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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以下簡稱荒野保護協會）成立於84年
6月25日，以教育推廣、棲地保育等方
式，守護臺灣的自然生態環境。全臺共

有總會、11個分會、12個聯絡處、4個
荒野海外夥伴，擁有1萬6千多名會員，
用公民的力量參與環境守護任務。

荒野保護協會宗旨為「透過購買、

長期租借、接受委託或捐贈，取得荒地

的監護與管理權，將之圈護，儘可能讓

大自然經營自己，恢復生機。讓我們

及後代子孫從刻意保留下來的臺灣荒

野中，探知自然的奧妙，領悟生命的意

義」。

而荒野保護協會的任務則有6項，
即保存臺灣天然物種、讓野地能自然演

替、推廣自然生態保育觀念、提供大眾

自然生態教育的環境與機會、協助政府

保育水土與維護自然資源、培訓自然生

態保育人才。

此外，荒野保護協會的具體行動則

有舉辦講座、自然體驗營、兒童營，帶

領人們體會自然，從中獲得啟示；出版

刊物，推廣生態保育的觀念；認養、圈

護野地，並規劃為自然教室；接受各大

企業委託的自然解說教育工作；吸收國

外保育新知，並與國外保育團體組織聯

盟；舉辦解說員訓練課程，以培訓自然

保育人才，散播保育種子；推動教育基

地成立。

荒野保護協會一直相信，用最柔性

的環境教育，讓大眾瞭解自然、認識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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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問題，進而發自內心為自然發聲，終

能逐漸改變被過度破壞的環境，往荒野

保護協會「棲地守護」的宗旨邁進。

相信唯有透過「教育」的方式來做

環境保護，才能夠澈底改變人們的思考

與行為，並且生根持續。帶人們去接觸

體驗認識自然，去感受感動，才會衍生

出意識與行動來保護環境。 
臺灣多年來因為忽略環境教育，以

及經濟導向的政策，讓環境保護與棲地

復育的工作十分艱辛且急迫。環境破壞

仍是以秒激增，而教育改革到政策推

動，許多工作仍迫切等待進行。荒野保

護協會全體夥伴許諾更加努力，引領更

多人認識臺灣自然生態的珍貴，影響更

多人一起守護臺灣、保護地球，也期待

這些努力繼續得到支持與肯定，為荒野

在推動環境保護上注入一股新力量。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荒野解說員，實際記錄與生態
體驗新開拓

解說員是荒野保護協會最資深的志

工群組，在臺灣48個定點進行長期的自
然觀察與環境監測，並擔任人與自然的

橋樑，透過分享的體驗活動，傳遞生態

觀念、連結人與土地情感。解說員更是

開創工作的推手，因對大自然的熱愛，

進而引導許多人跨入兒童教育、特殊教

育、環境議題推動、棲地保育等領域，

帶領荒野的環保工作扎根拓展。

近年來，定期於每年4月地球日發
動全臺同步生態調查，上網登錄生態資

訊調查結果，並推動每年定期同步棲地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倡議

青年減塑行動

結合社子國小辦理綠色走讀計畫

永續山林、生態城市、無塑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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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留下生態演替的田野紀錄。此

