候環境，釋放壓力使心

情愉悅，忙碌學習之餘能有喘息時間，心靈上暫

時沉澱，重新面對自我，獲得自我成長。

(F-5-2) 在山上不外乎會遇到許多的問

題，對於一個爬山新手的話，最好

是遇到不懂的就問，加上跟著所

有人一起行動，還會分成小組別，

那跟周遭的同學配合，合作也非

常重要，當一個人在深山裡，能夠

獨立思考，自行解決遇到的難題

也很重要。

(四 ) 社會支持

山野活動是一項重視溝通的社交活動，在

山徑上遇見山友會相互招呼，團隊在數天的共

同生活與對話，彼此間溝通、協調與責任分工都

是重要的社交活動，兩組的 HVM 中可發現階層

路徑一致，參與者期望透過山野活動的社交功

能可獲得支持關係，以夥伴關係培養團隊合作，

並將所學應用到日常生活中。但因支持關係結

果連結至社會支持價值的鏈結未達擷取值，所

以未成重要價值。

(S-3-2) 在團隊合作下，為了達成共識，需

要和夥伴們溝通，或者在需要表達

自己的想法和意見時，都要具備良

好的溝通能力。

(F-11-2) 未來的夢想是想成為機師，機師同

樣也必須具備這些特質，登山除了

是興趣之外，也是訓練冷靜應對與

團隊合作的好活動。

(五 ) 環境倫理

環境倫理是指對於環境與人類的倫理關

係，包含關懷、重視、履行保護自然環境的責任。

獨處組經歷戶外實作及荒野獨處體驗後對於環

境倫理的感受較為深刻，其價值來源為觀察自

然景觀獲得尊敬自然的結果，學生於課後表示

除感受自然的美好外，也對大自然產生敬畏；非

獨處組則缺乏環境倫理的價值。

(S-1-2) 用心感受大自然才能消化背重物

上山的疲憊，覺得一切都值得。

(S-5-2) 要可以接受萬物無論好壞的所有

一切，大自然很美但也有危險!

肆、討 論

一、山野活動課程的屬性、結果和價值

本研究以階梯訪談法建構相關類目，以分

析參與山野活動課程的屬性、結果與價值的內

涵，歸納相關研究及訪談資料內容，分別就屬

性、結果與價值進行下列討論。

(一 ) 屬性 (attributes)

山野活動與戶外休閒 (Eigenschenk et al.,

2019; Trochtová et al., 2021)、徒步越野 (Hill et

al., 2009; Hill et al., 2022)、戶外冒險體驗

(Goldenberg et al., 2002)、登山健行 (Janowski et

al., 2021)及探險旅遊 (Špindler et al., 2022) 等

有相似之概念。Trochtová 等 (2021) 研究戶外

休閒活動的價值時指出心胸寬廣、寬容、有助

益、誠實、愛、開朗、服從、禮貌、負責、環境

保護、企圖心、能幹、清潔、勇敢、想像力、獨

立、知識、邏輯及自我控制為主要屬性。

Goldenberg等 (2002) 分析參與 OB戶外冒險體

驗課程的體驗價值時以課程內容建立類目，所

得到的屬性為互動、攀岩、探險和野營等。

Špindler等 (2022) 以攀登阿爾卑斯山脈的登山

者為調查對象，所定義的類目有山岳文化、貴族

活動、團體隸屬感、探險、愛國主義、社會適應

性、身體健康、樂觀生活、自我體驗、獨創與靈

活性、提升工作能力、樂於助人、友誼、對自然

文化的態度及教育等。Wesselmann 等 (2021)

則提出荒野獨處的屬性，包含情緒調節、避免不

愉快的互動、專注、放鬆、自我反省及獨立等。

Ren 等 (2021) 以文獻系統化分析了獨處功能，

共列出了包含成就、匿名、逃避現實、健康、獨

立、親密感、自然、隱私、問題解決、放鬆、宗

教、安靜、自我發現、自我反省、休閒、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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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等 22 項獨處的效益，並與開放性、盡責

