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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每年五到八月，是花蓮校園常見鳥類們築巢繁殖的季節，吉安國小校園南側教室前面，

一排長得枝繁葉茂的福木樹上，總是會有一隻或兩隻還來不及長大的雛鳥，一個不小心從樹

上、巢中掉了下來。這個時候，只見鳥爸爸鳥媽媽在空中來回徘徊飛著並發出一聲又一聲緊

急的叫聲，像是擔心雛鳥又像是尋求援助。 

     這一幕幕的景象，恰恰好在這一棟建築物上課的中、低年級學生們都看到了，他們有時

會好奇圍觀掉下來的雛鳥，有時也跟著成鳥跑來跑去，卻都不知道要如何正確地表達關心。 

於是，我們請教老師，大家最後決定以「如何正確地表達關心」做為我們的課題，進行對鳥

類關懷的議題。 

     藉著小論文的研究，我們一方面培養我們的知識和能力，一方面我們也思索著如何藉著

行動力，把正確的觀念推廣給大家了解，一起來關懷校園野生動物，實踐「枝頭小鳥是朋

友」的理想。 

 

二、研究目的 

我們希望透過這份研究可以解決下面三個問題，也就是了解與推廣對校園鳥類的關懷能力： 

（一）了解吉安國小學生對於校園裡的鳥類觀察程度。 

（二）了解吉安國小學生對於校園裡的鳥類關懷程度。 

（三）了解並開發吉安國小學生對於校園裡鳥類的友善實踐力。 

 

三、研究方法與流程圖 

      針對這份研究，我們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分為三種：（一）文獻閱讀、（二）問卷調
查，和（三）推廣活動。 

      首先我們從認識校園常見鳥類及觀察鳥類生態開始。六月底雍青老師為我們開課，講解
校園常見的鳥類，接著我們在暑假期間相約一段晨光時光進行鳥類生態觀察及紀錄。 

     等到對這一群和我們一起在校園生活的鳥類有了更多的感情之後，我們開始思索如何在
校園裡建立一份屬於人類和鳥類共同生活的友善空間。 

     我們透過學習使用問卷調查方法，了解全校中、高年級學生對鳥類關懷的現況，期盼透
過研究分析，建立一個屬於我們全體師生們最佳的學習途徑。以下就是我們的研究流程圖
（圖 1）： 
 

 

                     

 

 

 

                                                         

 

圖 1:研究「枝頭小鳥是朋友」小論文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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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上鳥課囉 

(一)台灣鳥類現況：台灣在世界動物地理分區上屬於東洋區和舊北區的交會地帶，約有 600

種鳥類曾被記錄，其中有 27 種為台灣特有種（維基百科，2016）。 

目前台灣地區共發現了約四百多種野生鳥類，在分類學上分別隸屬於 18 目，約 70 科。約

佔全世界已知鳥類 9000 種的廿分之一。這些鳥類並非全部都在台灣生長，有的是冬季才來

報到，有的則是夏季才到台灣避暑、繁殖(台灣野生鳥類圖鑑，1991)，我們整理成表格。 

1、依鳥類在台灣出現的季節，可分為五大類，如下表(表 1)所示： 
表 1：依鳥類在台灣出現的季節 

名稱 說明 舉例 

(一)留鳥 終年棲息在台灣的鳥類 如麻雀、白頭翁、黑頭翁及

畫眉科鳥類等。 

(二)冬候鳥 秋季時前來台灣，並在此過冬 如小水鴨、大白鷺、灰鶺

鴒。 

(三)過境鳥 在遷移途中選擇台灣作為歇腳站 如紅尾伯勞、灰面鷲等。 

(四)夏候鳥 南飛過冬，翌年再飛回台灣繁殖的鳥 如八色鳥 

(五)迷鳥 迷失途徑或方向的鳥，原不該出現在台灣  

 

