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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本會辦理「2020野鳥生態攝影秋季研習班」，計畫編號：109林發-08.2-保-29，

已依據計畫進度完成 14場，共 42小時的室內及戶外研習課程，原預計招收人數為

25人，於研習課程宣傳公告時，即有民眾表達相當期待參與的心情，且出現熱烈報

名踴躍的情形。為使更多民眾能參與，特別調整更換教學場地，擴增招生員額，共

計參加總人數為 46人。研習結束後，學員普遍對於研習課程讚譽有加，滿意度 91%，

且期待後續春季課程的開設。 

一、前言 

生態攝影大師徐仁修老師在一次受訪中提到「生態攝影要避免侵略性」。近幾年

臺灣拍鳥風氣日益盛行，不管是夏出或秋末候鳥南來北往的季節，或者高海拔山區

樹果成熟時分，經常很容易見到成群攝影「大砲」群聚於某棵樹下；甚有對著被刻

意放上幾隻麵包蟲的「神枝」聚焦。這樣的行為實則對鳥類造成重大「干擾」。「有

些鳥類攝影者，使用強烈的閃光燈，甚至拍巢鳥時會剪斷巢附近的樹枝，這種「擺

佈」，完全不顧慮巢鳥 可能無法進行正常的繁殖行為。這完全是一種破壞生態的行

為」徐老師略顯憤慨地說。生態攝影除了必須具備基本的攝影知識與構圖技巧，也

要有相當的生態知識；因為生態攝影是生態觀察的延伸，要拍出生動的作品，還得

對野生動植物與自然知識有基本的了解。最大挑戰反而是攝影中對環境珍惜與對生

命物種的關懷之情，也就是避免為了拍照而干擾環境或傷害生命。且生態攝影最重

要的精神是來自於分享我們對大自然的崇敬與感動之心，進而願意保護這些生物及

孕育所有生命的自然環境。許多相關攝影課程只教導技巧，並未提醒及教學生態部

分，致使新手攝影者採用破壞環境生態的方式攝影，本會規劃鳥類生態攝影主要即

為宣導保育生態之重要性，傳達正確拍攝觀念及行為，在欣賞野鳥留影紀錄之際也

不忘愛護保育自然生態。 

二、目的 

近年來臺灣拍鳥風氣盛行，生態攝影除了必須具備基本的攝影知識與構圖        

技巧外，還得對野生動植物與自然知識有基本的了解，避免為了拍照而干擾環境或

傷害生命，本會計畫辦理14堂生態攝影課程，預計25人參加(實際參加總人數為46

人)。透過鳥類生態攝影宣導保育生態之重要性，傳達正確拍攝觀念及行為，在欣賞

野鳥留影記錄之際也不忘愛護保育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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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益分析 

1.可量化效益： 

指標項目 單位 預期成果 實際成果 效益 

14堂攝影課 人次 350人次 602人次 172% 

2.不可量化效益： 

環境生態保育並非一句口號，學員們透過豐富的課程設計，從攝影基本概念到構

圖美學到鳥類行為觀察，逐步漸進養成對自然環境愛護的心理。每一個攝影畫面

凍結的瞬間，都是耐心觀察之後的醞釀，觀鳥、觀心、觀自然。美學的養成也非

一蹴可及，一小方觀景窗便是一個小世界，在生活之中一小格一小格逐漸累積擴

大，潛移默化直至填滿整個生活，潤化身心，也可減少對生態破壞性的攝影者，

並持續增加導正已有破壞性錯誤觀念的攝影者。 

3.學員滿意度效益： 

(1)您從哪裡得知本次臺灣鳥會舉辦的「2020年野鳥生態攝影秋季研習班」？ 

 

選項 人數 

臺灣鳥會 FB網站 29 

臺灣鳥會官網 17 

Beclass網站 7 

城市通網站 1 

親友告知 11 

 

 

(2)您是否滿意本課程Beclass線上報名方式？ 

 

選項 人數 

非常滿意 20 

滿意 24 

尚可 2 

不滿意 0 

非常不滿意 0 

45% 

26% 

11% 

1% 17% 

您從哪裡得知本次臺灣鳥會舉

辦的「2020年野鳥生態攝影秋

季研習班」 

臺灣鳥會FB網站 

臺灣鳥會官網 

Beclass網站 

城市通網站 

親友告知 

44% 

52% 

4% 
0% 0% 

您是否滿意本課程Beclass線上

報名方式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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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參加本攝影研習班的動機為何？ 

 

