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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幽靜的校園角落裡，總是有那麼幾個常見的身影，牠們時而跑跳，時而站在圍牆

上看風景，時而湊上師生腳跟前討食，看似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穿梭在校園角落的身

影，總是讓人十分羨慕，但有一餐沒一餐的瘦弱身形，也相當令人不捨。在七年級下學

期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因緣際會下，和老師援助了一隻患有皮膚病且身形看似已懷孕

的母貓，並開始對生病的母貓進行照護，提供牠每日充足的食糧及所需的營養，期待牠

能安然待產，時間一久，這樣的照護行動便漸漸習慣成自然，受援助的貓咪似乎也感受

到校園師生給予的善意，相當溫馴也日漸與人親近，因此吸引了更多師生與牠之間的互

動，就在這樣的友善氛圍使然下，讓校園浪貓角落逐漸水道渠成，也讓不少校園愛貓師

生一起加入了照護志工行列，然而兩年的照護時光過去了，角落貓咪的成員也增加了，

我們的照護行動持續進行中。 

 

    二、研究目的 

       (一)提供人與動物間的和諧共存空間並增加友善互動 

       (二)提供校園浪浪日常照護及 TNR 行動 

 

    三、研究流程 

          

   

    

     

 

       

 

 

 

 

貳、正文 

    一、海星吳甦樂服務精神 

            海星中學是隸屬於天主教吳甦樂修會在臺灣創辦的 

        學校之一，而吳甦樂修會學校的其中一項特點就是校徽 

        採用全世界共同標誌。該標誌(如右圖)中上層的北斗七 

        星樣式代表小熊座，同時也是航海人辨認方向的重要依 

        據，其中小熊座的英文名字 Ursa Minor 中的 Ursa 與吳甦 

        樂 Ursula 相近，吳甦樂會 Ursuline 便是從此延伸而來的； 

        另外，Serviam 是英文 Service 服務的拉丁字，十字架代 

        表了信仰的宗教。其涵義期許吳甦樂會學校的學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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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努力充實自己，把握人生方向，本著天主博愛服務的精神來服務人群。  

透過海星校徽所傳遞的美善精神，服務應該不受侷限，不只對人對事，對需要 

幫助的動物應該也等同關懷，如同中國思想家墨子曾說過：「人我愛之相互性、言愛 

必含利是兼愛的獨到之處」，關愛不限於人與人之間，更應該廣及其他面向，才能真 

正達到地球大環境的永續精神。 

            在學習餵食流浪貓的過程中，回想起國中七年級上歷史課老師曾分享了一段日 

        治時期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則」的統治原理，例如比目魚的雙眼，因生 

        長環境與長期習慣，是長在身體的同一邊，如果硬是要強迫比目魚如同鯛魚般改為 

        長在身體的兩旁，那是不可能的；其實說的就是要尊重被統治者的習慣，因此在學 

        以致用、舉一反三的道理下，管理臺灣政治和餵食流浪動物的原理應當相去不遠， 

        餵食前必須要先了解貓咪的飲食和生活習性，再制定出一套適合的餵養方式，才能 

        符合其生物模式，不讓錯誤的餵食方式傷害了浪浪，也違反了最初的美意。 

            因此，為了讓校園中的流浪貓能擁有健康的身體，並能正確地提供貓咪所需的 

        飲食，團隊夥伴跟著角落志工老師邊做邊學，除了透過上網爬找資料外，也翻閱各 

        類相關的書籍，包含利用「貓咪品種圖鑑」類的書籍，初步辨識浪浪的種類、利用 

        「貓咪行為學」類的書籍來了解浪浪的肢體語言、利用「貓咪營養學」類的書籍來 

        了解貓咪飲食習慣，透過每天和志工老師一起做中學，經過了幾個月的學習，我除 

        了會照顧自己，同時也學會如何照顧校園中的流浪貓。 

         

    二、浪貓生活照護行動 

        (一)浪貓角落空間的環境設置 

        1.角落食堂及相關標語的設立 

角落照片 說明 

圖 1 

 

