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度大專學生
登山安全訓練研習活動 道明中學 李鎮光

教育部為提升大專學生山難預防與處理能

力，特辦理登山安全訓練活動，期能在山野

發生意外事件時，能以正確的自救與求救技

能，將損害減至最低。活動分為線上課程與

實體訓練，其中實體訓練假霞喀羅古道週邊

延伸 20 公里範圍之山區辦理。而活動當日由

學務特教司陳宗志科長主持開訓典禮，除了

感謝台灣師範大學陳永龍教授所領導的行政

團隊承辦本次活動，並勉勵學員積極學習所

教的技能知識、登山安全及專業營隊管理，

能應用於山野活動；同時藉由實作體驗增強

山難預防觀念，提升登山技能及建立正確的

登山觀念，同時將所學帶回學校教導給其他

社團學員，進而減少山域活動傷害及山難傷

亡事件的發生。

線上課程講授科目區為山難分析與預防、裝

備選用與糧食規劃、等高線圖與手機 App 之

運用、登山計畫書與行程規劃設計 (6W1HMRE

思考面向 ) 等課程；實體訓練則包含叢林穿越、

困難地形通過、個人緊急避難搭設與獨處、

登山安全及營隊管理等實作課程。在得知編

組後，隊輔也立即建立群組，共同討論公裝

的攜帶及食材的準備，而甲組伙伴都有登山

的經驗，所以討論的過程都能提出建議與決

定。第一天報到時，主辦單位安排了破冰活

動讓彼此認識，並討論如何打包及秤重公糧，

然後平均分攤重量，等就緒後由各伙伴分享

經驗及介紹登山好用小物作為日後參考，隔

天一早在完成敬山儀式後前往目的地。

接下來每日都有不同的實作課程，我們甲

組由曹文昌教練領導，同時他也服務於北部

搜救大隊及中華山岳，教學經驗豐富，在抵

達目的地時，便叫我們取出地圖及指北針，

依照現地對照算出出發方位角，讓我非常驚

訝地圖上的每條等高線都有其意義，且從

「谷」跟「陵」的判別，教練都清楚的解說。

第二天叢林穿越及困難地形通過，教練再度

請我們拿出地圖對照，再配合手機離線地圖

實施驗証，可以更加確定方向是否正確。而

困難地形通過，則利用繩結及評估現場風險

來實施通過，記得教練曾說 : 當你要通過困難

地形時一定要有三個「相信」，就是「相信

你打的繩結、相信你選擇的樹木，最後就是

相信自己」，先建立信心才有辦法通過，當

你都沒辦法說服自己如何指導別人。後來我

們依教練指導，選擇樹木然後垂降到林道上

完成了這次任務。

▲  基礎繩結教學

▲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鄭文瑤專門委員於結訓典禮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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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推動公車進入校園經驗