選項 人數 

喜歡鳥類 36 

喜歡攝影 33 

想要認識鳥友 27 

想認識臺灣鳥會 12 

 

 

 

(4)請選出您最喜歡的3堂課： 

選項 人數 

A. 不可思議的鳥類(李平篤老師) 12 

B. 臺灣的水鳥生態與保育(高凌宇老師) 10 

C. 臺灣的陸鳥生態與保育(楊啟適老師) 10 

D. 認識野鳥攝影器材(施信鋒老師) 12 

E. 戶外課-植物園(楊啟適、高凌宇老師) 14 

F. 野鳥攝影的意境營造、拍攝及野鳥攝影倫理探討(馮營科老師) 10 

G. 觀鳥、知鳥、拍鳥，野鳥生態攝影的成長之路(李建安老師) 12 

H. 鳥類攝影倫理與保育(李進興老師) 12 

I. 世界野鳥攝影旅遊-環球野鳥拍透透 (許建忠老師) 11 

J. 野鳥攝影的拍攝技巧與應用(陳王時老師) 10 

K. 戶外課-基隆飛鳶廣場(陳王時、施信鋒老師) 14 

L. 野鳥攝影的影像後製技巧及編修軟體使用介紹(施信鋒老師) 11 

M. 野鳥攝影的數位編修與野鳥攝影作品之有效管理(施信鋒老師) 10 

N.作品檢討、經驗交流與授證 (李進興、陳王時、楊啟適、高凌宇、

施信鋒老師) 
11 

 

 

 

 

 

33% 

31% 

25% 

11% 

您參加本攝影研習班的動機為

何？ 

喜歡鳥類 

喜歡攝影 

想要認識鳥友 

想認識臺灣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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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選出您最喜歡的3堂課： 

選項 人數 

A. 不可思議的鳥類(李平篤老師) 12 

B. 臺灣的水鳥生態與保育(高凌宇老師) 11 

C. 臺灣的陸鳥生態與保育(楊啟適老師) 10 

D. 認識野鳥攝影器材(施信鋒老師) 13 

E. 戶外課-植物園(楊啟適、高凌宇老師) 10 

F. 野鳥攝影的意境營造、拍攝及野鳥攝影倫理探討(馮營科老師) 14 

G. 觀鳥、知鳥、拍鳥，野鳥生態攝影的成長之路(李建安老師) 10 

H. 鳥類攝影倫理與保育(李進興老師) 13 

I. 世界野鳥攝影旅遊-環球野鳥拍透透 (許建忠老師) 12 

J. 野鳥攝影的拍攝技巧與應用(陳王時老師) 10 

K. 戶外課-基隆飛鳶廣場(陳王時、施信鋒老師) 10 

L. 野鳥攝影的影像後製技巧及編修軟體使用介紹(施信鋒老師) 10 

M. 野鳥攝影的數位編修與野鳥攝影作品之有效管理(施信鋒老師) 10 

N.作品檢討、經驗交流與授證 (李進興、陳王時、楊啟適、高凌宇、

施信鋒老師) 
17 

7% 

6% 

6% 

8% 

9% 

6% 

8% 8% 

7% 

6% 

9% 

7% 

6% 

7% 

請選出您最喜歡的3堂課 
A. 不可思議的鳥類(李平篤老師) 

B. 臺灣的水鳥生態與保育(高凌宇老師) 

C. 臺灣的陸鳥生態與保育(楊啟適老師) 

D. 認識野鳥攝影器材(施信鋒老師) 

E. 戶外課-植物園(楊啟適、高凌宇老師) 

F. 野鳥攝影的意境營造、拍攝及野鳥攝影倫理探討(馮營科

老師) 

G. 觀鳥、知鳥、拍鳥，野鳥生態攝影的成長之路(李建安老

師) 

H. 鳥類攝影倫理與保育(李進興老師) 

I. 世界野鳥攝影旅遊-環球野鳥拍透透 (許建忠老師) 

J. 野鳥攝影的拍攝技巧與應用(陳王時老師) 

K. 戶外課-基隆飛鳶廣場(陳王時、施信鋒老師) 

L. 野鳥攝影的影像後製技巧及編修軟體使用介紹(施信鋒老

師) 

M. 野鳥攝影的數位編修與野鳥攝影作品之有效管理(施信鋒

老師) 

N.作品檢討、經驗交流與授證 (李進興、陳王時、楊啟適、

高凌宇、施信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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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有意願再次參加臺灣鳥會所舉辦的攝影課？ 

 

選項 人數 

願意 44 

不願意 1 

 

 

 

(7) 是否有意願加入本協會成為會員，繼續支持臺灣鳥會？ 

 

