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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遠足報告書 

「遠足報告」一向要求是以日誌方式完成。主考人會要求童軍隊員詳加說明全程

所經路線的地圖；每隔一段時間寫下所見之事物及周圍之環境。  
「遠足報告」應要做到使一個對該地陌生的人，能接圖索驥，循著該途徑走而不

會迷失方向，才合乎標準。「遠足報告」類似「旅程日誌」；是按時間記錄所發

生，所見聞之事物。  
深資童軍獎章、榮譽童軍獎章、樂行童軍獎章及貝登堡獎章之遠足報告，採用多

種形式及需要在沿途做一些訪問及調查事工，或一些應考者有興趣之自然研究。

遠足不衹是測驗童軍之野外自立能力，並希望不祇單單完成一條旅程；能在途中

通過訪問，調查及研究，學習到一些新的知識。考生在時間上之準確控制，能否

在指定時間經過某一地方不十分重要。我們要求考生在遠足計劃時有週詳的考

慮；有伸縮性，並能在途中隨機應變。在每一次遠足中，並不會事事皆如理想，

完全順利，並無波折。  

(一)  表達方式 

旅程報告，可以利用錄影帶、幻燈片、或相片集等方式來記錄。這些方式所做的

報告，所花之時間與工序，並不會比用書面方式少，有可能會更多。至於「事工

報告」則須視乎其性質而定，有可能須利用實物標本輔助。  
 
以那種方式報告是可由與考者自行選擇；但仍須與主考人商討，取得他同意及意

見。現介紹每一種方式，以供大家參考；無論用那種方式，技巧是十分重要的。 
 
兩個部份  
 
遠足報告，可分為兩部份：第一個部份是「旅程報告」報告；第二部份是「事工

報告」。旅程報告通常可以利用多種方式；工作報告則需視乎報告內容而定。無

論「旅程報告」或「事工報告」，不論在任何支部之遠足審核，審核員都非常著

重。  
 
自由發揮  
 
每個深資童軍在準備報告時，都會有自己獨特之風格和手法，這點是主考人士必

須認識及留意的。當然，在內容方面脫不了那幾個大項目。但在格式及形式上，

各人均可自由發揮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我們不能強行要求每一個人均須遵照相

同之格式來準備報告；以書面方式為例，便有很多變化。事實上沒有兩個人的報

告是完全相同的。參考別人的報告，取長捕短，是改善自己做報告的好方法，但

切忌抄製別人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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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旅程報告 

� 書面方式  
傳統上，這是最通行且最多人下工夫去研究之一種報告方式。  
書面報告之內容編排大致如下：  
 
（1）  簡介  

簡單地把旅程撮要地介紹出來：包括參加者名單，其遠足經驗，途徑撮

要，全程圖，當日天氣，攜帶之用品，食物清單，支出項目和旅程計劃

大綱等。  
很多時，大家都忽略了把旅程計劃寫出來。旅程計劃是籌備是次旅程的

過程及可以值得後來者留意的地方。  
簡介，是十分簡單扼要的，最好盡可能利用圖表。很多童軍花太多篇幅

及文字在簡介的部份，而在主要內容上則輕輕的帶過，變成本末倒置。  
 
（2）  旅程沿途敘述  

以往的「旅程日誌」，主考人的要求是將沿途每一吋的詳圖都要手繪在

「日誌」中；手繪全程每吋詳圖；按時間寫下見聞；每段間之哩數及總

哩數。這個敘述方法是在今日多樣化化旅程方式中也是不設實際的。有

些主考人對該段路程瞭如指掌，所以利用這樣資料來「監察」應考者是

否有「作弊」。在今日之遠足中，童軍若因當時環境而改變路程，是沒

有問題的，當然他須在報告中提出解釋。因而，若以這種眼光去衡量遠

足報告，根本是有點不合理和抱殘守缺。  
 
所以在日誌裡，記載下來的，不單是記載你到過那裏，打算會到那裏，

而是你正處身其中的現時當下，瑣碎膚淺的細節，任何大小事件，都遠

不及你的反應而感到應值得留下紀錄的東西。 

作為日後檢討與分析的依據，不可能祗靠記憶力，寫下事件的經過，自

己的認知與了解，對人和地的素描，對民情風俗的印像，心中所感所想，

日後想要對這段日子重新尋找一番景像時，才有充份的材料可堪回憶。 

 
內容方面：  
� 生動迫真的描述。  
� 補捉具有代表性的鏡頭（以文字補捉經驗）。  
� 結合過去的經驗（與過去的經驗加現在環境相結合）。  
� 意外的自我發現與刻意自省（沿途湧現的蛻變與靈感，一些新發現）。 
� 特別警覺的意識。  
� 面對的挑戰（怎樣去面對，當其時設身處地的環境情況、氣氛  ）。  
� 內在的失序狀態（內在的恐懼、憂慮和煩惱）。  
� 激情，（情緒，最有創意的念頭，最受感動的經驗）。  
� 對話（自我對話，旅程後朋友對你的經歷描述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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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沿途之敘述方式有很多變化，衹要能清楚地報告當日所見聞，進度

