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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課程-執行成果總報告 
單一課程/跨領域課程 

一、課程內容特色 
本課程強調「動物福利「、「與動物和諧相處「與「責任:飼主責任與消費責任」，並以校園為實踐範疇，帶領

學生思考校園內人類、同伴動物、經濟動物、展演動物、實驗動物及野生動物之間的關係，課程的操作設計

成雙主軸，地主軸將大量應用團體討論、思辯尋求相互共榮的平衡點與管理辦法，進而透過學生專案的執行，

去推動動物友善校園的營造。第二住軸則安排一系列與動物福利實際推廣相關的講演、電影觀賞、講座與工

作訪，提供同學基本動物福利的知識；啟發同學思考動物議題，同時用成功的動物議題推動讓同學們學習如

何策畫與行動。 

二、特殊創意/活動規劃 

 學生團隊實作方案執行 

 方案執行討論：世界咖啡館 

 友善動物團隊講座：本課程總共邀集三組不同領域的友善動物團隊進行演講，包括「有毛氏」、

「野灣」和「搜救犬」，涵蓋學生社團推動流浪動物議題、專業獸醫團隊執行野生動物救援、

以及專業訓犬員如何篩選訓練搜救犬，做為同學們發想議題及推動議題的範本。 

三、教學策略/教學方法 

 

本課程將採用創新的「一核心雙主軸」之平行教學架構進行課程內容之設計。 

 「一核心」乃指課程主軸主在培養學生對待動物的核心價值觀：人與動物共享空間、動物福利

及飼主責任。 

 雙軸平行教學：包含第一主軸為學生提案、自組團隊、討論並執行企劃案；第二主軸為基本知

識傳授與與動物相關教學活動，包括動物福利、分組與提案策略。 



四、課程/學程相關產業分析 
本課程透過學生「做中學」方式，實際參與「動物友善校園」之推動與落實。各組方案的推動採取

「動態展出」、「海報設計」、「鴿害調查」、「短片製播」等多元方式，將與同伴動物、經濟動物等相

關福利議題結合，充分發揮學生創新創意。 

五、整體活動執行成果效益 
 舉辦 3 場講座，使學生從不同的層面思考友善動物的方案，以提升方案執行能力 

 學生參與課程進行方案計畫設計，以改善校園以及鄰近社區的人與動物的關係。方案中分別包

含以下三大類型：行動派、記者派、倡議派，共計 7 個方案。 

 

六、多元評量尺規 

 個人團體成績：60% 
 課堂參與：10*2%=20% 
 講座或影片記錄：4*10%=40%課程結束後三天內，完成課程記錄表單 

 團體成績：40% 
 進度報告 4*5%=20% 
 期末口頭報告 10% (同儕互評) (成果呈現)  
 期末書面報告 10% (方案設計+行動歷程+活動檢討) 

七、學生整體意見與回饋 (整體活動滿意度、文字意見回饋等) 
 暫無 

八、檢討與建議 



 課程先修建議：本課程強調「動物福利」概念的應用與實作，但動物福利等理論以及相關議題

牽涉範圍頗廣，在本學期中要兼顧理論以及實作，在時間上略顯不足，僅能在開學前幾周進行

廣泛性地介紹。因此，建議學生在修過「動物福利學」等動物相關的論述課程後，深度了解動

物福利、以及與動物相關議題後，再修習本實作課程。 

 疫情影響：本學期中後期由於疫情關係，講座、課程以及與學生的晤談多改為線上進行。線上

課程雖然方便，但是在討論的互動與效果上仍十分有限。其次，學生所設計的實作方案也深受

疫情的影響，尤其原本規劃進入鄰近國中小校園進行宣傳與合作的團隊，都受到相當程度的影

響。不過，面對疫情，學生在學期末產出的實作方案仍相當豐碩與多元，許多方案也因應疫情

進行微調，也顯見學生在面對多變化的疫情時代下所展現的彈性與應變能力。 

九、與本課程相關成果報導、競賽獲獎或研討會發表 
無 

十、活動精彩剪影 (請檢附二至四張活動照片，並予以簡述) 

 

 

從凝視動物到動物電影賞析 學生友善動物團隊「有毛氏」來課堂分享 

 
  



