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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的：研究是營隊的啟始點也是核心 

研究是什麼？是科學展覽看板上的數據和發現，還是解出艱深難懂的數學題

型？是調查整個山頭的甲蟲種類，還是寫了一首情詩？剛開始當了老師總急切地

希望學生展現出研究成果，因此常常混淆了研究的目的，以為能夠寫出研究報告

參加科展就是研究！以為解出困難的數學題目就是研究！以為調查清楚整個山

頭的甲蟲種類就是研究！以為寫一首感人的情詩就是研究！後來真正陪學生做

了研究，才知道那些只是研究的皮而已。 

因此，教導學生「享受」研究，而不是去「作」研究，是最初心的起始點。

透過這個起點學生就會得到得到老師的默許，有機會獨立完成一件夢想的事情、

一幅幅意念的攝影作品、幾十萬字的長篇小說、長時間田野研究的昆蟲調查與一

場文明探險旅程的規劃。這件夢想、這幅照片、這篇小說、這篇昆蟲報告與這場

文明探險就是來自師生互動的能量，這種能量就是「喜歡」。研究的精髓不在於

你完成了多少成果，而在於你在過程中蓄積了多少的喜歡。這種喜歡就是研究熱

情，研究熱情正是創意與學習動機的根源，也是我們教學最重要的目標。 

 
二、計畫的緣起：研究學習型營隊的夢想 

「邏輯無法改變心情，但環境行動可以！」踏入環境教育研究的領域，對一

位老師而言，其實就是就是從一個知識的消費者深化到知識的生產者的歷程，一

切的生態視界就從心的體驗發現另一個小宇宙。年少時，對於台北週遭郊山的印

象，就是和父母去爬山運動的體能試煉場。彷彿衝到山頂與引吭高呼是山裡面最

值得享樂的事情，雖然無意中總是會和低海拔森林的精靈擦身而過，卻苦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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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足，擁有大部分孩子對自然觀察的熱情，卻累積不了研究的經歷與成果。也許

是命運之神的眷顧，讓我們在擔任教職之後，重拾孩童時期的親近自然與了解自

然的動力，並可以將此經歷與成果運用於教學互動，設計出與台灣生界網絡的超

連結，期能建立第一線的環境教育工作者的初級導覽列。 

這些年來，常帶學生進行戶外生態觀察與紀錄，探察過程中，不期而遇的鳥

類、昆蟲與植物往往帶給我們許多意外的驚喜。逐漸發現學生對於學校後山金面

山的環境憐惜之情，開始主動去清理遊客所任意丟棄的垃圾，我們的心中充滿感

激與感動，決議履行學生所說的概念：「我家的後山就是我的生態保護區！」。我

們開始思索如何透過階段性的課程，引導學生從親近自然過程中，培養出喜愛自

然生態、認識生態、甚至選定主題進行研究，從而提昇學生對周遭自然環境之學

習感興趣，更能關心環境，尊重自然萬物生命。 

 
三、營隊活動 

（一）活動歷程的願景 

確立長期的工作藍圖後，我們開始思考都市裡兒童生態教育的未來，一方面

編織夢想的雲朵，讓每一處山水都有台灣靈魂去聆聽的角度，另一方面尋找共同

記憶的起點，建構屬於文化底層的土地倫理。於是我們想到了利用生態資訊營隊

擴大學習的參與以及實踐的可能性。在思考生態課程的目標時，我們也規劃著提

昇學生資訊處理與應用的能力，可以協助學生建立研究所需的資料庫。對於學生

而言，生態資訊營隊的教學目的如下： 

一、 透過自然體驗與生態觀察，培養學生自然生態觀察的興趣與能力。 

二、 透過生態觀察，培養學生自然生態觀察的研究能力。 

三、 培養學生解讀自然環境的能力。 

四、 培養學生獨立研究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 

五、 培透過器材的使用，提昇學生進行生態觀察與記錄的能力。 

六、 培養學生長期研究熱情與環境敏覺度。 

七、 透過資訊課程與部落格討論機制，培養學生分享與溝通的能力。 

八、 透過資訊課程，培養學生媒體素材整理與整合的能力。 

（二）營隊的風格特色 

營隊活動甫進入實踐階段時，我們開始思考如何豎立生態資訊營隊的一貫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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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讓學生不是參與一種淺嚐即止的夏令營，而是深耕型的研究團隊。因此，經

