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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一、 辦理一個梯次苗栗地區兩棲類保育宣導講座 

活動時間及地點：97.05.18 苗栗縣社區大學 

活動總報名人數 63 人，實際參加總人數 50 人(含講師及工作人員)  

二、 辦理一個梯次的兩棲類資源調查培訓基礎課程及既有志工的調訓課程 

活動時間及地點：97.07.12~14 嘉義縣瑞里雅芳民宿 

活動總報名人數 88 人，實際參加總人數 86 人(含講師及工作人員) 

(一)培訓研習課程-錄取學員人數共 50 人 

(二)進階研習課程-錄取學員人數共 17 人 

 

三、 兩棲類資源調查手冊再版 1000 本。 

四、 舉辦全台灣調查志工大會，進行 97 年度調查成果報告、志工表揚與交流。 

活動參加總人數 86 人(含林務局長官、講師及工作人員) 

1.2005-2008 志工團隊共計 37 隊志工人數 106 人 

2.參會志工團體 24 團隊共 75 人 

3.參會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共計 6 人 

五、 進行資源調查資訊網站資料庫資訊管理功能的擴充與整合。 

截至 97 年度止資料庫之有效調查資料，共計有 32 種、36119 筆調查資料，

累計有 133,792 隻次的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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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92年及93年度執行之<桃園縣國小教師兩棲類資源調查計畫>已完成七所學校成為兩棲

類資源調查種子教師，總調查筆數為8164 筆，包括桃園荒野保護協會431筆、長興國小2580

筆、百吉國小1279筆、光華國小769筆、德龍國小955筆、蚵間國小1754筆、高坡國小396筆，

協助桃園地區兩棲類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之建立。結果發現桃園蛙類資源非常豐富，調查到