2、若按照鳥類棲息環境的不同，可概分為平地和山林兩大類，如下表(表 2)所示： 
表 2：依鳥類棲息的環境 

名稱 舉例 

(一)平地的鳥 麻雀、白頭翁、綠繡眼、 褐頭鷦鶯、八哥、棕背伯勞、珠頸斑鳩、大捲

尾、牛背鷺等。 

(一)山林的鳥 (1)高海拔山區 如火冠戴菊鳥和煤山雀、鷦鷯、深山鶯、黃羽鸚嘴等。 

(2)中海拔山區 如藪鳥、冠羽畫眉、頭烏線、小彎嘴、竹鳥、山紅頭、

鱗胸鷦鷯、台灣小鶯等。 

(3)低海拔山區 如紅嘴黑鵯、白環鸚嘴鵯、山紅頭、白腰文鳥、黑枕藍

鶲、台灣藍鵲、樹鵲、台灣畫眉、竹雞等。 

                      3、根據上面表 1、2 所示，我們吉安國小位處平地，校園裡可以常見的鳥類種

類有麻雀、黑頭翁及紅嘴黑鵯、八哥、珠頸斑鳩、路繡眼等。 

 

(二)觀察：今年暑假七月和八月期間，我們規劃早上七點到八點到學校，進行的鳥類觀察。 

1、我們設計了一份最適合我們從二年級到六年級適用的紀錄表格，如下表(表 3)所示： 
表 3：吉安國小校園夏季常見鳥類生態記錄表格 

觀察時間 106 年 7/8 月          日  上午七點到八點 觀察員 

觀察內容 

 

地點： 

鳥的外型描述： 

數量： 

大小： 

習性： 

 

我們最後整理了大家的紀錄，詳列如下： 

(1)吉安國小校園最常出現的鳥類有：麻雀、斑鳩、八哥、綠繡眼和烏頭翁。 

(2)這五種最常出現的鳥類體型以斑鳩最大，綠繡眼體型最小。 

(3)我們看到綠繡眼親鳥築巢時，會有一隻站在樹的上端警戒，讓另外一隻專心在樹枝間

工作。 

(4)我們注意到有八哥築巢在二樓教室門口上方的板子上面。(七月份時發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B%95%E7%89%A9%E5%9C%B0%E7%90%86%E5%88%86%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4%8B%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8A%E5%8C%97%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3%A5%E9%A1%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8B%95%E7%89%A9%E7%89%B9%E6%9C%89%E7%A8%AE%E5%88%97%E8%A1%A8
http://163.20.49.30/original/images/3-1.jpg
http://163.20.49.30/original/images/3-2.jpg
http://163.20.49.30/original/images/3-3.jpg
http://163.20.49.30/original/images/3-3.jpg
http://163.20.49.30/original/images/3-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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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八月份，我們注意到先前八哥築巢的地方換成了麻雀停留，但是不確定牠們是否築

巢。 

(6)我們聽出烏頭翁會發出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是平常時候發出有一點像巧克力的聲

音。遇到緊張的時候就換成急促的聲音。 

      資料顯示，關懷的能力從小培養，越早越好(高曼；聖吉，2015)，學校南棟大樓主要是低

年級和中年級共八個班級的學生學習活動空間。所以我們決定定點觀察在南棟大樓，先對南

棟校園的鳥類生態進行觀察與了解。這一段時間的觀察學習(圖 2、3)，我們想到其他同學沒

有機會參加這一項研究課程，如何藉著我們的分享，把這一份資訊傳達到他／她們的心中？ 

2、開學前一週，老師安排我們參觀花蓮照顧傷鳥的機構如願成行，我們經過一個暑假的訓

練，帶著對鳥類的認識和熱情，向「幼雛鳥及醫療鳥暫時收容照護中心」的負責人賴叔叔和

香妘阿姨請益（圖 4 、5  ）。 

  
圖 2、3：校園鳥類的觀察 

  
圖 4、5：參觀幼雛鳥及醫療鳥暫時收容照護中心 

 

