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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及目的 

為強化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玉管處」）協助山域事故搜救、緊急救護所需

專業技能及雪地搜尋、緊急救護之能力，同時讓玉管處同仁學習在雪地行進、確保繩結及維

持生命之技巧，並與其他山域事故協同機關（如保七總隊第六大隊）、人命救助主管機關（各

縣市消防局）達到橫向聯繫之目的，以提升園區安全，爰辦理本次訓練。 

據此，本次委託計畫欲解決之問題如下： 

1. 提高玉管處人員相關技能訓練之水準與知識。 

2. 提高玉山雪地環境之安全度。 

3. 山域搜索之問題解索與找尋迷途者之蹤跡。 

4. 提昇野外急救之知識與技能。 

5. 增加民眾對於山林知識與環境認識。 

6. 協助民眾在山林迷途之作為與安全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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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執行率及成果資料 

 106年度工作內容與執行進度 

   

工作內容 

工作執行 工作進度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已執行 執行率 

課程準備 v        v v 

雪地搜尋課程 1 場  v       1 場 100％ 

山域事故搜救訓練課程 1 場      v   1 場 100％ 

登山安全推廣課程-水里場 1 場    v     1 場 100％ 

登山安全推廣課程-台中場 2 場    v  v   2 場 100％ 

登山安全推廣課程-南安 1 場       v  1 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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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成果資料 

 

一、主要辦理三項教育訓練： 

 （一）雪地搜尋課程 1 場 

 （二）山域事故搜救訓練課程 1 場 

 （三）登山安全推廣課程 4 場（水里 1 場、台中 2 場、南安 1 場） 

 

二、課程內容安排： 

（一）雪地搜尋課程 

1. 課程簡介： 

由於台灣的冬季下雪的情況極為不穩定，造成訓練上面的困難與救難人員協助搜索的難

度增加，課程中將會涵蓋從基礎的雪地課程，一直到雪地中的基礎救援能力的建立。 

6 天的雪訓可以有比較多實際攀登的時間，有一個整天的時間把基礎課程上完，並有 2

天完整的攀登時間，能夠綜合運用到雪地的各種不同技術，執行雪地救援演練，最後以攀登

雪山北稜角雪溝作為結業攀登，讓學員對自己的雪地攀登具有信心。 

2. 課程人數與對象： 

實際參與人數 20 人(名單如附件簽到表)，對象包括：玉管處及轄下各管理站同仁、保七

總隊第六大隊、各縣市消防局、其他國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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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日期與地點： 

於民國 106 年 2 月 19~24 日執行，地點為雪山山區。 

4. 課程內容： 

課程 內容 

雪地裝備概論與使用 冰斧冰爪種類、選擇與使用/雪地穿著 

雪地行進步法 踢踏步/踢踏步配合冰斧砍劈踏足點/冰爪攀登步法 

營地建設 選擇營地/整理營地/搭建雪牆/雪洞建造 

滑落制動 自我確保動作/滑落制動操練 

固定點架設 固定樁埋設方式/固定樁選擇 

繩索救援 實際演練接近傷患、處置/架設繩索系統、後送等流程 

實地攀登演練 實際攀登多條路線登頂雪山主峰、北稜角 

5. 課程培訓日程表： 

時間 課程 

2/19（星期日）                       集合與報到 

08：00~09：00 水里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集合 

09：00~16：00 車程前往雪山登山口 

16：00~17：30 整裝前往七卡山莊 

17：30~18：3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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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20：30 雪地裝備類型、使用與注意事項 

夜宿七卡山莊 

2/20（星期一）                       地點：雪山山區 

06：00 起床 

06：00~06：30 早餐 

06：30~11：30 出發前往 369 山莊，沿路講解行走技巧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前往黑森林演練 

16：30~19：00 晚餐 

19：30~21：00 課程補充與分享 

夜宿 369 山莊 

2/21（星期二）                       地點：雪山山區 

06：30 整裝出發 

06：30~08：00 雪坡開路與踢踏步 

08：00~10：00 續往雪山圈谷，沿路於雪坡上練習踢踏步 

10：00~15：00 進行各項雪地技術之演練 

15：00~17：00 返回 369 山莊 

夜宿 369 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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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星期三）                       地點：雪山山區 

