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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今年暑假，自然老師向我們介紹了齊柏林導演「看見台灣」1紀錄片在網路

上的相關影片與照片。我們看了之後非常感動，激發了我們珍視這片土地的熱

情。7 月 23 日麥德姆颱風侵襲過後，校園滿目瘡痍，在清理完無數的斷枝殘葉

之後，讓我們想要為這片受創的土地做些什麼。整理校園的同時，發現了不少蛙

類出沒，我們就想要建造一個水生的棲地，吸引蛙類來產卵或是其他生物的聚

集。讓同學們珍惜這個美好的環境，「看見」鄉土的美好。 

 

二、研究目的 

 

我們建立了水生棲地2，遇到了很多問題，但也學習到很多解決的方法。我

們建立了三個不同型態的水生棲地，包括校園的棲地、民宿旁的棲地及住家型的

棲地。我們在建立棲地的同時，也記錄了校園附近無毒農作物的種植過程，可提

供政府單位一些農業政策制定的建議。我們的研究目的有下列幾點： 

（一）校園棲地，可以融合學校的環境教育課程，教育學生珍惜賴以生存的土地。 

（二）民宿棲地，可做為民宿的特色，帶動鄉土的生態旅遊，不但感性更具知性。 

（三）住家棲地，只要有穩定的水源，棲地的功能多樣，環境教育從家裡做起。 

（四）提供水生棲地之建置模式。 

（五）激發大家愛鄉愛土的精神。 

（六）提供無毒農業永續經營的建議。 

                                                       
1  《看見台灣》是由台灣空拍攝影師齊柏林執導的一部紀錄片。是台灣第一部在戲院上映，並以

全高空拍攝的畫面，講述台灣環境現況的電影。〈註四〉 
2  棲地的定義是生物在自然的情況下，對於居住或棲息地方的選擇。這種選擇是生命的一種表

現，是有法則，而非隨意或任意的。〈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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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小組上網蒐集了一些關於棲地建立的方式，並查閱相關資料，以最不傷害

大地的方式進行。最後徵詢附近農家的經驗及學長家人所提供的意見，找到了三

個水源穩定，棲地土地無爭議的地點，進行水生棲地的建立。我們的研究架構如

圖所示： 

 

（圖一）：研究架構圖（資料來源：本小組自行繪製） 

貳●正文 

 

一、校園棲地 

 

麥德姆颱風過後，我們在學校生態園區的角落挖了一個土坑，舖上透明的防

水塑膠布，同時也在水池四週圍上長條磚，防止下雨時邊坡的泥沙流入池裡造成

淤積污染。經過了二個多月的等待，發現水池非常清澈，環境優雅，布袋蓮3不

斷的繁殖，小水芙蓉4不斷增生，整個水池都擠爆了，後來也發現在布袋蓮四周

已有蝌蚪與小蟾蜍的蹤影。 

   

（圖二）：校園棲地生態水池（資料來源：本小組拍攝資料） 

                                                       
3

 雨久花科，多年生植物，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水生植物之一，用於水質淨化質。〈註一〉 
4  天南星科，多年生浮水性草本，走莖性強，全株密佈細白毛，用於淨化水質。〈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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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移除布袋蓮之後，蝌蚪與小蟾蜍
5現身（資料來源：本小組拍攝資料） 

 

二、民宿棲地 

 

我們向開民宿的學長提供了生態旅遊的點子，學長和他的家人都表示讚許，

同意我們把校園營建棲地的成功模式，複製到山邊的民宿。我們在山邊的廢棄水

溝，找到了一個做棲地的好地方。這個地方是山邊的落石堆，把水溝封住了，水

溝剛好有傾斜可以儲水。 

    

（圖四）：我們在山邊的廢棄水溝建立棲地（資料來源：本小組拍攝資料） 

 