我們同時參考其他文獻，找到到好幾種正確的救援雛、傷鳥的方法，我們把它整理成表

格，如下表(表 4)所示： 
表 4：救援雛傷鳥的正確方法 

若遇到傷鳥，先別急著救牠，先打電話到野鳥救護中心，詳述發生情形，再決定救援程

序。遇到的傷病狀況大概有下列幾種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協會，2017) ： 

如果牠骨折了 遇到翅膀骨折的鳥類，先將翅膀放回正常位置，再以毛巾將整個身體包

覆，以免因掙扎造成病情加重。如果是腳骨折，可以用竹子、硬紙板等

當作護木，再以透氣膠帶固定住斷裂處的前後兩端，並儘快送至救傷鳥

類的獸醫處。 

如果牠受傷流血 幫牠直接壓迫止血之後，可以先用優碘輕敷消毒，再用乾淨的布包住，

避免掙扎。然後再將牠送到救護中心或獸醫處。 

如果牠淋濕了 小小鳥兒如果淋濕了身體是很容易失溫的，所以必須先用乾毛巾或是吹

風機將其擦乾及吹乾，讓乾了的羽毛恢復保溫能力，如果可以的話給牠

個暖暖包會更舒服的。之後再餵牠一些糖水，補充熱量。 

受傷的鳥 先用以上的方法處理之後，在用一個大小適中的紙箱，底下可以墊著報

紙，或是舊布，將鳥安置於內，可以用以下所介紹的方式照顧牠，或是

儘快將牠送至野鳥救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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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們想，其他同學沒有機會參加這一項研究課程，如何藉著我們的分享，把這一份資訊

以及情意傳達到他／她們的心中呢？ 

 

二、一起關懷校園常見鳥類 

(一)文獻：這一段研究時間，我們一方面努力地閱讀搜尋相關文獻，另一方面向專家請教、

學習。老師同時提醒我們可以發想一下，如何同時充實自己也充實別人（梅洛夫，

2011），看到我們開始一連串的發問「為什麼？」、「如何做呢？」時，就是我們準備好迎

接另一個大挑戰了：「了解我們學校的同學關懷鳥類的情形！」「感動我們學校的學生去

關懷鳥類！」。哇！全校這麼多人，每個人都不同，我們要怎麼做呢？透過老師分享的

兩本書，「給孩子改變世界的機會」、「同心協力翻轉地球」。書裏面的主角全部都是小孩

子，就像我們這樣的年紀。我們希望能以有限的能力，無限的關懷，幫助鳥兒們重回大

自然的懷抱，並將野鳥救護的觀念與做法，推廣讓更多的同學瞭解、認同、進而支持野

鳥救護的工作(台北市野鳥學會，2010) 

(二)開始探討：閱讀完「幼雛鳥及醫療鳥暫時收容照護中心」的負責人賴叔叔和香妘阿姨送

給我們今年六、七月份的朱鸝會訊，我們受到啟發，那就是把我們關懷鳥類的力量再擴

大到全校的小朋友，也讓全校的小朋友們可以和校園常見鳥類們建立一份關懷的情感。

「關懷」，就是幫助他人成長並且實現自我（梅洛夫，2011），現在，我們想要向全校的

學生分享我們的想法，經過好幾次的討論，我們決定使用「問卷」調查，來了解我們學

校的學生對於校園常見鳥類的觀察、關心能力有哪些、對鳥類友善實踐力需要建立有哪

些。 

三、問卷調查的編製與結果分析 

 

(一)問卷調查法：又稱問卷法，是調查者運用統一設計的問卷向被選取的調查對象瞭解情況

或徵詢意見的調查方法。以書面提出問題的方式來搜集資料。研究者將所要研究的問題

編製成問題表格供作填答，從而瞭解被試對某一現象或問題的看法和意見，所以又稱問

題表格法(林秀雲，  2016)。 

(二)制作問卷：我們跟指導老師亮伶老師、雍青老師們透過討論、編製而成的一份問卷。「國

小學童校園鳥類關懷量表」（附錄 1） 

1、問卷目的：我們希望透過問卷分析吉安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對鳥類觀察部分、對