（公尺）；特別的事物；附上一張詳細的途徑地圖及該等事物位置。該

幅地圖，可自地圖中抄印，但應簡化及加上見聞事物之位置，和不必太

複雜。剪貼上一張HM20C地圖不大適宜。  
 
所見之事物及路標（如亭、小屋等）最好附有插圖或相片，可以貼在旅

途地圖旁，利用箭咀，指示在圖中的位置。  
 

 
營地報告及營地日誌，亦是一個引起爭論之問題。一說，認為旅程報告

（日誌）中必須附有上述兩項方為合。但若我們反過來看看深資童軍兩

個獎章中之遠足，需要外面渡宿三夜至四夜不等，而論上深資童軍們可

利用如青年旅舍之類之簡便郊屋來過夜的。在外國郊野地廣人稀，是設

有不少此類旅舍方便遠足人士，但在本港，由於地理環境所限，童軍們

遠足時往往需自備營帳在郊野露宿。  
渡宿地點之簡單指述及用簡略圖以說明是有需要的。內容應主要是指出

渡宿地點所在及把其優劣點指出來。至於渡宿當夜之日誌則可免，但在

當日及翌日之旅程敘述中祇一併提及渡宿一段時間之見聞。  
 
由於時間所限，童軍們在遠足時，旅程在較晚始到達隕定之渡宿地點，

翌日，很早便出發繼續旅程，故對該地點之要求並不十分嚴格，祗要能

作為遮蔽地點，和有水源便很呎夠。此外，童軍祗在該地渡宿一宵，要

他們花時間去詳細地批評及調查營地，根本是不大實際者。  
 
最後關於內容方面，祇要盡量以簡潔為主，遠足報告不是文藝作品，最

重要的是清楚敘述，過於賣弄花巧反為不美。  
 
（3）  總結  

對是次旅程的感想如何，有何特別值得一提之處，你們遠足小組自己檢

討結果，有何仍要改善的地方。不論是次遠足成或敗你們從所得到的經

驗才是最可貴的。做得不好，下次力求改進，做得好的，下次要更好。  
 



第十七章                                                                        遠足報告書 

4/4 

� 幻燈片  
 
這個是舊的方式，有部份深資童軍團曾製作全套之幻燈片來記錄團的遠足。由於

幻燈片的成本，一般較負片菲林為高，故需要有相當經驗及技巧方免浪費和收到

良好效果。  
以幻燈片來報告之方式，最重要者是資料之編排及旁述之內容。採用這種方式之

深資童軍，最好是與團長安排在一次團集會中，放映幻燈片報告是次遠足，給時

間予全團向該深資童軍提出問題，由後者一一解答。  
資料之編排，大致和用書面方式相同，也可分為簡介，旅程沿途指述，媳結之部

份，但最後一部份通常未能利用這個方崆闡釋，故可用書面方式補充。  
 
採用這個方式有數點要留意：  
（一）在取鏡方面要講點技巧，主體突出，方不會使人看了如丈八金剛摸不著頭

腦。  
（二）在幻燈片之連貫性方面要下些功夫，通常你需要攝取較多的幻燈片來選取

其中大部份較好者來編輯。  
（三）旁白要精簡，每一張幻燈片的旁述都祇時間相若，且不要太長。  
（四）應加插一張片頭及一張「完」的幻燈片在最後。若你使用同步速錄音機作

旁述，則不妨配上一些背景音樂。  
 
所謂工多藝熟，若經多次實習後，便會掌握得到其中的要闕，駕輕就熟，且你們

又感到攝影個中之樂趣。  
 
� 手提錄影  
 
大致上，這和幻燈片相似，但幻燈片是不動者，而電影則動者。但在技巧上要掌

握得更好。  
市面上通行之八米厘電影菲李有兩種：標準八米厘與超八米厘，現在更有附上聲

帶之超八米厘菲林。趨勢是超八米厘漸會替代較古舊之標準八米厘。一套完整之

手提電影器材是花費不菲，故不大普遍。  
使用錄影機之技巧，較幻燈片容易掌握，且利用這個方式來報告較為生動，但最

重要是在剪輯方面，做到一氣呵成和有層次，方是一個引人入勝之報告。  
報告時，和幻燈片一樣，最好是安排一次團活動，放映出來。報告的技巧和幻燈

片大致相同，但因有一些活動的場面，故在細節上應留意不要過於呆板和應把握

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