外，解說群組更結合體驗教育的精神和

生態心理學理念，推動體驗式環境教育

及心靈風自然體驗活動的新領域。

為臺灣的美麗與哀愁發聲

積極至各級學校、機關、團體、社

區、企業辦理宣導講座，以90分鐘演
講，上百張精彩影像迅速帶領聽眾神遊

高山、海洋、森林、溼地，明白臺灣的

獨特性，進而對環境破壞的嚴重性產

生警覺。103年總共進行1,411場推廣演
講、104年1,360場及105年1,379場，影
響12萬7,694名聽眾。

兒童環境教育，為公民教育向
下扎根與翻轉

透過自然體驗班、自然觀察班、自

然物創作班、兒童營、長期陪伴弱勢兒

童營、親子工作假期及校園推廣計畫

等，推動兒童環境教育，建立兒童與臺

灣土地的連結。103年辦理超過400多
場、104年辦理960場、105年則辦理539
場，感動超過1萬7,000位孩童的心。

荒野親子團，在自然中學習愛
與成長

荒野保護協會於90年春天成立「炫
蜂團」，參考童軍團的運作模式，集合

小學三年級至五年級的小朋友分階段且

長期的自然教育，「炫蜂團」更要求父

母共同參與，跟孩子一起學習成長。完

整的荒野親子團組織包含四團一會，依

其年齡分別為小蟻團（幼稚園大班至小

學二年級的學童）、炫蜂團、奔鹿團

（六年級至八年級的青少年）、翔鷹團

（九年級至高二青年）及由家長組成的

育成會。

至今共成團47團與籌備團13團之龐
大親子家族，以生態、生活、生命之三

生教育為主要內涵，施行長達12年的親
子自然教育。

多元化志工群組齊努力

還有許多志工群組用不同方式，共

同為環境教育耕耘著。研究發展群組持

續辦理育輔志工與編輯採訪志工培訓，

透過這群新志工，強化培訓能力與大眾

傳播能量；特殊教育群在6場活動中，
服務特殊障礙

孩子與家庭成

員超過180人；
氣候變遷小組

的目標是讓一

般大眾更瞭解

氣 候 變 遷 議

題，成員每月

固定研讀相關

書籍與報導，

持續培養對議

題深度與廣度

的瞭解，累積

動能；而由淺

入深的自然與

人文課程則帶環境教育推廣講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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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一般民眾從輕鬆的氛圍開始瞭解自

然、親近自然，今年共辦理35場活動。

舉辦大型倡議活動及廣用媒
體，擴大關心環境的人口

Earth Day地球日是國際重大環保
節日，荒野保護協會自89年開始，主動
響應國際活動串聯，結合政府部門、民

間團體與企業的力量，每年辦理大型主

題環境教育活動或環境守護行動。93年
由荒野保護協會與台達電子基金會首度

辦理夏至關燈倡議行動，99年起開始響
應世界自然基金會所發起的「地球一小

時 Earth Hour」活動；96年起，帶領民
眾辦理全臺串聯淨灘海洋廢棄物監測活

動；99年起，與國際同步響應聯合國
「世界海洋日」，透過海洋巡迴影展的

教育力量，帶領民眾認識海洋現況，並

關注永續海鮮計畫。

推動心得
20年前，正逢臺灣經濟發展最興盛

的時代，可也是生態環境最黑暗的時

期。雨果說：「哪裡黑暗，那裡就有

光」，18年前荒野保護協會在黑暗中點
燃了一盞希望之光。

我們設想在財團大面積開發的區域

中，透過購買、租借或是委託等方式取

得自然荒地管理權，成為釘子戶，希望

阻止只重經濟利益忽視生態環境的開發

行為。萬一，它還是被開發了，這塊自

然野地還可以成為生物的庇護所。有一

天人們覺醒，這些生物就有機會回到原

來的家。

我們設想用灑圖釘的方式，在各縣

市設立分會，並成立定點觀察站，發揮

在地守護的力量，讓每個人成為聞聲救

苦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辦理祕書處專職訓練營

辦理兒童教育課程結合活動設攤推廣環境教育辦理Earth Day全臺同步
自然觀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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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雙連埤是荒野保護協會創會