鳥類關心部分和友善鳥類實踐力部分的現況了解，詳列如下： 

(1)瞭解目前吉安國小中、高年級學生鳥類觀察、鳥類關心和友善鳥類實踐力的現況描

述。 

(2)在不同背景下（例如性別、年級），吉安國小中、高年級學生鳥類觀察、鳥類關心和

友善鳥類實踐關係之間的差異情形。 

2、我們設計的問卷的內容計有三個部分，如下表(表 5)所述： 

表 5：問卷內容說明 

項目 說明 題目內容 

對鳥類

觀察 

是指根據五官感

知校園常見的鳥

類，例如透過耳

朵聽、眼睛看。 

1 我在吉安國小的校園裡會常常聽見鳥的叫聲。 

2 我在吉安國小的校園裡會常常看見鳥在飛翔。 

3 我看過吉安國小校園裡的樹上有鳥巢。 

4 我能分辨在吉安國小校園裡出現的鳥類有不同的種

類。 

5 我可以說出吉安國小校園裡常常出現的鳥類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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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鳥類

關心 

是指對校園裡常

見的小鳥關心情

況描述。 

1 我喜歡在吉安國小校園裡聽一聽鳥叫聲。 

2 我喜歡在吉安國小校園裡用眼睛觀察鳥類。 

3 我會翻閱鳥類圖鑑或請問老師，找出吉安國小校園常

見的鳥類有哪些。 

對友善

鳥類實

踐力 

是指能夠運用正

確的知識照顧鳥

類，或分享鳥類

常識。 

1 遇到受傷的小鳥我會想辦法幫牠，例如找老師幫忙。 

2 看到有同學對小鳥不友善時我會阻止他。 

3 我願意和同學分享我對鳥類的知識和感情。 

                                                    

3、問卷的計算方法我們設計計分方式，為 1.「從來沒有」、2.「偶爾這樣」、3.「有時這

樣」、4.「常常這樣」、5.「總是這樣」，5 個選項。依序給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分數越高，表示學生對校園鳥類的關懷程度越高。 

4、基本資料：本次問卷共發出 165 份，回收 159 份。有效問卷達 96%。男生共有 70 人，女

生共有 89 人。因為擔心低年級的學生字彙能力無法有效答題，所以本研究只針對中、高年

級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研究分析中，中年級指的是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高年級指的是五

年級和六年級學生。 

5、根據問卷分析結果有「吉安國小學生關懷校園鳥類問卷內容之表現」、「性別對鳥類觀

察、關心與友善實踐力之表現」、「中、高年級對鳥類觀察、關心與友善實踐力之表現」三

個部分，我們整理如下所列： 

(1)「吉安國小學生關懷校園鳥類問卷內容之表現」分析（圖 6  ）： 

 

a.先從鳥類觀察部分分析，得分最高分的是第一題「我在吉安國小的校園裡會常常聽見

鳥的叫聲。」得分最低分的是第五題「我可以說出吉安國小校園裡常常出現的鳥類名

字。」 

b.再從鳥類關心部分分析，得分最高的是第一題「我喜歡在吉安國小校園裡聽一聽鳥叫

聲。」得分最低的是第三題「我會翻閱鳥類圖鑑或請問老師，找出吉安國小校園常見

的鳥類有哪些。」 

c.最後從友善鳥類實踐力部分分析，得分最高的是第二題「看到有同學對小鳥不友善時

我會阻止他。」得分最低的是第三題「我願意和同學分享我對鳥類的知識和感情。」 

d.如果從整體來看，這十一題題目中得分最高的是：對鳥類觀察部分第一題：「我在吉

安國小的校園裡會常常聽見鳥的叫聲。」。第二高分的是對鳥類觀察部分第二題：

「我在吉安國小的校園裡會常常看見鳥在飛翔。」這十一題題目中得分最低的是：對

鳥類關心部分第三題：「我會翻閱鳥類圖鑑或請問老師，找出吉安國小校園常見的鳥

類有哪些。」。倒數第二低分的是對鳥類觀察部分，第五題：「我可以說出吉安國小

校園裡常常出現的鳥類名字。」 

我們整理成下表(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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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吉安國小學生關懷校園鳥類問卷內容之表現分析 