25種擁有台灣80％蛙種。 

94及95年度完成了花東及嘉南地區之宣導推廣，並完成10個學校團隊的兩棲類資源調

查種子教師的培訓及參與資源調查，總調查筆數為8,253筆，調查到26種，包括明廉明禮團

隊－花蓮秀林及新城鄉890筆、花蓮鳥會－花蓮市吉安壽豐鳳林光復豐濱929筆、玉里團隊

－花蓮萬榮瑞穗玉里卓溪900筆、萬安團隊－花蓮富里台東海端池上關山之卑南溪以西898

筆、三間團隊－台東長濱成功東河之東河橋以北1,362筆、延平團隊－台東關山之卑南溪以

東鹿野延平842筆、台東鳥會－台東東河之東河橋以南卑南台東市綠島蘭嶼750筆、方正儀

團隊－台東太麻里金峰達仁大武1,032筆、台北小雨蛙團隊－新店烏來淡水三芝400筆、台

南及嘉義250筆。 

95年度間針對中南部地區之教師及民眾舉辦培訓研習營，另招募了9個志工團隊進行資

源調查，包括 1)台中地區太平市 鳥榕頭團隊 2)南投地區 新豐團隊 3)雲林地區西螺 西

螺自然讀書會 4)雲林地區斗六 幽情谷隊 5)台南地區楠西 楠螢小隊 6)台南地區麻豆 真

理團隊 7)高雄地區旗山 楊玉祥 8)高雄地區美濃 呂學樺 9)高雄地區寶來法布爾團隊，同

時也完成了調查資料管理機制之基礎建設。 

96年度針對北部及高屏地區進行新進志工培訓及舊志工調訓，並新成立14個志工團

隊，共計71名志工，其所在縣市與團隊分別為台北康園、基隆鳥會、基隆綠自然工作坊、

宜蘭李佳翰、桃園百吉、新竹大眼蛙、新竹深井、新竹荒野、台中東勢蛙哇哇、彰化蛙蛙

蛙、嘉義阿里山、台南龍崎、屏東屏科大、屏東許瑞慶。96年度兩棲類資源調查調查範圍

為花蓮、台東、台北、台中、南投、雲林、台南、高雄等，調查期間為一、四、七、十月，

調查筆數共計2,181筆。96年12月15日辦理兩棲類調查志工成立大會，以鼓勵志工持續投入。 

96年度在兩棲資源調查資料庫及網站功能部分進行了調查資料管理及志工管理功能擴

充，針對上傳資料欄位及輸入模式、資料匯出欄位及管理模式，配合實際調查狀況進行流

程及介面上的調整。匯入2001-2005年調查資料共計21,932筆，並將資料庫中所有的調查資

料匯出進行分析，將結果以圖表方式呈現於網頁。另擴充會員認證機制及新增志工管理介

面、樣區管理介面、新增交流論壇機制，以加強志工團隊的行政管理與溝通事宜。著手進

行影像資料庫網頁建立，徵選150張之棲地影像及蛙類行為與生活型態的圖片，擬置於計畫

專屬網站供志工參考，以協助提高調查記錄的正確性。 

已經完成北中南東地區教師兩棲類資源調查培訓，經由課程的訓練，讓教師擁有實地

調查、資料蒐集與上傳的能力，教師反應良好，希望調查能持續進行，並建立全國性交流

網絡。此外，還有不少教師希望能加入調查團隊，而目前在苗栗及嘉義地區之教師與民眾

對於此項活動的參與度較低。因此今年度計畫分別就苗栗及嘉義地區，針對國小教師進行

兩棲類資源調查之教育宣導及志工培訓。並加強各志工團隊的聯繫與交流，有系統的組織

全台灣各地兩棲類調查志工隊，藉此建立全國各地兩棲類資源調查網絡。配合網路資訊系

統，整合全國志工兩棲類資源調查的結果，以分析及監測台灣兩棲類動物資源的狀況與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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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1. 全程目標 

在兩棲類資源調查培訓推廣部分，本計畫預定就台灣北部地區、東部地區、

南部地區、中部地區進行兩個年度之資源調查志工培訓與調訓，以進行全國性之

資源調查工作。 

第一年度以招募與培訓全國各地志工為主要工作項目，志工招募主要對象為

各地之國小教師或民間團體，工作內容包括計畫說明、人員訓練、編印調查解說

手冊，並培訓新加入調查計畫之志工從事有系統的資源調查，並定期回傳到生物

資源資料庫。 

第二年度開始執行全國各地熱點之資源調查，並對全國志工進行進階調查訓

練之研習課程。整合92-97年度的調查成果，發表台灣地區兩棲類資源調查成果報

告。 

在資訊管理部分，建立調查團隊及志工調查培訓交流平台，希望藉此平台，

使各調查團隊於非培訓期間或計畫結束後得以延續，並持續招募各區之志工參與

資源調查及推廣兩棲類資源保育。擴充資料庫管理的功能，協助進行資料分析，

並將分析結果以圖表來呈現。建立蛙類行為型態棲地等圖文資料網頁，同時建立

資料庫資訊流通標準規格，並進行各類資訊整合。而為因應全球網路化的潮流及

慣用網路的社會形態，未來希望藉由結合GPS與掌上型電腦PDA，讓資源調查在操

作上更為方便和有效率。 

2. 本年度目標： 

(1)苗栗地區的教育宣導講座鑑於以往各年度辦理的研習活動均未見苗栗地區的

教師與民眾來參與，所以選定該區進行兩棲類保育教育宣導活動，藉此瞭解當

地兩棲類保育工作推展狀況，並鼓勵該地區教師及民眾參與資源調查的行列 

(2)辦理志工培訓及志工調訓研習課程，並持續招募志工藉由培訓新進志工及舊志

工調訓，提供調查經驗交流機會，並發揮種子教師的功能，繼而建立學習網絡。 

(3)針對96-97年申請參與調查志工隊計畫獲入選之夥伴學校或團體成員，舉辦三

天兩夜之培訓課程，教導如何進行調查工作、記錄及執行定期回傳到生物資源

資料庫作業。 

(4)對於參與94-96年間參與調查之舊志工，在此三天兩夜之研習中，安排調查辨

識與工具使用、影像紀錄以及資料分析等進階訓練課程，並參與協助新進志工

研習課程及經驗交流。 

(5)兩棲類資源調查手冊再版1000本。 

(6) 舉辦全台灣調查志工大會，進行97年度調查成果報告、志工表揚與交流。 

(7) 根據實際調查執行狀況、志工招募管理、蛙類棲地影像、資料分析資訊流通

部分，進行資源調查資訊網站資料庫資訊管理功能的擴充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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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方法與步驟 

(1)收集文獻資料、圖鑑、手冊等。 

(2)舉辦一梯次的調查培訓及調訓研習營、一梯次的教育宣導講座及一次全國志工大

會。 

(3)確定規格化調查方法、調查表、資料審核標準及棲地影像分類。 

(4)輔導志工進行調查地區的勘察、GPS定位位置(含海拔高度)，調查資料登錄方法

及認識生態環境。 

(5) 協助志工們將調查資料回報到兩棲類動物資源資料庫中，整理確認之後再上

傳到生物資源資料庫。 

(6) 了解相關資料庫資料欄位與資訊流程，制定meta data以便進行資料庫資訊整

合與流通。 

 

