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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守護

（為維持閱讀體驗，保留筆者使用荒野自然名撰寫夥伴之習慣，文末註釋夥伴姓名）

我在台南分會參與了 13 期解說員訓練課程，
在成為初級解說員後回到高雄分會，並和

分會長四方竹討論是否重啟解說員訓練，四方竹
非常同意且支持，並成為籌備過程的召集人。然
後，我們開始搖旗號召資深解說員回來一起參與
招募 13 期解說員訓練的籌備（以下簡稱 13 解），
之後就看到灰胸竹雞跑來了、小灰蝶飛來了、香
楠也站出來、珊瑚浮上水面、黃尾鴝來了、從台
北回來的積雨雲飄來了，另外還在台南分會受訓
實習解說的火歐珀、香菇、蝗鶯也投入來幫忙，
這樣就有了 11 人！原本四方竹說，即使只有 4
位解說員，也都可以辦理，11 位這樣的人數超
乎了預期，原來只要有人願意按下啟動鈕，夥伴
們就會回來一起幫忙。

時隔多年再辦理解說員訓練，光是達成共
識及籌備就持續了幾個月，讓隊輔們多了一些準
備時間。經歷了幾次的籌備會議，確認大家的參
與是出自個人意願、了解每位夥伴對於解說的概
念、找出過往解說員訓練資料，並研究其他分會
目前的訓練課程及資源，討論出這一次 13 解的
課程內容，最後，就是準備讓課程上架招生。

圖／高雄分會解說志工群
文／廖靜薇〈高雄分會解說員，自然名：木荷〉

按下啟動鈕，長出解說的新葉

  黑森林內進行蕨類觀察

我們這 11 位解說夥伴來自不同期數，甚至
是在不同分會受訓，所以在籌備過程中，需要先
相互了解與磨合、學習尊重少數、並明確的表達
意見。記得有一次會議在無法達成共識的情況下
就提出表決，大家共同舉手否決召集人的意見，
對於這樣的結果，召集人也欣然接受，這更奠定
大家就事論事、直接表達的溝通模式，最重要的
是進行的氣氛是很歡樂的。

這次 13 解總共有 33 位學員報名，而且是在
一個月內爆滿，感受得到大家對於解說組課程的
期待。每次上課幾乎也都有 20 多位學員出席，
期初及期中旅行也是。透過這半年的課程，學員
彼此慢慢相互熟悉、踴躍分享、融入團體，期待
著下一次的課程。這些過程都是在累積夥伴的情
誼，兩次旅行回來後，學習的衝擊在 Line 群組
持續迴盪，群組中的熱烈討論持續了好幾天呢！

在 13 解的訓練過程，我們期初旅行上了奮
起湖頂湖及迷糊（原稱米洋溪步道）兩個步道，
期中旅行則是去拜訪春天的塔塔加步道。在設計
課程時，四方竹及黃尾鴝學姊都希望大家立足於
高雄分會定期觀察地點，但是可以多了解台灣中

 解說員在塔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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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竹　　林維正
灰胸竹雞　鍾明英
小灰蝶　　黃采文
香楠　　　陳惠美
珊瑚　　　許珮珊
黃尾鴝　　黃淑貞
積雨雲　　宋盈萱
火歐珀　　楊愉粧
香菇　　　謝姵茹
蝗鶯　　　鄭名君
火金姑　　林穎明
大肚魚　　陳堅華
黃金鼠　　王鼎球 
花栗鼠　　張恩芬
小米　　　邱韻璇 

  在黑森林裡尋找一棵跟自己有連結的樹

  到底到底…是在看什麼呢？

高海拔的生態之美，在規劃兩次旅行時，黃尾鴝
學姐帶了隊輔們前往探勘，讓隊輔們大開眼界。
黃尾鴝不管在帶隊輔探勘或是在帶學員進行旅行
時，不藏私地全力分享所知，讓這次參與的隊輔
們在過程中都深深感受到不只是在付出，同時也
是在學習與收穫，這讓我想著，是否可以將這樣
的精神持續傳承？讓解說員們在每一次付出時間
參與訓練新解說員時，一樣覺得是在充電，然後
覺得好幸運、好幸福可以來當隊輔。

在這次的訓練過程，高雄一些資深的夥伴、
解說員，如屏東柚園的火金姑、鳥會的蘇貴福老
師、台南分會的大肚魚、高雄分會第一任副分會
長李可、陸蟹專家李政璋、EEE（環境體驗教育
團隊）的花栗鼠、黃金鼠及總會的常務理事委員
都南下來幫忙，還有原本要提供協助課程，卻因
故無法參與的小米，另外還有其他分會解說組長
的經驗提供。

在文章刊出的 5 月份，13 解剛好結訓，可
能有將近 25 人左右會完訓，成為高雄解說組新
力軍，之後會分別進入援中港濕地東區、觀音山、
悟洞三個定觀點，一起走過這些棲地的春夏秋
冬，紀錄生態與環境的變化，也同時長出了高雄
解說組的新葉。

我深信當有人願意按下啟動鈕時，就會有夥
伴從四面八方來一起完成這件事，這就是我在荒
野裡學習到的信念。

  雨中的二萬坪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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