 

我們會根據校園浪貓的數量計算所需要的

碗盤數量及食物量，以免浪貓因搶食造成受

傷，除此之外我們會根據不同浪貓的身體狀

況計算所需要的罐頭數量，並在每一個罐頭

標記日期，計算罐頭的數量平均分給每一隻

貓咪 

圖 2 

 

 

在餵食貓咪飼料前，會先清洗碗盤以及在底

盤並加入少量的水，除了可以維持貓咪飲食

乾淨外，也可以避免夏季時螞蟻爬到碗盤

中，導致整鍋的飼料遭螞蟻大軍入侵。 

 

 

 



圖 3 

 

 

張貼校園浪貓的公告，讓更多對於浪貓角落

不清楚的學弟妹能夠清楚地了解貓咪的飲

食習慣並友善的餵食及愛護校園中的浪

貓；如此一來可減少大家對於貓咪的追逐及

各類不恰當的行為。 

 

 

 

 

 

圖 4、5 

  

 

校園中偶爾會有被棄養的小貓，因此我們利

用課餘時間協助搭設溫室，透過組合鐵網設

計出一間大小適中又舒適的環境，留下一扇

可開關的活動門，並架設燈座增加熱能，確

保小奶貓不會因為沒有貓媽媽在身邊而失

溫，讓需要照顧的小奶貓擁有一個溫暖且舒

適的家，作為成長過程中的庇護所。 

         

2.校園中天然的貓砂場及貓抓板區 

圖 6 

我們會利用校園中的木頭堆積起來形成

一個天然的貓抓常讓貓咪能夠在校園中

滿足摩爪的需求。 

 

圖 7 

校園中有許多貓咪青草地，除了鄰近浪喵

角落之外也可以當作貓咪排泄及奔跑的好

地方。 

 

         

(二)日常食糧的供應 

        1.師長們定期捐贈的愛心乾糧、罐頭及各類營養粉 

            眾所周知，大部分的貓咪是一種不喜歡喝水的動物，如果長時間餵食乾飼料的 

話，攝取的水分很少，長久下來對貓咪的身體會造成不良的影響，因此在餵食時， 



除了提供乾淨的糧食及飲用水之外，我們也經常利用罐頭，將乾濕飼料混合，增加 

貓咪對溼時的攝取，一週當中，也會在提供的溼食中添加貓咪成長所需的營養粉， 

強化貓咪的身體健康。 

 

平時餵的飼料 各類零食 各類驅蟲藥 

   

幼貓罐罐 成貓罐罐 營養粉 

  

 

 

        2.營養午餐的剩食再利用 

            在過往的日子裡，因為沒有浪浪們的存在，每天營養午餐的剩肉總是很常被浪 

        費，如今，有了流浪貓餵食計畫，能讓我們更有效的運用營養午餐的剩肉，既能減 

        少剩食的浪費，也能提供給流浪貓當食物，滿足貓科動物對肉食的需求是一件一 

        舉兩得的事呢！但由於貓咪的皮膚上沒有汗腺，體內的鹽分必須經由腎臟排出體 

        外，如果吃得太鹹，就會加重腎臟的負荷而導致腎衰竭，因此提供給貓咪的午餐剩 

        肉必須經過多次水煮，將過多的鹽分排除。除了營養午餐剩肉之外，我們也會定期 

        提供罐頭，搭配乾糧來增加貓咪平時的水分攝取並搭配營養粉供給貓咪成長所需； 

        此外，定期替貓咪噴驅蟲常保貓咪健康外也能增添師生與浪浪互動的安全性。 

         

 

 

 

 

 

 

 

 

將午餐剩肉切成適口

大小 

利用辦公室電鍋將

剩肉多次過水煮沸 

將過濾後的鹽水

排除 

為罐頭標記日期，控

制每日用量 

      



