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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步道（nature trail）這個名
詞，是指經過設計並標示自然物、自然

特色與歷史意義的路徑，這樣的概念很

適合應用在被群山環繞，且交通便捷的

臺北地區。

一群熱愛環境教育的民眾，從這個

概念開始，在臺北都會近郊殘存的天然

綠地，就現有的步道系統進行生態、文

史資源調查，並將步道沿途的特色，以

主題設站方式，編輯解說導覽出版品及

培訓解說導覽老師，之後開始在臺北近

郊的步道上，辦理步道生態解說導覽活

動，開啟國內民間解說導覽的風潮。

這就是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最初

開始的過程，從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

會的自然步道推廣委員會開始，發展自

然步道的概念和生態保育、教育的理

念。在持續推廣多年後，自然步道推

廣委員會的解說導覽老師們決定自立門

戶，於是在88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創
會，以「推廣自然步道、落實生態保

育」為成立宗旨。17年來自然步道協會
仍秉持創立的初衷，在郊山步道、在社

區中辦理解說教育等活動，推動自然保

育教育。

由於協會所推廣的理念和所做的努

力受到公部門眾多肯定，92年步道協會
曾受邀參與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

北市親山親水計畫」親山親水廊道系統

調查規劃案，開始協助親山步道的導覽

活動；之後開啟與臺北市政府長期合作

關係，如95年度承接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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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社區自然教育中心

「親山步道生態環境解說手冊」編輯

案、96年度「臺北市親山步道系統認捐
及認養案」及95－105年臺北市政府產
業發展局和大地工程處「步道生態環境

解說教育訓練案」；102年度則執行臺
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委託之「臺

北市登山步道調查計畫」專案，系統性

調查臺北市政府列管之130條步道的環
境及生態特色，並將相關資源運用在環

境教育方案設計中，且開始於步道生態

導覽解說活動中，加入以環境議題設計

之環境教育方案，如水土保持、生物多

樣性概念、外來物種的影響、無痕山林

的觀念及人與自然的互動等主題，並以

不同的教學元素，如動手操作、實境模

擬模型、偶劇、說故事、行動劇等，期

待讓教學更活潑，效果更彰顯，未來也

會更努力在教學法的研究。

協會也一直在社區中推動環境教育

及社區自然教育中心的理念，主動至社

區辦理培訓課程、生態主題展覽活動及

辦理二日研習工作坊等活動，並協助執

行臺北市政府大地工程處內雙溪自然中

心和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紅樹林生態

步道導覽活動中宣導勿在野外種植園藝植物

步道導覽活動中加入自然物創作做為結束活動

以實物操作體驗當地地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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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館的環境教育推廣計畫。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環境教育活動與講座

對於一般大眾所做的環境教育項

目，如步道生態環境解說活動、生態教

育訓練活動、環境教育專題講座、到校

推廣、社區環境教育推廣，以及參與非

營利團體舉辦之年度環境教育宣導活

動。

在步道生態環境解說活動部分，每

年均在臺北市及新北市步道辦理約50場
假日步道生態環境解說服務，提供民眾

免費之步道解說導覽活動。

配合政府單位宣導，合辦步道生態

環境解說服務。近年來，每年均與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共同舉辦4－
5場步道生態環境解說活動，與臺北市
動保處合辦天母水管路臺灣獼猴宣導活

