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計畫目標：

(1) 製作鯨豚海洋行動教具箱1式。 

(2) 辦理全國性鯨豚保育巡迴講座10場。  

(3) 辦理鯨豚海洋種籽教師培訓2場。 

(4) 辦理鯨豚志工培訓活動1場及系列進階培訓課程5場。 

(5) 辦理鯨豚觀察員國際交流及推廣1場。 

(6) 舉辦鯨豚相關展覽4場。  

(7) 舉辦鯨豚相關影展1場。 

(8) 製作活動用宣導品及手冊。  

(9) 持續充實及維護鯨豚主題網站，並充實社群網站內容。   

 

 

二、重要設備：
 

　　無
 

三、執行成果/研究結果：

（一）製作鯨豚海洋行動教具箱1式［完成1式，執行率100%］  

       本會行動教具箱規劃有6套不同主題之教案，其中教案A【鯨豚不一樣】的內

容著重於鯨豚基礎型態介紹，並讓學生有能力判斷魚類與海洋哺乳類的差異；教案

B【鯨聲與鯨生】與教案C【鯨豚super大】主要在探索鯨豚日常行為與特化構造之間

的關聯，並讓學生認識鯨豚在海中的日常生活；教案D【救救鯨豚】是在教導學童如

何幫助擱淺於岸邊的鯨豚，並認識鯨豚所面臨的威脅；最後教案E【西岸守護者】與

F【東岸三兄弟】則是著重在台灣特殊鯨豚種類的介紹。 

       在2017年已經完成了教案A、B的設計，本年度我們則建立【鯨豚super大】

的教學方案，並將這三套課程帶入校園，搭配行動教具箱內的標本、模型、道具與

玩偶，主題式的宣導，讓大朋友與小朋友都能深入的認識海洋中的鯨豚，並藉由授

課過程與教師的回饋調整教案內容。【鯨豚super大】的課程內容主要是在說明不同

體型與牙齒之間的關係，介紹齒鯨與鬚鯨的構造差異與覓食行為，以及[海豚]與[鯨

魚]這兩個名稱的差別，副件中呈現的是【鯨豚super大】的教案流程及所搭配的行

動教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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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理鯨豚海洋種籽教師培訓2場［完成2場，執行率100%］  

        本年度一共舉辦兩個系列的種籽教師培訓課程，首先3月30日至5月25日為

第1個系列課程，辦理本課程的目的為招募與訓練種籽講師預備師資，並預計於

2019年實際進入校園授課，因此課程設計以教案內容簡介與教學經驗分享為主，搭

配校園實習與試教訓練，學員需完成室內課程與試教訓練才可取得種籽教師的資格

。本系列課程共有21民眾報名培訓，其中15人順利結業，並有8人完成實習與試教課

程，取得種籽教師資格。 

        第二個系列為9月15日，共有9位種籽教師參與進階增能課程訓練。本次課

程目標為增加種籽教師的教學能力，因此邀請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的林勝吉

老師分享不同的教案與教法，此外也藉由[海洋保衛大作戰]這款遊戲來探討海洋漁

業枯竭的問題，最後，我們也說明種籽教師在2019年的推廣目標，並相約在2019年

啟動白海豚保育宣導的推廣計劃。 

 

 （三）辦理全國性鯨豚保育巡迴講座10場［完成37場，執行率370%］  

        本會於2017年已完成2套主題式之鯨豚教案，其中教案A為【鯨豚不一樣】

，課程內容以鯨豚標本、模型與投影片來讓學生認識魚類、海洋哺乳類的差異；教

案B為【鯨聲與鯨生】，利用鯨豚的頭骨標本與鯨豚聲音帶領學童探索鯨豚在海中的

生活，體會鯨豚在海中所面臨的噪音問題。而本年度也完成教案C【鯨豚Super大】

的設計，因此2018校園鯨豚保育巡迴講座(簡稱鯨豚列車)改用主題式教案推廣的方

式進行。在上半年的課程安排中，我們提供教案A與B供學校老師選擇，而下半年

，共有A、B、C三個教案供學校老師選擇。  

      由於種籽教師群的加入，教學能量充足，因此今年的鯨豚列車有能力開往更

多的學校，因此從2018的3月起至12月止，本會共舉辦了39場鯨豚列車講座，較

2017年(17場)增加了1倍以上的場次，共接觸了1257位教師、學生與家長，推廣地區

包含大台北地區、基隆與南花蓮與屏東。    

       整理2016~2018所有到校推廣的資料，近3年一共辦理72場推廣活動，總計

2437位學員參與，授課範圍包含大台北地區、台中、台南、屏東、花蓮與離島澎湖

等地。但以推廣地區的百分比來看，可以發現有接近8成(79%)的區域是都會區(6都

)，此外有56%的課程都是集中在北北基地區，這也顯示全台鯨豚推廣教育有資源分

配不均的現象，因此在2019年度，本會將以都會區外的縣市為優先宣導區域，期望

能讓更多地區的孩童能認識鯨豚，親近海洋。  

 

（四）舉辦鯨豚相關影展1場 ［完成7場，執行率700%］  

       從2018的5月起至10月止，本會共舉辦了7場鯨豚影展，除了第一場是在協會

會址舉辦外，其餘6場都是在校園舉辦，本年度影展放映的影片為[與海豚的約定

]，希望藉由不同鯨豚科學家的觀點帶領觀影人進入鯨豚研究人員的世界，在映後也

安排導演或是講師分享鯨豚的故事，與觀影人一起思考自己與鯨豚、大海之間的連

結。7場活動一共接觸了416位民眾與學生，影展播放地區包含大台北地區與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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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本年度校園鯨豚列車與校園巡迴影展的舉辦場次與宣導人數共計46場

活動1673位師生參加，不論是活動場次與參與人數都為近年來最多(較2017年場次增

加170%，宣導師生增加149%)，這也顯示有完善的種籽教師規劃與成員，並運用主題

式的行動教具箱，能有效且快速的執行校園鯨豚保育宣導活動。 

 