後第一個圈護目標，雖未成功，卻也開

啟新竹蓮花寺食蟲植物區、五股溼地、

富陽公園，以及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信

託等地的認養圈護。為了搶救雙連埤水

生植物，成立了萬里水生植物庇護站，

由此培育的志工更參與了夢幻湖臺灣水

韮，以及金門田埔食蟲植物的復育工

作。

經過十幾年的教育推廣，影響所及

可以說是荒野保護協會對臺灣最大的貢

獻。此外，桃園志工投入臺灣萍蓬草原

生池、豔紅鹿子百合復育，以及新屋藻

礁的關懷；新竹志工在大山背護蛙行動

及香山溼地守護；雲嘉南各地分會看望

著諸羅樹蛙；高雄的悟洞自然中心、花

蓮馬太鞍溼地自然中心與宜蘭雙連埤生

態教室建置。這些荒野人走過的足跡與

經驗的累積，已經匯聚成邁向棲地圈護

的能量。

五股溼地的守護，讓我們看到實現

荒野宗旨的可能，不僅僅在認養區域發

現世界級的保育生物「四斑細蟌」，也

記錄到平地少見的黃鼠狼，每年8、9月
更有數以萬計的燕群聚集蘆葦叢來驗收

我們復育的成果。天鵝來了，黑面琵鷺

回來了，我們期盼黑鳶有一天也會回來

定居。

97年，奄奄一息的五股溼地重新回
到臺灣溼地地圖，對長久在這裡付出的

志工是一大鼓舞。從五股溼地出發，關

心將近3,000公頃的淡水河生態，透過
公私部門合作，在100年促成內政部營
建署公告了包含臺北港北堤溼地、挖子

尾溼地、淡水河紅樹林溼地、關渡溼

地、五股溼地、大漢新店溼地及大漢溪

人工溼地群等在內，總面積達2,496公
頃的「淡水河流域溼地」為「國家級」

的重要溼地，這開啟了淡水河流域溼地

邁向更生態化的契機。

20多年來，我們發展許多志工組
織，參與相關的環境議題，累積了很多

經驗；現在，我們將滿懷信心航向「棲地

守護」目標。這些志工的大愛投入，不

斷散播友善環境的信念，讓正向的能量

一點一滴在全民心中累積，讓每天所做

的每件微小的事，都是以保護環境為出

發，以公民行動，守護我們棲息居住的

地球。

辦理親子教育活動 辦理環境野外生態解說課程

Ocean Day潔淨海洋產業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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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臺灣土地上有風雨雷聲、小販叫賣

聲、交通工具聲、年節喜慶聲、多元交

談聲，也有許多經常不被重視的生物溝

通聲，這些物種的聲音與周邊環境共譜

成大自然交響樂。環境保護就是讓大自

然中譜出交響樂的生物能快樂地與我們

一起在臺灣永續生存。

荒野保護協會未來將持續守護著臺

灣自然環境，朝著永續山林、生態城

市、無塑海洋的方向邁進。

每年10月，新竹分會夥伴在大山背
幫梭德氏赤蛙過馬路，幫助牠們在溪

流完成產卵及孕育後代的任務；每年9
月，全臺分會進行淨灘行動，以國際淨

灘行動記錄表格記錄海灘上的垃圾，統

計資料除了在國內推動環境教育，更與

國際接軌，探討如何減少海洋廢棄物及

如何推動海洋環境教育。

而臺北分會的夥伴，著涉水衣在烈

日下穿梭在超過身高的蘆葦叢內，踩著

淤積的潮水，在悶熱濕臭的小徑內，調

查瀕臨絕種的四斑細蟌數量與出沒地

點，期盼四斑細蟌能夠在合適棲地永續

生存。榮星花園裡還有一群人身著涉水

衣，在水池裡清除外來種，進行著棲地

營造活動。

全臺荒野志工心中都有著相同的期

盼，希望臺灣生態環境能更好，能留給

後代好的生態，這樣的棲地守護工作，

在各地持續進行著，例如宜蘭雙連埤的

友善耕作及埤塘物種保育、宜蘭52甲溼
地的友善耕作及水鳥庇護、桃園的埤塘

物種保育、新竹食蟲植物保育及香山溼

地的守護、臺中高美溼地互花米草清

除、臺東野溪調查及守護、花蓮馬太鞍

溼地經營管理、雲嘉南的諸羅樹蛙保育

及高雄悟洞自然教育教室的經營等。

還有一群荒野夥伴，捐出時間投入

環境教育工作，期盼縮短民眾與自然之

間的距離，開始瞭解自然之美及目前的

環境問題，再從日常生活中實踐環境保

護的行動，包括推廣講師、兒童環境教

育導引員與解說員等，以演講或野外活

動方式，在全臺各地分會的觀察定點、

室內講堂進行著環境教育的推廣活動。

舉辦Earth Hour萬物一家嬉遊走春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