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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家森林遊樂區中具有優美的景色、人

文、民俗特色以及豐富的生態環境，加上國家

森林遊樂區公共設施及服務設施，可提供國人

遊程安排以及多元化活動的選擇。而目前國家

具有特色的遊憩活動，包含登山健行、賞景，

以及兼具環境保護的生態旅遊行程外，並在設

立的自然教育中心，提供自然教育與環境教育

等課程。同時也引入與國家森林遊樂區相容的

新興活動，如：自95年起，將定向運動導入國

家森林遊樂區，成為目前區內的新興活動。整

體而言，藉由活動推展，可落實國家森林遊樂

區設立之宗旨，並提供遊客多樣化遊憩體驗。

本研究欲探討近年來在各個國家森林遊樂

區所辦理的眾多活動中，活動類型以及所展現

出的特色為何，因此將整理目前18個國家森林

遊樂區，近5年所辦理之各項活動，藉以分析國

家森林遊樂區所辦理之活動類型。

二、國家森林遊樂區活動類型

本研究先藉由參考林務局近5年之施政目標

與重點針對國家森林遊樂區的活動做出大致上初

步的分類；接著探討近5年的期刊論文文獻中國

家森林遊樂區的活動內容，對活動的類型加以細

分。而其詳細內容分別敘述如下：

本研究首先參考林務局96年至100年施政

目標與重點，藉以發展出國家森林遊樂區活動

分類類型，林務局近5年之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共可整理出以下4項：(1)發展優質林業，厚植森