性、外向性、親和性及神經質五大人格特質進行

交叉分析，研究發現在神經質得分較高的個體

將獨處視為調節情緒、情感平衡的一種方式，外

向性得分較高的個體重視的是社交互動的功

能，盡責的個體則將獨處視為可以專注目標提

高生產力的環境，可見認知獨處重要性和人格

特質與獨處經歷有關。

由回顧文獻中可以發現不同研究間對於類目

的定義存有歧異，其中以身心健康、尊重環境、

認知學習、體驗觀察及獨立勇敢等為共通點

(Eigenschenk et al., 2019; Janowski et al., 2021; Ren

et al., 2021; Špindler et al., 2022)。Eigenschenk等

(2019) 則進一步將戶外活動的效益歸類為身體

健康、心理健康、教育學習、公民參與、減少犯

罪行為和其他六大類。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參與山野活動課程的

學生所認知的屬性包括自然景觀、社交活動、天

候環境、體能活動、冒險挑戰和專業技能等共計

6 項屬性。此結果與林喜雯 (2015) 所歸納的登

山與健行的屬性部分相符，這些屬性亦也可分

別歸納至 Hill 等 (2022) 所定義的類別中；例

如，自然景觀、天候環境可歸類至環境連結、社

交活動歸類至社會關係，個人成長的部分則有

冒險挑戰、體能活動和專業技能等屬性。

(二 ) 結果 (consequences)

藉由活動屬性所引發的社會心理性結果，

可以瞭解參與動機 (Gutman, 1982)，體驗結果

可能是正面或負面，負面的結果稱為成本或風

險，正面的結果通常被稱為利益 (Hill et al.,

2009)；正面結果包括發展技術、技能、學習 LNT

原則或發展人際交往能力，而負面的風險包括

受傷、失去社會聯結或身體疲憊。Klenosky 等

(1993) 在研究滑雪目的地選擇時指出，消費者

最在意的是滑雪場的坡道及雪線，可以為滑雪

者帶來更多樣的選擇與挑戰性，最後形成樂趣、

刺激和成就的價值。價值觀的調查結果能反映

出消費者的觀點和願景，可作為行銷策略或提

供核心服務的參考。

在課程前的體驗結果為支持關係、運動健

身、獲得成就、風險知覺和學習經驗，在課程後

體驗結果增加正面情緒、壓力調適、尊敬自然及

挑戰訓練，此結果與 Eigenschenk 等 (2019) 的

研究結果相符，投身於大自然能帶來明顯的益

處，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健康、教育學習、公民

參與、減少犯罪行為以及其他的效益。Janowski

等 (2021) 研究指出徒步旅行、浮潛、攀岩、登

山健行等類型的體驗結果為風險知覺、自然環

境、刺激和興奮、挑戰和身體活動。Goldenberg

等 (2002) 與 Hill 等 (2022) 也都指出攀岩、探

險、野營和徒步健行等體驗活動，能帶來個人成

長、身心健康、社會意識、社交聯誼、知識和關

係連結等體驗結果。

體驗結果可從個人發展、社會連結與環境

意識三個面向來加以討論；個人發展是關於自

我的身體、心理、認知、情感、行為和精神方面

的發展，也包括個人技能、情商的提高、個人責

任感、正念精神、感官和審美意識的增強等

(Hill et al., 2022; Špindler et al., 2022)，此外，

Eigenschenk 等 (2019) 認為在大自然中與自

我對話會帶來更好的自我認識和理解，對自尊、

自我效能和自我實現產生積極影響。在社會連

結的概念包括人際互動、社會意識、支持關係、

社交聯誼、友情、關係連結等；因山野活動的難

度高也具有風險，結伴同行較為安全，活動中同

伴間彼此鼓勵與支持，共同克服困難的情誼，將

更刻骨銘心 (林喜雯等，2015)；在環境意識中

有尊敬自然、LNT 原則及風險知覺等，在山野

活動中欣賞高山景緻與壯麗風景，感嘆大自然

的魅力，尊敬自然油然而生，重拾對環境的歸屬

感，進而內化成為環境保育的意識。

(三 ) 價值 (values)