附件一 

活動紀錄表 
活動主題 蛤？到底在搞什麼毛？ 

活動時間 2022 年 03 月 29 日 17 時 30 分 至 19 時 30 分 

活動地點 環境學院 A136 

主講人 有毛氏團隊 

參與人數 20 

活動內容 

 活動進行方式與內容 

2020 年，一群期望推動友善動物理念的學生組成了「有毛氏」，希望透過自發性

籌組的團體，執行友善動物社區共融的計畫。在該團體活動的這兩年多中，該團

隊舉行不同類型的活動，包含校園以及社區的培訓課程、講座以及小市集，透過

不同類型的活動，也希望透過組成在地動物友善社區共學團、以及動物友善社區

技巧的訓練課程，促成動物以及人的互動，達成社區友好動物的理念。 
 
本演講為本學期第一個系列演講。作為第一個演講，從鄰近的小尺度空間中出

發，企圖引起同學們對於周遭環境（例如校園或社區）人與動物關係的關懷。

由於「有毛氏」的經驗，是由熱情轉變到具體行動的團隊，呼應課程中方案的

發想，因此，企圖透過邀請有毛氏，啟發同學們從抽象的熱情轉為具體實踐的

方法。本次演講希望達成以下目標： 
 
 有毛氏經驗的經驗傳承 
 如何將日常生活對於動物的關懷化為具體的行動 
 方案的展現以及實踐 
 
 講座重點與預期助益 
 
有毛氏團隊從自身的經驗談起，由一句話「行動從發現問題開始」，引導現場同

學們省思周遭的動物議題。參與有毛氏的同學們從觀察校園犬以及社區犬的人

與動物的衝突不止開始，逐漸發現這些未經過訓練的犬隻送養不易的問題，尤其

米克斯犬隻送養的困境，因此萌發了企圖透過「訓練」、「加強社區與犬隻的接

觸」以及「私人收容所拜訪」等多方面出發，透過這些方案獲得幾項訓練，包含 
 
 如何定義以及匡列有意義的受訪人/個案 
 深度訪談的訓練 
 自身的優勢：盤點自身擁有的優缺點以及資源 
 尋找資源 
 如何從受訪案例解決初始的問題 
 
透過兩年不同計畫的執行，包含「青年迴響計畫」以及「壯遊台灣感動地圖計

畫」，拜訪不同類型的私人收容所，並且整理收容所管理上的優缺點，近一步回

饋到自身方案的解決途徑。 
 
有毛氏團隊同時也帶了目前正在陪伴的犬隻到現場與同學們互動，讓同學們理

解，只要透過良好的訓練，可以增進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以及溝通，另一方面，

也可能透過經過訓練，讓流浪動物更快親人，融入人類家庭以及社會，改善在認

養上的困難。 
 



活動回饋 
與 
成效 

 意見與回饋 
 
同學們對於學長姐們的經驗以及分享，引起比較大的迴響部分分別為： 
 
 互動時間：與狗互動大概是這次演講中最令大家興奮的時刻。講者親自示

範、並且邀請同學們上台操演如何「正確地」與狗互動，讓同學們更加理

解該如何建立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並在關照動物福利與感受下接觸動物。 
 
 TNVR 造成的人與動物的衝突：部分同學也針對近年來民間以及政府推動

的 TNVR 所衍伸的相關問題提問。例如「是否支持定點餵食的觀念以及行

動」？定點餵食，常常以「愛以及關心」動物來包裝，然而定點餵食遊蕩

貓狗除了容易造成環境髒亂、以及人與動物之間的衝突外、也容易造成遊

蕩動物與野生動物之間的衝突，尤其貓狗作為精明的獵人，是都市非人動

物食物鏈的頂端，很容易造成當地野生動物的危險。 
 
本次學長姐們的親身分享，在後續的方案討論過程中，確實看到有毛氏經驗啟

發的成效；尤其幾組針對鄰近社區遊蕩犬議題的方案實作，不僅延續有毛氏的

策略、也避免有毛氏過去曾經碰過的困難之處。 

活動剪影(請檢附二至四張活動照片，並予以簡述) 

  

演講者引導同學如何與狗互動 有毛氏的起點：我們為何開始？ 

  