動；除了政府之外，還有與學校及民間

合作之步道生態環境解說服務，提供學

校預約進行步道生態環境教育課程，或

與民間企業合作，為企業舉辦提供員工

家庭日或休閒活動之步道生態環境教育

活動。

開辦步道生態環境解說與環境教育

系列課程。於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

十多所社區大學及國父紀念館、中正紀

念堂和樂齡中心、長青學苑等，開設步

道生態環境解說環境教育系列性課程；

與政府單位合作步道生態環境教育訓練

課程，每年辦理一梯次全程36小時步道
生態環境導覽解說人員培訓活動。

辦理主題性生態教育訓練課程，由

協會自行舉辦生態主題進修課程，包括

繽紛的花朵世界、認識蕨類、地質、鳥

類、蝴蝶、夜觀俱樂部等主題課程，並

舉辦生態主題研討會或工作坊，如舉辦

「營造親近自然的好鄰居－社區自然教

育中心」工作坊、國際生物多樣性活動

工作坊和「溼地保育、教育與遊憩國際

研討會」等。

近年固定與臺北市動保處合辦「臺

灣獼猴三不政策」到校宣導活動；另

外，配合臺北市政府環保局到校進行環

境教育推廣課程，也不定期於步道協會

舉辦環境教育專題講座，並接受各界預

約提供環境教育專題講座。

研發各社區自然步道，提供各級學

校戶外環境教育及社區關懷鄉土、認識

自然的場所；另外，也為社區申請環保

局的社區綠美化環境教育課程，並提供

課程師資及協助相關事宜。

除了主辦活動與安排課程外，每年

參與生態保育週、生物多樣性活動、溼

地保育活動、大安森林公園保育週活動

等，以及非營利團體舉辦之年度環境教

育宣導活動。

以實際操作比較方式

體會水土保持概念

設計以角色扮演方式，體會

生態的自然遊戲

讓孩子彩繪自然體驗的心得，

是很好的統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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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出版品

調查及整理步道生態解說資訊彙

編，並自行出版解說摺頁、手冊數十種

及每季出版會刊，也接受政府委託步道

調查專案及編輯各類宣導手冊，包括臺

北市動物保護處《與猴共處，認識臺灣

獼猴生態和習性》教育宣導手冊、新北

市石碇區公所、坪林區公所分別委託的

《土石流防災宣導》摺頁、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大地工程處《臺北市登山步道調

查計畫》委託技術服務案。

其他環境教育作為

以實際行動提升國民環境素養或行

動力，如國內多數的大型戶外活動，主

辦單位大部分提供參加者瓶裝水、杯水

和輕便雨衣等一次性用品，惟協會每

年舉辦的300人次步道生態解說導覽活
動，或其他相關戶外活動，從不提供一

次性用品，均要求民眾自備水杯或水壺

和雨具，沿途提供大容量的桶裝飲用

水，供民眾補充水分。

透過課程推廣，影響民眾認同生態

保育觀念，在社大開課經營多年，在協

會老師潛移默化中，參與學員也逐漸從

單純的遊山玩水，提升到具有環境意

識、生態保育等觀念，更進一步招收

社大學員成為協會解說員，甚至擔任講

師，開始加入環境教育推廣講師行列。

帶領國小資源班學生辦理步道體驗活動，讓學童在自然物創作過程中，體會自然美好

介紹大樹時，讓孩子抱樹培養孩子愛物情懷，

同時也是測量樹圍的另類方式

以模擬方式宣導手作步道和傳統工法

對環境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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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心得
協會多年來是一個非常草根性的組