項目 最高分 最低分 

對鳥類

觀察 

第一題「我喜歡在吉安國小校園裡聽

一聽鳥叫聲。」 

第五題「我可以說出吉安國小校園裡常

常出現的鳥類名字。」 

對鳥類

關心 

第一題「我喜歡在吉安國小校園裡聽

一聽鳥叫聲。」 

第三題「我會翻閱鳥類圖鑑或請問老

師，找出吉安國小校園常見的鳥類有哪

些。」 

對友善

鳥類實

踐力 

第二題「看到有同學對小鳥不友善時

我會阻止他。」 

第三題「我願意和同學分享我對鳥類的

知識和感情。」 

從整體

來看 

對鳥類觀察部分第一題：「我在吉安

國小的校園裡會常常聽見鳥的叫

聲。」。 

第二高分的是對鳥類觀察部分第二

題：「我在吉安國小的校園裡會常常

看見鳥在飛翔。」 

對鳥類關心部分第三題：「我會翻閱鳥

類圖鑑或請問老師，找出吉安國小校園

常見的鳥類有哪些。」。 

倒數第二低分的是對鳥類觀察部分，第

五題：「我可以說出吉安國小校園裡常

常出現的鳥類名字。」 

                           

          

                        圖 6 ：吉安國小學生關懷校園鳥類問卷內容之表現 

 

(2)「性別對鳥類觀察、關心與友善實踐力之表現」分析（圖 7） 

a.中高年級男生在鳥類觀察部分得分最高，對鳥類友善實踐力次之，鳥類關心部分得分最

低。 

b.中高年級女生在鳥類觀察部分得分最高，鳥類關心部分次之，對鳥類友善實踐力得分最

低。 

c.整體而言，男生在「鳥類觀察部分」和「鳥類關心部分」平均表現都比女生低，但是「對

鳥類友善實踐力部分」表現卻比女生高。 

 

0.

1.

2.

3.

4.

5.

觀察1 觀察2 觀察3 觀察4 觀察5 關心1 關心2 關心3 實踐1 實踐2 實踐3 

吉安國小學生關懷校園鳥類問卷內容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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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性別對鳥類觀察、關心與友善實踐力之表現 

(3)「中、高年級對鳥類觀察、關心與友善實踐力之表現」分析（圖 8） 

a.中年級學生在友善鳥類實踐力部分得分最高，觀察鳥類部分次之，得分最低的是鳥類

關心部分。 

b.高年級學生在鳥類觀察部分得分最高，友善鳥類實踐力部分次之，得分最低的是鳥類

關心部分。 

c.整體而言，中年級學生在三個部分表現都比高年級學生低。中年級學生在鳥類觀察部

分、鳥類關懷部分表現比高年級學生來得低。但是中年級學生對鳥類友善實踐力卻只

比高年級學生低一些些。 

               

                            圖 8：中、高年級對鳥類觀察、關心與友善實踐力之表現 

四、我們的發想與行動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我們開始發想，透過觀察可以提升關懷的情意嗎？化知道為做到

（Rangachari， 2012) ，從「 can  I」可以到「I  can 」嗎？從「  I  can」到「 we  can 」需要做

些甚麼？我們期盼透過觀察能力的累積，培養關懷的情感(高曼；聖吉，  2015)。於是「吉利

平安」隊的設計發想了三個推廣活動，如下表(表 7)所示： 

0.

0.8

1.6

2.4

3.2

男生觀察 女生觀察 男生關心 女生關心 男生實踐力 女生實踐力 

性別對鳥類觀察、關心與友善實踐力之表現 

2.4

2.55

2.7

2.85

3.

3.15

中年級觀察 高年級觀察 中年級關心 高年級關心 中年級實踐力 高年級實踐力 

中、高年級對鳥類觀察、關心與友善實踐力之表現 

中年級觀察 高年級觀察 中年級關心 高年級關心 中年級實踐力 高年級實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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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吉利平安」隊的推廣鳥類關懷活動內容 

方案一 方式：快問快答 (圖 9) 

時間：晨會 

對象：全校師生 

目的：認識吉安國小校園常見的鳥類 

方案二 方式：海報設計。內容有吉安國小校園常見鳥類的圖文說明。(圖 10) 