過一九九九年蝴蝶營、二００一年機器人研習營、二００二年的偶戲營的經驗導

引下，二００二年的暑假，我們在研華文教基金會經費贊助中，試辦生態資訊營

隊初階班（三期）與進階班（一期）的活動。並在同年的十月又舉辦昆蟲營的活

動，作為生態資訊營隊的延伸課程活動。於是在二００三與０四年正式透過資優

教育區域方案，舉辦了初階、進階、高階（各一期）的營隊活動。二００五年與

二００六則由於經費關係，只舉辦了初階、進階的營隊，不過也因此將課程作了

不同階段性的融合。二００七年則舉辦了初階、進階、高階（各一期）的營隊活

動。二００八年則預期舉辦初階(6-7 月)、進階(8-10 月)、研究班(9 月-次兩年)。 

總計下來已舉辦初階班（九期）、進階班（六期）、高階班（三期），培訓

超過四百零二位學生。 

表一：生態資訊營隊活動發展歷程 

1999 蝴蝶營 

2001 機器人研習營 

2002 偶戲營 

生態資訊營隊初階班（三期）進階班（一期） 2002 

昆蟲營 

2003 生態資訊營隊初階班、進階班、高階班 

2004 生態資訊營隊初階班、進階班、高階班 

2005 生態資訊營隊初階班、進階班 

2006 生態資訊營隊初階班 

2007 生態資訊營隊初階、進階、高階 

2008 生態資訊營隊初階、進階、研究 

走過忙碌的歲月，我們也逐漸摸索出營隊的風格特色： 

一、 專家指導的第一手的資料。 

二、 生態與資訊科技的融合。 

三、 營隊品質的維持。 

四、 結合資優班專題研究。 

五、 長期與假日型的學習營隊。 

六、 研究筆記與田野調查。 

七、 營隊師資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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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證系統的階段性 

營隊招收的對象以臺北市國小四年級以上對生態有興趣的資優班學生為

主。課程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初階、進階、高階。除了初階班透過報名錄取外，

進階班和高階班則視學生在前一階段的學習表現與態度進行篩選。 

初階班、進階班和高階班則視學生在前一階段的學習表現與態度進行篩選，

研究班則是高階班課程結束後依其研究熱情與方向擇優錄取，其課程概念架構參

下表二。 

表二：生態資訊營隊課程概念表： 

階段 課程目標 課程重點 

初階課程 
體驗親近自然的樂趣

建立生態概念 

體驗活動 

各生物物種初步認識 

放大鏡、圖鑑、捕蟲網等工具的正確使用 

認識台北盆地生態環境 

正確使用網路討論版的機制 

進階課程 
生態基礎認識 

環境關懷的情操 

生態概念基礎課程 

生態認識 

物種辨識能力 

認識台灣地區生態環境 

靜態影像處理基礎 

影像資料庫的基本認識與建立 

高階階段 
發展長期研究的興趣

培養解決問題的能力

野外調查能力 

環境問題探討 

研究計畫與執行方法 

影像處理 

研究階段 獨立研究能力 

研究熱情的激勵 

專家個別研究主題的指導 

研究日誌的紀錄 

研究報告的撰寫 

研究影像的管理與品質 

（四）激勵自發性學習的營隊管理方式 

營隊以初階、進階、到研究不同階段的學習歷程，招收不同學校、不同年段

的學生參與。活動期間，為達到各階段的學習目標，營隊管理上採取下列的策略： 

一、隨堂評量協助孩子釐清單元內容概念：營隊室內課程以專題演講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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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讓孩子能夠專心聽講，在專業講座邀請時，除了跟老師充分溝通孩