(五)重要工作項目 

1. 教育宣導講座一場 

2. 辦理志工培訓及調訓研習課程一個梯次 

3. 舉辦調查志工隊大會一場次 

4. 『台灣兩棲動物野外調查手冊』再版 1000 本 

5. 兩棲類資源調查資料庫資訊管理 

 

(六)預期效益 

1. 兩棲類資源調查資料 20,000 筆 

2. 訓練全國各地區志工隊之成員，繼而將調查活動推廣至當地社區或學校，協

助當地兩棲類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之建立。 

(1)本年度培訓與志工招募： 

z 擬召募16個各地調查志工團隊。 

z 舉辦一次三天兩夜新進志工培訓及舊志工調訓課程及一次教育宣導

活動，預計參加數共90名。 

(2)舉辦志工大會，提供志工交流管道，並公布年度調查成果報告。 

(3)加強調查資料資訊管理與資訊流通整合機制： 

z 審核與上傳資料機制流程，修訂新增上傳資料樣區預覽。 

z 分析報告管理與查詢機制 。 

z 棲地及蛙類行為生活型態之圖文資料建立。 

z 相關資料庫整合。 

z 管理志工交流平台，以凝聚志工團隊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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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益分析 
(一) 辦理一梯次苗栗地區的蛙類保育宣導講座 

鑑於以往各年度辦理的研習活動均未見苗栗地區的教師與民眾來參

與，所以選定該區進行兩棲類保育教育宣導活動，藉此瞭解當地兩棲類

保育工作推展狀況，並鼓勵該地區教師及民眾參與資源調查的行列。本

次活動特邀請中華大自然教育協會、苗栗縣社區大學、台北市動物園

基金會共同來辦理以鼓勵民間團體的參與。活動的報名人數為 63 人，

活動實到人數 42 人。並獲得苗栗社區大學的支持籌組資源調查小隊。 

(二) 辦理一梯次兩棲類資源調查志工培訓研習活動 

本次培訓研習改變以往課程性質以室內課程結合兩次的戶外模擬實

習，一直到最後完成調查後的資料上傳，將整個資源調查的標準作業程

序完整的在這個研習活動中呈現出來，讓參與民眾對於資源調查的工作

有整體性的了解。本次活動總報名人數 88 人，實際參加總人數 67 人，

其中培訓研習基礎課程錄取學員共 50 人、進階研習課程錄取學員共 17

人。今年度招募調查志工隊共 4個志工團隊，志工人數共計 23 人。 

(三) 辦理一場次調查志工隊大會 

辦理志工大會發表 2001-2008 調查成果、發表兩棲志工標誌、志工

受證與表揚以及專題講座，參會志工團體 27 團隊共 75 人。並邀請學者、

民間團體及指導單位長官計 8人蒞臨指導。由於志工參與人數熱烈每年

藉由此活動可凝聚志工的向心力，也讓志工們了解到他們在這各計畫中

所扮演的腳色的重要性。 

(四) 『台灣兩棲動物野外調查手冊』再版 1000 本 

(五) 兩棲類資源調查資料庫資訊管理 

根據新制定之調查規範，進行資料上傳介面與流程的修改，增加計

畫申請流程、分析報表的管理機制、蛙類棲地及行為影像資料查詢以及

兩棲志工部落格。本資料庫截至 97 年度止資料庫之有效調查資料，共計

有 32 種、36119 筆調查資料，累計有 133,792 隻次的觀察紀錄。分析報

表共計 84 張，影像資料共計 15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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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情形與成果 
(一) 辦理兩棲類生物保育宣導講座 

鑑於以往各年度辦理的研習活動均未見苗栗地區的教師與民眾來參與，所

以選定該區進行兩棲類保育教育宣導活動，藉此瞭解當地兩棲類保育工作推展

狀況，並鼓勵該地區教師及民眾參與資源調查的行列。本次活動特邀請中華大

自然教育協會、苗栗縣社區大學、台北市動物園基金會共同來辦理以鼓勵民

間團體的參與。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主辦單位：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社團法人中華大自