活動主題 野灣演講-有你相挺，重返山林 

活動時間 2022 年 04 月 12 日 17 時 30 分 至 19 時 30 分 

活動地點 Google Meet 線上演講 

主講人 野灣(Wild One) 野生動物保育協會環境教育專員詹欣穎  

參與人數 46 

活動內容 

 活動進行方式與內容 

本演講為本學期系列演講之二。有別於第一個演講，從鄰近的小尺度空間中，企

圖改善人與動物的團隊「有毛氏」的企圖心，第二個系列講座則邀請座落在台東

池上的野生動物救護醫院「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的環境教育專員詹欣穎講師

來進行分享，使課程同學能夠跳脫「同伴動物」的視角，從更多元的「野生動物」

的角度，來瞭解當代社會中，人與動物間的多重與多元關係。 
 
野灣由八位野生動物工作者所創立。當初創始人之一綦孟柔有鑒於台灣東部都

市化程度較不似西部為高，因此動物與人類的關係與西部迥然不同，也就是「野

生動物」與人的衝突更為廣泛；加上綦孟柔在救助遭受遊蕩犬攻擊的野生動物過

程中，察覺到東部動物救助的資源較少，因此聯合多位野生動物工作者在台東池

上組成協會，以救助與安置受傷的野生動物為主，為動物醫療資源較為稀少的東

部，添了不少增加「動物福利」的資源。 
 
 講座重點與預期助益 
 
有別第一次的演講著重在「同伴動物」以及「鄰近社區」的日常生活尺度，本次

演講著重在「野生動物」照護的議題，無論在關注的動物類型以及空間，都有明

顯的差異。講者詹欣穎講師擔任野灣的教育專員多年，對於野灣的發展、救護動

物的經驗頗有深入的鑽研。在與講者溝通講座的內容時，我們考量增加與深化同

學對於野生動物救助的相關知識，並從人與野生動物的衝突來去思索人與動物

的關係、以及如何「共存共好」，故講者分享的內容著重於以下幾個面向： 
 
 人與野生動物的關係； 
 在人類過度開發的情境下，人的生活範疇與動物的生活領域高度重疊，

使得人獸衝突的議題日愈劇烈； 
 
講者並從人類與動物衝突的議題出發，透過野灣協會過去多年來野生動物救助

傷殘的故事的分享，生動地展現了當前台灣野生動物救助的現狀，以及面臨的

困境。並由此出發點，介紹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的起心動念、當前的發展與

相關業務。透過野灣的分享，課程企圖引起同學們對於非同伴動物的關懷，例

如野生動物、經濟動物或實驗動物等，都需要人類社會的關注與討論。雖然對

同學來說，同伴動物應該是最經常接觸的動物類型，但課程也希望同學們不僅

囿於同伴動物的觀點，而更冀擴展同學們對於「動物福利」的討論以及實作的

動物類型。 



活動回饋 
與 
成效 

 意見與回饋 
 
透過詹講師的分享，同學們了解到台灣的野生動物事實上受到人類的打擾甚深，

並且引發各種不同類型的衝突在及傷害。例如，穿山甲常因為被視為補藥而被獵

捕、或被遊蕩犬攻擊造成傷亡；或黏鼠板的設置造成許多動物誤觸而死在黏鼠板

上，就算沒有死在黏鼠板上，也常因為掙扎而造成嚴重的撕裂傷害；而部分野生

動物也因為私養人不理解野生動物的習性而造成不當私養、甚至造成動物的死

亡等。 
 
隨後，同學們也對於日常生活中遇到急難需要救助的野生動物的處理方式，感到

興趣。詹講師介紹了簡單地的處理方式，尤其強調通報的重要性，讓同學未來遇

到受傷的野生動物時，不至於因為錯誤的處理而造成野生動物傷勢的加重甚至

傷亡。 

活動剪影(請檢附二至四張活動照片，並予以簡述) 

 
詹講師正在展示野生動物經常受傷的類型 

 
詹講師引發同學們思考「日常生活中該如何協助野生動物」 

 
  