（五）辦理鯨豚志工培訓活動1場 ［完成2場，執行率200%］ 

       為了因應擱淺鯨豚復健時的龐大人力需求，中華鯨豚協會每年都會招募擱淺

志工，以補充鯨豚照護時的人力缺口，但從2015年9月之後，長達2年半的時間北部

沒有任何活體鯨豚進入復健池，擱淺志工群也沒有實質的照護經驗，所以在2018年

3月的關關收容期間，前來復健站現場服務的志工群們多半有經驗不足的情況，而且

也以新手居多。為了增加救援志工群的經驗與擴充擱淺志工的成員，本年度的志工

培訓活動以培訓擱淺志工為主要目標，所有的培訓活動都特別安排在動物復健結束

後不久舉辦，讓學員在還有照護鯨豚經驗的記憶中吸收講師的知識與意見，快速增

加學員執行鯨豚復健的能力與經驗。 

       本年度一共舉辦兩場擱淺志工培訓活動，主辦地皆在關渡國小的臨時復健站

，第一場培訓活動時間是安排於4月21日，第二場培訓活動是舉辦在8月18日，這兩

場活動舉辦前都有對應的鯨豚復健案例發生(小抹香鯨-關關與糙齒海豚-渡渡)，因

此講師也會針對復健的過程與動物的照護流程作說明，並帶領培訓人員操作臨時救

援池的搭建。兩場培訓活動一共有67位民眾報名，其中55位學員完成培訓並加入救

傷志工群組中。 

 

（六）辦理鯨豚志工系列進階培訓課程5場 ［完成18場，執行率360%］  

       本年度的鯨豚志工進階培訓課程分為2個系列，首先[進階增能系列]，主要

是以講座方式舉辦，目的是讓志工有不同的視野與經驗，使志工在進行解說或導覽

服務時能有更多的故事素材進行分享。其次是[宣導訓練系列]，以實際執行活動策

畫與解說導覽為主，讓志工有適合的場合發揮長才。  

       [進階增能系列]一共舉辦3場，2月巴塔哥尼亞的風與鯨講座中，攝影師金磊

用自身與鯨豚近距離的接觸經驗，帶領聽眾進入南太平洋露脊鯨與阿根廷馬德林港

(Puerto Madryn)的鯨豚世界，而4月，2場擱淺救傷講座，海、陸、空等不同領域的

救傷人員各自分享著不同的動物故事，9月，我們則進入了潮境工作站的密室，一窺

潮境公園的海洋生態。這4場活動共吸引了119位志工參加，其中部份的朋友也在後

續共同參與宣導訓練系列的實作活動。 

       [宣導訓練系列]共舉辦了14場活動，共有81人次參加。本年度的宣導訓練是

以主題式的內容來安排，5~9月為賞鯨旺季，這段時間的宣導主題以烏石港海域常見

的賞鯨種類飛旋海豚為主軸，10月配合生態博覽會的主題，因此以鯨豚與海廢為宣

導概念，11~12月，則為協會的白海豚宣導月。此外，所有的宣導場域都以”微展場

”的方式呈現，場域內會有主題式的展覽作品、闖關遊戲，民眾可以選擇聆聽導覽

或是闖關活動來認識會場的鯨豚。藉由志工的現場解說、帶領闖關與快閃活動，這

14場活動直接接觸2532位一般民眾，並讓志工有機會能訓練自己的口條，發揮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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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力。  

       最後，本年度宣導訓練活動(例如快閃活動、田中白海豚宣導與新光白海豚

登高賽宣導等)，皆以主動接觸民眾的方式進行而非像攤位宣導一樣被動等待，因此

有較多機會接觸不同層級的民眾，例如在田中鎮或是新光大樓前的民眾多半是愛好

運動者，而龜山島上所遇到的民眾主要是觀光客，這些民眾多數都不認識鯨豚，因

此透過主動出擊宣導，才能有效的將鯨豚議題帶至不同領域中，達到突破同溫層的

效果。 

 

（七）舉辦鯨豚相關展覽4場 ［完成6場，執行率150%］ 

       本年度一共舉辦6場鯨豚展覽，依展覽地點的特性與背景分別設計了不同的

展題，在高雄都會公園的展場中呈現鯨豚在海上的美，使旅客有機會在綠地中接近

大海；在鹿耳晚晚早餐店中，以海洋廢棄物的議題向食客暢議無塑生活的重要性

；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與中山大學的展場中，由捕鯨時代的老記錄，帶領民眾與

學生認識捕鯨到賞鯨的歷史演進；而在南湖高中的圖書館中，一系列的鯨豚老照片

帶領年輕學子進入不同的海洋世界；最後，我們在白海豚出沒的台中，分享白海豚

守護西海岸的精神。這六場展覽估算約有超過2.5萬人次觀展，但較可惜的是，我們

沒有多餘的經費與人力安排定期的導覽人員，也因此無法與觀展民眾互動，回收民

眾對展出內容的想法與建言。  

 