一個星期之後我們利用假日到棲地觀察，發現竟然已經有青蛙的卵在水芙蓉

的葉片上了。這真是讓我們欣喜若狂，因為我們在學校的棲地可是足足等了二個

月，才有青蛙到棲地交配產卵。又過了一個星期，我們發現水池裡竟然多了青蛙

的卵泡，表示我們的棲地建置的非常成功，這讓我們要想辦法如何在放學下課

後，做完整的棲地觀察。我們決定在夜間做青蛙生態的觀察，老師擔心我們的安

                                                       
5  蟾蜍是蟾蜍科的動物，俗稱「癩蛤蟆」，大部分蟾蜍耳後有毒腺，分泌毒性分泌物。〈註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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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特別請學長的爸爸陪伴，以免發生危險。 

沒進行夜間觀察，真的不知道蛙類的夜生活這麼的豐富熱鬧。第一天我們就

看到了「莫氏樹蛙6」在求偶。接著每天都有不同的戲碼上演，我們查了蛙類圖

鑑之後，發現有白頷樹蛙7，也有拉都希氏赤蛙8而且機乎每天都有青蛙的到來，

也不怕我們在一旁偷窺，甚至連青竹絲9和水蛇都出現了。 

    

（圖五）：民宿棲地生態豐富目不暇給（資料來源：本小組拍攝資料） 

 

    

（圖六）：民宿客人豐富的生態之旅（資料來源：本小組拍攝資料） 

 

三、住家棲地 

班上有位同學的家長以剪檳榔批發為業，家人想要挖一個大水池養魚和洗檳

榔，我們也提供了我們的想法，同學的家人也欣然同意，也營造出很棒的水生棲

地。我們建議要在水池的岸邊要留一段淺淺薄薄的岸灘，讓青蛙可以在岸邊產

卵，又不怕被魚吃掉，晚上也能夠聽青蛙的叫聲睡覺，真是最棒的鄉間生活。不

到一個月的時間，已有成千上萬的蝌蚪在淺灘出現。 

                                                       
6 莫氏樹蛙，是台灣淺山地區最常見的綠色樹蛙，分布最廣泛，成體的大小約 4-5 公分。〈註七〉 
7  白頷樹蛙，公 5-6cm，母 6-7cm，吻端尖，蛙背棕色，上唇白色。〈註七〉 
8  拉都希氏赤蛙，眼後兩團白色頷腺顯著，公 4-5cm，母 5-6cm。〈註七〉 
9  青竹絲又名福建竹葉青，是一種分佈於印度、尼泊爾、緬甸、泰國、中國大陸、臺灣的蝮亞科

竹葉青屬毒蛇，有三個亞種。〈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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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住家棲地的建立，蝌蚪成千上萬（資料來源：本小組拍攝資料） 

 

（圖八）：住家棲地水池剖面圖及相對位置（資料來源：本小組繪製拍攝資料） 

 

 

參●結論 

 

限於興趣與能力，我們只能營造些不同的水生棲地，打造美好的生態家園。

蛙類是對水質最敏感的生物，因為牠們要用皮膚呼吸，而棲地的建立離不開乾淨

的水，我們鄉土的灌溉用水，都來自樹湖溪10，可證明我們隨手可得的水質的純

淨，這是其他縣市所欠缺的環境，也值得我們珍惜愛護。我們也希望能夠拋磚引

玉，啟發大家對鄉土的熱愛，會有更多不同種類型態的棲地出現，打造美好的家

園。 

 

三種棲地的建立，可以提供校園、民宿及住家的參考。畢竟有個豐富的生態

環境，才能讓人領受大自然造物的偉大，而能珍惜愛護這片居住的大地。棲地的

建置不但可喚起人類對大地的愛，也可帶動生態體驗、生態攝影或生態觀察，極

具知識學習與教育功能。 

 

                                                       
10  《花蓮縣壽豐鄉樹湖社區農村再生計畫》，樹湖愛鄉協進會，P16。〈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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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上述的功能與優點之外，我們也有些不錯的發現與建議，可提供對水生

棲地建置有興趣的同好參考。在校園棲地建置期間，我們也用心觀察了四周的農

田，發現了很重要的課題，可提供政府農業部門相關的參考。我們的發現與建議

如下： 

 