子的特質，讓老師在能夠掌握孩子學習狀態下跟學生作互動外。下課前

留十分鐘作學習即時評量，有助於學生更專心學習與整理單元重點及內

容概念。 

二、課堂筆記與課後心得寫作的延伸學習成效：聽演講時作筆記是一般學生

的習慣，為了提昇學生筆記的層次，筆記的設計上分為兩欄，左邊欄位

為課堂上的筆記，右邊則是查閱資料或是衍生出新想法的紀錄。課後回

去查閱相關的資料，將筆記作更完整的整理後，交給營隊管理的老師批

閱。老師依照學生的筆記內容給予文字上的回饋或修正意見。 

三、學習手冊由黑白轉為彩色的強烈吸引力：營隊手冊中除了課程表、營隊

規章與老師的文稿外，為了增加學生對生物物種的認識，我們也放進了

老師拍攝的生物物種照片。因此，在讓黑白印刷的手冊變成彩色版的動

機下，生物物種的彩色貼紙就成了對學生具有強烈吸引力的增強物，不

但強化了學生上課時的專心，課後心得寫作時也更賣力。這在營隊管理

上，正好達到小成本大功效的效果。 

四、認證課程，爭取進入下一階段學習機會：篩選有意願、有學習熱情的學

生進入下一學習階段，是生態資訊營隊分階段實施的原始構念。學生在

課程中獲得感動或引發興趣之後，往往會想要繼續下一階段的課程，因

此，收到下一階段課程的邀請函，就成為學習上最佳的正向誘因。 

 
四、目前完成進度 

已於今年 2008 年六、七月初階班、八、九月進階班。 

五、預期營隊活動成果 

(一) 完成生態資訊營隊課程活動，並建立活動成長日誌與數位影像資料。 

(二) 建置線上生態教學資訊，讓學生能充分參與課程學習，縮短基礎資料蒐

集歷程，進入研究探索歷程。 

(三) 進行實地生態資源點之田野調查研究，培養學生解讀自然環境的能力。 

(四) 透過網路討論版與個人部落格的撰寫，培養學生觀察紀錄與分享溝通的

能力。 

 5



 6

六、計畫檢討：研究熱情的激發與反省 

營隊課程設計時，初階班定位為入門的體驗課程，旨在喚起孩子的學習

興趣；進階班為生態基礎課程，為孩子奠定生態研究前的基本生態知識與概

念；高階班為研究階段，除了奠定孩子進行生態研究該具備的態度與觀念，

也指導研究紀錄、野外調查及研究日誌撰寫等方法。 

營隊的終極目標，是發展孩子進行研究的熱情與持續力。因此，在各階

段課程中，我們將研究概念融入的方式分析如下： 

一、階段性課程篩選機制：透過初階、進階兩階段的課程，培養學生自然生

態方面的興趣與基礎概念。也藉由兩階段課程的學習表現，觀察並篩選

有意願並具有研究熱情的學生進入高階班的研究階段課程。 

二、研究紀錄能力的培養：從初階班階段的筆記過程，培養學生作紀錄的能

力。藉由戶外觀察的紀錄，指導學生使用圖鑑的方法與習慣，與紀錄小

動物的活動的要領，作為培養將來研究的基礎能力。另外，透過學習心

得撰寫，也是培養學生文字表達的習慣與能力。 

三、實地樣區調查與分析：高階班的課程中，安排野外樣區調查的課程，以

分組方式，讓有經驗的老師帶領小組的學生到郊山進行小樣區的調查與

紀錄。將實際的研究歷程帶入課程中，也讓學生實地體驗樣區研究的方

法與解讀資料的技巧。 

四、研究者的實際經驗分享：在高階班的室內專題演講課程，邀請各領域研

究者實地分享研究歷程與經驗，除了讓學生了解該領域研究該有的專業

知識外，也學習研究前該有的準備與注意事項。 

五、專家分組指導：在高階班的課程中，逐漸醞釀學生尋找研究主題，並請

有經驗的研究者分組指導學生，在小組互動中讓學生將研究的構念具體

化為研究計畫。並在營隊活動課程時間安排上，安排數次定期回訪分享

與討論的時間，讓學生分享研究進度。小組老師也可以藉機會針對個別

的問題面對面指導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