 （八）辦理鯨豚觀察員國際交流及推廣1場 ［完成1場，執行率100%］  

       在能源轉型的政策推動下，離岸風力發電機的建造已勢在必行，但在建造的

過程中，風機打樁的噪音卻會對鯨豚帶來干擾，每一次的基樁敲擊，都會釋放出巨

大的聲響，如此巨大的噪音如果沒有經過適當的管制及減噪措施，將造成包含中華

白海豚在內的鯨豚嚴重的傷害。為此本會參照國際上海事工程規範，引進海洋哺乳

動物觀察員制度，希望在工程進行中，能有觀察員持續監測是否有鯨豚出沒，並為

暫停施工的參考，確保鯨豚不會因為工程而受到傷害。 

       但因我國還未有相關的法令支持，風機製造商所提出的鯨豚觀察員標準也不

盡相同，為了能讓產、官、學與民間組織等多方能有機會一同討論海洋哺乳動物觀

察員的規劃與制度準則，特在108年的11月25日舉辦海洋哺乳動物觀察員制度交流座

談會，並邀請兩位國際學者分享美國、英國與香港現有制度，以期商討出適合台灣

的作法。本次會議共吸引來自產、官、學與民間團體等共51位人士報名，所屬單位

包含2個政府單位、11家風機開發企業、2間研究單位、4個民間團體與立法院陳曼麗

委員。  

       邀請的兩位學者分別是於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服務的關尚恩（Shane

Guan）博士與長期在香港從事海洋哺乳動物研究的琳西．波特（Lindsay

Porter）博士。他們分別帶來美國、英國、愛爾蘭、澳洲、紐西蘭、巴西與香港等

地的海底工程執行規範，並建議台灣的鯨豚觀察員制度除了要與國際標準接軌之外

，也要評估在地條件後，再建立適合我國的觀察員制度。最後座談會中也認為鯨豚

觀察員制度的建立不可倉促的進行，還需有更多 的討論與交流機會，讓整個制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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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更完善。  

 

（九）製作活動用宣導品及手冊 ［完成1式，執行率100%］ 

       雖然鯨豚列車具有多樣、專業且深入的鯨豚課程，但受制於學校有限的宣導

時間，無法讓學生充份認識鯨豚的知識與故事，因此如何讓學童有機會能在課後自

主學習就顯得非常重要，本年度同樣印製了鯨豚學習手冊共1500本，內容包含鯨豚

生理構造(含教案鯨豚不一樣的內容)、鬚鯨和齒鯨的差異(含鯨豚super大的教案內

容)、如何保護鯨豚與擱淺救援處理(含救救鯨豚的教案內容)等，手冊內以漫畫故事

、互動式的遊戲與活動來吸引學童的目光，我們也會在校園鯨豚列車的課程結束後

以有獎徵答的方式發放給學生，並提供給學校老師當作課外教學的參考資料。 

 

（十）持續充實及維護鯨豚主題網站，並充實社群網站內容 ［粉絲頁成長率為

32%］   

       因臉書具有即時、互動與普及率高等優點，因此能快速的將鯨豚的訊息散布

出去，透過臉書內建的統計模組，也可以讓我們知道民眾注意哪些鯨豚消息，因此

，本年度中華鯨豚協會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tcstcswhale)的經營模

式，特別著重在民眾關注度高的鯨豚擱淺事件、活體復健過程以及鯨豚種類介紹等

部份，此外我們也定期撰寫專題網誌，寄送電子報，加強粉絲頁中的可看性。  

        107年的統計結果顯示中華鯨豚協會粉絲頁按讚人數從1月1日的8156人上升

至10804人(12月31日)，成長率為32.5%，而3月底所發生的小抹香鯨關關復健事件

，相關的訊息觸及人數則有高達2.5萬人點閱，這也顯示協會所發布的擱淺救援消息

能對臉書社群產生極大的吸引力。  

   

 

 

 

四、檢討與建議：

一、整合齒鯨與鬚鯨的體型、牙齒構造與覓食行為所設計的行動鯨豚行動教具箱[鯨

豚super大]，並在107下半年實際帶入校園授課。 

 

二、共培訓出8位種籽教師，搭配三套行動教案，提升鯨豚教育推廣的能量，因此在

107年共執行39場校園鯨豚列車課程，7場鯨豚影展，接觸共1673位師生。但近年教

育推廣的地區有過度集中於都會區的情況，因此需調整推廣的方向，提供更多不同

縣市的學童認識鯨豚的機會。 

 

三、舉辦2場擱淺志工訓練，使更多的朋友加入鯨豚救援的行列，此外在進階培續課

程的部份，安排講做課程與實務操作活動，讓志工能拓展視野且發揮服務的價值

，搭配主動接觸人群的活動(例如：快閃活動或登高賽)，讓不同族群都能接觸鯨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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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展區地點的特性設計及舉辦鯨豚展覽共6場，推估吸引超過2.5萬人次的目

光，但因經費與人力限制，無法安排解說人員的進駐，因此無法得知民眾對展出內

容的想法與建言，也無法確認展出的效果。  

 

五、於11月25日舉辦海洋哺乳動物觀察員制度交流座談會1場，超過20組產、官、學

與民團人士與會，針對海洋哺乳動物觀察員制度的設置進行意見交流，與會的國際

學者也建議台灣的觀察員制度除要與國際標準接軌之外，也要因地制宜，並認為鯨

豚觀察員制度的建立不可倉促的進行，還需有更多的討論與交流機會，讓整個制度

建立的更完善。  

 
 

填報單位：中華鯨豚協會

單位主管：楊瑋誠

填報人及聯絡電話：楊瑋誠  02-29332706

填表日期：108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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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台灣鯨豚生態保育與教育推廣計劃 

壹、計畫名稱 

2018台灣鯨豚生態保育與教育推廣計畫 

（The education promotion program of cetacean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in Taiwan, 2018） 

貳、計畫編號 

107林管-1.1-保-6(1) 

參、執行機關 

 中華鯨豚協會 

肆、計畫執行機關及主辦人 

計畫執行機關 執行人 執行人職稱 計畫主辦人 計畫主辦人職稱 電  話 

中華鯨豚協會 曾鉦琮 執行秘書 楊瑋誠 理事長 02-29332706 

伍、全程計畫目標 

ㄧ、推動鯨豚生態保育觀念，增進我國國際保育形象。 

二、辦理志工基礎訓練及進階訓練，有效管理志工人才，培育優秀志工人才，共同協助

推動鯨豚保育工作。 

三、落實社會教育，加強生態保育觀念，維護海洋生態資源。 

四、加強國小老師及各級學校學生鯨豚保育及永續海洋的觀念，讓鯨豚海洋教材可用於

實務教學，期使保育的觀念向下紮根。 

五、發展各樣鯨豚海洋教材及教案，結合各種平台，傳達鯨豚保育觀念。 

陸、本年度主要工作項目 

一、 製作鯨豚海洋行動教具箱 1式 

二、 辦理全國性鯨豚保育巡迴講座 10場 

三、 辦理鯨豚海洋種籽教師培訓 2場 

四、 辦理鯨豚志工培訓活動 1場及系列進階培訓課程 5場 

五、 辦理鯨豚觀察員國際交流及推廣 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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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舉辦鯨豚相關展覽 4場 