林資源；(2)發展安全林業，落實國土復育及保

安；(3)發展育樂林業，提供優質、樂活及深度

旅遊；(4)發展生態林業，維護綠色資源環境。

當中與國家森林遊樂區活動較為相關的是第3點

「發展育樂林業，提供優質、樂活及深度旅

遊」，其中大致包含下列相關內容：(1)促進社

區發展、文化探索及戶外遊憩；(2)推展以保育

自然環境資源之森林生態旅遊、強化自然教育

國家森林遊樂區活動類型之分析



TAIWAN FORESTRY JOURNAL

16  一○二年四月號  /  三十九卷  第二期

中心功能以及推展無痕山林運動。

根據其具有社區發展、文化探索及戶外遊

憩等重點，將其發展為「人文活動」以及「育

樂活動」。其中與森林、林業及當地相關性較

高之社區發展、文化探索活動歸類為「人文活

動」；運用森林的氛圍、環境以及材料所舉辦

之遊憩類型活動則歸類為「育樂活動」。

而保育自然環境資源之森林生態旅遊、強

化自然教育中心功能以及推展無痕山林運動等

重點，因與森林自然生態環境保育較為相關，

故發展為「自然體驗活動」。

因此，本研究依據上述分類將國家森林遊

樂區的活動分為以下三大類型：

(一)與社區發展、文化探索及戶外遊憩相關：

 1.人文活動：與森林、林業及森林遊樂區當

地相關性較高之人文類型活動。

 2.育樂活動：運用森林的氛圍所舉辦的育樂

類型活動。

(二) 與保育自然環境資源之森林生態旅遊、強化

自然教育中心功能以及推展無痕山林運動相

關：

自然體驗活動：使參與者能夠於森林遊樂區

進行自然體驗的活動。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程序

根據上述的分類，本研究採用二手資料分

析法針對以下5個資料庫中過去5年與國家森林

遊樂區活動內容相關之文獻資料進行分類統

計，以下將先就各資料庫進行介紹：

1.台灣林業雙月刊：期刊中林業大事紀的文章

主要是對於國家森林遊樂區活動辦理後的報

導，本研究搜尋並整理台灣林業雙月刊中林

業大事紀所記載之舉辦地點為國家森林遊樂

區之活動，將搜尋之期刊期限設定為33-37卷

(96年2月-100年12月)，再經過對其內容篩選

後，與本研究有相關性資料共有65筆資料。

2.聯合知識庫：報紙針對國家森林遊樂區活動報

導之文章，其中主要報導內容是以國家森林

遊樂區活動辦理的事前宣傳為主，本研究於

聯合知識庫中鍵入「國家森林遊樂區 活動」

關鍵字，並將搜尋之新聞報導期限設定為97

年1月1日至101年4月7日之後，一共搜尋到

106筆資料，再經過對其摘要整理篩選後，與

本研究具有相關性之報導共有27篇。

3.台灣新聞智慧網：報紙針對國家森林遊樂區活

動報導之文章，其中主要報導內容是以國家森

林遊樂區活動辦理的事前宣傳為主，本研究於

新聞智慧網中鍵入「國家森林遊樂區 活動」關

鍵字，並將搜尋之新聞資料期限設定為97年1

月1日至101年4月7日近5年資料後，一共搜尋

到104筆資料，再經過對其摘要整理篩選後，

與本研究具有相關性之新聞報導共有18篇。

4.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與華藝線上圖書

館：台灣博碩士論文與期刊文章對於國家森

林遊樂區活動著重探討之類別，本研究於台

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與華藝線上圖書

館中鍵入「國家森林遊樂區 活動」關鍵字，

並將搜尋之期刊論文期限設定為96年度至100

年度近5年之期刊論文後，一共搜尋到29筆期

刊論文資料，再經過對其摘要整理篩選後，

與本研究具有相關性之期刊論文共有9篇。

5.林務局96年度至100年度所舉辦之活動：林務

局所提供之資料，包含96年度至100年度各林

管處所舉辦之所有活動及其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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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一) 國家森林遊樂區活動舉辦與報章文獻討論效

益

本研究將林務局所提供96年度至100年度

所舉辦之活動，進而根據人文、育樂以及自然

體驗三個面向，在加上於資料分析過程中另發

現「促銷」活動共四個面向進行分類，並統計

各項活動舉辦次數，將其與台灣林業雙月刊、

聯合知識庫、台灣新聞智慧網、台灣博碩士論

文知識加值系統以及華藝線上圖書館四個資料

庫中各項活動被提及之比例進行比較，以探討

林務局所舉辦之活動是否能得到其效益，且得

到報章文獻的注意與討論。

以下先就各資料庫中所統計之活動舉辦比

例(表1)敘述：

1.台灣林業雙月刊：以「自然體驗活動」的討論

為大宗佔51%；其次依序為「育樂活動」佔

40%、「人文活動活動」佔8%、「促銷活

動」佔1%。

2.聯合知識庫：以「自然體驗活動」的討論為大宗

佔46%；其次依序為「育樂活動」佔38%、「人

文活動」佔8%、「促銷」佔8%。

3.台灣新聞智慧網：以「育樂活動」的討論為大

宗佔47%；其次依序為「自然體驗活動」佔

44%、「促銷」佔6%、「人文活動」佔3%。

4.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以及華藝線上圖

書館：以「自然體驗活動」的討論為大宗佔

73%；「育樂活動」佔27%次之，「人文活

動」以及「促銷」則未被提及。

5.林務局96年度至100年度所舉辦之活動：以

「自然體驗活動」的討論為大宗佔55%；其

次依序為「育樂活動」佔23%、「人文活

動」佔15%以及「促銷」佔7%。

由表可看出，不論是實際舉辦或是被報章

文獻討論的次數比例，都是以自然體驗活動為

最大宗，育樂活動次之，接下來是人文活動以

及促銷活動。

(二)國家森林遊樂區各活動類型之內容

本研究於上述資料庫中篩選出相關文獻，

將上述文獻中所提及之相關活動，經由4個分類

類型(人文活動、育樂活動、自然體驗活動以及

促銷活動)進行分類，各類型所包含的活動詳述

如下：

1.人文活動：布農族傳統文化、三代同堂植樹活

動傳承林業文化精神、媒體朋友們體驗在地

項目 人文活動 育樂活動 自然體驗活動 促銷活動 總計

報章文獻

台灣林業雙月刊 10(8%) 49(40%) 64(51%) 1(1%) 123(100%)

聯合知識庫 5(8%) 24(38%) 29(46%) 5(8%) 63(100%)

台灣新聞智慧網 1(3%) 17(47%) 16(44%) 2(6%) 36(100%)

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及華藝線上圖書館

0 3(27%) 8(73%) 0 11(100%)

報章文獻總計 16(7%) 93(40%) 117(50%) 8(3%) 234(100%)

實際辦理 林務局96-100年活動統計表 267(15%) 394(23%) 955(55%) 116(7%) 1732(100%)

表1  國家森林遊樂區活動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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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體驗活動、大自然動植物相教學、介紹

