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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執行長廖炳煌 用冒險教育開啟遠征學習新頁  
專訪

 

【記者賴奕安專訪】「我只想要去有童軍團的大學念書！」這是青春期的他，邊

填大學志願卡邊說的話；「這個月要做到150萬的業績，如果做不到就剃光頭！」這

是他擔任房仲業北區店長時高聲吶喊的話；「我的使命就是要把臺灣孩子帶去親近山

跟海，讓他們具備冒險的能力，有勇氣走向全世界！」這是現在的他。這位看起來不

論幾歲都在講任性話的人物，是國貿系〈今國企系〉校友，台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

執行長廖炳煌，他用他的人生歷程證明他不是任性，而是對任何事物都多了幾分堅持

，是絕對的韌性。

 

童軍使命成為社團實力　進入淡江發揚團隊精神

 

八歲加入幼童軍，廖炳煌為延續童軍生命，選擇就讀擁有羅浮群童軍團的淡江，「起

初熱愛童軍是覺得掛著領巾特別帥，我是個愛表現的人，而童軍團給了很多表現的機

會，也因為有了身為童軍的使命感、榮譽感，約束住青少年的自己，才沒有變叛逆、

走歪路。」自認為在童軍團才有發揮的地方，廖炳煌從小就培養領導能力，學習團隊

合作，和團員彼此能力互補，一來一往對彼此需要性很高，也為他帶來高度的成就感

。

 

廖炳煌社團經驗豐富，大一就參加九個社團：童軍團、健言社、田徑校隊、橄欖球校

隊等，大學就是辦活動的能手，印象深刻的是有次童軍團舉辦淡水地區小學生參加的

暑期棕熊營隊，向國泰人壽爭取到十萬塊高額贊助。他提到：「淡江人多、科系多、

社團多，豐富多元，有很多機會去和各式各類的人交往；學習，是淡江人最幸運的事

。」豐富的社團經驗，也奠基廖炳煌的社會實力。

 

房仲業績保住頭髮　更為人生教育開啟新頁

 

畢業後做房地產，一做就是十個年頭，由於對商圈的了解程度高，一向是北區業績最

好的Top Sales。直到1996年3月，他自費6萬6千塊參加三天的激勵課程，學習「成功

學」，那三天全都在吶喊、冥想、設定目標，結束後不只精神被激奮，4月他更在北

區店長大會現場，高聲宣示：「我一個人要達到150萬的業績，如果做不到就剃光頭

！」當時淡水店員工一個月的平均業績是80萬，他一個人喊了整整兩倍，他回憶起

：「我發誓完後的那整整一個月都看人不是人，全部都是Dollar Sign！」

 

廖炳煌最後達成目標保住頭髮，卻同時發現：「這不是我要的，這太可怕、太瘋狂了



，不是人過的日子。」他反省了成功的定義，自覺不該再把人的價值換算成金錢，於

是他萌生從事與青少年教育有關工作的念頭，原本是想將童軍活動和真實生活結合

，並設立目標，帶領高中生走出課堂教室，後來為了找到對青少年更有幫助的內容

，他前往美國Project Adventure（PA）組織，一個專門讓孩子們從冒險的過程中去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在決策、思考、衝突管理的過程中，學習如何當一個好的領導

者的學習機構，讓廖炳煌非常震撼：「太好了！這就是我要的！」。

 

著手推動外展教育　用冒險精神讓孩子發現自我價值

 

1997年回國後，開始投入主題式冒險訓練，專門做團隊訓練、企業訓練；2005年加入

英國Outward Bound組織，意思是「離開安靜的港口，面向未知的大海」，希望用航

海和登山訓練年輕人的意志，並在2008年成立台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後，才取得

Outward Bound正式授權。

 

廖炳煌表示，「臺灣有258座超過三千公尺的山，長達1258公里的海岸線；臺灣可以

說是世上最幸福的地方，山就在我們身邊，即便身在都市，開四個小時的車程就可以

爬山，爬完山再開幾小時的車，又可以跳進海裡游泳。」廖炳煌講得像是炫耀自家庭

院有很棒的生活機能般，「但是臺灣孩子不懂得爬山、航海。」因此，基金會的使命

，就是透過戶外教育，讓孩子健康地去冒險，爬過山、航過海，臺灣孩子才走得出島

，迎向全世界。

 

不光是孩子需要探索教育，企業界也需要探索教育，廖炳煌說：「近年來景氣不好

，企業遇到很多組織調整的問題，因此中高層主管比較偏好企業凝聚力、向心力、文

化再塑造等課程。」並表示，必須先了解一家公司的需要，再設計訓練課程，並做現

場調整，配合企業需要。曾幫中國知名運動用品高層主管做訓練，廖炳煌發現許多高

階主管遇到無法施展高度決策力的問題，他們無法在會議當下做好決策，這樣的結果

造成只能事後做個別溝通；但隨著組織規模擴大，個別溝通已不具效率，「於是我幫

他們透過溯溪、露營等活動，當他們遇到挑戰時，先停下來發現問題和討論解決辦法

，藉此了解企業內團隊合作、互相幫忙的重要性，改變視野後，做事方法也會跟著改

變。」

 

「彈跳理論」籲淡江人奮力跳出機會　肯定社團學分化

 

廖炳煌以多年來的工作經驗、社會經歷，歸結出一套「彈跳理論」，他講到，以剛畢

業的社會新鮮人論成就，若是臺大人平均有90分，淡江人有70分的話，臺大人會固守

90分的成就，不再冒險，但淡江人在生涯發展過程中，有上有下、高不成低不就的困



境卻反而讓淡江人激發思考，做足準備奮力一跳，甚至可以跳出120分的高度，「而

這個彈跳的空間，我認為主要來自社團的培養和大學的學習，因此，淡江人是很有機

會的。」

 

淡江擁有全國首創的社團學分化，廖炳煌表示，學弟妹不要去抗拒，而是更積極去看

到價值，「學分化後雖然有點強迫參與的性質，但社團確實可以帶來課堂外的學習

，比如說策劃活動、尋找資源，對內溝通協調，對外多方表達，企業專案的過程亦是

如此，若大學生可以早點做這樣的練習，何樂而不為？」

 

廖炳煌從事探索教育16年來，最感動的莫過於看到很多人態度上的改變。但他也坦言

：「我們把孩子帶出去體驗冒險，開闊視野，但回到學校後卻又全然不是如此，因此

想將體驗式學習、探索教育帶入校園，和學科學習做連結。」然而，改變學校老師是

最困難的，在美國Outward Bound已經和哈佛大學教育系合作，已有成功的案例，稱

做「遠征式學習」，教導老師如何帶領學生，從做中學引發學生興趣，「推廣遠征式

學習，以外展教育的精神改變教學和教法。」提供臺灣教育更多元的選項，正是廖炳

煌下一步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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揹著一只背包走遍各演講、教學單位，廖炳煌用行動力為「遠征式學習」播下教育種子。（攝影／蔡昀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