七、 舉辦鯨豚相關影展 1場 

八、 製作活動用宣導品及手冊 

九、 持續充實及維護鯨豚主題網站，並充實社群網站內容 

柒、執行情形及成果 

一、本年度計劃成果總覽 

工作項目 
預定 

目標 

本年度

成果 
執行率 簡介 

製作鯨豚海洋行動教具

箱 
1式 1式 100% 

以鯨豚牙齒所設計的主題教案，長

度約 40～50分鐘，適合國中、小

學的鯨豚教案。 

辦理全國性鯨豚保育巡

迴講座 
10場 37場 370% 

37場鯨豚列車全國巡迴課程，接

觸 1257位師生，除北北基之外，

本年度也到訪花蓮與屏東等地。 

辦理鯨豚海洋種籽教師

培訓 
2場 2場 100% 

共 21位民眾參與，15人完成課程

結業，8人完成實習課程，預定明

年將排入鯨豚列車的講師名單中。 

辦理鯨豚志工培訓活動 1場 2場 200% 

本年度以培訓救傷志工為主要工

作，2場訓練活動共計 62位民眾

加入鯨豚救傷的行列。 

辦理鯨豚志工進階培訓

課程 
5場 18場 360% 

4場進階增能課程與 12場微展場

宣導活動，共計 193人次的志工參

與。 

辦理鯨豚觀察員國際交

流及推廣 
1場 1場 100% 

邀請產、官、學三方針對海洋哺乳

動物觀察員制度進行意見交流，共

50位人士與會。 

舉辦鯨豚相關展覽 4場 6場 150% 本年度依展區地點的特性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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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題設計，6場展覽共計接觸約

25908人次。 

舉辦鯨豚相關影展 1場 7場 700% 

本年度影展以校園推廣為主，7場

活動共計有 411 位師生參與。 

製作活動用宣導品及手

冊 
1式 1式 100% 

鯨豚學習手冊已於 107年 5月 1日

印製完成，共 1500 本。 

持續充實及維護鯨豚主

題網站，並充實社群網

站內容 

1式 1式  

本年度中華鯨豚協會的官方粉絲頁

按贊人數增加 2495 人，粉絲成長

率為 32%。 

二、本年度主要工作項目成果 

（一）製作鯨豚海洋行動教具箱 1式［完成 1式，執行率 100%］ 

本會行動教具箱規劃有 6套不同主題之教案，其中教案 A【鯨豚不一樣】的內容著

重於鯨豚基礎型態介紹，並讓學生有能力判斷魚類與海洋哺乳類的差異；教案 B【鯨聲

與鯨生】與教案 C【鯨豚 super大】主要在探索鯨豚日常行為與特化構造之間的關聯，

並讓學生認識鯨豚在海中的日常生活；教案 D【救救鯨豚】是在教導學童如何幫助擱淺

於岸邊的鯨豚，並認識鯨豚所面臨的威脅；最後教案 E【西岸守護者】與 F【東岸三兄

弟】則是著重在台灣特殊鯨豚種類的介紹。 

在 2017年已經完成了教案 A、B的設計，本年度我們則建立【鯨豚 super大】的教

學方案，並將這三套課程帶入校園，搭配行動教具箱內的標本、模型、道具與玩偶，主

題式的宣導，讓大朋友與小朋友都能深入的認識海洋中的鯨豚，並藉由授課過程與教師

的回饋調整教案內容。【鯨豚 super大】的課程內容主要是在說明不同體型與牙齒之間

的關係，介紹齒鯨與鬚鯨的構造差異與覓食行為，以及[海豚]與[鯨魚]這兩個名稱的差

別，下表所呈現的就是【鯨豚 super大】的教案流程及所搭配的行動教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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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豚 super大的教案流程 

教案名稱 鯨豚 super大 

活動人數 

學齡前 10位學童與家長。 

國小低年級 15~20位學童。 

國小中、高年級 30位學童。 

課程時間 50分鐘 

適用年齡 學齡前~國小，但學齡前須有家長引導。 

教學目標 

1.分辨[海豚]與[鯨魚]的差異。 

2.認識鯨豚的牙齒類型。 

3.察覺牙齒類型與體型的關聯。 

4.瞭解齒鯨如何吃。 

5.瞭解鬚鯨如何吃。 

操作教具 

1.鯨豚標本教具：鯨鬚板(小鬚鯨、大翅鯨)、鯨豚頭骨標本(偽虎鯨、

花紋海豚、江豚)、鯨豚牙齒標本 

2.鯨豚模型標本：大翅鯨模型、抹香鯨模型、瓶鼻海豚模型 

3.布偶：大翅鯨布偶、抹香鯨布偶、大王烏賊布偶 

4.其它道具：30公尺的捲尺、課程投影片 

5.環境設備：投影機與螢幕、音響設備、桌子 1~2 張 

流程 時間 主題 細部內容重點 道具 

出場  30秒 自我介紹 簡報檔第 1頁 

引起動機 5分鐘 猜猜誰最大 

1.提問猜猜大象、鯨鯊與藍

鯨誰是世界上最大的動物。 

2.挑選學童拉動捲尺了解大

象、鯨鯊與藍鯨的體長。 

3.說明”鯨魚”與”海豚”在體

型上的差別。 

1.簡報檔 2~6頁 

2.30公尺的捲尺 

進入主題 20分鐘 

體型、鯨齒與鯨食 1-

齒鯨 

1.說明”齒鯨”與”鬚鯨”的分

類依據與體型關聯。 

2.介紹為何叫齒鯨。 

3.提問齒鯨不同牙齒的功能

為何? 

