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黃盈達

海生館提供高等教育學子

多元發展平台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以下簡稱海生館)在民眾心中的印象，不外乎以溫馴的鯨鯊、聰明的小

白鯨與可愛的企鵝三項最為印象深刻，甚至海底隧道與企鵝館更是民眾夜宿海生館的最愛。

然而，海生館除了是國內第一間活體展示的博物館以外，更是國內許多大專院校學生實習或

發展多元學習的場域。首先，東華大學的海洋學院及其所屬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演化研究所

與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所便位於海生館的第一研及第二研究中心大樓中，歷屆錄取東華大學海

洋學院的研究生接獲通知需於海生館辦理新生報到時，幾乎都會露出驚訝與開心的表情，因

為能在位於恆春半島的博物館攻讀碩、博士學位，何其幸福；其次，開辦海洋生態相關的通

識課程供東華大學其它系所學生選修，讓其它學生也有機會親近與了解海洋；再者，近幾年

更擴大提供場域予其它大專院校辦理海洋生態教育課程，包括了中興大學、文化大學與臺灣

海洋大學所辦理的暑期衝刺班課程、中山大學海資系合作辦理社會服務課程等；最後則是提

供國內各大專院校申請學期間、寒暑假期間的實習課程，提供高等教育各式多樣化的教育及

發展平台。

本館於2005年嘗試與東華大學合作假館區研究中心大樓成立「國立東華大學海洋科學學

院」，主因在於臺灣沿海的開發與破壞多集中在西部與北部，使得這些地區的海洋環境及生

態支離破碎；反之，恆春半島與東部海洋相形之下成為教學研究的淨土，最能展現出臺灣海

洋原始應有的風貌。因此，決定在東部地區與恆春半島這一縱向區帶，籌設一有關海洋研究

與教學的教研單位，並以位在恆春半島之海生館為基地，整合設備及人才吸引莘莘學子積極

投入，近年來為臺灣產出許多海洋生物科技、生物環境與海洋生態之研究成果。除了墾丁地

區、綠島與澎湖海域珊瑚礁生態研究與復育等工作外，甚至與大陸雪龍號合作派遣館內研究

人員、中山大學與東華大學博士生深入南極進行科學研究，並於2012年4月出版「零下任務：

臺灣科學界第一次南極長征」一書，2014年也於世界水域館極地常設展區展出“零下任務特

展”，派遣研究人員深入北極，將研究觸角伸入北極地區，顯示館方在提供研究同仁與學生

出國與實際操作研究的機會是不遺餘力；另外，研究所成立迄今已有七屆百餘名碩士班畢業

生，成績斐然。現階段基於發展海洋科學教育之長遠國家目標，並環顧當前政府對海洋教育

與研究投入的現況，海洋科學學院的發展將著重在品質的提升，並朝資源整合、人力與領域

之橫向整合，以提高研究與教學品質且增加應用的方向來設計和推展。

▲ 東華大學學生來館進行海洋探索通識課程。 ▲ 海生館與東華大學合辦之研究所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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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館為東華大學其它系所開辦的海洋探索通識課程以及與中興大學、臺灣海洋大學合辦

的暑期衝刺班課程，為臺灣北部、中部與東部的學生提供一個暑期體驗南臺灣熱情與美麗海

洋世界的機會，中興大學生科系學生於心得報告中陳述自己第一次來到位於屏東車城的海生

館，心中難掩興奮之情致使前一夜輾轉難眠直至6點才睡著；通識課程或衝刺課程為期一週

5天，課程內容包括「海洋生物名稱的由來」、「海洋寶藏」、「海洋生物科技新知」、與

「哭泣的海洋」等主題課程，透過上述基礎課程讓非海洋生物相關科系的學生認識與了解海

洋的生物與生態環境，過程中有實際潛水操作讓學生親身體會海底珊瑚礁與生態之美，「哭

泣的海洋」則是著重於人類的汙染與破壞，

導致許多生物的死亡與滅絕；另外，正確食

用海鮮課程更能提供學生了解何種海洋生物

因人類過度捕撈而有滅絕的危機，為維持海

洋的生物多樣性，我們應該拒絕食用頂層、

肉食與深海的魚類，嘗試以底層魚類為主

食，藉由這些體驗課程可以讓高等教育學子

了解海洋資源的可貴，並成為社會的種子教

師將相關知識散播給其它民眾。

▲ 中山大學來館服務學習師生團隊大合照。

▲ 東華大學生技所博士生陳毓昕參與南極科研調查。 ▲ 至南極科研調查的中山大學博士生張祐嘉，進行水下儀器回收工作
（右2）。

▲ 在展館內舉辦綠色海鮮的活動，服務民眾（大專生服務學習）。

▲ 中山大學學生參與淨攤活動（大專生服務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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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海生館於2013年年初開始與中山大學海洋科學院首次合作辦理「大專生服務專業學

