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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張雅淩、樊同雲 . 圖/ 美國在臺協會提供

美國在臺協會與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簡稱海生館）合作，於今（2 0 1 4）年8月2 9至3 1日在屏東

海生館舉辦「環境領袖營」。此營隊的主要目標是培養未來領袖人才具備環境保護意識、瞭

解國際發展趨勢與跨領域合作，同時進行美國、日本與臺灣之間的文化與教育交流。

這場三天兩夜的活動僅有4 0位來自臺灣和日本的大學生入選參加，一起探討海洋生態、

環境保育、政策趨勢、環境藝術和永續經營等議題。學生們的大學主修學門非常多樣，有工

程、外文、生物、企管、法律、經濟等等，均為各科系的優秀人才。活動全程皆以英文作為

共同語言，在各主題的講師引導下，學生們學習並瞭解到國際的環境議題趨勢，並以小組為

單位，互動探討與集思廣益，提出解決環境議題的可能方法和行動方案。

第一天，在促進互相認識與暖場

的破冰活動中，所有學員經由和美國

在臺協會的政府官員直接互動，是個

難得的機會直接親近並認識高階層級

的政府官員（圖1）。接著，樊同雲老

師豐富的珊瑚礁生態課程讓大家瞭解

臺灣珊瑚礁生態環境的現況與特色，

並對於墾丁核三廠溫排水區域的珊瑚

又恢復生長而感到不可思議，原來高

溫排放水也可能具有促進珊瑚適應全

球暖化的作用。室內課程結束後，大

家參觀了海生館的展場，親眼見識與

體驗課程介紹的珊瑚礁生態（圖2）。

第二天一大清早，大家在解說員

的帶領下，爬上海生館旁的龜山生態

步道，俯瞰車城後灣的山景和海景

（圖3），並認識龜山在歷史上的軍事

意義。原來現今遊客欣賞美景的龜

山，在歷史上是重要的軍事勘察基

地，站在高處可將敵軍的動向一覽無

遺，珊瑚礁岩的多孔隙地形又能利於

躲避敵人攻擊。緊接著是一連串充實

的環境討論議題課程，涵蓋企業社會責任、公平貿易與青年創業，然後是環境藝術，學生並

應用創意實作，將垃圾變成藝術品，化腐朽為神奇，以及從決策者角度思考與探討環境議題

的多樣可能解決辦法。晚上則有留學美國的資訊與經驗分享，以及觀星活動，欣賞南臺灣的

美麗星空。大家都讚嘆海生館是個得天獨厚，有山、有海、有星空的好地方。

臺美日環境領袖營在海生館

▲ 圖1 . 美國在臺協會官員與學員互動。

▲ 圖2 . 海生館展場的珊瑚礁生態缸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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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天，來自美國、日本及臺灣的講者以全球重要的環境議題，包括日本核災、美國的

環境開發管理與保育權衡議題、臺灣核能議題等，激勵學生思考解決辦法，並開放問答。學

生們提出了非常多重要問題，令講者們讚嘆這些學生的思辨能力。接著，輪到學生們展現實

力，分組上場發表三天下來的學習成果。學生分享的主題包括了過漁、社區發展與改善在地

環境、決策者的管理辦法、日本環境案例等。內容豐富多元，結合社會、自然生態及經濟層

面的影響，探討環境管理及永續發展的可行性，展現的成果令人驚豔。最後在各組分享心得

的時間，藉由訴說感想與投接毛線球的方式，將每個人的腦、心、身與手串連起來，意味者

相互的連結，讓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與難忘的回憶。在結訓離別的時刻，全體成員在海生館

行政大樓的大廳拍大合照（圖4），並感謝工作人員在這幾天用心的付出，大家依依不捨，期待

日後能再相聚。美國在臺協會官員與講師們也期許學生們能將這三天密集學習到的智慧與經

驗，轉為個人成長發展為未來領袖的食糧，以推動改善世界的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作者：張雅淩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計畫研究助理 / 樊同雲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企劃研究組研究員】

▲ 圖3 . 在海生館旁的龜山觀景平台合照。

▲ 圖4 . 在海生館行政中心的結訓團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