4.說明不同牙齒與事物間的

關係。 

1.簡報檔 7~14頁 

2.鯨豚頭骨標本

(偽虎鯨、花紋海

豚、江豚) 

3.鯨豚牙齒標本 

4.抹香鯨模型 

5.抹香鯨布偶、大

王烏賊布偶、瓶

鼻海豚模型 

20分鐘 

體型、鯨齒與鯨食 2-

鬚鯨 

1.介紹”鯨鬚板”與”鬚鯨”的

關聯。 

2.提問鯨鬚板如何達到濾食

的效果。 

3.說明鯨鬚板濾食步驟。 

4.介紹大翅鯨捕食方式與食

物。 

5.介紹藍鯨捕食方式與食

物。 

1.間報檔 15~25

頁。 

2.鯨鬚板 (小鬚

鯨、大翅鯨)。 

3.大翅鯨布偶。 

綜合活動 4分鐘 鯨豚的便當 統整不同鯨豚種類的食物偏 1.簡報檔 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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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結束 

30秒 

(10分

鐘) 

結尾 

1.複習不同鯨豚牙齒類型的

食物愛好 

2.(帶領所有學員利用捲尺重

現藍鯨體型並複習不同鯨豚

牙齒類型的食物愛好)。 

1.間報檔 27頁 

2.(操作30公尺的

捲尺，如果合適

空間才執行) 

教案【鯨豚 super大】所搭配的行動教具，包含鯨豚牙齒標本、模型、布偶與食物等。 

（二）辦理鯨豚海洋種籽教師培訓 2場［完成 2場，執行率 100%］ 

本年度一共舉辦兩個系列的種籽教師培訓課程，首先 3月 30日至 5月 25日為第 1

個系列課程，辦理本課程的目的為招募與訓練種籽講師預備師資，並預計於 2019年實

際進入校園授課，因此課程設計以教案內容簡介與教學經驗分享為主，搭配校園實習與

試教訓練，學員需完成室內課程與試教訓練才可取得種籽教師的資格。本系列課程共有

21民眾報名培訓，其中 15人順利結業，並有 8人完成實習與試教課程，取得種籽教師

資格。 

2018鯨豚種籽教師培訓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講師 

3月 30日(五) 19:00~21:00 種籽講師說明會 余欣怡 

4月 20日(五) 

19:00~21:30 

鯨豚教具箱操作(你我不一樣) 

鲸豚海洋繪本分享 
余欣怡 

5月 11日(五) 
【與海豚的約定】 

紀錄片映後座談 
余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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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5日(五) 

鯨豚教具箱操作(鯨豚 SUPER 大) 

鲸豚海洋繪本分享 

結業式 

余欣怡 

 

2018鯨豚種籽教師培訓過程。 

第二個系列為 9 月 15日，共有 9位種籽教師參與進階增能課程訓練。本次課程目

標為增加種籽教師的教學能力，因此邀請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的林勝吉老師分享

不同的教案與教法，此外也藉由[海洋保衛大作戰]這款遊戲來探討海洋漁業枯竭的問

題，最後，我們也說明種籽教師在 2019年的推廣目標，並相約在 2019 年啟動白海豚保

育宣導的推廣計劃。 

9月 15日海洋教育分享會課程流程。 

時間 內容 講師 

13:20~13:30 報到  

13:30~14:00 鯨豚協會教案介紹 曾鉦琮 教育推廣專員 

14:00~15:00 海洋保衛大作戰教案介紹與操作 林勝吉老師 

15:00~16:00 遊戲發想時間  

16:00~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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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分享會課程過程。 

（三）辦理全國性鯨豚保育巡迴講座 10場［完成 37場，執行率 370%］ 

本會於 2017年已完成 2套主題式之鯨豚教案，其中教案 A為【鯨豚不一樣】，課

程內容以鯨豚標本、模型與投影片來讓學生認識魚類、海洋哺乳類的差異；教案 B為

【鯨聲與鯨生】，利用鯨豚的頭骨標本與鯨豚聲音帶領學童探索鯨豚在海中的生活，體

會鯨豚在海中所面臨的噪音問題。而本年度也完成教案 C【鯨豚 Super 大】的設計，因

此 2018校園鯨豚保育巡迴講座(簡稱鯨豚列車)改用主題式教案推廣的方式進行。在上

半年的課程安排中，我們提供教案 A與 B供學校老師選擇，而下半年，共有 A、B、C

三個教案供學校老師選擇。 

由於種籽教師群的加入，教學能量充足，因此今年的鯨豚列車有能力開往更多的學

校，因此從 2018的 3月起至 12月止，本會共舉辦了 39場鯨豚列車講座，較 2017年

(17場)增加了 1倍以上的場次，共接觸了 1257 位教師、學生與家長，推廣地區包含大

台北地區、基隆與南花蓮與屏東。 

2018鯨豚列車巡迴場次一覽。 

時間 地點 對象 場次 人數 

3/16 北市-濱江國小 教師 1場 5人 

3/20 北市-立人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35人 

4/12 新北-柑園國中 國中學生、教師 1場 200人 

4/18 北市-內湖親子館 學齡前幼童、家長 1場 14人 

5/17 北市-關渡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30人 

5/22 新北-大觀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2場 43人(19,24人) 

6/5 北市-信義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30人 

6/5 北市-大佳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23人 

6/5 北市-光復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25人 

6/7 花蓮-奇美國小 國小、幼兒園、教師 2場 25人(7,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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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花蓮-吳江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40人 

6/8 屏東-海口社區發展協會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22人 

6/12 北市-光復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2場 105人(55,50人) 

6/14 新北-雙峰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20人 

6/25 北市-桃源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3場 73人(17,28,28人) 

6/27 北市-桃源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3場 76人(28,29,19人) 

6/28 北市-桃源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2場 40人(20,20人) 

10/15 基隆-瑪陵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27人 

11/8 基隆-碇內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26人 

11/16 新北-忠義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30人 

12/4 基隆-仁愛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3場 76人(26,25,25人) 

12/6 花蓮-奇美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18人 

12/6 花蓮-鶴岡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16人 

12/7 花蓮-瑞美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40人 

12/7 花蓮-港口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18人 

12/7 花蓮-瑞穗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2場 130人(100,30人) 