    三、浪貓 TNR 執行與救援照護 

        (一)何謂 TNR 

            所謂的 TNR 原意為 Trap(誘捕)、Neuter(絕育)、Release(釋放)三件事，透過誘 

        捕後，將絕育後的野生貓狗放回原來發現和捕捉牠們的地方，達到減少流浪貓狗大 

        量繁殖的目的。長久以來，針對如何減少流浪貓犬繁殖數量的問題上，結紮或是撲 

        殺這兩種方式一直都是各界爭論不休的焦點；為了解決流浪動物的問題，現今仍有 

        不少國家是透過執行安樂死的撲殺方式來處理境內浪浪，但也有願意透過友善立 

        法、社區合作、觀念宣達等方式來減緩流浪動物繁衍，例如像是美國、荷蘭…等 

        ，透過各方力量的共同合作，真正達到解決之道。 

            雖然近年動物保育觀念日漸增長，「領養代替購買、結紮代替撲殺」這個觀念漸 

        漸的深入人心，但是每年還是有六到八萬隻左右的流浪動物被抓進收容所終結； 

        甚至也有多數人悲觀的認為執行 TNR 作用不大，即便減少了幾百幾千隻流浪動物生 

        小孩的機會，還是會有千千萬萬的其他流浪動物個體會生出千千萬萬的小孩。但面 

        對於在城市叢林中生活備受壓迫而進到校園的浪浪，為牠們提供友善的環境，盡人 

        類的微薄之力供給牠們所需，其實並不花費太多功夫，況且偌大的校園是浪浪絕佳 

        的生活場域，有天然的草地、花園可供奔跑，也能免去外來的危險，進一步還能透 

        過 TNR 的執行，逐漸讓師生和浪浪和諧共存、增進校園歡樂氣氛，可謂是雙贏。 

 

        (二)校園 TNR 執行現況跟結果 

            我們和志工老師透過定點定時的長期餵食浪浪後，降低了浪浪的戒心，再利用 

        餵食的時機點誘捕(T)浪浪進行結紮(N)，目前各地方動物醫院的結紮手術大多需 

1000~1500 元不等的花費，因此我們藉由申請縣府補助計畫或是向「台灣之心」申 

請浪浪補助名額完成結紮任務、施打疫苗、剪耳做記號…等，並且透過和地方合作 

的動物醫院，在浪浪完成結紮手術後能在醫院靜養三~五天，等待手術傷口復原後再 

帶回原地野放(R)；目前成功完成 TNR 的浪浪成員都能健康地重返原地生活。 

         

完成 TNR 浪浪成員 

  



  

         

        (三)日常的救援照護行動 

            校園中常常會有許多懷孕的母貓光顧，並在校園的角落中生下小貓，近期我們 

        在輔導室旁發現了四隻奶貓，可能是因為小貓沾染到了人類的氣味或者是因為母親 

        無能力撫養，所以將剛出生不到兩個星期的小貓被丟棄在輔導室門口，收到通知後， 

        我們前往將奄奄一息的小貓救下並協助處理後續的照顧及餵食。 

            因為奶貓年紀太小，沒有力氣，無法自行上廁所，所以我們要用衛生紙刺激生 

        殖器，幫助牠們排尿；另外，後續帶去給獸醫檢查時，發現有一隻小貓眼睛睜不開 

        而且化膿了，治療和點藥後有比較好轉，在照顧奶貓的同時，發現他們真的好瘦小 

        和脆弱，而且不斷發出叫聲，除了肚子餓或是想上廁所外，也可能是想貓媽媽了， 

        於是志工老師在籠子裡放入了毛茸茸的抱枕，讓牠們躺在上面，像貓媽媽的肚子， 

        讓牠們比較安心，等小貓長大一些後，也會開放給好心人收養，或是放養在學校中， 

        自在地生活。 

 

校園浪浪救護執行日記 

學校棒球場牛棚發現的奶

貓，全身爬滿蟲子 

送至醫院進行緊急救護，進

行驅蟲及施打營養針 

 

照料奶貓，需要每隔三小時

利用衛生紙刺激生殖器，協

助排尿 

    

