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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讓 2017 年兒童專案計畫能順利進行，

有熱忱、有心的夥伴們仍然遠從各地，利

用耶誕佳節這個週末齊聚一堂，於長陪合作學校

之一的嘉義市僑平國小進行兩天一夜的共識營活

動，凝聚共識、交流經驗、增能研習，目的只希

望讓兒童環境教育做得更好。

歡樂的相見歡結束後，就由今年提出緯創兒

童專案計畫「在地守護小種子」的三個團隊簡介

年度主題及整體活動規劃：「新竹滾動團」關注

的棲地是竹東圳流域、主題是城市與水；「雲林

飛雲團」關注的棲地是二崙自然步道、主題是保

安林守護；「嘉義飛蝶團」關注的棲地是嘉義市

香湖公園、主題是城市生態。對於未來三

年將要持續守護同一個棲地，對團隊的導

引員和參與的孩子們來說都是相當大的挑

戰，因此，今年的共識營特別安排了較多

實用的增能課程，讓大家馬上就能用得到。

【增能課程一】每木調查

進行定點觀察和調查記錄時，植物是

最容易紀錄的，不過如果只是單純記錄名

稱或變化，長期下來對孩子可能會失去吸

引力，因此，邀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

源系助理教授的詹明勳老師，帶領大家實

際操作「每木調查」，讓大家仔細的觀察

一棵樹，用簡單的工具測量樹的胸徑、高

度、樹冠面積、樹冠高，還當起樹木的醫

生，藉由樹木的迷你診斷病歷卡，從樹的

外觀來判斷樹木是否衰弱、生病、被害蟲

文 /翁瓊玥（荒野保護協會嘉義分會飛蝶團導引員，自然名：小蜜蜂）

圖 /吳金治（荒野保護協會嘉義分會解說組暨飛蝶團導引員，自然名：臺灣赤楊）

2017 年兒童專案計畫全國共識營

入侵…，來診斷樹木健康狀態。這個有趣的實作

練習，讓我們和植物更親近了，相信當孩子們親

自為每一棵樹木進行測量與診斷時，就如同父母

為孩子進行成長及健康紀錄般，對樹木的情感也

將更深刻。

【增能課程二】生態公園的規劃與管理

「在地守護小種子」計劃的核心價值是希望

藉由這三年〈2017-2019〉的能力培養，未來兒

童能為守護環境及生長的家園產生責任及認同。

在達成這個目標之前，需要先有一些想法、方向

及前置作業。荒野理事長月梅老師也分享她在日

本的經驗之旅，把旅程中的所見、所聞、所感，

提供給夥伴們參考。日本對於生活空間的設計，

許多細微處的著墨與用心值得借鏡，相信去過日

本的人，對於精心設計既美麗又具特色的人孔蓋

印象應該印象深刻、動態的宣傳看板上，

仔細觀察中總是能發現隱藏著在地特色、

公園草地的排水孔上方，以圓石頭阻擋

落葉阻塞、為公園的樹命名且標示特別

之處…，如何把國家及在地的特色、生

態概念融入環境場域，值得大家思索！ 

【增能課程三】環境教育課程設計與教

學法

未來如果想要讓各團隊關注的棲地

成為環境教育的場域，環境教育課程設

計與教學就顯得相當重要，因此邀請曾

任荒野副秘書長、現職環境友善種子自然中心部

主任的林純如 ( 自然名：陽光 ) 來為大家加強這

部分的技能。用心的純如，挑選了很多合適團隊

可以使用的活動與課程進行教學，首先以順流教

學法，帶領大家體驗聲音地圖，接著採用動感教

學，夥伴們合作用童軍繩圍出臺灣，找出捕捉鰻

魚苗最多之地，並透過角色扮演，體驗鰻魚洄游

的過程。另外還進行了棲地破碎、武裝步道活動，

希望讓大家了解如何藉由遊戲或體驗活動達到教

學目標。對於接下來各團隊要進行的教案設計，

她也循序漸進告訴大家設計的流程和重點，更貼

心的提醒大家團隊要共同參與，討論與分工很重

要，最好是目標明確後，再進行小組分工。課程

的安排上午節奏感可強烈些，下午適合輕鬆的體

驗，例如手做。良好的課程設計將來都可以成為

關注棲地合適的環境教育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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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能課程四】生態調查與物種資料庫

對於各團隊接下來要關注的棲地，

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棲地的自然生態和特

色，因此生態調查就有其必要性，也希

望孩子們將觀察的結果上傳荒野自然觀

察記錄網，建立棲地的物種資料庫。至

於大家擔心自己認識物種不夠多的問題，

如何指導孩子們進行調查，總會棲地守

護部主任 - 雁子，也提供好用的查詢系統

供大家使用，例如：嘎嘎昆蟲網、慕光

之城（蛾類）、四處爬爬走（路殺社）、

鳥類資料庫…等，為了讓大家能確實學會上傳荒

野自然觀察記錄網的技能，雁子馬上請大家從手

機 APP 下載 Ushahidi，指導夥伴們如何操作，並

實地到香湖公園進行物種調查，練習如何將調查

資料上傳。其實心不難，事就不難，果然大家很

快就都能上手了。調查結束後，從荒野自然觀察

記錄網也馬上就看到大家的成果。

【共識討論】

最後在共識討論的部分，大家依短、中、長

期分別討論：

(1) 成為一個生態城市，需具備哪些條件？

(2) 一個場所成為環境教育中心 ( 場域 ) 需具備哪

些條件？

(3) 成為環境教育人員及環教場域經營團隊需具

有哪些能力？

(4) 荒野兒童教育委員會可帶著兒童及輔導員們

朝哪些目標前進 ?

雖些這些題目都有點難度，不過大家仍努力

提出各種的想法。其實，當大家思索過這些問題

後，對於未來三年團隊要守護的棲地，自然也會

有一些想法和方向，目標在遠方，讓我們踩穩每

一個步伐，往前邁進吧！

2017 年度緯創兒童專案計畫的主題「在地

守護小種子」，除了以定點觀察、調查記錄、守

護行動，推展環境教育觀念向下扎根外，更期望

將環境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與生活態度，這也是

我們為什麼要培養兒童成為環境小種子的原因。

雖然今年向緯創申請經費的團隊只有三個，不過

仍有相當多的團隊持續在弱勢兒童長期陪伴這部

分默默耕耘。今年的共識營，除了凝聚共識、交

流經驗之外，特別安排了四個實用的增能課程，

希望兩天一夜的充電，讓大家帶著滿滿的能量，

回到各自的崗位，繼續為推展兒童環境教育努

力。

文∕謝玟蒨（荒野保護協會臺中分會秘書、自然名：瓶鼻海豚）

荒野保護協會臺中分會
親子反空污記者會

荒
野保護協會臺中分會的的親子們不管在假日或平常空閒的時間，都會大手牽小手一

起去戶外觀察及體驗自然，然而當霧霾籠罩每天的生活，影響著我們的身體健康，

對於喜歡在戶外奔跑及愛觀察大自然的我們，發現自己一直處在危險的環境之中，原來

在臺中市要吸一口乾淨的空氣是一種奢望，所以我們決定要在 2/9 這天舉行記者會響應

“219 反空污大遊行”，在記者會中我們將戴上防毒面具及演出行動劇的方式，來表達我

們對空汙的心情與對好空氣的期待，讓更多的民眾一起參與，爭取自己的呼吸生存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