06：30 整裝出發 

06：30~08：30 前往雪山圈谷 

08：30~15：00 進行各項雪地救難技術之演練 

15：00~17：00 返回 369 山莊 

夜宿 369 山莊 

2/23（星期四）                       地點：雪山山區 

06：30 整裝出發 

06：30~08：30 前往雪山圈谷 

08：30~15：00 實際攀登多條路線登頂雪山主峰、北稜角 

15：00~17：00 返回 369 山莊 

夜宿 369 山莊 

2/24（星期五）                       地點：雪山山區 

08：00~10：00 常見醫療救護、雪地經驗分享 

10：00~14：00 出發前往登山口 

14：00~15：00 課程分享與結訓 

15：00 回程。整理裝備，與留守人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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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活動圖文說明   

活動內容說明：出發前的裝備檢整與大合照。  

 

活動內容說明：雪山三六九山莊前往雪訓地點之安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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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固定點的架設與個人吊帶之安全事項。 

 

活動內容說明：冰瀑的滑落制動之確保技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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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冰斧的運用技巧與安全操作。  

 

活動內容說明：滑落自動的分解動作與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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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冰爪的使用與地形通過。 

 

活動內容說明：冰攀的基礎運用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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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固定點的架設技巧與安全說明。 

 

活動內容說明：實地架設固定點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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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 雪地課程結束合影。 

 

活動內容說明：三六九全體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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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域事故搜救訓練課程 

1. 課程簡介： 

山域搜索的能力加強是高山型國家公園一直努力的方向，課程中將會著重於真實案例的

研討與搜索的管理制度面相，學習搜救計畫的擬定，並於現場驗證增加學員對地形的熟悉度。 

2. 課程人數與對象： 

(1) 室內課：實際參與人數 20 人(名單如附件簽到表)，對象包括：玉管處及轄下各管理站

同仁、保七總隊第六大隊、各縣市消防局、其他國家公園管理處。 

(2) 室外課：實際參與人數 15 人(名單如附件簽到表)，對象包括：玉管處及轄下各管理站同仁、

保七總隊第六大隊、各縣市消防局、其他國家公園管理處。 

3. 執行日期與地點：原訂 106 年 6 月 19 日於水里，20-23 日於八通關大山、觀高山區執行 

   「山域事故搜救訓練」課程，因中央氣象局天氣預報顯示，執行地點將受豪大雨影響，為 

    顧及學員安全，故擬變更部份課程地點，106 年 6 月 19-20 日於水里處本部之教室 

    及風雨籃球場進行，106 年 6 月 21-23 日於觀高山區進行實作課程，課程項目內容不變 

4. 課程內容： 

課程 內容 

裝備輕量化 輕量化之實踐/輕量化裝備介紹與使用 

山區定位與導航 地圖、指北針、GPS 之運用技巧 

搜索理論 迷途者行為模式/搜索計畫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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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索發現 深入訪談資訊蒐集/80%線索發現率之關鍵間隔 

傷患處置 傷患背負及搬運 

5. 課程培訓日程表： 

第一天 

時間 課程 

0730~0800 報到 

0800~0900 一位山區搜救人員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能討論 

0900~1000 山區搜救糧食計畫 

1000~1100 搜救裝備輕量化討論＆經驗分享 

1100~1200 地圖、指北針與 GPS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地圖、指北針與 GPS 

1400~1500 搜索理論與搜索計劃之擬定 

1500~1700 意外事件指揮系統與指揮中心 

1700~1800 案例解析並擬定搜索計畫：以 101 年 10 月林先生八通關迷途為例 

1800~1900 晚餐 

1900~2000 氣化爐基本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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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時間 課程 

0800~1200 搜索計劃擬定、執行、檢討：以 101 年 10 月林先生八通關迷途為例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搜索計劃擬定、執行、檢討：以 101 年 10 月林先生八通關迷途為例 

1700~1800 晚餐 

1800~2000 當日課程檢討與改進 

 

第三天 

時間 課程 

0700~0800 交通前往東埔登山口 

0800~1200 

訪談技巧、緊急程度判定、搜索分區、搜索方法、區內發現率等方法

介紹與實作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失蹤者行為模式、初期策略建議、情境模擬、人員掌控、風險管理方

法介紹與實作 

1700~1900 晚餐 

1900~2100 當日課程檢討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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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時間 課程 

0800~1200 往關高山屋路程中途穿插地圖定位課程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往關高山屋路程中途穿插困難地形通過課程 

1700~1800 晚餐 

1800~2000 當日課程檢討與改進 

 