然教育推廣協會、台北市動物園基金會 

協辦單位：苗栗縣社區大學 

活動時間：97 年 5 月 18 日（星期日），下午 1:30~5:30 

活動地點：苗栗建台中學國中部地下室（苗栗縣苗栗市至公路 251 號） 

活動對象及參加人數：以苗栗地區國小教師為主，並歡迎地方團體或民眾組

隊報名。報名人數為 63 人，活動實到人數 42 人。簽到名冊如后。 

現場提供講義、賞蛙小幫手、明信片年曆、名片年曆、貼紙各一份給參與學

員 

課 程 表  

時 間 課 程 或 行 程

13:30－ 14:00 報 到 、 領 取 教 材  

14:00－ 15:50 台 灣 的 蛙 類 保 育  / 李 承 恩 (資 深 志 工 輔 導 員 ) 

15:50－ 16:00 休 息  

16:00－ 16:20 志 工 隊 介 紹  / 施 心 翊 (資 深 志 工 輔 導 員 ) 

16:20－ 17:10 志工經驗分享 /  李 懷 莉 (台 北 小 雨 蛙 志 工 隊 ) 

17:10－ 17:30 綜 合 問 答  / 楊 懿 如 老 師  

17:30 活 動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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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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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義地區志工培訓研習活動 

(1) 辦理時間及地點：民國 97 年 7 月 12~14 日嘉義縣瑞峰雅芳民宿。 

(2) 參加對象及人數：本次研習針對台灣地區之國小教師或團體報名人數共

88 人；確定參加計畫者 47 人，不參加計畫者 28 人，志工隊組員 13 人；

錄取學員人數共 67 人，基礎班 50 人，進階班 17 人；主辦單位及工作人

員 12 人；講師 7人；活動參加總人數為 86 人。  

(3) 研習工具書：每位參與活動成員皆發給研習講義及工具書(含兩棲類資源

調查手冊、賞蛙圖鑑、賞蛙小幫手及馬克杯各一份)，並申請全國各縣市

教育局之教師研習時數 20 小時。 

(4) 本次活動同時進行基礎班及進階班的課程，讓一般學員可以跟調查志工

們有互動的機會，並且增加調查實做的課程時數，在研習最後一天進行

整體驗收，讓學員們藉由這樣的研習課程了解到成為調查志工應學習項

目及資源調查工作。 

學員名單： 

夜觀 A 夜觀 B 夜觀 C 

夜 A-1 王大偉 夜 B-1 王淑芸 夜 C-1 劉佳雲 

夜 A-2 王美惠 夜 B-2 張淑玲 夜 C-2 陳怡廷 

夜 A-3 王映喆 夜 B-3 張翠芳 夜 C-3 巫青玟 

夜 A-4 王映琦 夜 B-4 彭桂蘭 夜 C-4 鄭碧方 

夜 A-5 張惠娥 夜 B-5 洪淑華 夜 C-5 徐又萍 

夜 A-6 林美蓮 夜 B-6 姜春妙 夜 C-6 陳秀宜 

夜 A-7 劉盈妤 夜 B-7 賴彩旻 夜 C-7 沈佩芳 

夜 A-8 戴宛圩 夜 B-8 林家美 夜 C-8 林麗珍 

夜 A-9 陳明仁 夜 B-9 陳貞慧 夜 C-9 簡菁慧 

夜 A-10 易祥麗 夜 B-10 賴梅瑛 夜 C-10 陳錦芬 

夜 A-11 易昇 夜 B-11 林君寧 夜 C-11 吳文雄 

夜 A-12 易榮芊 夜 B-12 張容嘉 夜 C-12 錢煥麒 

夜 A-13 楊育寬 夜 B-13 李東陽 夜 C-13 李業興 

夜 A-14 洪長明 夜 B-14 彭良維 夜 C-14 謝其翰 

夜 A-15 許忠信 夜 B-15 楊文男 夜 C-15 許晏瑜 

夜 A-16 簡仲信 夜 B-16 陳建宏 夜 C-16 吳孟韓 

夜 A-17 陳品均 夜 B-17 吳淑娟 夜 C-17 許壬癸 

夜 A-18 吳其洲 夜 B-18 夏可泰 夜 C-18 許瑞慶 

夜 A-19 高貴美 夜 B-19 蔡錫雯 夜 C-19 吳淑芬 

夜 A-20 陳美如 夜 B-20 郭淳棻 夜 C-20 許文楷 

夜 A-21 羅乾烽 夜 B-21 楊高智 夜 C-21 張憲良 

夜 A-22 楊雅雯 夜 B-22 許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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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活動簡章內容 