 

 

 

 



    四、師生與浪貓的友善互動 

        (一)現有的校園浪貓食客成員簡介 

 

 

 

  

   

 

 

 

        

 

 

 

 

 

 

 

 

 

 

 

 

 

 

 

 

 

 

 

 

         (二)浪貓角落的生活互動點滴 

             每隻貓咪的習性不盡相同，有的很溫馴、有的警覺性高，為了避免校園學生 

         貿然地伸手碰觸貓咪遭抓傷，因此我們在角落食堂附近張貼提醒標語，「愛牠，請 

         不要追逐牠；餵牠，請遵循餵食指南；摸牠，請確保已經和貓咪建立信任關係」， 

         並透過宣達提醒，期待師生們與校園浪浪可以更友善的對待與互動。 

             自從角落食堂成立後，這裡也漸漸成為學生下課後療癒的好去處，經常可見不 

         同年級的學生來看望貓咪，偶爾也會加入協助志工餵食及清潔工作，增進和貓咪接 

         觸的信任感。 

          

歹看臉 專四 初三 

   

小三花(小三) 牛棚 蘇洛 

   

胖虎 阿花   

  

 



生活互動點滴 

   

 

參、結論 

    一、浪浪安置問題 

        透過校園「浪貓角落食堂」的設立，我們為浪浪提供了友善的共存空間，校園的自 

    然環境是浪浪生活的天堂，不僅能供應浪貓生活所需的一切自然條件，比起流浪在外的 

    街貓，校園浪浪更多了份安全；近幾年教育部也鼓勵校園接應流浪動物，為浪浪提供更 

    多遮風避雨的場所，這也是人與環境、物種之間和諧共存的一環。 

 

    二、TNR 執行成效 

        校園對周邊社區的浪浪來說是屬於開方式環境，藉由長時間的餵食，除了對校園內 

    浪浪進行 TNR 計畫，透過結紮後原地野放來減少周圍浪貓的數量外，也希望透過定點放 

    糧，盡可能誘捕偶爾進到校園覓食的社區浪浪，逐漸減緩地區流浪動物繁衍的問題；目 

    前校園中浪浪執行 TNR 的成效良好，貓咪復原情況也都相當健康，未來，我們會持續進 

    行 TNR 計畫。 

    

    三、浪貓照護與救援經驗 

        志工老師投入救援浪浪的行動至今也有兩三年的時光，過去曾經參與志工行動且已    

    經畢業的學長姊直升高中部後還是經常回到國中部來探望貓咪、協助緊急救援……等工 

    作，甚至也會關注校園其他角落的浪浪問題；在這段時間裡，有多次的救護經驗，即便 

    是身體機能不佳的奶貓最後也能在志工夥伴的細心照顧下順利長大，自在地奔跑校園 

    中；每次的救援對我們而言都是一種生命教育，從弱小又堅強的貓咪身上，看見了生命 

    的堅韌與活力，也教育著我們面對逆境時的意志力。 

 

    四、師生與浪浪的友善互動與共存空間 

        雖然一開始是為了救援生病的懷孕母貓而有了校園浪浪的安置場所，但時間一久， 

    也隨著成員的日漸增加，讓我們逐漸擴大了浪浪角落的規模及制度化的餵食模式；過程 

    中，不少原本從旁觀察我們的師長也開始加入協助餵食行列，甚至會提供乾糧給校園浪 

    ，豐富了我們的食糧庫；也有學生經常拿著自己帶來的小零嘴來餵食浪浪，增進互動機 

    會；下課的浪浪角落，總是能見到些許師生的身影圍繞在一起，志工們也經常暖心的協 

    助假日照料貓咪的工作，對我們而言師生的支持與投入是非常重要力量，也感謝大家的 

    接納與包容，因著如此，才能有共存和諧的角落在校園中療癒著每個人；期許未來有更   

    多的志工延續這樣的角落，讓校園生態的多元與永續得以持續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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