第五天 

時間 課程 

1800~1200 往東埔登山口路程中途穿插傷患搬運課程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往東埔登山口路程 

1500~1600 交通前往管理處 

1600~1700 課程回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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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活動圖文說明   

活動內容說明： 案例討論與失蹤者的行為方式。 

 

活動內容說明：尼泊爾實際案例討論與模擬情境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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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地圖指北針之實地演練與操作。  

 

活動內容說明：實地演練地圖路線與指北針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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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炊具與外帳的使用。  

 

活動內容說明：炊煮技巧與爐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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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模擬渡溪技巧與必須避免的危險因素。  

 

活動內容說明：渡溪之危險因子與隊員之間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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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困難地形通過之繩結運用。  

 

活動內容說明：固定點架設技巧與垂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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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高風險傷口之清洗技巧。  

 

活動內容說明：骨折包紮技巧與長時間搬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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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單人搬運的繩結技巧與運用。  

 

活動內容說明：主繩之雙人搬運技巧與實作。  

 



24 
 

（三）登山安全推廣課程 

1. 課程簡介： 

藉由一天的講座課程，讓更多的民眾與山友能夠實際接收到山難的預防與事前的準備，

而講座中也有提昇登山效能之內容，用以增加登山者之登山能力。 

 

2. 課程人數與對象： 

(1) 水里玉管處本處（一場），人數 133人。 

(2) 台中（二場），人數分別為 98、88人。 

(3) 南安場-玉里國中，人數 35 人。 

(4) 對象：除玉管處同仁與其他山域事故協同機關、人命救助主管機關，並開

放供一般民眾與山友參與。 

 

3. 執行日期與地點： 

(1) 水里玉管處本處：已於民國 106 年 04 月 21 日執行。 

(2) 台中中興大學-小禮堂：已於民國 106年 04 月 22日執行。 

(3) 台中中興大學-致平廳：已於民國 106年 06 月 04日執行。 

(4) 南安場-玉里國中：已於民國 106 年 07 月 23 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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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內容：  

（1）台中、水里場 課程表 

時間 課程項目 備註 

0830-0920 登山計畫書撰寫 含行程計畫書、路線規劃、裝備表、留守細節。 

0920-0930 休息 

0930-1020 地圖、指北針 閱讀等高線、方格座標。 

1020-1030 休息 

1030-1120 高效能登山(一) 大背包打包、大背包調整 

1120-1130 休息 

1130-1230 高效能登山(二) 走山路技巧、登山杖使用、提升睡眠品質 

12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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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文說明 

活動內容說明：4/21 水里場講座-與聽眾溝通說明講座辦理目標。 

 

活動內容說明：4/21 水里場講座-現場聽眾練習背包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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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4/21 水里場講座- 說明大背包打包技巧。 

 

活動內容說明：4/21 水里場講座- 登山杖操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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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4/21 水里場講座- 練習判別等高線。 

 

活動內容說明：4/21 水里場講座-地圖、指北針判位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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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4/22 台中場講座-現場簽到狀況。 

 

活動內容說明：4/22 台中場講座- 講師詢問參與聽眾對課程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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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4/22 台中場講座- 說明與示範大背包的打包技巧。 

 

活動內容說明：4/22 台中場講座- 現場聽眾分組練習背包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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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4/22 台中場講座- 聽眾到禮堂外練習指北針的方位判讀。 

 

活動內容說明：4/22 台中場講座-講師與聽眾討論指北針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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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6/4 台中場講座-現場簽到狀況。 

 

活動內容說明：6/4 台中場講座-裝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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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6/4 台中場講座-講師示範登山杖的操作方式。 

 

活動內容說明：6/4 台中場講座-現場實際操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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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6/4 台中場講座-說明如何閱讀地圖各項資訊。 

 

活動內容說明：6/4 台中場講座-地圖等高線判讀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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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安場 課程表: 

 

 

 

 

 

 

時間 課程項目 備註 

0830-0920 山難統計分析、對策擬定  

0920-0930 休息 

0930-1020 迷途預防與維生自處 野外維生而非野外求生 

1020-1030 休息 

1030-1130 

蛇咬、蜂螫、野生動物侵襲之預防

與處置、高效能登山簡介 

 

1100-1110 午餐、休息 

1130-1230 失溫的預防、辨識與處置 避難帳體驗、失溫包裹處置 

12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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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文說明   

活動內容說明：7/23 南安場講座-現場簽到狀況。 

 