活動宗旨： 

台灣的兩棲類生物計有山椒魚 5種，蛙類 32 種，物種密度極高，其中多數為保育類物種，

以蛙類而言，有三分之一屬於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可見台灣兩棲類資源之豐富與珍貴性。

近年來在政府保育政策的宣導，以及學者和保育團體的推動下，對於兩棲類保育教育有顯著之

成果，然而由於環境的變遷快速，各地的種類和數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為能確實了解台灣各

地兩棲類的族群變化，掌握棲地生態與兩棲生物間的互動關係，農委會林務局於民國九十二年

度起至九十六年間執行桃園、花東、中南部、北部、高屏地區國小教師兩棲類資源調查培訓及

推廣計畫，經由多所學校的配合和老師們的實地調查，完成了上萬筆的資料登錄，協助各地區

兩棲類生物多樣性資料庫的建立，也由於老師們的參與，調查成果成為老師帶領學生學習兩棲

生物及溼地生態多樣性保育相關知識的極佳教材。 

本計畫承前五年之計畫目的，展開全國各地之分區調查工作，今(97)年度以苗栗及嘉義地

區為範疇，續招募有興趣之國小教職員及地方團體或民眾組隊來參與本計畫之培訓，以落實生

物多樣性保育之推廣教育。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主辦單位：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社團法人中華大自然教育推廣協會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動物園保育教育基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活動時間：97 年 7 月 12~14 日（週六〜週一，三天兩夜） 

活動地點：嘉義縣瑞峰雅芳民宿 

     地址：嘉義縣梅山鄉瑞峰村 26 號，電話：(05)250-1529 

集合時間地點：7月 12 日上午 11:00 嘉義火車站集合（搭乘接駁車至瑞峰，午餐自理） 

報到時間地點：7月 12 日中午 12:30 起瑞峰雅芳民宿 

名額限制：60 名（基礎課程 40 名。進階課程 20 名，以調查志工優先報名） 

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 7月 4日止 

報名方式：本活動一律採線上報名。 

活動網址：http://tad.froghome.org/2008_study_intro.html 

聯絡電話：02-2362-7388 ，傳真：02-2364-9863 ，e-mail：tnature@ms48.hinet.net 

 

＊講師簡歷 

楊懿如／現任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所長，著有「蛙—訪陽明山國家公園兩棲

類」、「賞蛙圖鑑」、「花蓮的蛙類」、「賞蛙呱呱叫」等書。 

呂光洋／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博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李承恩／台灣大學生態演化所博士班，與楊懿如等合著「台灣兩棲類動物野外調查手冊」。 

向高世／現任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理事、中國文化大學景觀系講師、銘傳大學生物

科技系講師，著有「台灣蜥蜴自然誌」、「雪霸兩棲爬行動物誌」、「台灣兩棲爬行動

物圖鑑」(與師大生物系呂光洋教授及杜銘章教授合著)等書。 

陳定欽／台北市忠義國小教師，中華大自然教育推廣協會專任講師，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理

事、專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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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心翊／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研究助理 

劉家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附設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獸醫師、動物科技研究所病理組擔任研究

