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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區分享交流的小隊交流

環境行動論壇最初是九年前，在宜蘭武荖坑
的親子團大露營時所舉辦。任何環境行動

並非坐而言可以達成，而必須起而行，唯有行動，
才有改變。我們有所體悟，所以由親子團的奔鹿
與翔鷹（國中與高中生團隊）自組團隊，發掘問
題、分析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執行後修正、再
重新執行、進而做出結果，並發表過程與結論。
透過這樣的訓練，所有參與者必須找指導老師，
學著去進行分析、溝通、分工、合作、整合…等
一系列工作，並在最後，上台面對同組其他小隊，
發表行動方案的執行過程與結果，而不是發表一
個仍在想像中的計畫，現場有三位評審提問以釐
清計畫內容並評比，並選出最優的三個方案。

到第四屆，我們邀請宜蘭人文中小學曾赴國
外參選的團隊來觀摩並以英文發表，帶給本論壇
新的刺激。並於隔年，在原本就有的少年組與青
少年組之外，再增設英語發表組及加發獎金給前
三名的隊伍。我們於荒野保護協會官網公開徵選

文／柯典一〈國際事務委員會召集人，自然名：浮游生物〉
圖／蔡美鳳〈環境行動論壇專案，自然名：含羞草〉

跨足國際的環境行動論壇

  2015 年在宜蘭武荖坑露營區舉辦的行動論壇

訊息，提高外界對本活動的支持與參與。到了第
六屆，再增加成年人組以擴大參與度。本論壇的
性質重於分享，在兩天一夜的活動中安排「小隊
分享」的環節，讓所有參與小隊設立攤位，由其
他組的小隊輪流觀摩，透過分享使得各小隊獲得
更多寶貴經驗。

最開始的活動場域是親子團露營區，之後因
為參加隊伍數過多，就先在北中南分三區辦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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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組決選

  發表者要接受評審的提問

選，各區的各組（少年／青少
年／英語發表／成年人組）取
前三名隊伍參加決選，初選制度使得本活動更臻
完善。2017 年起於雲林科技大學辦理，2019 年
再移師台中東海大學，2020 年與 2021 年疫情嚴
重期間，透過網路科技的軟體，在政府防疫指引
規範內，仍堅持辦理初選與決選，並順利完成。
2022 年疫情趨緩，才再度回到美麗的東海大學。 

環境行動論壇提供舞台讓所有參與者有機會
上台在短時間內把一件複雜的方案說清楚，並接
受評審提問，這對於孩子是極大的挑戰。所有願
意為此論壇持續付出協助辦理的志工夥伴，也正
是因為看到孩子們的改變，深覺此活動的意義可
提升參與者的能力。  

所以，除了報名參選隊伍之外，也可以報
名各類志工，從中學習到很多學校教育之外的能
力。我曾受邀為親子團翔鷹的家長們上課，提到
為什麼希望鼓勵孩子參加本論壇，當然，除了保
護環境等的行動之外，我問家長們：「職場上，
有什麼樣能力的員工才會被看到？」答案是：「具
有在眾人面前把事情簡單表達清楚的能力」，而
這必須被訓練，也唯有站在眾人面前才能真正表
現出來。表達能力對孩子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無論是在學校發表報告或在公司主持會議，行動
論壇恰好提供此難得的學習機會，只要肯去執行
一個行動方案，就有機會在台上對同組參選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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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選主持人要依小隊計畫內容撰寫引言，掌控發表節奏

 發表時進行網路直播，提供關心決選的親友即時之影像

方案闡述清楚。試想一下，在什麼場合才能有近
百人聆聽你講話？就算表現不好，也沒關係，因
為孩子的年輕本錢，允許他們持續吸取經驗且進
步。此外，組織團隊、確定方案、討論方向、執
行修正、分析總結，都是團隊合作的成果，過程
中都有大量的學習機會。 

每屆活動辦理期間，主辦單位招募大量國高
中生當初選與決選志工，除了事務性的工作如報
名、計時、錄影、直播外，對於各類主持人則有
更高的要求。例如， 決選主持人是一項責任重
大、壓力大、學習量大的成長機會，非常適合能
力不錯又想挑戰自我臨場反應的孩子，因為，必

須依各小隊計畫書內容撰寫講稿、往復修訂後、
再背稿子、與夥伴順稿、並公開模擬，以期完成
主持工作。

除了親子團志工，我們也需要其他群組志工
投入。因為，你將看到孩子們在這過程中快速成
長所帶來的喜悅，同時也結交一群志同道合的好
朋友。若電腦網路，廣播設備或攝影是你的專長，
你，就一定是我們在找的夥伴。誠摯邀請大家報
名參加行動論壇這特殊的舞台，相關資訊歡迎關
注「荒野環境行動論壇 」粉絲專頁。

最後，感謝歷屆行動論壇有非常多的志工與
專職夥伴鼎力協助，才能順利辦成初選與決選。
另外，東海大學學務處多年對本論壇的支持，提
供好的場域，也在此致上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