選項 人數 

願意 21 

不願意 9 

已是會員 16 

 

8% 

7% 

6% 

8% 

6% 

9% 

6% 8% 

7% 

6% 

6% 

6% 

6% 

11% 

請選出您覺得最有收穫3堂課 
A. 不可思議的鳥類(李平篤老師) 

B. 臺灣的水鳥生態與保育(高凌宇老師) 

C. 臺灣的陸鳥生態與保育(楊啟適老師) 

D. 認識野鳥攝影器材(施信鋒老師) 

E. 戶外課-植物園(楊啟適、高凌宇老師) 

F. 野鳥攝影的意境營造、拍攝及野鳥攝影倫理

探討(馮營科老師) 

G. 觀鳥、知鳥、拍鳥，野鳥生態攝影的成長之

路(李建安老師) 

H. 鳥類攝影倫理與保育(李進興老師) 

I. 世界野鳥攝影旅遊-環球野鳥拍透透 (許建忠

老師) 

J. 野鳥攝影的拍攝技巧與應用(陳王時老師) 

K. 戶外課-基隆飛鳶廣場(陳王時、施信鋒老師) 

L. 野鳥攝影的影像後製技巧及編修軟體使用介

紹(施信鋒老師) 

M. 野鳥攝影的數位編修與野鳥攝影作品之有效

管理(施信鋒老師) 

N.作品檢討、經驗交流與授證 (李進興、陳王

時、楊啟適、高凌宇、施信鋒老師) 

98% 

2% 

是否有意願再次參加臺灣鳥會

所舉辦的攝影課 

願意 

不願意 

46% 

19% 

35% 

您是否有意願加入本協會成為

會員，繼續支持臺灣鳥會 

願意 

不願意 

已是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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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情形及成果 

■課程表： 

地點 時間 內容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72 號 8 樓之 14 

18：30～19：00 報到 

19：00～20：40 講座演講 

20：40～21：00 議題討論 

21：00～21：30 散場 

 

課堂 日期 課程大綱 內容概要 講師 
參加 

人數 

1  9月 7日(一) 不可思議的鳥類 
各種鳥類的特殊行為及觀察方

法。 
李平篤 45 

2 9月 14日(一) 
臺灣的水鳥生態與保

育 

甚麼是水鳥? 有多少種類，牠

們待在何處? 戶外的行為觀

察。我們對水鳥的生存威脅與

保育，公民科學家與實例 

高凌宇 45 

3 9月 17日(四) 
臺灣的陸鳥生態與保

育 

在本島與離島的陸鳥，生存防

禦和繁殖之時空觀察。紀錄與

探究其心態，連結生態保育與

實例 

楊啟適 46 

4 9月 24日(四) 認識野鳥攝影器材 
1.各種野鳥攝影器材的介紹 

2.數位攝影及鏡頭光學原理 
施信鋒 45 

5 

9月 28日(一) 

9:00~12:00 

因雨延期至 

10月 29日(四) 

戶外課-植物園 

戶外實習課程，野鳥攝影器

材：鏡頭、相機、腳架、雲臺

等實拍操作 

楊啟適 

高凌宇 
42 

6 10月 5日(一) 

野鳥攝影的意境營

造、拍攝及野鳥攝影

倫理探討 

以丹頂鶴為例解說如何拍攝有

意境的野鳥作品 
馮營科 44 

7 10月 12日(一) 

觀鳥、知鳥、拍鳥，

野鳥生態攝影的成長

之路 

野鳥攝影從認識野鳥生態開始

介紹如何從賞鳥進到野鳥攝影

的歷程 

李建安 44 

8 10月 19日(一) 鳥類攝影倫理與保育 鳥類攝影倫理與保育 李進興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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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月 26日(一) 
世界野鳥攝影旅遊 

(環球野鳥拍透透) 
國外野鳥攝影熱點介紹 許建忠 44 

10 11月 3日(二) 
野鳥攝影的拍攝技巧

與應用 

棲息、飛行、覓食、求偶等各

種狀況下的野鳥攝影技巧的應

用 

陳王時 43 

11 

11月 10日(二) 

13:00~16:00 

因雨延期至 

11月 18日(三) 

戶外課-基隆飛鳶廣

場 

戶外課，野鳥生態攝影技巧：

靜態對焦、動感追焦、光圈、

拍攝模式設定等實拍操作 

陳王時 

施信鋒 
33 

12 11月 12日(四) 

野鳥攝影的影像後製

技巧及編修軟體使用

介紹 

野鳥影像編修 施信鋒 43 

13 11月 13日(五) 

