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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8 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後，人類以「現代性」的思維，無止境地開發土地、

發展經濟。兩百年後，1970 年代人類深刻感受到破壞生態環境之苦，開始重視

環境議題；1972 年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發表《人類

宣言》，呼籲共同致力改善環境（王秉倫，2012）。在人類追求經濟及便利的生活

型態下，環境遭逢強大的威脅，工業開發連帶著大面積的生物棲地被迫變成一間

又一間的工業廠房，火力發電燃燒大量的煤產生空氣污染，工業廢水的排放造成

河川污染，而海洋，則默默承受並成為這大量污染的最終站。 

當大地發出悲鳴，海水不斷上升，因為工業國家造成的溫室效應加劇，導致

於太平洋小島上的人民被迫遷移熟悉的成長環境，他們的國家成為現代的雅特蘭

提斯，永遠沈沒於海水之下；每年帶給臺灣豐沛雨水的颱風，伴隨海水溫度的上

漲，一年比一年強大，挾帶大量雨水的同時，也影響受開墾而土石鬆動的山坡地，

產生土石流，掩埋了一個又一個村落。當人們追求利益，而將土地過度開發的同

時，我們應該有所警惕，地球正用反撲的聲音警告著人們，我們該停下凡事以錢

為第一的腳步了。 

因此我國於 2010 年訂定環境教育法，規定全國各機關學校的員工及學生，

每年必須接受四小時的環境教育課程，並於第一條寫下：「為推動環境教育，促

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與責任，進而

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義，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

以達到永續發展。」（環境教育法，2017） 

二、臺灣失去的美麗身影 

板塊擠壓而形成的臺灣，擁有多樣化的地形及植被，因而發展出多元而豐富

的生態系統，因此在大航海時代，有來自西班牙及荷蘭的探險家，以臺灣的動植

物產品作為出口貿易的大宗，也導致於島上的梅花鹿曾一度銷聲匿跡。與梅花鹿

一樣有著特殊而美麗花紋的雲豹，對於現代人只能口耳相傳，他們存在於臺灣的

唯一證據，只剩下收藏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內的一隻標本及少數幾張自日治時期流

傳下來的照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8F%B0%E7%81%A3%E5%8D%9A%E7%89%A9%E9%A4%A8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1），頁 296-299 自由評論 

第 297 頁 

三、瀕危的石虎 

石虎是除了可能滅絕的雲豹外，臺灣僅存的原生貓科動物，分佈記錄為海拔

1,500 公尺以下的地區，而海拔 500 公尺以下的淺山地區密度較高，是主要的棲

息環境。但這些地區多受到人類大量開發，對於石虎的生存造成威脅，加上非法

獵捕等壓力，族群現況不樂觀，已列為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卻常把牠歸入「害

獸」之列。 

石虎危害行徑最惡名昭彰的是偷吃雞，早從 1996 年，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就收到一隻因為到雞舍偷吃雞，而被雞舍主人以獸鋏捕捉到最後傷重不治死亡

的石虎。這樣的案例並非少數，但只有少數會被送到急救單位，我們對於這樣的

狀況十分憂心，利用獸鋏僅是其一，我們訪談雞舍主人時，他們總提及雞隻受危

害時，常以毒餌對付石虎。（林育秀，2013） 

除了人類的獵捕毒殺，石虎面臨的危險還有森林棲地被砍伐、大規模的開發

之外，切割成一塊又一塊的土地，變成遊樂區、觀光景點，帶來了人潮錢潮，車

子馳騁在石虎的生存空間，換來一具又一具石虎冰冷的遺體——路殺，是近年石

虎生存的重大威脅之一。 

四、紀錄片的訊息傳遞 

「大地的孩子－小石虎返家之路」是由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所拍攝的石虎保育紀錄片。影片中提到，2007 年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接收一