價值是一種持久的信念，也是決定態度和

行為的重要因素，更是參與者在選擇活動時的

最終目的。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吸引參與山野活

動的終極價值依序為自我實現、自我成長、身心

健康、社會支持與環境倫理，此結果符合馬斯洛

的需求層次理論；但與林喜雯等 (2015)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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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稍有不同，差異可能來自於受訪對象的特

性不同，該研究以 30~60 歲的成人為主，多數

為家庭經濟支柱，承擔更高的家庭責任，渴望能

提供家人更好的生活；而本研究以大學生為研

究對象，主要以學習為主，崇尚個人成長，吸收

知識增廣見聞，累積生活經驗等，所面臨的生活

問題不同，在價值取向上略有差異。此現象亦符

合相關文獻認為終極價值受到性別、年齡、群體

歸屬、生活經歷、文化環境和社會互動等影響

(Klenosky et al., 1993; Trochtová et al., 2021)。

Špindler等 (2022) 將登山價值分為傳統價

值、健康價值、人格價值和教育價值等四類，傳

統價值的內涵包括登山界的重要訊息、貴族活

動、團體隸屬感、探險、愛國主義、社會適應性；

健康價值的內涵有身體健康、樂觀生活；人格價

值的內涵有自我體驗、獨創與靈活性、提升工作

能力；教養價值內涵有樂於助人、友誼、對自然

文化的態度、教養等，不同世代間對於登山價值

觀上亦有差異，特別是 Z 世代的年輕人對於自

然文化的態度上較其他世代更為積極。本研究

結果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對於自然文化的態

度也顯得較為積極。

本研究受訪者認為山野活動具有冒險挑戰

的屬性，參與活動能獲得學習經驗，進而提升自

我知識與經驗，此結果與 Hill 等 (2009) 針對攀

岩與野營課程的調查結果相似，在參與活動中

獲得知識，並鏈結到個人成長與增強自信心，

Smith (2005) 也指出荒野經驗可增進個人成長

及學習經驗。大學生在山野相關的知識技術未

臻成熟，需要擴展學習領域與充實學習經驗，因

此有透過課程增加學習經驗的需求。

經由上述討論可以發現，雖戶外活動類型

不同，定義的屬性也略有差異，但最終的價值存

有許多共通點，如個人發展 (自我成長、自我實

現、自信)、社會互動 (社會支持、友誼、人際關

係) 與環境關係 (環境意識、環境倫理) 等。部

分研究也從教育學習的觀點進行類目探討

(Eigenschenk et al., 2019; Špindler et al., 2022)，

值得後續研究的參考。

二、山野活動課程的屬性、結果和價值間

之鏈結關係

山野活動是一項綜合環境、體能、知識、技

能、裝備和判斷力的戶外活動，從課前的訪談發

現學生對課程的期望，包括自我實現、身心健

康、自我成長和社會支持的價值。在課後之

HVM 鏈結負荷量可以發現參與者不僅強化了

自我實現、身心健康與自我成長的價值，更透過

觀賞自然景觀和實際體驗活動，引發尊重自然

的態度，進而重視環境倫理的價值。此結果與王

素芬與殷秀菁 (2012) 對不同類型步道遊客所

做的調查結果一致。該研究指出參與步道健行

的主要動機為運動健身、放鬆身心、欣賞自然美

景和挑戰自我極限；而持續參與山野活動接觸

自然環境，能進一步喜愛大自然，對環境的關懷

也會更強烈。吳崇旗 (2009) 也認為山野活動課

程能夠增進參與者的正面環境態度。Hill 等

(2009) 研究也指出在山林裡長程縱走可以促進

友誼、人際互動、樂趣及享受，同時也能促進健

康身心發展，也會更重視自然文化資源。

自我實現為參與者最重視的終極價值，主

要來自於正面情緒與挑戰訓練；此外，自我成長

與身心健康亦為高度被提及的價值；環境倫理

及社會支持為中等次數；在體驗結果中以正面

情緒、壓力調適及挑戰訓練為最直接感受的體

驗結果，屬性中以自然景觀及冒險挑戰被提及

次數較多。在 A-C-V 的完整鏈結中，有幾條路

徑為強鏈結關係，包括自然景觀-正面情緒-自我

實現、自然景觀-正面情緒-身心健康、壓力調適

-自我成長、挑戰訓練-自我實現、尊敬自然-環境

倫理及社交活動-支持關係。

受訪者知覺山野活動具自然景觀、體能活

動、專業技能及社交活動等屬性，此結果與參與

水域活動課程所強調的自然環境、危險刺激、技

術難度與特定人群等屬性類似 (黃仲凌，2011)，

都是追求樂趣、刺激性、挑戰性與崇尚自然的感

覺及體驗 (Woodman et al., 2010)。社會快速發

展下，大學生面對的生活壓力不斷升高，試圖追

求自己想要的休閒方式，抒解壓力進而獲得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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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需要的感受與價值。因而參與戶外活動課