一、建立棲地時所遇到的問題與發現 

 

在建立棲地的期間，我們遇到了不少問題，但也一一解決。其中水源的取得 

是最重要的一項。其實只要有水，就會有蛙類的聚集，但是只要水一乾涸，即使

蛙類有來產卵，也無法讓蝌蚪繼續生存。所以，自然流動的灌溉水源是最佳的考

量。 

 

我們發現營造蛙類產卵的環境也很重要，在營建校園棲地的時候，我們是先

用回收的廣告帆布舖設在土坑上，與大自然的顏色很不諧調，而且油墨也容易讓

池水發臭。後來我們改用透明的塑膠防水布就解決了這個惱人的問題。 

  

（圖九）：廣告帆布與透明塑膠布的差別（資料來源：本小組拍攝資料） 

 

在建立山邊的民宿棲地時，我們接受了附近農民的建議與經驗，在水溝邊坡 

吊掛些枯掉的椰子葉，讓青蛙可攀爬，也可產卵在葉縫裡，也用水芙蓉或布袋蓮

來可淨化水質，結果非常成功。蛙類會在椰子葉內交配產卵，我們認為這是蛙類

的本能，如果直接將卵產在池水中，卵容易被水中生物吃掉。但如果產卵在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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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縫中，等蝌蚪孵化抖動後自然會掉到池水中，天生會游泳的蝌蚪自然比不會動

的蛙卵的存活率高上很多。不得不佩服生命的智慧與奧妙。 

 

（圖十）：椰子葉是蛙類產卵的保護所（資料來源：本小組拍攝資料） 

 

我們將這三個多月來，三個不同棲地的記錄整理如下，發現人類活動愈頻繁

的地方，所聚集的生物愈少。由此可見，人類對環境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所以我

們要更愛護我們的這片土地。我們發現人車較頻繁的區域，是以「蟾蜍科」的蛙

類為主，而山邊的區域是以「雨蛙科」的蛙類為主要的活動範圍，我們的研究成

果也和蛙類研究的相關資料相符合11。 

 

（表一）：三類棲地記錄表（資料來源：本小組整理分析） 

棲地種類 人車活動程度 建構地點 蛙類交配所需時間 生物數量種類

校園棲地 中度 生態園區 二個月 
種類單調 

以蟾蜍為主 

民宿棲地 弱度 山邊水溝 一星期 
種類多樣 

以雨蛙為主 

住家棲地 強度 住家旁 一個月 

住家接近山區

發現的蛙類有

蟾蜍與雨蛙類

                                                       
11  《台灣動物季刊》，〈臺灣蛙類的分布及棲地利用〉，29 卷，p107，楊懿如。《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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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毒農業的困境 

 

校園棲地建置期間，我們也用心觀察了四周的農田，我們的家鄉以無毒農業

自豪，除了有乾淨的水源，更有無污染的土地。看著四周農田裡的各種作物，有

高麗菜，茄子，玉米，水稻，真是種什麼有什麼，而且是天然無毒的農作物。 

 

甚至，我們荒廢多年，雜草叢生的校園生態園區也由五味屋借用，種植洛神

花。看著洛神花在五味屋的孩子灌溉照顧之下，不斷成長茁壯，我們就感到對這

片土地的感激，也看到台灣的希望。 

 

但也因產量過剩，或是無毒農作物成本較高，高麗菜根本沒採收就任其腐

爛，看到鄉親心血沒有回收，我們真的好心疼。也呼籲政府單位要有效規劃種植

各類農作物的區塊，也要建立暢通的銷貨管道，讓靠天吃飯的鄉下農人，辛苦不

白費。 

   

（圖十一）：五味屋的小朋友利用假日到校園生態園區整地種植洛神花。 

（資料來源：五味屋提供資料） 

  

（圖十二）：高麗菜大豐收，但卻因產量過剩，沒採收任其腐爛。 

（資料來源：本小組拍攝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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