螢火蟲、霧社血斑天牛和常見生物、影片觀

賞獨角仙傳奇、溪流生物探索、講授昆蟲生

態、猛禽生態標本展示、了解生物多樣性蝙

蝠與鳥類差異和小花蔓澤蘭的生態、認識蝴

蝶、老鷹和外來入侵的植物、認識莫氏樹

蛙、腹斑蛙、鳥類、賞蝶活動、賞楓、猛禽

生態展、生態電影節播放「候鳥帶來的福

音」、「九九蜂鷹」、「櫻花樹上的紅寶石—

霧社血斑天牛」、賞鷹系列活動、認識森林生

態體系的多樣性、自然和夜間觀察、特殊的動

植物生態觀察、生態探險活動、生態標本展

示、認識生態地位、溪流生物探索、講授昆蟲

生態、「近山、靜山─親子遊」、生態系列營

隊活動、螢火蟲生態旅遊活動、自然教室體驗

生態以及生態遊戲體驗。

4.促銷活動：門票優惠、開幕典禮、啟用典禮、

各旅遊展進行宣傳以及媒體宣傳活動。

(三)結語

本研究根據林務局施政目標與重點以及相

關文獻將國家森林遊樂區的活動類型做出以下

分類(表2)：

1.人文活動：根據活動目標將其細分為三個類

別，分別是：「文化活動」、「歷史活動」以

及「人道關懷」，藉由上述三個類別的活動可

使參與者了解當地住民及林業相關文化、歷史

以及讓弱勢者能有機會體驗森林活動。

2.育樂活動：根據活動目標將其細分為五個類

別，分別是：「運動」、「藝術」、「音

樂」、「其他」以及「與林業相關之DIY活

動」，上述活動是藉由森林中特殊的地形、環

境、氛圍以及材料讓參與者體驗相關活動。

藍染文化、以排灣文化為主軸的暑期營隊、

透過活動推廣關懷弱勢族群、協助身障朋友

體驗園區的風光、對象為弱勢群體的森林野

趣遊蹤以及體驗歷史人文的洗禮。

2.育樂活動：解說教育訓練、政風倡廉宣導活

動、志工表彰年會、定向運動解說員培訓、

祈願活動、婚禮、有獎徵答、林政案件研

習、耶誕祈福活動、音樂會、樂曲演奏、音

樂光碟發表會、歌舞表演、小提琴團隊演

奏、薩克斯風樂、「仲夏夜之夢」音樂晚

會、高山音樂饗宴、定向運動、健行活動、

自行車挑戰賽、有氧健康操教學、舞蹈表

演、繪畫比賽、藝術活動、民俗表演、武術

太鼓、肚皮舞、鄒族舞蹈、布農族歌舞表

演、賽德克族傳統舞蹈、歌舞劇、童詩童畫

創作徵文與繪畫活動、生態DIY創作、漂流木

再利用成品展示活動、生態歌舞劇表演、教

導如何利用竹子及疏伐木創作各式不同的作

品、學習林業相關活動等工作、精油DIY、野

趣創意DIY、手抄紙與自然卡片的製作、觀星

賞月、森林瀑布攝影展、動態影片、彩繪紙

燈籠親子DIY以及原住民部落的生活趣味手創

DIY。

3.自然體驗活動：推展森林環境教育的理念、增

進學校環境自然教育的扎根、藉由活動傳遞

教育和保育之目的、生態旅遊的宣導、生態

遊戲體驗、推廣自然環境教育、喚起全民認

識森林功能及環境保育的重要性、透過展示

關懷地球、了解棲地保育的重要性、響應

「無痕山林」運動、協助移除外來種、森林

體驗、「種樹‧減碳‧好生活」、自然教室

體驗生態之旅、淨山、植樹健行活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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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體驗活動：根據活動目標將其細分為三個

類別，分別是：「物種介紹」、「生態系介

紹」以及「永續經營概念」，藉由活動的舉

辦上述三個類別的活動可向參與者介紹森林

中的物種、生態系以及永續經營的概念。

4.促銷活動：以促銷作為吸引遊客入園方式舉辦

的活動。

而在對林務局96年度至100年度所舉辦以

及資料庫報導討論之活動進行統計時發現，自

然體驗活動以及育樂活動不論在實際舉辦次數

的比例或是被報章文獻討論的比例都是較高，

由此可見自然體驗活動以及育樂活動不論是在

林務局本身的舉辦活動的偏好或是報章文獻的

討論上都是較受歡迎。

主要項目 細分項目 說明

人文活動

文化活動 藉由活動的舉辦，了解當地住民及林業相關文化。

歷史活動 藉由活動的舉辦，了解當地居民及林業相關歷史。

人道關懷活動 藉由人道關懷活動的舉辦，讓弱勢者能有機會體驗森林活動。

育樂活動

運動 藉由森林中特殊的地形及環境，舉辦運動類型活動。

藝術 運用森林的氛圍，舉辦藝術性活動。

音樂 運用森林的氛圍，舉辦音樂欣賞活動。

與林業相關之DIY活動 運用森林中的材料，舉辦DIY活動。

其他 運用森林的氛圍，舉辦其他育樂相關活動。

自然體驗活動

物種介紹 藉由舉辦活動，向參與者做物種介紹。

生態系介紹 藉由舉辦活動，向參與者做生態系介紹。

永續經營概念 藉由活動的舉辦，灌輸永續經營的概念。

促銷活動 促銷活動 以促銷作為吸引遊客入園方式舉辦的活動。

表2  國家森林遊樂區活動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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