活動內容說明：7/23 南安場講座-山難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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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7/23 南安場講座-活動承辦人說明防熊噴霧的使用方法。 

 

活動內容說明：7/23 南安場講座-民眾至空地練習操作防熊噴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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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7/23 南安場講座-野外維生保暖方式說明。 

 

活動內容說明：7/23 南安場講座-避難帳操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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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說明：7/23 南安場講座-失溫包裹處置示範。 

 

活動內容說明：7/23 南安場講座-失溫包裹處置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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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果、執行率 

一、 第一線人員雪地技巧與搜索訓練的提升：由於冬季雪季的狀況在台灣並

無法長時間的維持好的訓練場地，導致於第一線的管理人員或是工作人

員，在雪地時段山區管理時較不容易達到適切的方式。本次課程後，能

有助於管理單位對於風險管理的掌控以及人員協助搜救、搜索或是傷者

搬運的部份能提供較完善的協助。 

執行成效： 

 第一線人員完成困難地形之通過訓練、雪地裝備之認識、雪地行走技

巧、滑落制動的技巧演練、雪地困難地形之固定點架設技巧、確保與

傷患搬運之方式與技巧以上技能為基礎的雪地之基本能力，學員透過

課程中達到未來救援之能力養成與成為一支完善的搜救隊伍。 

 第一線人員之長時間登山生活之技能與登山習慣之養成。 

 

二、 登山路線更加安全：管理人員的完整訓練，可以提供雪季上山之民眾更

完善與妥切的登山資訊與瞭解登山客的準備狀況。 

   執行成效： 

 完整的訓練過後，能夠對於預防登山客之山難事件作進一步的步道規劃

與迷途者之行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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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員的精進訓練，可讓山林的管理與步道規劃能更加妥善與照顧到

登山客之需求與能力。 

 

三、 第一時間反應山難的搜索機制與管理：提昇管理人員在山難發生的第一

時間，能透過完整的山搜管理機制，協助資訊的整合與人力資源的調動，

並且在更高階的管理單位抵達後，提供完善的訊息與資訊，以利於持續

的救援與搜索行動。 

執行成效： 

 課程完後，第一線的人員能知曉救援之知識並結合搜救管理中心的搭

配，提供給搜救系統完善且具有搜救能力之隊伍。 

 提高搜救的效率與技能提升。 

 

四、 教導登山山友的知識能力提昇：登山講座的推廣，可以讓更多的山友能

在登山前有充足的知識，並且知曉自己的登山能力與經驗是不足夠的部

份。讓一般的登山客能瞭解到山區的風險與危險因子，進而瞭解到在雪

季登山前需要有雪地的訓練經驗與相關的急救技能。登山客的基礎能力

建構與知識的推廣，讓登山客能擁有自我防範戶外環境之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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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效： 

 講課過程中與學員之間的提問與互動，提供登山技能與知識的釐清與

調整。 

 迷途知識的建構，可讓學員減少迷途之可能，並可提供迷途後的處置

方法，以減低因迷途產生之死亡與自我救援與戶外環境的應對方式。 

 

五、 精準的評估登山安全與風險管理的因子：事前的預防更加重要，課程後

學員可以接受到攀爬雪季的玉山園區，需要有足夠的登山能力以外還需

要有其他的技能，並且能讓管理者與第一線的管理人員能透過受訓過的

基礎提供明確的指令與建議。 

執行成效： 

 基本的登山知識的傳遞，從課堂上學習到登山裝備的準備與安排、地

圖的辨識與使用教學、登山預防迷途之技巧、登山迷途後的自處能力

建構。 

 專業的第一線管理人員透過室內課程的知識建構，並且模擬可能發生

的風險因子，來討論如何減低他們的風險。 

 真實的案例討論與分析，用以達到搜救的目標應該要有完善的搜索計

畫，並且妥善的運用手邊的能力，以達到最高的搜救任務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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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講座出席狀況統計： 

 

講座日期 

計畫預計       

招收人數 

實際    報

名人數 

實際    報

名率 

活動        

報到人數 

活動    出

席率 

04/21 水里場 80 人 146 人 183% 133 人 91% 

04/22 台中場 80 人 140 人 175% 98 人 70% 

06/04 台中場 80 人 119 人 149% 84 人 71% 

07/23 南安場 50 人 44 人 88% 35 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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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回饋統計表 