織，會員大多數是在參加步道生態解說

導覽教育訓練後，持續參與協會舉辦的

進修課程、步道共學活動和步道生態解

說導覽服務，繼而加入協會成為會員。

我們會員的學歷和背景，多數都不是生

態專業領域，甚至加入協會前，可說是

生態素人，生態知識幾乎是白紙，每個

人都很平凡，就如同你的鄰居、親友那

樣的小人物。在工作、讀書之餘，利用

假日參與服務，或者是家庭主婦、退休

人員，在有較多空閒時間後，開始來參

與志工服務。

很多夥伴在一開始解說時，對自己

沒什麼信心、很緊張，甚至不願意上場

解說，但慢慢地充實自己的知識，以及

累積多次解說導覽練習後，就越來越熟

練，也越來越專業；很多人經過一段期

間後，除了解說外，甚至培養出講師級

的專業能力。而最大的意義在於，很多

人原本覺得自己沒什麼價值，在家庭、

社會中沒有地位，或者退休後沒有什麼

生活重心，但在參與協會的活動後，不

但找到自己的價值、有了生活的重心，

日子也過得充實又快樂。

多年來，我們這個團體很平實、單

純，就是一步一腳印，致力於一般民眾

的基礎教育，希望將自然生態、環境議

題、環保和保育等觀念，普及傳達給一

般大眾。由最初在士林社區的小山頭

「芝山岩」開始，由當時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學系郭城孟老師帶領社會大學學

生、國立臺灣大學學生、研究生和社區

居民等，認識與詳查社區資源，一起把

社區的特色、資源彙整出版手冊，並在

社區辦理多梯次的解說員培訓。之後開

始在大臺北地區探查適合的步道或環

境，將這樣的模式一一去套用、複製，

培訓出更多地區的步道生態解說導覽人

員。這一連串的過程，都是小市民自發

性的行動，逐漸培養出協會堅實的解說

群和從素人到講師級的專業人士。

為了提供我們的解說老師和講師們

有更多實習解說導覽的技巧，由解說員

認養假日免費導覽，並在臺北市、新北

市和桃園市多所社區大學開設走步道介

紹生態的相關課程。另外，雖然近年來

有政府經費的挹注，讓我們每年可以提

供免費、優質、系統性的步道生態環境

教育訓練課程給民眾，讓我們不斷有活

水注入步道生態環境解說教育的推廣行

列，但我們還是一本初衷，默默地在山

林水湄間，帶領有興趣的朋友走步道。

其實我們一直很平實、很低調，很

讓參與者畫出一棵大樹的生態 活動中設計遊戲，以寓教於樂方式，

傳達環境教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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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上媒體做宣傳，但我們一直在走，也

帶著民眾慢慢走，學習不錯過步道沿途

的美景和令人驚奇的生態，培養民眾喜

歡自然的、尊重自然的環境素養。一如

我們一直持續走步道，不疾不徐、不厭

煩的，我們還將繼續「走」下去。

未來展望
推動社區成為環境教育中心的概

念，是協會長期以來推動「營造親近自

然的好鄰居－社區自然教育中心」主

軸；近年來，協會遷入萬華地區，也希

望能在萬華地區在地深耕，發展萬華和

平青草園（含綠化教室）為一處以都

會公園為基地的社區環境教育中心。因

此，與主管單位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理處、青年公園管理所及在

地里長商議，從今年度開始，以此基地

進行資源基本調查及辦理生態保育與環

境主題的環境講堂，以及舉辦「最青的

小旅行—從青草園到青草巷」半日主題

導覽活動。未來也將嘗試提出環保小學

堂的申請，供其他社區辦理參訪。

規劃「環境教育講堂」解說、講座

及活動，讓協會講師並不只侷限於步道

生態環境解說導覽，還可以關注環境議

題，包含生物多樣性、外來物種問題、

無痕山林、友善耕種、地球日、世界環

境日等生態保育及環境保護主題。105
年預計有系統規劃「環境教育講堂」，

已初步規劃在社區大學公民週推動「減

塑」相關講題，如五月份於萬華社大公

民週中開講，下半年也預計從社大公民

週發起淨山或淨灘活動。

為了提升協會講師、會員及民眾的

環境素養，未來將辦理培訓課程，以及

加強環境教育的內涵及環境素養、環境

倫理、相關環境保育等議題的理解，如

人與環境的關係、人為影響等主題的講

習。首先，於本年度辦理的步道解說教

育訓練課程中，即已加入環境教育講

師，加強環境教育與環境素養的內容。

為社大課程專員、解說員和講師辦理環

境教育及環境素養的進修課程，並針對

教育推廣人員之環境素養做詳細調查評

估，以及進一步推動協會教育推廣人員

參與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協會參與環境

教育機構認證。

從104年協會承辦的步道生態解說
導覽活動中，每場均於沿途設計4個環
境教育的解說點（定名為「環保加油

站」），由具有環境教育背景的老師設

計活動內容。今年將以「環保加油站」

的最終站，做為活動參加者環境教育實

施成果考核站，以趣味問答方式，考核

參加者對環境教育主題的理解情形，並

做最後環保行動的提醒。

活動中以行動劇演出無痕山林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