晚上的夜間獨處又是不同的體驗，教練在訓

練中說過，當登山迷途時，只要撐過第一個晚

上，獲救的機率就會大大提升，因此我們利用

白天選定了晚上獨處地點，並架設好天幕，等

夜間反思課程完後，就到各自所架設地點。第

一次在深山獨處，即便同組的伙伴都在附近，

但還是感覺忐忑，剛開始還點著頭燈睡覺，不

時蚊蟲飛到臉上，但一想若真的不幸在山中迷

途，需要怎麼去克服呢？就這樣慢慢的心也沈

靜了下來，雖然聽到一些蟲鳴鳥叫及山羌的叫

聲，感覺離我有段距離也比較不這麼擔心，不

知不覺就進入了夢鄉渡過了這難得一夜。

而實體訓練課程真的是收獲滿滿，從營地的

選定、架設及鋪設蕨類到取水、烹煮，本組都

發揮所長在愉快的氛圍下學習了許多技能，過

程中遇到困難及需要的勇氣，在彼此的互相鼓

勵下，也讓我認識這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也約

定往後要一起去登山彼此照應，並將所學應用

在實際狀況下。

登山健行為大眾喜愛之戶外休閒活動，然而，

臺灣山區地形錯綜複雜易受天候影響。因此從

事山野活動時，不論在體能、知識、裝備均須

做好事前準備，養成登山的謹慎態度及建立正

確的登山觀念。五天四夜的訓練中，各組教練

的細心指導，學員們認真的學習，看的出每位

學員要將所學習到的知識、技能及觀念帶回到

學校社團教導給其他社員，讓這份愛山、敬山

之心繼續守護這片得來不易的山林，最後回到

竹東高中，測考組還安排了測考項目，每位學

員依訓練所學，而表現出自信的眼神，大家也

通過了測驗，結業式在鄭專門委員文瑤致詞時

表示，希望各位學員可以將所學傳承下去，讓

更多喜歡山林同學遇到問題不但可以自救還可

以救人，且對於一些技能還要不斷的精進，快

樂登山、平安返家，最後鄭專門委員文瑤也頒

發了研習證書，並與大家合影留念。

屏東科技大學於民國 75 年自屏東市區遷

入內埔鄉老埤地區，倚大武山，傍東港溪，

校地幅員遼闊，達 298.3 公頃，居全國大專

院校單一校區之冠。校舍依地勢規劃而建，

極具淳樸特色，且視野遼闊，風景優美，媲

美國家公園，素有「國家公園大學」之美稱。

然而本校雖擁有美麗的廣闊校園，但校舍

依北大武山山勢而建，形成緩坡地形且建築

分散，一萬餘名教職員工生大抵以機車作為

代步工具，使得交通擁擠與事故頻傳。學校

自校長以下各級師長，莫不殫思竭慮，積極

尋求能儘量讓學生減少騎乘機車機會，如自

100 年起便與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郭纹菁

▲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鄭文瑤專門委員與參訓學員合影

商討屏東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部分班

次公車行駛入校園方案；101 年與高雄

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商討公共腳踏車租賃

系統校園建置計畫方案；102 年與環保

署申請屏東縣電動巴士運行與環境教育

示範計畫…等，然各計劃申請與協商均

未果，但學生交通車禍頻傳，改善交通

刻不容緩，故自 102 年起運用校務基金

辦理往返校園與屏東火車站的校園交通

車，增添交通便利性，提高學生改搭乘

市區公車意願，以改變學生交通習性，

從而減少騎乘機車機會，藉此降低車禍

事故率，消弭所肇之交通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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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4 年起積極爭取交通部公路總局

「大學校院公車進校園」專案補助，研議

將原校園交通車路線提昇納入市區公車體

系並配合交通部計畫以高品質的服務、完

善的路線規劃與更多元且周全相關配套措

施，維護校園交通安全，提供教職員工生

以及沿線民眾優質的大眾運輸服務。

參與「大專院校公車進校園」計畫以來，

在校方的努力之下，目前已有 509 屏科大

聯外公車路線、510 屏科大學生賃居路線、

510A 賃居公車 ( 延駛內埔 ) 、DRTS 幸福

巴士及校園巡迴幸福巴士等路線服務教職

員學生，並實施「公車進校園預約平台」，

結合使用 APP 預約 DRTS 乘車服務，對於

降低私人運具使用、車禍傷亡事故率以及

公共運輸運量之提升，迄今已獲成效。

目前繞行校園公車路線為 509 屏科大聯

外公車路線、510 屏科大學生賃居路線、

510A 賃居公車 ( 延駛內埔 ) 及 DRTS 預約

幸福巴士等共計四條路線。

校園公車推行至今，學校積極透過各項

推廣措施及活動宣導，逐漸改變學生交通

習慣，除提升公車載運量外，更達節能減

碳之效益。對於降低汽、機車運具使用、

車禍傷亡事故率以及公共運輸運量之提

升，迄今已獲良好成效。自 104 年至 109

年搭乘已達 50 萬 7,356 人次，以 509 屏科

大聯外公車為例，初期 104 年搭乘人數計

有 2 萬 3,492 人次，之後逐步緩慢成長，

於學校持續積極推廣宣導下，107 年搭乘

人次達 5 萬 1,518 人次，較 104 年增加 2 萬

8,026 人次，成長率超過 200%，到了 108

年度時又較 107 年增加了 5,849 人次。109

年全球公共運輸面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學校於此困境中仍不遺餘力的持續推動校

園公車。

論者有云，我國青年頭號殺手，姓摩名

托車…. 依交通部 2021-10-19 發佈統計，今

年一至七月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數已

高達一千七百零九人，平均每日約八人死

亡，以我國人口嚴重負成長的國安危機，

可謂重中之重！日前方才舉辦之「中華民

國第 18 屆交通安全教育研討會」線上會議

資料也重申：（一）全國交通事故統計，

機車車輛數與死亡趨勢相同（二）交通工

具比例機車高達 61％（三）路口死亡車禍

以機車佔多數（四）109 年年輕族群（18-24

歲）死亡事故，以機車佔 83.4％ !

眾所皆知我中南部區域，大眾搭乘公共

運具的環境與習慣非常困難，行的問題在

偏鄉地區向來是政府需要努力的一環，隨

著我國逐漸邁入超高齡社會，城鄉差距愈

大，偏鄉運輸將成為日益迫切需要解決的

問題。大專是學校教育的最後一環，倘能

把握這最後的機會，藉由「大學生搭公車」

接觸、甚或養成搭乘公共運具習慣，不只

著眼於現下減少學生交通的事故，更希望

將此發揚、延伸到進入社會，進入到中南

部區域民眾的生活。再以教育端而言，就

學生搭乘校園公車的經驗分享，能將眼光

放向沿線美好的風景，強化與環境的連接

感，養成友善環境的態度；發展社會覺知

與互動的技能，培養尊重與關懷他人的情

操；開啟學生的視野，涵養健康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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