12/13 基隆-中正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2場 70人(36,34人) 

合計 39場 1257人 

2018鯨豚列車巡迴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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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2016~2018 所有到校推廣的資料，近 3年一共辦理 72場推廣活動，總計 2437

位學員參與，授課範圍包含大台北地區、台中、台南、屏東、花蓮與離島澎湖等地。但

以推廣地區的百分比來看，可以發現有接近 8成(79%)的區域是都會區(6 都)，此外有

56%的課程都是集中在北北基地區，這也顯示全台鯨豚推廣教育有資源分配不均的現

象，因此在 2019年度，本會將以都會區外的縣市為優先宣導區域，期望能讓更多地區

的孩童能認識鯨豚，親近海洋。 

2016~2018 鯨豚列車各縣市到校推廣分布情況。 

（四）舉辦鯨豚相關影展 1場［完成 7場，執行率 700%］ 

從 2018的 5月起至 10月止，本會共舉辦了 7場鯨豚影展，除了第一場是在協會會

址舉辦外，其餘 6場都是在校園舉辦，本年度影展放映的影片為[與海豚的約定]，希望

藉由不同鯨豚科學家的觀點帶領觀影人進入鯨豚研究人員的世界，在映後也安排導演或

是講師分享鯨豚的故事，與觀影人一起思考自己與鯨豚、大海之間的連結。7場活動一

共接觸了 416位民眾與學生，影展播放地區包含大台北地區與宜蘭。 

統計本年度校園鯨豚列車與校園巡迴影展的舉辦場次與宣導人數共計 46場活動

1673位師生參加，不論是活動場次與參與人數都為近年來最多(較 2017 年場次增加

170%，宣導師生增加 149%)，這也顯示有完善的種籽教師規劃與成員，並運用主題式

的行動教具箱，能有效且快速的執行校園鯨豚保育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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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鯨豚影展巡迴場次表。 

時間 地點 對象 場次 人數 

5/11 北市-鯨豚協會 種籽講師群 1場 20人 

5/17 北市-關渡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30人 

5/18 宜蘭-梗枋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44人 

5/31 新北-莒光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30人 

6/12 新北-大觀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100人 

6/14 北市-關渡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150人 

10/2 宜蘭-過嶺國小 國小學生、教師 1場 42人 

  合計 7場 416人 

2018鯨豚影展影像紀錄。 

（五）辦理鯨豚志工培訓活動 1場［完成 2 場，執行率 200%］ 

為了因應擱淺鯨豚復健時的龐大人力需求，中華鯨豚協會每年都會招募擱淺志工，

以補充鯨豚照護時的人力缺口，但從 2015年 9月之後，長達 2年半的時間北部沒有任

何活體鯨豚進入復健池，擱淺志工群也沒有實質的照護經驗，所以在 2018年 3月的關

關收容期間，前來復健站現場服務的志工群們多半有經驗不足的情況，而且也以新手居

多。為了增加救援志工群的經驗與擴充擱淺志工的成員，本年度的志工培訓活動以培訓

擱淺志工為主要目標，所有的培訓活動都特別安排在動物復健結束後不久舉辦，讓學員

在還有照護鯨豚經驗的記憶中吸收講師的知識與意見，快速增加學員執行鯨豚復健的能

力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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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一共舉辦兩場擱淺志工培訓活動，主辦地皆在關渡國小的臨時復健站，第一

場培訓活動時間是安排於 4月 21日，第二場培訓活動是舉辦在 8月 18日，這兩場活動

舉辦前都有對應的鯨豚復健案例發生(小抹香鯨-關關與糙齒海豚-渡渡)，因此講師也會

針對復健的過程與動物的照護流程作說明，並帶領培訓人員操作臨時救援池的搭建。兩

場培訓活動一共有 67 位民眾報名，其中 55 位學員完成培訓並加入救傷志工群組中。 

4月 21日小抹香鯨救傷志工回訓課程流程、招募海報與培訓過程記錄。 

時間 講座主題 活動地點 講師 

13:20~13:30 活動報到 

13:30~14:00 擱淺救援池組裝 鯨豚救傷站 
張豈銘 副祕書長 

郭祥廈 擱淺專員 

14:00~15:00 小抹香鯨救傷案例討論 活動教室 羅婕 獸醫師 

15:00~15:30 擱淺處理的流程與現況 活動教室 張豈銘 副祕書長 

15:30~16:30 鯨豚保定作業 活動教室 郭祥廈 擱淺專員 

16:40~17:10 擱淺救援池拆卸 鯨豚救傷站 
張豈銘 副祕書長 

郭祥廈 擱淺專員 

17:10~17:3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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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8 日擱淺救援志工培訓課程流程、招募海報與培訓過程記錄。 

時間 講座主題 活動地點 講師 

13:20~13:30 活動報到 

13:30~14:10 擱淺救援池組裝 鯨豚救傷站 
張豈銘 副祕書長 

曾鉦琮 執行秘書 

14:20~14:50 
救援任務分享(糙齒-渡渡與

八里株抹) 
活動教室 羅婕 獸醫師 

14:50~15:20 擱淺處理的流程與現況 活動教室 張豈銘 副祕書長 

15:30~16:00 
扶持示範（無水）經驗交

流.、現場及車上保定 
活動教室 郭祥廈 擱淺專員 

16:00~16:30 Q&A 

（六）辦理鯨豚志工系列進階培訓課程 5場［完成 18場，執行率 360%］ 

本年度的鯨豚志工進階培訓課程分為 2 個系列，首先[進階增能系列]，主要是以講

座方式舉辦，目的是讓志工有不同的視野與經驗，使志工在進行解說或導覽服務時能有

更多的故事素材進行分享。其次是[宣導訓練系列]，以實際執行活動策畫與解說導覽為

主，讓志工有適合的場合發揮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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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增能系列]一共舉辦 3場，2月巴塔哥尼亞的風與鯨講座中，攝影師金磊用自

