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20 15）年暑假終於如願以償成為海生館的實習生，來到科教組後才發現，實習生不

一定要相關科系，反而是來自各科的英雄豪傑呢！

在老師帶領指導下，我們辦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活動，《鯨豚科教解說推車》甚至到達

一天190 0人以上參與的紀錄，另外夜探潮間帶與陸蟹的活動更是讓人充滿驚喜。

其實我們若能細心留意潮間帶腳下的珊瑚礁，便不難發現，許多生物正等著我們認

識牠。例如：擬淺盤海燕（Patiriella pseudoexigua），雖然名字叫海燕，但是牠們可不是鳥類

哦！牠們是一種身長不會超過2公分的偽裝高手，棲息在墾丁萬里桐潮間帶，屬於海燕科

的小海星。

看著來參加夜探陸蟹活動的學員們小心又認真，熱情卻又“躡手躡腳”得觀察母陸蟹

釋卵的行為，心中滿是無比的感動，也藉此推廣環境教育。也許我們只是一小群人在淨

灘，但在海洋廢棄物科教活動開幕時，荒野保護協會（THE SOCIETY OF WILDERNESS；簡稱SOW）

胡介申先生的一席話激勵了我，他說：「也許我們每個人的能力有限，可是當每個人都願

意為環境付出一點心力，那麼未來就會改變。」事實上我們正處於一個塑膠的時代，當幾

百年甚至幾千年以後，考古學者挖掘出來的文物不是別的東西，正是我們的塑膠類製品。

這個推論結果已是一個很嚴重的現實，每年不管是被塑膠網纏繞或是吃下無法消化的塑膠

製品，因為塑膠類垃圾而死亡的海洋生物更是不計其數。位於太平洋中間一個稱作中途島

（Midway Atoll）與世隔絕的地方，本來該是信天翁們繁衍後代的棲息地，卻有成千上萬的雛

鳥因成鳥餵食塑膠類的垃圾而死於非命，島上佈滿信天翁雛鳥的屍體⋯⋯。地球是一個

70 %都是水的美麗星球，卻也因著海洋中的洋流，讓許多生物共享了我們所製造的垃圾，

破壞甚至污染牠們的家園，那我們究竟要留給後代什麼樣的家呢？減塑的好習慣雖然不容

易養成，一旦養成受惠的卻是整個地球的生物當然包括了你我。

真的非常感謝科教組給了我一個很不一樣的暑假，在各項的活動當中，不但讓我成

長，也更了解海生館雖然是一個提供休閒的好去處，但其真真正正的目的是教育，雖然沒

有鯨豚表演也沒有所謂的〝秀〞，但每個角落都不難了解海生館用心希望國人甚至他國的

遊客能更愛護我們的海洋。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林君寧老師的用心指導以及耐心包容，謝謝

您讓我們可以很自由的規劃自己的學習目標。假如你還在找實習的地方，或著想要一個很

不一樣的暑假，來海生館實習是一個絕不會讓你後悔的選擇哦！

▲  協助製作「夜探陸蟹活動」的回饋簽署看
板，活動結束讓民眾自願加入陸蟹生態保育
行動宣示簽署。

▲  利用潮間帶觀察活動進行10分鐘的淨
灘，可以激發民眾對大自然維護的反
思。（林柔辰攝）

▲ 實習期間協助潮間帶生物探索活動進行。
（龍芊蕙攝）

體驗不一樣的海生館
 ——暑假實習心得分享

【作者：林柔辰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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