程，接受大自然的洗禮與挑戰，發掘自身潛能，

找回人性本質並達成自我實現。

在屬性-結果-價值的連結脈絡上，課程前期

待在山野活動課程中觀賞自然景觀及冒險挑戰

的歷程以獲得壓力調適進而達到自我實現及自

我成長。在系統化的學習後，學生已具備登山的

基本知能，在鏈結關係上轉化為以冒險挑戰及

累積學習經驗來達成自我成長，由此可見，課程

的規劃對學生的價值取向將會造成影響。

Goldenberg 等 (2010) 也認為規劃良好戶外體

驗課程，將可帶給參與者自信與成就，對其個人

生涯影響深遠。

三、荒野獨處經驗對山野活動課程體驗

價值之影響

為探究荒野獨處經驗對山野活動課程參與

者體驗價值的影響，分別從個人成長、社會關係

及環境連結加以討論。

(一 ) 個人成長

荒野獨處對個人成長的價值，包括正念、幸

福感、專注力、情感釋放、自我實踐、自我成長

及自我省思等 (Brown & Ryan, 2003; Howell et

al., 2011; Snell & Simmonds, 2012)。荒野給人一

種寧靜祥和的感覺，可讓人從焦慮和疲勞中獲

得恢復 (Hammitt & Brown, 1984)，藉由自我對

話與反思，了解自我並與世界連結，增強個人歸

屬感 (Naor & Mayseless, 2020; Swatton & Potter,

1998)。Snell 與 Simmonds (2012) 認為歷經獨處

的特殊情境會改變平日的思考模式，能以更正

向積極態度去面對生活。Smith (2005) 也指出荒

野獨處歷程可以促進自我成長，透過學習與訓

練，不斷吸收新知，讓自己具備理解問題和處理

問題的能力。由非獨處組的 HVM 中發現自我實

現是被提及最多次的內在價值，來源也最多元，

在山林中觀賞自然景觀、面對天候環境、運用體

能活動與冒險挑戰等屬性，使參與者得到正面

情緒、壓力調適、挑戰訓練及運動健身的效果，

因而滿足自我實現之價值需求。在獨處組的

HVM 則呈現荒野獨處經驗對價值連結的影響，

強調冒險挑戰獲得挑戰訓練的體驗結果達到自

我實現的價值，兩組在鏈結關係上略有不同。

在自我成長的價值中，非獨處組經由觀賞

自然景觀和天候環境得到壓力調適的效益，進

而獲得自我成長的價值；獨處組則在實際操作

中學習搭帳、緊急露宿、繩結應用、攀升垂降、

困難地形通過等技能，以及課程中的攀登活動

體驗而獲得成就。此結果呼應 Goldenberg 等

(2002) 研究結果，認為結合學生先備經驗及實

務體驗對於戶外體驗學習具有重要的影響。

身心健康是所有人追求的目標，非獨處組

的主要因觀賞自然景觀獲得正面情緒，正面情

緒能帶來良善循環，而獲得身心健康，是偏向心

理健康脈絡，此結果與 Fredrickson 與 Joiner

(2002) 研究結果相符，正面積極的情緒能提升

情緒健康，增加幸福感，有利於心理資源與提高

生活品質。而獨處組除了有上述心理健康脈絡

外，因有獨處體驗及長時間在山林中健行或攀

爬的經驗，在感受上有因體能活動獲得成就的

益處，滿足身體健康之價值。大量的證據顯示荒

野經驗具有復原力，在山林活動能讓人愉快獲

得正面情緒，減緩生活壓力以預防心理健康問

題，並使人從壓力中復原並恢復身心健康 (吳崇

旗、謝智謀，2017；謝智謀，2010；Eigenschenk

et al., 2019; Larson, 1990)。

(二 ) 社會關係

社會動機是參與戶外休閒活動最重要的原

因 (Ewert, 2001)，藉由登山健行活動中的聯誼

機會獲得支持關係，進而實現追求社會支持之

價值。Goldenberg 等 (2002) 指出戶外冒險課程

都強調夥伴關係、團隊合作與人際互動的價值。

在荒野獨處讓人有時間去反思人際關係、生活

和未來目標，對於個人成長和社交生活都有重

要 的 影 響 (Kalisch et al., 2011)。 Naor 與

Mayseless (2020) 也支持這樣的看法，認為獨處

並非沒有溝通，而是一種體驗與社會連結的方

式，可以培養人際交往能力，建立溫暖的人際關

係。本研究參與者雖認同山野活動是重要的社

交活動，參與活動能得到支持關係，但因連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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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未達擷取值而未形成社會支持的價值脈絡；