身與鯨豚近距離的接觸經驗，帶領聽眾進入南太平洋露脊鯨與阿根廷馬德林港(Puerto 

Madryn)的鯨豚世界，而 4月，2場擱淺救傷講座，海、陸、空等不同領域的救傷人員

各自分享著不同的動物故事，9月，我們則進入了潮境工作站的密室，一窺潮境公園的

海洋生態。這 4場活動共吸引了 119位志工參加，其中部份的朋友也在後續共同參與宣

導訓練系列的實作活動。 

2018鯨豚志工進階培訓課程-進階增能系列 

編號 日期 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參與志工人數 

1 2/7 
巴塔哥尼亞的風與鯨 

-鲸豚攝影師金磊分享 

台大生命科學院 4樓 

4B教室 
49人 

2 4/15 
海陸空救傷大不同 

-擱淺救傷講座 藍色藝文空間 31人 

3 4/24 
那些年，我們遇到的鯨豚 

       -擱淺救傷講座 台南－鹿耳晚晚早餐店 28人 

4 9/29 
潮境密室 

-潮境工作站參訪 海洋科技博物館潮境工作站 11人 

合計 1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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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增能課程的活動過程 

[宣導訓練系列]共舉辦了 14場活動，共有 81人次參加。本年度的宣導訓練是以主

題式的內容來安排，5~9月為賞鯨旺季，這段時間的宣導主題以烏石港海域常見的賞鯨

種類飛旋海豚為主軸，10月配合生態博覽會的主題，因此以鯨豚與海廢為宣導概念，

11~12月，則為協會的白海豚宣導月。此外，所有的宣導場域都以”微展場”的方式呈

現，場域內會有主題式的展覽作品、闖關遊戲，民眾可以選擇聆聽導覽或是闖關活動來

認識會場的鯨豚。藉由志工的現場解說、帶領闖關與快閃活動，這 14場活動直接接觸

2532位一般民眾，並讓志工有機會能訓練自己的口條，發揮自身的影響力。 

最後，本年度宣導訓練活動(例如快閃活動、田中白海豚宣導與新光白海豚登高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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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等)，皆以主動接觸民眾的方式進行而非像攤位宣導一樣被動等待，因此有較多機

會接觸不同層級的民眾，例如在田中鎮或是新光大樓前的民眾多半是愛好運動者，而龜

山島上所遇到的民眾主要是觀光客，這些民眾多數都不認識鯨豚，因此透過主動出擊宣

導，才能有效的將鯨豚議題帶至不同領域中，達到突破同溫層的效果。 

2018鯨豚志工進階培訓課程-宣導訓練系列 

編

號 
日期 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志工

人數 

宣導

人數 

1 5/26 飛旋海豚快閃活動設計 中華鯨豚協會 8人  

2 6/2 飛旋海豚活動教具製作 中華鯨豚協會 8人  

3 6/22-24 飛旋海豚闖關宣導 

DRT Show Taiwan/台灣國際潛

水暨度假觀光展 

花博公園-爭艷館 

8人 1000 

4 7/8 飛旋海豚快閃活動 宜蘭龜山島 4人 30 

5 7/7~8 飛旋海豚闖關宣導 
2018 瘋狂一夏玩水趣 

大佳河濱公園 
4人 100 

6 7/21 飛旋海豚快閃活動 宜蘭龜山島 4人 24 

7 8/12 飛旋海豚快閃活動 宜蘭龜山島 4人 26 

8 8/19 飛旋海豚闖關宣導 
2018 頭城嶼海故事節 

頭城漁港 
4人 100 

9 9/21 飛旋海豚快閃活動 宜蘭龜山島 4人 12 

10 10/6~7 鯨豚與海廢 
2018 生態博覽會 

大安森林公園 
8人 300 

11 11/11 田中白海豚宣導 彰化田中鎮 3人 140 

12 11/17 新光白海豚登高賽宣導 
第 38 屆新光登高賽 

新光摩天大樓 
10人 100 

13 11/23-26 台中挺挺白海豚宣導 
台中寵物展挺挺動物專區 

台中國際展覽館 
12人 400 

14 12/2 凱道挺挺白海豚宣導 

微笑動物日 

總統府前廣場 4人 300 

合計 81 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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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出擊的宣導活動，能有效的將鯨豚議題帶至不同領域中，達到突破同溫層的效果。 

（七）舉辦鯨豚相關展覽 4場［完成 6場，執行率 150%］ 

本年度一共舉辦 6場鯨豚展覽，依展覽地點的特性與背景分別設計了不同的展題，

在高雄都會公園的展場中呈現鯨豚在海上的美，使旅客有機會在綠地中接近大海；在鹿

耳晚晚早餐店中，以海洋廢棄物的議題向食客暢議無塑生活的重要性；在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與中山大學的展場中，由捕鯨時代的老記錄，帶領民眾與學生認識捕鯨到賞鯨的

歷史演進；而在南湖高中的圖書館中，一系列的鯨豚老照片帶領年輕學子進入不同的海

洋世界；最後，我們在白海豚出沒的台中，分享白海豚守護西海岸的精神。這六場展覽

估算約有超過 2.5萬人次觀展，但較可惜的是，我們沒有多餘的經費與人力安排定期的

導覽人員，也因此無法與觀展民眾互動，回收民眾對展出內容的想法與建言。 

2018年鯨豚相關展覽場次與觀展人數一覽表 

場次 展期 地點 展題 參觀人數 

1 107.1.3~3.8 高雄-都會公園 
浪尖上的美麗邂逅 

-鯨豚特展 
1,4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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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7.3.3~4.30 台南-鹿耳晚晚早餐店 鯨生鯨塑。鯨聲鯨訴 6,400 人 