課程回饋統計表 

課程梯次 
回饋單

數量 

對於本次

課程之行

前說明是

否清楚/

是否有及

時收到或

其他建議

或想法 

對於本次

課程之上

課內容是

否充足/

上課方式

是否喜歡

或其他的

建議或想

法？  

對於本次

上課之講

師風格與

對於課程

的見解，

您可接受

的程度為

何？或其

他的建議

或想法？ 

上課完

後，您認為

您可以執

行或是教

學課程之

內容的百

分比為

何？ 

專

業

人

員 

02.19-24 雪地訓練課程 4 9.75 9.75 9.75 80% 

06.19-23 山域事故搜救訓

練課程 
2 10 8.5 9.5 90% 

一

般

民

眾 

04.21 登山安全講座 

(水里場) 
5 8 8 7.2 66% 

04.22 登山安全講座 

(中興大學-小禮堂) 
16 8.8 7.5 8.3 76.25% 

06.04 登山安全講座 

(中興大學-致平廳) 
14 8.7 8.8 9.0 80.7% 

07.23 登山安全講座 

(玉里國中-視聽室) 
10 9.3 9.2 9.4 77% 

總數量 

51 份 
9 8.6 8.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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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行前說明是否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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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內容是否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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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風格與對於課程的見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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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執行或是教學課程之內容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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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場次：02.19-24雪地訓練課程(專業人員) 

文字回饋： 

(邀請您，分享本次上課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所學習之內容？) 

 充分溝通  首重思考與操作合一 

 基本，但好用的繩結，不用記一些複雜，簡單，易記，好用。 

 繩結及雪地確保 

 攀冰是第一次，感覺有學到一些雪地上的技巧。 

 

 

活動場次：06.19-23 山域事故搜救訓練課程(專業人員) 

文字回饋： 

(邀請您，分享本次上課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所學習之內容？) 

 手機定位、紀錄是第一次學習的，可惜是 I PHONE 

 確保下降課程時間不夠不好玩、希望可增加下降高度及陡度約 90 度，越高越好感

受。 

 

 

活動場次：04.21 登山安全講座(水里場) 

文字回饋： 

(邀請您，分享本次上課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所學習之內容？) 

 時間太短 後面有些課程難度較高卻無法做詳細講解 

 背包打包實務練習、小組組員分享及實作 

 非自願報名的學生團體影響上課方式與學習成效 

 課程時間安排不佳，致後面課程倉促授課且延遲結束時間。 

 

 

活動場次：04.22 登山安全講座(中興大學-小禮堂) 

文字回饋： 

(邀請您，分享本次上課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所學習之內容？) 

 很棒的課程，登山時安全是最最重要的! 

 時間可以長些，如果是因為經費問題，建議可以酌收費用 

 充足!但建議課程安排是否可以一天只著重於單一至兩種的教學課程，才不至於會

太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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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教學風趣.對於背包的整理,希望能更進階一點. 

 有點匆促,對於定位,希望更詳細一點,更進階的課程. 

 主題太廣，蜻蜓點水的帶過，有點內容空虛 

 教學生動 

 可以自己練習打包很實用，不過講師似乎只有以 PPT 說明如何打包，可能礙於課

程時間有限，沒有實際示範。 

 指北針的實作 

 初步了解地圖、指北針的運用；希望能有更深入的課程 

 可以再強地圖指北針的課程 

 登山經驗的分享 

 

 

活動場次：06.04 登山安全講座(中興大學-致平廳) 

文字回饋： 

(邀請您，分享本次上課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所學習之內容？) 

 喜歡老師親自操作的上課方式，很淺顯易懂 

 希望地圖辨識時間可長一些 

 地圖判讀學完回去又忘了！所以很推薦大家學習手機 app 的衛視定位系統程式，

簡單易用，且精準！ 

 地圖指北針辨識方位 

 利用比例尺及指北針判別方位 

 背包打包 

 講師的談吐 

 打包方式很受用 

 所有的登山基本行程規劃、安全觀念、地圖使用等等的知識複習 

 第一次負重 20 公斤的大背 

 地圖的使用方式，還有方位的閱讀對搜救的重要性 

 如何提升自己登山安全的項目 

 實際操作的部分 

 因為場地需要示範、操作給學員看，希望場地選擇可以有較大平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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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場次：07.23 登山安全講座(玉里國中-視聽室) 

文字回饋： 

(邀請您，分享本次上課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所學習之內容？) 