對因農民整地而發現的石虎兄妹，決定開始首次石虎研究野放計畫，作為未來石

虎復育及圈養繁殖的開端，並將兩兄妹命名為——小公、小母。小公在園區長大

後，與另一隻名為阿姓的母石虎配對，並繁衍後代——集利、集寶。 

集利、集寶成為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主要野外復育的對象，因此中心為他

們打造了和野外相似的棲地環境，及訓練他們在野外生活所需的各項技能。研究

人員也同時向日本成功復育西表山貓的專家學習，未來野放後的追蹤及保育推

廣。野放地點為於南投縣集集鎮，中心人員也舉辦了說明會，希望取得鎮上居民

的共識，並透過預防及補償等方式，降低石虎與當地雞農的衝突。並透過一連串

的活動，讓鎮上居民對石虎有更多的了解及認識，原來石虎對當地的生態保育有

很大的幫助。在人類對石虎的排斥及威脅減少之後，中心也為集利、集寶安排了

天敵的躲避訓練，希望這對石虎兄妹能在野放後，平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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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活潑愛冒險的集利戴著追蹤器順利野放，卻在 23 天後，無線電追蹤不

到他的訊息，這也引發中心人員討論是否該延後或取消集寶的野放計畫？但在欠

缺石虎的研究下很難達到為石虎設計保育計畫，因此仍照原訂時間野放集寶。集

寶野放後的第 8 天被發現跛腳且明顯的削瘦，因此中心人員決定圍捕並將牠帶回

中心治療。多方考量下，研究人員決定將集寶送到臺北市立動物園做親善大使，

盼能透過牠們一家的故事，傳遞更多對石虎的認識及保育給大家，讓石虎能再活

躍於臺灣的土地上。 

五、生態多樣性的重要 

隨著環境破壞，海水上升、地球溫度升高、森林的濫墾濫伐，導致地球上的

生物不是瀕臨絕種，就是已經消失於地球上。近 50 年來，世界人口由 25 億成長

為 60 多億的過程中，人類耗盡了地球上 1/4 的表土，以及 1950 年代的 1/5 可耕

地和 1/3 的森林，並鉅觀地改變了大氣的結構。其中最嚴重的生態問題是生物物

種的滅絕。將化石紀錄顯示的物種平均存活史與過去幾世紀以來的物種滅絕速率

的實況兩相比較，可估計出目前的滅絕速率約為每年 1,000 種，意味著演化出一

個新的物種的同時，將有 500 到 1,000 物種從地球上永遠消失。我們預估在 2050

年時高達 1/3 之全球物種將滅絕或瀕危，另外的 1/3，也許將在本世紀末走向絕

路（臺灣國家公園，2018）。臺灣已失去美麗的雲豹，曾經在野外易見的石虎，

目前樂觀估計野外尚存的 400 隻，若是石虎絕跡，對於生態系的傷害，是多大的

威脅？ 

六、結語 

新課綱上路後，環境教育是議題融入課程的重要內容之一。針對人類發展所

引發的環境問題，進行學習、了解、與行動；從 1950-60 年代快速工業發展所

產生的環境汙染問題、從人類生活空間擴大所導致的生物多樣性消失、及生活需

求提升所引發的資源耗竭，甚至是目前最受人矚目的氣候變遷衝擊，都是環境教

育的核心標的（教育部，2017）。 

透過紀錄片讓我們知道，石虎和人類的關係可以不必劍拔弩張，人與動物不

是競爭關係，而是共生共榮。希望透過對生物的了解，能產生更大的保育觀念；

同時也對臺灣的原生動物及環境有更多的認識及關懷。從教育著手對環境保育的

重要性更是不遺餘力，孩子是我們未來的主人翁，透過環境教育帶領孩子省思經

濟發展和環境變遷的利與弊，擁有批判思維，才能不被利益蒙蔽了雙眼，更重要

的是，讓我們的子子孫孫有機會能在野外看見動物生活的模樣，而不是透過照片

和標本，傳頌這片土地上曾有過的美麗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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