助理、台灣大學獸醫系病理組研究生 

六、第一天（7/12 星期六） 

時間 課程內容 負責講師 / 人員

12:30~13:30 報到 check in 工作人員 

台灣蛙類生態《基礎課程》 李承恩老師 
13:30~15:20 

台灣兩棲類保育網簡介【進階課程】 楊懿如老師 

15:20~15:30 課間休息 工作人員 

15：30-16：30 台灣的山椒魚《全體學員》 呂光洋老師 

兩棲動物生態攝影《基礎課程》 陳定欽老師 
16:30~18:00 

GPS 進階使用與調查棲地環境的辨視【進階課程】 李承恩老師 

18:00~18:50 晚餐及準備夜觀裝備 工作人員 

棲地巡禮一：野薑花溪步道 A 

棲地巡禮二：野薑花溪步道 B 19:00~22:00 

棲地巡禮三：若蘭山莊野溪步道 

講師群與助教 

分三組進行 

22:30~23:00 梳洗完畢睡覺去  

第二天（7/13 星期日） 

時間 課程內容 負責講師 / 人員

08:00~08:45 早餐  

蛙類野外觀察及辨識方法《基礎課程》 李承恩老師 

09:00~10:45 利用蛙蛙世界學習網進行數位課程設計【進階課

程】(電腦操作) 
楊懿如老師 

10:45~11:00 課間休息 工作人員 

11:00~12:00 青蛙大浩劫――蛙壺菌《全體學員》 劉家伶研究生 

12:00~13:00 午餐 工作人員 

兩棲調查工具的介紹與使用《基礎課程》 

模擬調查及調查志工隊宣導《基礎課程》 
施心翊老師 

13:00~15:00 

環境紀錄與夜間攝影【進階課程】 陳定欽老師 

15:00~15:20 課間休息  

台灣常見的蛇類及蜥蜴《基礎課程》 向高世老師 
15:20~17:30 

野外攝影實習【進階課程】 陳定欽老師 

17:30~18:00 準備夜間調查裝備 全體人員 

18:00~18:50 晚餐 工作人員 

18:50~21:30 野外夜間實習調查 講師群與助教 

21:30~23:00 梳洗完畢睡覺去  

第三天（7/14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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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內容 負責講師 / 人員

08:00~08:50 早餐 工作人員 

09:00~10:00 資料上傳練習、學習評量《全體學員》(電腦操作) 黃湘雲老師 

10:00~10:10 課間休息 工作人員 

10:10~12:10 學員攝影作品觀摩《全體學員》 陳定欽老師 

12:10~13:00 午餐 工作人員 

13:00 活動結束  

＊主辦單位得視天候及環境狀況保有調整戶外觀查點與時間之權利。 

 

全體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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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活動學員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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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兩棲類動物資源調查手冊再版1000本 

此手冊之編印是根據調查計畫進行之實務面來編印此調查手冊，提供給有

興趣參與兩棲類資源調查之種子教師作為基礎教材及工具書，也讓初次接觸調

查工作的民眾們能夠透過此手冊的學習來很輕鬆的執行調查計畫，以達到推廣

兩棲類資源自然保育的目的。 

94 及 95 年度分別出版第一、二刷之手冊已於推廣活動中使用完，鑑於今年

度推廣範圍擴大、蛙種學名及保育級別更新、山椒魚新種發表以及在調查規範

方面進行修訂故進行再版，其手冊規格 (一) 開本：15×21 公分，彩色印刷 (二) 

頁數：128 頁 (三) 本數：1,000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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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舉辦調查志工隊成立大會 

1. 辦理時間：2008 年 12 月 13 日下午一點時至五時 

2. 地    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二樓會議室 
3. 參會對象：全國各志工團隊代表、學者、民間團體代表 
4. 活動內容： 

１） 全國兩棲類普查志工隊成立：目前於各縣市之志工團隊共計 37

隊志工人數共計 106 人。 

２） 志工表揚與授證：特別邀請到林務局保育組林國彰科長及與會

來賓李玲玲教授、兩爬協會杜理事長銘章，為志工頒發志工證

及特別貢獻獎項。 

一、歷年累計最多調查資料獎(至 2008/11/30 止)—5 組 
資格：已上傳 2008 年調查資料之團隊 

團隊名稱 資料筆數 
台東日昇團隊 1990 
真理大學團隊 1284 
台北小雨蛙 750 
新竹荒野團隊 576 

阿里山導覽志工隊 534 
二、2008 年度最多調查資料獎(2008/01/01 至 2008/11/30 止)—5 組 

團隊名稱 資料筆數 
新竹荒野團隊 570 

阿里山導覽志工隊 534 
宜蘭李佳翰團隊 314 

屏科大社區林業研究室團隊 312 
台東日昇團隊 245 

三、2008 年最多調查樣點獎(2008/01/01 至 2008/11/30 止)—5 組 
團隊名稱 資料筆數 

真理大學團隊 18 
宜蘭李佳翰團隊 11 
台北小雨蛙 11 

台中鳥榕頭團隊 10 
玉里團隊 9 

六、2008 年調查樣點海拔分佈最廣獎(2008/01/01 至 2008/11/30 止)—5 組 
團隊名稱 海拔(公尺) 

阿里山導覽志工隊 205-2320 
台北小雨蛙 0-1068 

雲林幽情谷團隊 125-1111 
台中鳥榕頭團隊 100-923 
宜蘭李佳翰團隊 4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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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多樣性獎(至 2008/11/30 止)—4 組 
團隊名稱 調查物種數 

宜蘭李佳翰團隊 24 
真理大學團隊 21 
南投新豐團隊 20 
台中鳥榕頭團隊 20 

五、2008 年調查最多月份獎(2008/01/01 至 2008/11/30 止)—6 組 
團隊名稱 調查月份數 

屏科大社區林業研究室團隊 10 
南投新豐團隊 8 
宜蘭李佳翰團隊 7 
新竹荒野團隊 7 
高雄楊玉祥團隊 7 
桃園白石團隊 7 

 