習課程」，期望藉著博物館解說、展演等技巧的學習與實習，培養學生在未來職場上與團隊

成員相互協調與服務社會大眾的技巧與能力，尤其臺灣未來經濟的走向將以服務業為主要趨

勢，博物館正是一個能提供專業服務訓練的最佳場所，原因在於博物館遊客來自四方，不僅

多樣性高且年齡層廣泛，且展示場所屬於非制式教育場域，展區導覽者需引發遊客主動學習

的動機與意願，否則多數觀眾只是走馬看花瀏覽過展示生物或展覽品，無法體會與了解展示

品背後蘊含的意義，因此不會產生絲毫的學習效果；實習同學並在臺灣水域館與珊瑚王國館

之間的展場大廳設置科學教育推車，學生嘗試以各種不同主題的教材、方法吸引觀眾參與教

育活動，同時在學習服務遊客過程中逐步進行修正，並不斷地改善服務過程中的缺點，最後

完成社會服務的工作。

每年寒暑假海生館舉辦的實習課程受到許多大專院校學生歡迎，甚至國外學生亦慕名而

來，馬來西亞、法國、美國等國之知名大學優秀學生都積極以電子郵件等方式希望能申請到

海生館進行實習或研究，導致寒暑假期間館區內時常可見「阿斗仔」慢跑或騎腳踏車，讓海

生館增添了幾分「洋味」；每年寒暑假實習學生申請件數總計超過200份以上，且有逐漸攀

升與成長的趨勢，而館方因空間及人力所限，僅能接受80個名額左右的學生至海生館實習。

篩選方式則是開放學生選填自己偏好的組室與指導老師，再請該組室或指導老師依自傳內容

與學生專長領域進行遴選，每位學生皆適才適所的安排於各組室進行實習，實習內容從科學

研究、生物飼養與照護以及科學教育推廣等，可謂是包羅萬象；實習生依著指導老師專長，

而可能必須體驗潛水採集、標本製作、科教活動企劃等工作，甚至是當個小獸醫幫助海龜抽

血、檢驗健康狀況等，都是專業且具有挑戰性的任務。先前台東縣大武鄉附近出現一尾長約

5公尺擱淺死亡的鯨鯊，研究人員何宣慶博士、東華大學研究生以及本館暑期實習生的努力

▲ 訓練實習生執行全民挑海鮮活動，推廣綠色海鮮。 ▲ 實習生自製利用於活動使用之海龜明信片紀念品。

▲ 指導實習生執行的展場海洋科教推車解說活動。 ▲ 指導實習生活動策畫執行--為遊客解說海鞭珊瑚的斷裂生殖。

16

National  Museum of   M ar ine Biology & Aquar ium  Newsletter   No.73



下，隔天隨即運抵海生館進行解剖，而實習生身處7月襖熱難耐的酷暑，忍受著鯨鯊屍體腐敗

並混合阿摩尼亞令人作嘔氣味，與鯨鯊進行著最實際的「深入」訪談，雖然歷程艱苦，但在

解剖時所學到的鯨鯊生理結構專業知識以及標本製作的嚴謹過程，卻是對現場的學生們的另

一種震撼教育！

正所謂萬丈高樓平地起，海生館雖然人員編制較小，但由於館內同仁勇於任事並配合全國

各大專院校學生積極協助，一點一滴逐漸累積而成豐富、多元的實習環境。當然，館方在提

供場地及設備作為大專學校學生多元發展的學習平台時，最終仍需受限於一些軟硬體資源限

制：就實習生方面，早先有不少同學反應實習期間所學與自身期望有所落差，主要在於館內

實習生申請僅要求各校提供申請學生的基本學經歷資料，並依科系分配至各組室進行實習，

無法讓所有學生都能學到自己想學的東西，故自101年寒假開始改採全新的實習生遴選流程，

雖然程序較以往繁複，但讓學生與指導老師都能選擇符合自身所需，在往後的幾次滿意度調

查中也顯示期望落差已大幅降低；再從生活面來看，海生館位處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最大

的考驗便是住宿與交通的問題，因為大專院校學生的實習時間都集中在暑假期間，海洋生態

教育衝刺課程則安排於6月下旬、暑期實習課程則為7月-8月、東華大學的通識課程則於9月上

旬，時程安排非常密集，加上報名參與上述課程的學生相當踴躍，對於館方學員宿舍安排與

清潔的應變能力是相當大的考驗；另外，海生館展區雖然建設的美侖美奐，卻離周邊市區較

遠，生活機能不若大都市的學校方便，同學若無交通工具三餐飲食將較為不便，所幸館區內

提供早、午餐，且實習期間每周四提供採買專車，讓沒有交通工具的同學能利用機會到恆春

購買生活必需品，再加上指導老師及有交通工具同學的協助下，日常生活上並無太大問題。

因為海生館將展場委予外包廠商經營致使組織編制員額縮減至不足70人，卻能確實完成各

項博物館的本務工作，包括特展活動與標本典藏、海洋科學研究、海洋生物復育及舉辦後場

科教活動，在於館方妥善的應用研究生、實習生與志工等多元的外部人力，同時海生館也提

供大專院校學生各種多元發展的機會；顯示博物館的功能不應僅只於提供民眾觀賞展示品與

蒐集標本典藏，更需跨域與高等教育的學校單位合作，提供大專院校學生各種學習的機會，

開啟另一扇知識學習窗口；就實習生方面，實習工作能激發學生的思考並學習解決問題的能

力，按照學生不同專長安排實習課程與工作，促進學生適才適性發展；就設立海洋科學研究

所方面，館方可引進素質良好的高等教育學生，厚植海生館在海洋科學研究的能量；就開設

通識課程與衝刺課程方面，館方提供大專校院學生不同於自身所學的知識領域課程，有助於

增廣學生的知識見聞並激盪出不同想法，海生館嘗試以各種方式提供大專校院學生不同的學

習管道，期望讓臺灣高等教育學子能夠更親近海洋、愛護海洋。

▲ 實習生參與鯨鯊解剖的震撼教育。 ▲ 由實習生執行展場貝類解說活動。

【作者：黃盈達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秘書室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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