野鳥攝影的數位編修

與野鳥攝影作品之有

效管理 

野鳥作品的有效管理和儲存 施信鋒 43 

14 11月 20日(五) 

作品檢討、經驗交流

與授證(作業：最滿意

的一張 最無法克服

的一張) 

學員作品交流、結業授證 

李進興 

陳王時 

楊啟適 

高凌宇 

施信鋒 

43 

 

■邀聘講師： 

講師 資歷 

李進興 從事野鳥生態攝影達 35年之久；曾任台北鳥會會長；中華民國自然生態攝影學會

理事長；現任臺灣野鳥保育協會理事長 

陳王時 台北鳥會理事；臺灣鳥會理事；台北市野鳥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兩棲爬蟲類群專

家會議委員 

馮營科 悠鶴旅遊攝影顧問；國家地理級的攝影師，照片被使用在國家地理雜誌的封面；

多次前往肯亞、北海道、加拉巴哥生態攝影記錄；舉辦過 30場以上個人攝影展 

楊德垚 資深野鳥攝影家和天文攝影家 

李平篤 臺灣大學生化科技系名譽教授；臺灣野鳥保育協會志工及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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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野鳥學會志工及前理事長；關渡自然公園志工；賞鳥經驗 30年 

許建忠 台北鳥會四十年資深義工；現職鶴悠旅行社總經理，專營生態旅遊 

施信鋒 常年擔任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與講師；專長為生態攝影以及昆蟲、兩棲類的生態

解說；生態攝影專欄作者 

李建安 荒野保護協會前秘書長；臺灣鳥會秘書長；台北市野鳥學會理事 

楊啟適 台北鳥會資深志工；關渡自然公園資深志工；荒野保護協會資深志工 

擁有豐富的自助國際賞鳥經驗；生態農夫 

高凌宇 台北市野鳥學會資深志工；擁有豐富的國際自助賞鳥經驗 

 

 

 

■學員研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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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討與建議 

1.課程內容：學員於攝影班結訓後建議，希望增加戶外拍攝課程。以目

前教學內容及既定課堂數而言，若欲增加戶外拍攝課程，應朝向增加

總課堂數因應或另開設戶外野鳥拍攝研習班。 

2.場域(室內)：室內課程教學場地空間充足，唯空氣交換系統尚嫌不足，

未來開設 40 人以上研習班，需考量有空氣交換系統或對外窗之場地，

以避免二氧化碳濃度過高，影響學員學習效能。 

3.場域(戶外)：目前講師與學員人數為 1：23，學員人數過多，無法清

楚聽到講師所傳遞之訊息。建議調整講師與學員比例為 1：10，或使用

耳機式導覽解說機。 

4.進階班：學員普遍認為研習班後應增設進階攝影班，持續學習，以增

加野鳥攝影及鳥類生態、保護知識，進一步了解如何安全的拍攝野鳥。 

5.常態性宣導式外拍活動：學員非常踴躍參加外拍課程，且熱烈詢問增

加外拍課程的可行性。建議可仿照鳥會之例行賞鳥推廣活動，推動例

行的野鳥生態攝影外拍推廣活動(常態性宣導式外拍活動)，或許更能推

廣不干擾野鳥的生態攝影社會風氣。 

6.參加人數：本計畫預期參加總人數 25 位，實際參加人數增加至 46 位，

且候補人數眾多。感謝大家在疫情的陰霾下，仍非常踴躍參加。建議

增加每班人數上限為 40 位，且因應熱烈報名參與的學員需求，可增加

班次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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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經費來源、額度及會計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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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照片 

<第一場> 9 月 7 日課程花絮 

  

  

  

 

 



16 
 

 

<第二場> 9 月 14 日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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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9 月 17 日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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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9 月 24 日課程花絮 

  

  

  



19 
 

 

 

 

<第五場>10 月 5 日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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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 10 月 12 日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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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 10 月 19 日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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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 10 月 26 日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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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場> 10 月 29 日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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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場> 11 月 3 日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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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場> 11 月 12 日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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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場> 11 月 13 日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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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場> 11 月 18 日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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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場> 11 月 20 日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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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訊息(網頁或報紙)、海報、摺頁 

■宣傳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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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條、海報及看板： 

2020野鳥生態攝影秋季研習班布條 

 

 

 

 

2020野鳥生態攝影秋季研習班海報 2020野鳥生態攝影秋季研習班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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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活動手冊 

■課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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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活動成果(或作品)  

■學員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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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其他 

■健康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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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