此結果可能與社會支持的定義有關，本研究以

精神支持與物質援助來定義社會支持，大學生

的資源與社交能力有限，對於此價值的感受較

不明顯；但此結果回應到未來在課程設計中可

加入夥伴關係、社會連結與資源募集的議題，以

提升學生對於社會支持的價值認同。

山野活動中，同伴可能來自家庭、同學、親

友或其他志同道合的團體，長時間的相處和交

流，建立聯繫和加強感情，相互扶持克服困難地

形，強調了團隊合作和群體互助的重要性。根據

吳崇旗與謝智謀 (2017) 的研究，登山冒險活動

有助於促進人際互動，以小組解決問題的方式

設計課程，可以加強互動促進彼此交流。在本研

究中，我們設計了一個分享活動，學生在經歷獨

處體驗後返回團隊分享彼此的感想和心得，並

學習傾聽和吸收經驗。

(三 ) 環境連結

獨處組在獨處體驗後引發對環境倫理的重

視，而非獨處組因缺乏獨自在大自然觀察反思

的體驗，在環境議題感受上較不明顯。此結果與

許多研究相符，Lee 與 Scott (2017) 指出在大自

然環境的獨處時光，因對環境的深刻感受將有

助於自然環境的承諾；Hill 等 (2009) 的研究中

也發現，環保意識是徒步旅行者最重視的結果，

參與者將戶外環境的特徵與環境意識作連結，

進而達成移情或轉化的價值。

當大自然被過度消費，環境正遭受重大危

機，在推展山林活動時更需要教育山林保護的意

識 (Evans & Acton, 2022)。除了在課程中不斷強

調 LNT概念、登山環境、登山禮儀、山難案例解

析外，荒野獨處能給參與者有時間獨自一人思考

及其對自我生活的反思，不僅能提升環境態度，

因此改變行為以減少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內化成

為環境保護行動 (吳崇旗、陳郁璿，2010)。

伍、結 論

一、結論

本研究將獨處體驗導入山野活動課程中，以

MEC 的方法分析參與山野活動課程的內在動機

與決策行為，作為課程設計和推廣活動的參考。

經分析與討論後，獲致下列幾點結論：

一、 參與山野活動課程學生的認知結構具層級

關係，學生認知的山野活動有自然景觀、

社交活動、天候環境、冒險挑戰、體能活動

和專業技能等 6 項屬性。在體驗山野活動

後在個人成長部分具正面情緒、壓力調適、

挑戰訓練、學習經驗、運動健身、獲得成就

的感受；在社會關係則獲得支持關係；在

環境連結上則有風險知覺及尊敬自然兩項

感受。吸引參與山野活動的終極價值，由

強至弱依序為自我實現、自我成長、身體

健康、社會支持與環境倫理。

二、 荒野獨處的特殊經驗有助於個人成長，體

驗反思歷程會改變參與者的思考模式，不

僅能以正向積極態度面對生活，對於價值

脈絡亦會產生影響。具荒野獨處經驗的參

與者特別感受到冒險挑戰的特質，藉由挑

戰訓練而達成自我實現的價值。

三、 參與者認為山野活動是重要的社交機會，

參與此類型活動可以促進人際互動，獲得

社會支持的價值，在課程設計上可強化夥

伴關係、社會資源募集等議題。

四、 荒野獨處經驗能觸發重視環境倫理的觀

念，在荒野寂靜中學習沉澱、內省、對話與

觀察，使學生與環境意識產生更深刻的連

結，進而內化成為環境保護與社會責任的

意識。

二、建議

(一 ) 未來研究之建議

荒野獨處是一個日益受到關注的領域，研

究顯示野外獨處有助於提升創造力、減輕焦慮

和壓力、促進自我反思和成長、增強自尊心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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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過去的研究聚焦於高度涉入族群的心理

狀態，本研究以初次體驗的參與者的研究發現，

在價值認同方面和過去的研究有所不同，價值

觀會影響休閒活動的選擇，而活動涉入程度亦

會影響價值認同。因此，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涉

入程度對體驗價值的差異。此外，國外學者也針

對價值階層圖提出了過度主觀的質疑，進而發

展替代的量表工具 (means-end of recreation

scale)，未來研究上可嘗試使用量化研究工具進

行相關議題的探討。

野外獨處過程中經歷了寂靜、無聊、害怕和

恐懼的階段，獨處者是透過何種機制渡過？是

來回踱步？是高聲歌唱？是掩面哭泣？還是其

他方式？過去的研究通常是以深度訪談等方

式，全憑參與者的回憶描述。但是，隨著科技的

進步，攝錄影裝置輕便小巧，未來研究上可應用

於進行第三方觀察。

基於安全與學生能力的考量，本研究安排

了十二小時的野外獨處體驗，其中約有六小時

是在夜間獨處。過去的研究建議，在設計相關活

動時，應該有足夠的獨處時間，才能體驗不同的

過程。本課程設計的獨處時間似乎還不足以讓

學生充分體驗惶恐緊張的階段，內心尚未能夠

平靜下來進入反思和自我對話的過程。未來在

設計活動時，可延長獨處時間，過夜甚至二至三

天體驗方能彰顯其效果。

(二 ) 後續課程設計之建議

戶外實作課程對學生而言是學習不同領域

生活技能的體驗，獨處與團隊合作的活動設計，

可以培養其領導、互助和溝通等能力。但對教師

而言是須承受較高風險，且事前的準備工作繁

瑣，包括野營器材、校外教學申請、入山入園證

申請、登山意外保險、攝影器材、獨處包及確認

學生是否具相對應能力。事前須建立學生面對孤

獨和荒野環境的心理準備，在安全考量上須擬訂

周全的緊急應變計畫，如後送車輛安排及預想可

能發生的意外，如滑倒、蜂螫、中暑、墜落及危

及生命安全的處置方式等。雖然準備工作花費了

數倍的上課時間，但深具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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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Mountaineering courses are exceptionally physically demanding outdoor
activities, and wilderness solitude is a challenge that tests both the mind and body. Participants who
choose this course should be guided by robust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value recognition. We
integrated the experience of wilderness solitude into our courses and used the Means-End Chain
theory to explore changes in the experiential value of course participants. Methods: This study
involved 26 students who took the mountain activities and environmental exploration course. They
underwent three days and two nights of field practice and 12 hours of wilderness solitary experience
without computers, communication,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products and equipment. In-depth
semi-structured ladder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course. Encoded data was used
to construct an implication matrix and a hierarchical value map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Results: (1) The common values recognized throughout the course were self-realization, self-growth,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ocial support,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 The wilderness solitude
experience helped participants with self-reflection and personal growth, and the reflection process
helped to change their thinking patterns, leading to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3) The wilderness
solitude experience triggered a more profound sense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strengthened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wards the environment, and positively impact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lusion: Experiencing solitude in the wilderness enhanced personal growth, expanded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trengthene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for participants in mountain activity courses.
The value context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can be explored through the Means-End Chain theory.
This study’s resul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utdoor curriculum design and promotion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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