時間：9 月 3 日到 10 月 30 日 

對象：全校師生 

目的：認識吉安國小校園常見的鳥類。培養關懷鳥類的情感。 

方案三 方式：行動劇演出「停看聽！正確救援雛鳥寶寶」(圖 11) 

時間：晨會時光 

對象：全校師生 

目的：培養正確處理受傷小鳥的能力和態度。 

                               

   

圖 9 快問快答活動 圖 10 製作海報 圖 11 行動劇演出 

                                               

參、研究結論及建議 

      我們依據研究的相關結果，提出一些想法與建議，希望能提供給學生、家長、教育工作

者以及未來研究者做為參考用，以下列所示。 

一、根據問卷調查得知中年級對鳥類觀察、關心與友善實踐力之表現上都有成長的空間，加

上中年級學生的上課地點多在校園南側大樓。因此建議在中低年級的學習教室附近綠地

環境，增加教育說明、解說牌等。 

二、根據問卷調查得知年級愈高，對鳥類觀察、關心與友善實踐力之表現上都比較好，因此

我們寫信給學校圖書館老師，希望能透過圖書館教育推廣，設立專書介紹校園的野生動

植物，讓每一次進入圖書館閱讀的小朋友都有機會閱讀，增加印象。 

三、持續監督我們的課本教材內容，建立一份讀者和出版社互動溝通的機制。 

四、我們這一次的研究也有一些限制，例如研究時間剛好是鳥類繁殖期的末端，又恰好是暑

假期間，無法實際演練救傷行動，所以我們期許未來有機會，可以再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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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親愛的同學你／妳好:  

這是一份研究問卷，主要的目的是想要了解吉安國小的學生對校園常見的鳥類的關心程

度。請根據自己的感受誠實回答，答案沒有所謂的對、錯之分，僅供研究之用，和成績無

關、更不會對外公開，請放心作答。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舉手發問，但請不要遺漏

任何一題。非常感謝你／妳的配合！祝： 

幸福快樂 

吉利平安隊   106 本土使命研究小論文 

指導老師：劉亮伶老師  陳雍青老師上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請在適當選項前的□中打 V) 

1.性別:   □1.男生 □2.女生 

2.年級:   □1.國小六年級 □2.國小五年級 □3.國小四年級 □4.國小三年級  

第二部分:「對鳥類的觀察量表」 
(請仔細讀過題目中的短句後，以個人主觀感受為依據，圈選出符合自己狀況的數字。五個選項分 別
為：1.「從來沒有」、2.「偶爾這樣」、3.「有時這樣」、4.「常常這樣」、5.「總是這樣」。每一題
只能圈一個數字。 )  

「對鳥類的觀察量表」 從來

沒有 

偶爾

這樣 

有時

這樣 

常常

這樣 

總是

這樣 

1 我在吉安國小的校園裡會常常聽見鳥的叫聲。 1 2 3 4 5 

2 我在吉安國小的校園裡會常常看見鳥在飛翔。 1 2 3 4 5 

3 我看過吉安國小校園裡的樹上有鳥巢。 1 2 3 4 5 

4 我能分辨在吉安國小校園裡出現的鳥類有不同的種類。 1 2 3 4 5 

5 我可以說出吉安國小校園裡常常出現的鳥類名字。 1 2 3 4 5 

「對鳥類的關心量表」 從來

沒有 

偶爾

這樣 

有時

這樣 

常常

這樣 

總是

這樣 

1 我喜歡在吉安國小校園裡聽一聽鳥叫聲。 1 2 3 4 5 

2 我喜歡在吉安國小校園裡用眼睛觀察鳥類。 1 2 3 4 5 

3 我會翻閱鳥類圖鑑或請問老師，找出吉安國小校園常見的

鳥類有哪些。 

1 2 3 4 5 

「能友善鳥類的實踐力量表」 從來

沒有 

偶爾

這樣 

有時

這樣 

常常

這樣 

總是

這樣 

1 遇到受傷的小鳥我會想辦法幫牠，例如找老師幫忙。 1 2 3 4 5 

2 看到有同學對小鳥不友善時我會阻止他。 1 2 3 4 5 

我願意和同學分享我對鳥類的知識和感情。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