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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單位介紹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於 1998 年成立，從鯨豚調查記錄工作為開端，進而以

「關懷台灣海洋環境、生態與文化」為宗旨，盼匯集台灣愛好海洋民眾的心力，

如同一股陸地上的黑潮洋流，共同以穩定、溫暖、堅持的態度，傳達與實踐海

洋保育理念，期待讓大家親近、認識而珍惜海洋。 

主要推動的活動項目如下： 

海洋生態觀察  海上觀察與解說、東部鯨豚調查紀錄。 

海岸活動體驗   體驗行旅、海岸寫真、地圖繪製。 

海岸環境監測海灘廢棄物監測計畫、ICC 國際淨灘行動、環境議題。 

出版品與觀點論述包括「黑潮觀點」專欄、「小地方社區新聞網」觀察員、

黑潮會訊及電子報等，定期發表論述。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在 2013 年的暑假搬了新辦公室，從位於花蓮火車站後

方的富陽路，辦到位於美崙區的中美路，如圖 1-1。 

 

圖 1-1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現址 

黑潮地址: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 81 號 

 
圖 1-2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實景照(攝影者：卓如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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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項目 

在黑潮實習的一個多月中，主要協助執行了四大活動，活動時間、活動內容、 

工作項目、活動照片列舉如表 2-1： 

活動 時間 活動內容 工作項目 

1 

 

 

花蓮縣身心障礙學

生認識海洋及鯨豚

親子共遊活動 

2013/07/07(日) 帶身心障礙的

國小學生及陪

同的家長和老

師認識海豚、看

「海豚的圈圈」

紀錄片、幫海豚

命名、出海賞

鯨。 

1.設計宣傳海報。 

2.協助規劃場地及活動流

程。 

3.活動工作人員負責報到。 

4.擔任組長帶領學生搭船。 

 

 

 

照

片 

  

2 

 

2013 愛你一生 帶 

教師親海、知海、 

愛海研習 

2013/07/10-11 藉由曼波魚主

題使教師認識

海洋及帶老師

們出海賞鯨、討

論環境議題，藉

此研習讓老師

親近海洋且增

加對海洋的敏

感度。 

1.全程參與教師研習。 

2.從旁觀察課程及老師們

的反應。 

3.提供觀察紀錄報告及建

議。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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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潮。生活營 2013/07/05~08/09  

 

長達兩個月的

營隊，包含補知

識、勤行腳、好

分享、親海洋四

大主題，藉此營

隊讓參與者更

接近海洋，愛惜

我們的土地。 

1.協助講座相關事務。 

2.海上實習工作：協助遊客

穿脫救生衣、鯨豚紀錄、

航程紀錄。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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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紋海豚 Photo ID 

影像辨識 

2013/06/24~08/09 拍攝海豚背鰭

或具有可辨識

特徵的照片，累

積與建立個體

影像資料庫，再

進行個體辨識

並進一步作為

分析族群移動

模式與社會結

構等之依據 

(資料來源：黑

潮網頁介紹)。 

1.協助花紋海豚照片整理。 

2.建立個體影像資料庫。 

 

 

 

 

 

 

 

 

 

 

照

片 

  

表 2-1 實習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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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中的學習及心得 

