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National  Museum of   M ar ine Biology & Aquar ium  Newsletter   No.70

什麼？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有『研究所』？這是活動公告當時許多學生來信或來電的問題

之一，當時候僅是以簡潔有力的方式回答：「沒有錯，不要懷疑，對海洋生物研究有興趣的

話，就來參加這次千載難逢的活動吧!」，回覆了這個問題。海生館怎麼會有研究所呢？其

實海生館自籌設至今，對海洋生物領域的研究充滿了企圖心與理想性，並展現了旺盛的行動

力與熱情，具體的表現在不斷受到肯定時，海生館更希望在充分發揮社會教育功能之餘，投

入成為學校教育體制的一環，使海生館齊備的設備與豐富的人力資源得以發揮最大的作用。

所以「海生館」與「國立東華大學」，兩單位在「建制獨立、學制合作」的基礎上配合，便

促成了坐落於「海生館內的東華大學海洋科

學院」。為了加以宣傳海生館與東華海洋科

學院的結合優勢，讓更多大專院校學生認識

到我們具備有絕佳的海洋生物研究環境與設

備資源，同時能提早讓大專院校的學生了解

到海洋生物研究的奧秘與重要性，並期望學

生們能將所吸收到的最新海洋生物研究、保

育、概念擴大分享給同儕、親友，以拓展視

野，為海洋生物研究保育盡份心力，同時也

吸引有志於海洋生物研究的學子報考國立東

華大學海洋科學院的研究所，加入海生館研

究團隊，為臺灣的海洋生物研究保育行列注入新血。因此於2 0 1 3年9月份由海生館所舉辦第五

屆海洋中的奧秘─國際海洋生物及生物科技研討會時，便結合舉辦第一屆的『海生館研究所

體驗營-國際學術會議及場域體驗活動』。

文/ 湯政豪、彭紹恩

▲ 陳德豪所長（國立東華大學海洋生物多樣性與演化研究所）於活
動中向學員介紹東華大學海洋科學院。湯政豪攝。

海生館研究所體驗營
『國際學術會議及場域體驗活動』
之緣由與過程



【作者：湯政豪 國立東華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所助理教授 &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助理研究員/

彭紹恩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企劃研究組副研究員 & 國立東華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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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是海生館第一次舉辦這

樣的活動，總是很擔心是否真的會

有學生前來參加？或是我們的活動

內容是否可以達到我們舉辦的目的

呢？我們心中雖然有些忐忑，然而

網路公告此活動訊息不到一週，已

有超過1 2 0位學生報名，我們也就

放下了原本所擔心的問題，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從中篩選錄取6 0位學生。從學生踴躍

報名的狀況，我們可以感受到這樣的活動機會，在臺灣的學界中絕對是非常難得的，因此我

們更是要好好的選擇適合來參與的學生，以及好好的規劃此活動，以期許能達成本活動之目

的！在活動進行的過程當中，許多學生都對館內的設施與資源感到讚嘆與驚訝，他們都表示

沒想到海生館竟有如此豐富的研究環境及資源；不但如此，參與的學生紛紛的表示參加此次

活動不僅更認識了海生館的研究所（東華海洋科學院），同時也因為能參與國際研討會而開了眼

界及拓展視野，也與許多研討會壁報的作者有了更直接的互動。所以第一屆海生館研究所體

驗營的舉辦應該是稱得上成功的，這樣子的展現得感謝一起參與籌備活動的老師與學生以及

海生館科教組暨相關行政組室同仁們的協助，尤其是幾位工讀的學生從籌備到活動進行當中

的付出與努力，才能讓這個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最後最重要的是在此活動的問卷回覆當中，不少的學生都認同這次的活動能讓他們更加了

解海洋生物研究的新奇、有趣之處以及重要性，也有許多學生也都建議希望我們未來能繼續

有這樣的活動。看到了如此正面與熱烈的回應，我們期許未來還能有機會可以來舉辦這類型

的活動，希望能激起更多學生對海洋生物研究的興趣與熱情，一起“游向”結合了海生館與

東華大學海洋科學院的這個優良團隊，為臺灣的海洋生物研究與保育行列注入新血，共同為

海洋盡一份力量！

▲ 第一屆海生館研究所體驗營的學員於館內世界水域館外廣場大合照。

▲ 參與體驗營學員參觀本館水族實驗中
心。湯政豪攝。

▲ 學員參觀實驗室壁報。湯政豪攝。

▲以壁報形式及研究生親自向參與體驗營學員進行實驗室
介紹、互動討論。湯政豪攝。

▲參與體驗營學員參觀實驗室。湯政豪攝。

海生館研究所體驗營
『國際學術會議及場域體驗活動』
之緣由與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