3 107.3.12~4.26 
屏東-墾丁國家公園遊客

中心 
鯨殤。賞鯨 3,528 人 

4 107.4.30~6.25 高雄-國立中山大學 鯨殤。賞鯨 8,000 人 

5 107.5.16~6.15 北市-南湖高中 
南湖鯨奇 

-鯨豚老照片展 
1,150 人 

6 107.7.11~9.10 
台中-Le Chien樂享森活

寵物友善餐廳 

瀕危的海上守護者 

-白海豚特展 
5,400 人 

合計 25,908 人 

（八）辦理鯨豚觀察員國際交流及推廣 1場［完成 1場，執行率 100%］ 

在能源轉型的政策推動下，離岸風力發電機的建造已勢在必行，但在建造的過程

中，風機打樁的噪音卻會對鯨豚帶來干擾，每一次的基樁敲擊，都會釋放出巨大的聲

響，如此巨大的噪音如果沒有經過適當的管制及減噪措施，將造成包含中華白海豚在內

的鯨豚嚴重的傷害。為此本會參照國際上海事工程規範，引進海洋哺乳動物觀察員制

度，希望在工程進行中，能有觀察員持續監測是否有鯨豚出沒，並為暫停施工的參考，

確保鯨豚不會因為工程而受到傷害。 

但因我國還未有相關的法令支持，風機製造商所提出的鯨豚觀察員標準也不盡相

同，為了能讓產、官、學與民間組織等多方能有機會一同討論海洋哺乳動物觀察員的規

劃與制度準則，特在 108年的 11月 25日舉辦海洋哺乳動物觀察員制度交流座談會，並

邀請兩位國際學者分享美國、英國與香港現有制度，以期商討出適合台灣的作法。本次

會議共吸引來自產、官、學與民間團體等共 51位人士報名，所屬單位包含 2個政府單

位、11家風機開發企業、2間研究單位、4個民間團體與立法院陳曼麗委員。 

邀請的兩位學者分別是於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服務的關尚恩（Shane Guan）博

士與長期在香港從事海洋哺乳動物研究的琳西．波特（Lindsay Porter）博士。他們分別

帶來美國、英國、愛爾蘭、澳洲、紐西蘭、巴西與香港等地的海底工程執行規範，並建

議台灣的鯨豚觀察員制度除了要與國際標準接軌之外，也要評估在地條件後，再建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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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國的觀察員制度。最後座談會中也認為鯨豚觀察員制度的建立不可倉促的進行，還

需有更多的討論與交流機會，讓整個制度建立的更完善。 

海洋哺乳動物觀察員制度交流座談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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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哺乳動物觀察員制度交流座談會會議過程及與會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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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製作活動用宣導品及手冊［完成 1式，執行率 100%］ 

雖然鯨豚列車具有多樣、專業且深入的鯨豚課程，但受制於學校有限的宣導時間，

無法讓學生充份認識鯨豚的知識與故事，因此如何讓學童有機會能在課後自主學習就顯

得非常重要，本年度同樣印製了鯨豚學習手冊共 1500本，內容包含鯨豚生理構造(含教

案鯨豚不一樣的內容)、鬚鯨和齒鯨的差異(含鯨豚 super大的教案內容)、如何保護鯨豚

與擱淺救援處理(含救救鯨豚的教案內容)等，手冊內以漫畫故事、互動式的遊戲與活動

來吸引學童的目光，我們也會在校園鯨豚列車的課程結束後以有獎徵答的方式發放給學

生，並提供給學校老師當作課外教學的參考資料。 

內容豐富與有趣的鯨豚學習手冊，提供師生不同的課後學習管道。 

（十）持續充實及維護鯨豚主題網站，並充實社群網站內容［粉絲頁成長率為 32%］ 

因臉書具有即時、互動與普及率高等優點，因此能快速的將鯨豚的訊息散布出去，

透過臉書內建的統計模組，也可以讓我們知道民眾注意哪些鯨豚消息，因此，本年度中

華鯨豚協會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tcstcswhale)的經營模式，特別著重在民眾

關注度高的鯨豚擱淺事件、活體復健過程以及鯨豚種類介紹等部份，此外我們也定期撰

寫專題網誌，寄送電子報，加強粉絲頁中的可看性。 

107年的統計結果顯示中華鯨豚協會粉絲頁按讚人數從 1月 1日的 8156人上升至

10804人(12月 31日)，成長率為 32.5%，而 3月底所發生的小抹香鯨關關復健事件，相

關的訊息觸及人數則有高達 2.5萬人點閱，這也顯示協會所發布的擱淺救援消息能對臉

書社群產生極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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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鯨豚協會的專題網誌。 

捌、總結與建議 

一、整合齒鯨與鬚鯨的體型、牙齒構造與覓食行為所設計的行動鯨豚行動教具箱[鯨豚

super大]，並在 107下半年實際帶入校園授課。 

二、共培訓出 8位種籽教師，搭配三套行動教案，提升鯨豚教育推廣的能量，因此在

107 年共執行 39場校園鯨豚列車課程，7場鯨豚影展，接觸共 1673位師生。但近年教育推

廣的地區有過度集中於都會區的情況，因此需調整推廣的方向，提供更多不同縣市的學童認

識鯨豚的機會。 

三、舉辦 2場擱淺志工訓練，使更多的朋友加入鯨豚救援的行列，此外在進階培續課程

的部份，安排講做課程與實務操作活動，讓志工能拓展視野且發揮服務的價值，搭配主動接

觸人群的活動(例如：快閃活動或登高賽)，讓不同族群都能接觸鯨豚。 

四、依據展區地點的特性設計及舉辦鯨豚展覽共 6場，推估吸引超過 2.5萬人次的目

光，但因經費與人力限制，無法安排解說人員的進駐，因此無法得知民眾對展出內容的想法

與建言，也無法確認展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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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於 11月 25日舉辦海洋哺乳動物觀察員制度交流座談會 1場，超過 20組產、官、

學與民團人士與會，針對海洋哺乳動物觀察員制度的設置進行意見交流，與會的國際學者也

建議台灣的觀察員制度除要與國際標準接軌之外，也要因地制宜，並認為鯨豚觀察員制度的

建立不可倉促的進行，還需有更多的討論與交流機會，讓整個制度建立的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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