(一)經營管理規劃 

除了上述的活動外，平常會待在黑潮的辦公室裡，因為黑潮剛搬家，有許多 

物品尚待整理，我幫忙打包舊物品，也協助新辦公室的規劃，從二樓辦公室的牆

面油漆，到一樓的空間設計擺放，都有參與其中，這讓我從簡單的搬家工作中學

習到，一個組織不可能永遠都待在同一個地方，也許可以待在某個縣市中，但是

或多或少都會面臨到「遷移」以及「規劃」這件事，如何就一個管理者的角色，

告訴其他夥伴組織的營運方向，是十分重要的。 

  (二)人力資源規劃 

我在黑潮看到了人力資源以及志工的運用，黑潮的風格一直屬於「海派」個

性，把握住重要的原則，不太會拘泥於小細節。歷年參加暑期生活營隊的朋友，

就變成了潛在性的志工，與其說是志工，倒不如說是「黑潮的朋友」(簡稱「黑

友」)，這些「黑友」會常常來黑潮辦公室走動，如果有需要幫忙的地方，也會

視自己的情況來協助。例如：黑潮在搬家的時期會在網路上號召「黑友」有空時，

可以來辦公室協助打包，或是請能夠開車或騎車的人幫忙載物品，這時候就可以

看到不同的「黑友」出現，今天誰有空，就誰來幫忙，不給壓力的風格且屬於自

由導向，當眾「黑友」在聊天時，可以聽到「A」是哪一屆解說營的成員，「B」

是哪一屆營隊的的成員，當黑潮需要幫助的時候，就會來黑潮幫忙。 

而與黑潮搭配的「多羅滿」賞鯨公司，其中的解說員皆是由黑潮海洋文教基

金會的人員擔任，這些解說員都是受過黑潮培訓而成的，解說員通常是參加黑潮

所舉辦的「解說營」或「潮生活營」完畢之後，經過海上實習及基金會的考試通

過後，才能夠在船上正式解說，不管是「黑友」還是「解說員」，同樣都是具備

一顆愛海的心。黑潮辦公室的固定員工皆是「解說員」，平時要支援賞鯨船出海

的航班，尤其暑假是旺季，除了颱風天以外，幾乎天天出海，因此，辦公室的員

工都要輪班出海解說，一般來說，一天會出海四~五班船班，如果剛好人手不夠

時，有人甚至會連續出海支援多趟，出海完畢之後，還是會回到辦公室處理行政

事務，在黑潮工作的正式員工，都具備多項才能。因此，對我來說，人力資源的

培養以及人員的制度調配，在黑潮都學習到了不一樣的方法。 

(三)活動方案規劃 

在黑潮實習所參與的四個活動方案：「花蓮縣身心障礙學生認識海洋及鯨豚

親子共遊活動」、「2013 愛你一生 帶教師親海、知海、愛海研習」、「潮。生活營」、

「花紋海豚 Photo ID」影像辨識當中，我學習到了在每個活動當中，如何進行活

動方案規劃，在「花蓮縣身心障礙學生認識海洋及鯨豚親子共遊活動」方案中，

因為知道活動對象年齡較小，且是身心障礙學生，在規劃活動內容時，從簽到開

始、幫海豚命名、看紀錄片，就會以輕鬆趣味的方式，讓小朋友對於海豚有初步

的認識；在正式出海的時候，也考量到了船上空間對於小朋友的安排，尤其是行

動不便的學生，需要特別照顧，因此特別留了船上較寬敞的地方給學生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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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設備、課程內容的安排，因為學生較特別，考量到怕學生出海時緊張，安排

了治療師及心理師在旁協助，也安排了較高壯的「黑友」以防萬一，協助需要勞

力攙扶的工作。 

在「2013 愛你一生 帶教師親海、知海、愛海研習」活動方案中，因為活動

對象是學校的老師，平常對於專業知識講授習慣，但可能較少時間思考關於海洋

的知識，或者是海洋與我們的關係，基於此了解，本活動為基金會和慈濟大學的

老師合作，在討論過後所呈現的方式以價值觀澄清、時事議題探討、出海接近海

洋為主要架構。我擔任的是觀察記錄員，觀察教師們參加活動的反應，及對於活

動的回饋、想法，在活動中，可以感受到不管是什麼年紀的人，對於海洋，都是

有好奇心及愛好心，而對於平時較少思考的問題，老師們也能夠表達自己的看法，

進入所設定的環境議題情境當中，也表達了平時因為忙於上課，能夠藉著此研習

機會，認識海洋及思考議題，是個很棒的學習機會。 

「潮。生活營」是個兩個月的營隊，且報名此營隊的人，必須經過面試通過

之後才能參加，乍聽之下也許很嚴格，但其實面試的目的只在於：「是否喜歡海

洋？」，因此，當通過面試，正式能夠來到花蓮參加營隊後，還必須通過另外一

關，就是「住」的問題，當面臨到要找房子這件事情時，又是另一個考量的因素，

到底自己能夠克服多少困難，能夠堅持到最後，還是能夠順利來參加營隊的朋友

們，也證明了自己能夠全程參與營隊，也代表著肯為海洋付出。因此，這個營隊

主要的成員都是屬於剛出社會一段時間的青年人，因著喜歡海洋、喜歡花蓮，或

者想要生活有所轉變，來參與此營隊。跟著大家一起上課、戶外踏查，我發現喜

歡自然的朋友很多，關心議題的朋友也很多，當許多為著同一個目標組成營隊，

是能量非常強的群眾，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參加完營隊的朋友們，會想要留在花蓮，