３） 調查志工標誌揭幕 
４）2004-2007 年調查成果發表 
５）2008 年度目標佈達-針對熱點及列舉調查資料不足之地點請志

工們列入明年度的樣區，並宣布明年起將加入高山地區的調查

將由向高世老師帶領志工進行調查 
６） 製作品分別為 

z 邀請函 100 份 

z 志工大會手冊 100 份 

z 活動海報乙式 

z 成果展示海報共 20 張 
z 志工證及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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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志工團隊分布圖 

花蓮鳥會 
明廉明禮、玉里 

三間、台東鳥會 
日昇、延平 

許瑞慶 

楊玉祥、呂學樺 
法布爾 

真理大學、楠瑩 
龍崎國小、台南荒野、

龍肚卡蛙依 

雲林自然讀書會、幽情谷 

李佳翰 

小雨蛙、新生呱呱叫

蛙蛙蛙 

鳥榕頭、蛙哇哇 

深井、荒野新竹分會 
大眼蛙 

荒野桃園分會、長興、百吉 
光華、德龍、蚵間、高坡 

基隆鳥會、綠工作小站

阿里山導覽志工隊 

新豐 

屏科大林業社區研究室 



 22



 23



 24



 25

 

 

 



 26

 

 

 

 

 

 



 27

 



 28

 

(五) 進行資源調查資訊網站資料庫資訊管理功能的擴充與整合 

1. 根據調查規範的修訂進行程式流程的修改並改善志工上傳及審核者資料使

用者介面。 

2. 完成台灣兩棲類保育網的入口網頁，並建立統一認證機制讓志工們能夠多加

使用入口網所屬的子網站的資訊來學習與經驗分享，以期透過此平台提升全

台志工們的互動。 

3. 完成蛙類生活型態與行為和棲地影像網頁，提供給志工及民眾查詢。 

4. 提供部落格給志工團隊作為調查經驗分享及圖文發表的空間來紀錄調查歷

程。 
5. 完成加入志工隊的計畫申請的網頁流程，未來志工管理人員可透過此機制審

核新加入志工團隊的調查計畫，改善以往以半人工化處理的流程，並且能夠

較容易的了解各志工團隊每年度的調查樣區與志工人員的異動。 
6. 完成調查資料分析報表管理機制，可透過此機制定期發佈調查成果並可提供

民眾查詢瞭解調查成果。 
7. 目前資料庫之有效調查資料，共計有32種、36119筆調查資料，累計有133792

隻次的觀察紀錄。 
影像資料網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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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資料審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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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加入志工隊計畫管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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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討與建議 
 