 講師的經驗分享很精采 

 超棒，應該增加時數 

 用帳篷外帳包覆起來保暖 

 利用奇異筆，隨身垃圾物品留下線索。把個人裝備攤開拍照給留守人員，增加安

全與搜救的機率。集體避難。防熊。 

 在準備登山前的體能訓練很重要，如何利用身邊的所有物來預防失溫的方法及如

果迷途時的處理方式～保持冷靜、試著走回原路並在路徑中做記號，若不幸發生

需要救助時可留下線索。 

 維生、求生 

 防熊噴霧很辣，嚴重失溫的急救措施很清楚 

 謝謝團隊老師的用心，本次課程學到很多，像在山裡若遇到黑熊該如何自救是印

象最深刻的。 

 野外維生 333 失溫缺水食物 

 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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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課程與登山安全推廣建議 

山域事故搜救訓練： 

   隨著登山技能逐日進步，從事相關搜救人員的登山觀念也應與時俱進，因此建議管理處

可為搜救人員、保育志工…進行多元主題的課程安排，例如：山區搜索救援課程、繩索救援

技巧、國內外救難觀念與案例分析、輕量化登山、追踨技巧 …等。 

 山區搜索救援課程：增加受訓者關於失蹤者行為的判斷分析能力。 

 搜救指揮中心的幕僚→工作人員的轉銜(資深的原住民工作人員)→由第一線人員轉為

教育訓練的角色、充份將當地智慧貢獻於真正需要的地方→提供巡山人員另一個生涯

規劃的選擇。 

 追踨技巧，亦可成為管理處的發展特色。 

 

登山安全推廣講座：    

  今年進行的講座，部分聽眾反應有點空泛，可能原因在於講座時間過短、而設定主題又

較多元，因此講師只能擷取重點來說明，導致無法達到聽眾的需求。 

   若改次舉辦相關類型講座，是否能減少主題或延長課程時間、以期在既有的時間內集中

學習特定主題，加強聽眾對登山安全的認知。 

 時間：可從原本半天(四小時)，改成整天(六～八小時)。 

 地點：盡量配合研習主題，選定較寬闊、適合現地實際操作的場地。 

 主題：可經由調查，登山民眾/登山社/大專登山的需求，來訂定研習主題， 

          盡量避免與其他單位辦理重複性的課程內容。 

 

登山安全措施推廣： 

  於管理處網站或轄區內登山路線的管理站、入口處，設立以下宣導內容，以強化登山民

眾自身安全認知，並有效留下搜索資訊以利山難發生時的搜救成效。 

 離線地圖 App 下載教學。 

 自拍（裝備、食物、服裝、鞋印）服務。 

 登山服裝展示。  

 十項必要裝備展示。 

 天氣預報服務(與氣象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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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一）課程回饋單-問卷內容 

（1）您所參加的課程梯次： 

 02.19-24 雪地訓練課程(專業人員) 
 06.19-23 山域事故搜救訓練課程(專業人員) 
 04.21 登山安全講座(水里場) 
 04.22 登山安全講座(中興大學-小禮堂) 
 06.04 登山安全講座(中興大學-致平廳) 
 07.23 登山安全講座(玉里國中-視聽室) 

 

（2）填寫人之姓名（如果要匿名可填寫無）  
 

（3）對於本次課程之行前說明是否清楚/是否有及時收到或其他建議或想法（沒有可填寫無

或是填寫 1-10 之分數）  
 

（4）對於本次課程之上課內容是否充足/上課方式是否喜歡或其他的建議或想法？（沒有可

填寫無或是填寫 1-10 之分數）  
 

（5）對於本次上課之講師風格與對於課程的見解，您可接受的程度為何？或其他的建議或

想法？（沒有可填寫無或是填寫 1-10 之分數）  
 

（6）上課完後，您認為您可以執行或是教學課程之內容的百分比為何？  

 百分之五十以下 
 百分之五十以上 
 百分之七十以上 
 百分之八十以上 
 百分之九十以上 
 百分之百 

 

（7）未來是否會邀請周邊的朋友參與一樣之課程？  

 是 
 否 
 其他： 
 

（8）邀請您，分享本次上課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所學習之內容？（可以填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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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2/19-02/24雪地搜尋課程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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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06/19-06/23山域事故搜救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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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04/21 登山安全推廣課程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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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04/22 登山安全推廣課程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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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06/04 登山安全推廣課程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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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07/23 登山安全推廣課程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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