會想要留在黑潮，甚至是留下來工作，這讓我學習到，一個組織的營隊也許是可

以篩選對象的，這個營隊雖然提供了親近海洋的機會，但是本身也是個培訓解說

員的管道，提供未來招募人力資源的機會。 

「花紋海豚 Photo ID」影像辨識當中，透過幫花紋海豚建檔的過程中，更了

解了花紋海豚的外型特徵，也在建檔的過程中，雖然歷經了視力及記憶力的障礙，

但是卻在過程中，體會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是「期待」某一隻認識的花紋海

豚游過花蓮外海，靠著影像辨識建檔的作業，可以記錄花紋海豚的族群分佈狀況。

而透過讓民眾認養海豚的活動，也得民眾覺得，在海洋裡面有一隻海豚朋友，會

固定去關心海洋環境的狀況，關懷那隻海豚朋友生活得好不好。讓我學習到，與

海洋接近的方式，不一定要靠「吃」，也可以藉由認養海洋生物的方式，建立與

海洋自然之間的連結。這在未來思考任何方案時，都可以列進參考。 

(四)設施場域 

在黑潮實習，免不了到太平洋上與海豚相會，「太平洋」就是最棒的設施場

域，我學習到黑潮的解說方式跟其他賞鯨公司很不一樣，他們尊重海豚，給遊客

一種觀念：我們是來他們的家拜訪他們，如果他們不想出現，也是正常的，雖然

背負著遊客的壓力，但還是傳達了尊重生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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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環境教育生涯的啟示 

在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實習的一個多月以來，我看到了許多不同的人，也跟 

不同的人聊天，包括督導、辦公室職員、黑友、營隊朋友，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

跟自然的故事，不一定都是花蓮人，但是很多人都選擇待在花蓮工作，或是每一

年固定一陣子回到花蓮，從接觸自然、認識自然、喜歡自然、保護自然，甚至為

了環境而奮鬥，這段過程是每個人重要的生命經驗。對我來說，每個人的故事都

十分的激勵我，讓我也思考了自己似乎也具有這樣的生命經驗，而當我們已經有

了親自然的機會，我們目前最需要的是什麼呢？如果我們願意在不同地方都能夠

與別人分享環境的美、環境的重要，我們要怎麼做呢？在出海的時候，有很多機

會可以遇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也會發現，不同族群的人，在海上表現出來的

樣子也不太一樣，有拼命拍照的、也有害怕不敢離開座位的、也有安靜的體驗海

上時光的，十分有趣。也有肯聽你說話的、也有愛說話的，總結以上的實習經驗，

我思考到以下傳達環境教育的方式： 

(1) 用對的語言跟別人對談。 

(2) 設身處地的站在他人立場思考。 

(3) 勇敢一點的邁出步伐。 

跟他人說感興趣的事情，比說教來的可以讓人喜愛，而如何能夠在引起別興 

趣之後，又可以讓別人接受不一樣的想法，是接下來需要努力的事情。 

五、其他相關建議 

對於實習單位-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的建議簡略如下(給實習單位的實習報告 

中也有描述)： 

(1) 教師的環境教育在職及職前訓練。 

(2) 社區交流的環境教育平台。 

(3) 強調各式方案的環境教育理念。 

針對第三點說明，黑潮雖然至今已經成立了十幾年，對於海洋還境教育的努

力是有目共睹的，唯獨在準備各式活動的時候，可能需要再重複提醒組織的理念，

因為一旦大家覺得辦活動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也沒有思考的活動背後希望達

成的目的，很容易就是流於形式，把活動辦完了，就結束了，每個黑友都是黑潮

的代表，如果能夠加強訴說理念的能力，在每場活動中，都可以清楚的說出舉辦

活動的理由、希望達成的目的，能夠加強活動的效能，黑友也可以幫忙檢視每個

方案執行的效果，在活動結束之後進行檢討。 

而每一場的活動目前較少有文字化的紀錄，也可以試圖記錄下文字存檔，不

只記錄，也可以給未來相關的活動參考，相信能夠在推動活動時，幫上忙。 

對於未來想去黑潮實習的學弟妹的建議：要積極和主動，喜歡交朋友和分享，

因為在黑潮裡面，大家都像是家人一樣，保持學習的心，也可以勇於提出自己的

看法，黑潮會覺得很有趣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