(一)就宣導講座及研習培訓活動部份 
今年度針對苗栗及嘉義地區來徵求志工隊，特選定苗栗地區舉辦宣導

講座，尤其能夠與社區大學合作辦理以鼓勵在地民眾參與，其成效不錯。 
本次培訓研習改變以往課程性質以室內課程結合兩次的戶外模擬實

習，一直到最後完成調查後的資料上傳，將整個資源調查的程序完整的在

這個研習活動中呈現出來，讓參與民眾對於整個資源調查的工作有一個整

體性的了解，並將此程序列制定為志工培訓的標準作業流程，在未來的培

訓課程中讓參與的志工能夠充分的學習了解資源調查的工作，並提升調查

期間的正確率。在進階班增加網路學習與資源使用課程，讓志工們了解如

何運用調查資源在環境教育的工作上。由於本次課程運用到網路設備，舉

辦活動的地點在這方面的設備比較不足，故在網路傳輸資料及頻寬需求上

有些影響，未來將會考慮採尋求教育中心等級的場地，讓整個流程能夠更

順暢。 
 
(二)就台灣兩棲類動物資源調查手冊部分 

今年度為調查手冊第三版的出版，為了讓新加入的調查志工能夠在及

時取得此資訊，以及未來能夠更快速的提供最新資料，未來考慮提供網路

版本(PDF 版)供調查志工自行下載，除了可以縮短取得最新資料的時間外也

可以降低印製成本。但此部份將涉及版權及政府出版品是否可免費提供民

眾下載等問題，建議針對這部分討論其可行性。 
 
(三)就兩棲類資源調查資料庫部分 

今年度針對資料上傳部分的資料欄位及更加嚴謹的調查規範進行流程

控制與使用者介面的修改與更新，並且針對新納入的系統進行會員資料庫

的整合-提供單一認證，方便調查志工來使用各項網站資料。由於更新的動

作與已上線之機制同步，造成作業期間產生資料落差及使用者無法使用的

狀況，同時也增加系統除錯的時間，但最後仍順利的完成整合。原預定進

行的樣區預覽的機制，遭遇座標系統轉換問題，為使未來能夠提供較精準

的資料呈現，擬與 google map 或相關圖資介面結合，並與相關單位合作一

併統合開發。關於棲地及蛙種行為型態影像資料部分，未來將會讓調查志

工上傳所屬棲地及蛙種影像來豐富資料庫內容，未來期許資源調查資訊透

過圖資的整合，並結合影像資料庫的內容，透過相關合作單位的互動平台

呈現各項整合資訊，讓一般民眾可藉此了解及查詢樣區棲地環境與蛙種的

變遷。 

(四)就調查志工大會部份 
本年度的志工大會除了既有的成果發表外，也頒發志工證及表揚資源調

查方面的貢獻獎項，並邀請學術界、民間團體及相關公部門單位出席，對於



 57

本計畫所成立的志工團隊的工作給予正面的評價，在未來志工大會的辦理，

除了成果報告及專題演講部分，希望能夠多一些時間讓志工們來分享彼此的

經驗與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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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照片 
(一)兩棲類生物保育宣導講座-地點：苗栗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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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棲類資源調查志工培訓研習活動-地點：嘉義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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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觀察 

 
日間模擬調查與攝影實習 

 
夜間實習調查 

 
分組進行調查資料上傳及進行課程線上評量 

 
進階班志工隊部落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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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前三名頒獎及學員心得分享 

 
 

 
研習營海報與課程表 

 

學員組成說明-進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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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組成說明-基礎班 

 

 

 

 

 

 

 

 

 

 

 

 

 

 

 

課程滿意度問卷分析 

 
 
 
 

2.您對於本次研習的內容滿意度為何？

非常滿意

25%

很滿意

滿意

29%

不滿意

0%

非常不滿意

0%

1.您是由何處得知本活動?

教育局縣網

35%

青蛙小站討論

區

11%

網路廣告、電

子報

報紙

0%

其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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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對於本次課程授課的難易度為何？

很容易了解

32%

能夠瞭解七成

62%

有一半以上了解

6%

完全聽不懂

0%

4.本次課程的學習在您的工作或個人上的助益為

何？

很有幫助

28%

有幫助

66%

不太有用

4%

完全用不到

2%

5.您上此課程的主要動機為何？

想參與協助調查

23%

熱愛大自然想要

工作需要

2%

運用於教學上

14%

其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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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 30.00 8.000.000.00
00000

34.62 42.31 17.31 5.770.00
00000

22.00 52.00 24.00 2.000.00
00000

52.00 34.00 14.000.000.00
00000

29.17 50 20.83 0.000.00
00000

32.61 41.30 26.09 0.000.00
00000

34.09 43.18 15.91 6.820.00

7(1)台灣蛙類生態

7(2)台灣的山椒魚

7(3)兩棲動物生態攝影

7(4)蛙類野外觀察及辨識方法

7(5)兩棲調查工具的介紹與使用

7(6)模擬調查及調查志工隊宣導

7(7)台灣常見蛇類及蜥蜴

7.基礎班課程滿意度分析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6.您參與本次課程後是否對兩棲類資源調查相關事宜

有了初步的了解？

是

100%

否

0%

28.57 50.00 21.43 0.000.00

00000

30.77 53.85 15.380.000.00

00000

50.00 35.71 14.290.000.00

00000

21.43 78.57 0.000.000.00

00000

57.14 35.71 7.140.000.00

00000

42.86 57.14 0.000.000.00

7(1)台灣兩棲保育網簡介

7(2)GPS進階使用與調查棲地環境變識

7(3)利用蛙蛙世界學習網進行數位課程設計

7(4)青蛙大浩劫-蛙弧菌

7(5)環境紀錄與夜間攝影

7(6)野外攝影實習

7.進階班課程滿意度分析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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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住宿

非常滿意

20%

很滿意

42%

滿意

38%

不滿意

0%

非常不滿意

0%

8(2)用餐

非常滿意

22%

很滿意

40%

滿意

36%

不滿意

2%

非常不滿意

0%

9.您是否參加過相關性社團

曾

63%

不曾

37%



 67

 

(三)志工大會活動-地點：林務局二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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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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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與調查成果報告 

 
與會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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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合影 

 
 



 71

地查志工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