活動主題 工作犬的篩選、養成、訓練、工作以及福利（以搜救犬為例） 

活動時間 2022 年 05 月 10 日 17 時 30 分 至 20 時 30 分 

活動地點 環境學院 A136 

主講人 領犬員林鴻麟 

參與人數 20 

活動內容 

 活動進行方式與內容 

本次很榮幸邀請到台北市政府消防局領犬員林鴻麟先生帶著他的工作夥伴一起

來介紹工作犬的議題。近年來由於台灣流浪犬隻的氾濫，許多單位提出「工作

犬」或「工作貓」的概念，企圖消耗流浪動物造成的社會以及照護問題。林鴻麟

先生從自己所訓練的搜救犬的經驗出發，告訴大家成為搜救犬的重要關鍵以及

議題，並且加以分析，為何「訓練流浪犬為搜救犬的可能性不高」的癥結。 
 
林鴻麟先生目前正在台北市政府消防局任職，專門陪伴以及訓練國內搜救犬。台

灣搜救犬的歷史必須回溯到 921 大地震時，當時日本以及土耳其等國救援犬來

台灣協助救援的經驗，使得政府逐漸如何訓練人與動物之間的工作夥伴關係，使

用搜救犬協助搜救的訓練。 
 
 講座重點與預期助益 
 
本次演講著重於幾個議題，包含 
 
 搜救犬是什麼？如何運用搜救犬？ 
 工作犬的篩選、養成以及訓練 
 搜救犬退休條件以及退休後的福利。 
 
課程中希望透過本次的演講，讓同學們認識另一種較少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動

物類型：工作動物。大家較常想到的工作犬莫過於導盲犬或獵犬，而搜救犬也是

工作動物的其中一個部分，比起其他類型的工作犬，其與人類的關係更為密切，

因為搜救犬就是人類手腳的延伸，在災難現場代替人類進入無法進入搜救的領

域；也因工作場域危險度極高，因此領犬員與搜救犬之間的合作默契要非常高。 
 
高默契的人與動物的關係，是需要透過長時間的訓練與相處才能培養。領犬員讓

同學們知道搜救犬的養成過程，其複雜以及艱辛的訓練過程，不只是犬隻與領犬

員的訓練，也是連結特殊的「人與動物關係」的訓練過程。也因此，領犬員提醒

同學，部分政府單位最近幾年極力推動「將流浪動物訓練成工作犬」的理想，事

實上非常不容易達成。一方面由於不同類型的工作犬需要特定的個性，因此會需

要仰賴特定品種的犬隻，例如導盲犬多半為拉布拉多犬，而這次帶來的搜救犬為

德國狼犬；另一方面，「犬隻的穩定度」以及「人與動物之間的相互依賴與關係」

的穩固，都需要從小培養，但流浪犬通常已經成年，因此更為不易。 
 



活動回饋 
與 
成效 

 意見與回饋 
 
領犬員生動的現身說法，以及示範領犬員與搜救犬之間的緊密連結，著實讓同

學們上了一堂寶貴的課程，畢竟，平常並不是太容易看到搜救犬的身影。同學

發出以下幾點提問 
 
 領犬員與搜救犬之間的關係是否為一對一關係？ 
 搜救犬的「薪水」以及「退休後的福利」是什麼？ 
 領犬員既然與搜救犬關係緊密，領犬員是否可以認養退休後的搜救犬？ 
 
顯然同學們都很關心搜救犬退休後的「狗生」。林領犬員解釋，一般而言，搜救

犬在服役時，非執勤時間可以與領犬員回家生活；而多數搜救犬會在七歲退休，

最多得延長一年，因此最長搜救犬必須在八歲退休。台北市有比較完善的搜救犬

退休機制，當搜救犬退役後，政府會尋找適合的寄養家庭，並且提供飲食與醫療

等支援，直到搜救犬的終老。 
 
由於搜救犬自小得到完善的訓練，因此多可以順利融入寄養家庭。而寄養家庭的

選擇，也以與搜救犬最親密互動的對象為首要選擇。因此，許多領犬員確實也成

為寄養家庭的第一候選人。 
 
這些分享，確實讓同學們更能理解在人類社會中，為人類服務的工作動物，以及

多元的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當我們關注「工作動物」的議題時，

除了用謹慎的角度思考動物福利，並且思考是否奴役動物的同時，也必須要細心

地關懷與承認，在工作訓練的過程中，人與動物產生的緊密情感以及連結。 
 
工作動物的養成以及工作過程，並不會只有「剝削」的關係而已。 

活動剪影(請檢附二至四張活動照片，並予以簡述) 

  

領犬員示範「服從訓練」，讓搜救犬等待訊號 會後同學們與搜救犬的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