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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兩棲類有三十七種，從海平面到三千公尺都能發現牠們的蹤跡，是非常容易觀

察、接近的生物，是最佳的保育教育教材，也是環境監測的利器。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索

兩棲調查志工對於網路數位學習的需求，包括瞭解目前兩棲調查志工使用網路現況、並探

究兩棲調查志工對兩棲類專業領域網路數位學習課程之需求。研究資料的蒐集是針對

2003-2007 年之兩棲調查志工及 2008 年參加兩棲調查志工培訓之學員，運用「利用兩棲調

查志工數位學習需求」及「兩棲調查志工課程滿意度」問卷蒐集所需要的資料，並採用描

述性統計分析問卷。研究的結果將作為未來發展網路數位學習課程之參考，希望藉由數位

學習的方式，能讓更多人瞭解及喜愛兩棲類，並加入兩棲類保育的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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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兩棲類有三十七種，從海平面到三千公尺都能發現牠們的蹤跡，棲息的環境也非常

多樣，包括都市、稻田、平原、池塘、森林、溪流等，是非常容易觀察、接近的生物，是最

佳的保育教育教材，也是環境監測的利器。但隨著台灣經濟發展，以往常見的兩棲類，也越

來越少了(楊懿如等，2005)。根據研究顯示，造成兩棲類減少的主要原因包括棲息地破壞及

改變、全球氣候變化、化學污染、疾病及病原、外來種、商業利用等(Semlitsch, 2003; Kiesecker 
etal., 2004)。在國外，已有許多研究團隊嘗試運用志工進行野外資源調查，以利於做大尺度

的監測，協助推動兩棲類生態保育。DAPCAN(The Canadian Declining Amphibian Populations 
Task Force)就是加拿大一個運用志工進行兩棲類調查相當成功的團隊，自1992 年開始招募志

工，有計畫的培訓志工以進行相關的調查工作(Green，1997)。                           
自2003年起，國立東華大學研究團隊楊懿如等人及中華民國自然生態攝影學會合作執行

兩棲調查志工的輔導工作，並於2003至2004年進行「桃園縣國小教師兩棲資源調查計畫」，

培訓國小教師成為兩棲調查志工，每個地區皆進行兩個年度的培訓調查計畫，第一年度以人

員訓練及規劃調查方法及地點為主，第二年度開始有系統的調查及收集資料，並定期回傳到

資料庫。培訓方式為辦理三天兩夜兩棲類調查資源訓練班，上課內容包括台灣兩棲類分類、

生態習性及調查方法，包括室內課程12小時及夜間戶外實察8小時。總計2003至2008年期間已

經完成北部、桃園、花東、嘉南、屏東地區教師兩棲類資源調查培訓，目前全台共有31個志

工團隊，志工人數為170人。經由課程的訓練，讓教師擁有實地調查，資料的蒐集與上傳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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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教師反應良好，希望調查能持續進行，並建立全國性交流網絡(楊懿如，2004；楊懿如等，

2007)。因此，研究團隊在2006及2007年陸續建置完成兩棲調查資源網http://tad.froghome.org
及蛙蛙世界學習網HThttp://learning.froghome.orgTH，提供兩棲調查志工上傳資料及學習的數位平

台。 

    楊懿如(2007)指出，運用志工進行兩棲類調查有其優劣所在，優點是能更迅速有效的累

積資料，而缺點則是志工的調查資料一致性與嚴謹程度不像專門研究人員有較高的品質；因

此有必要定期針對兩棲志工辦理培訓課程以提升兩棲志工野外調查品質。以往兩棲調查志工

培訓方式將學員集中在同一個場域進行面對面的授課教學，而兩棲調查志工散佈在台灣各

地，有著空間上的區隔，考量平時若要把全國各地志工集中培訓，須耗費龐大的人力、物力

及金錢，因此辦理培訓的時間為一年一次，但這樣的培訓模式容易造成兩棲調查志工彼此間

的互動與溝通減少，甚至對於兩棲調查的各項知識、技能及願景會越來越模糊。但近來隨著

網路科技的蓬勃發展，讓時空的距離不再遙遠，網路提供了快速及便利，也為現代教育提供

了一條新的發展方式，而兩棲調查志工更能運用網際網路的輔助與數位學習的方式，達到兩

棲調查志工的自我學習與成長，進而使兩棲調查志工的素質提升。 

根據美國訓練發展協會(ASTD)對數位學習的定義如下：數位學習(電子化學習)包含了廣

泛的應用和過程，例如網路學習(Web-based learning)、電腦學習(computer-based learning)、虛

擬教室(virtual classrooms)、數位合作(digital collaboration)等等。包括經由網際網路(Internet)、
區域/外部網路(LAN/WAN)、有聲/影片(audio- and videotape)、衛星傳播(satellite broadcast)、
互動電視(interactive TV)和光碟(CD-ROM)來傳遞課程內容的數位學習(ASTD，2005)。 

    數位學習結合電腦網路特質與遠距離教學的特性具有非同步、多方互動、個別化、自動

記錄，及連結性五方面的優點。非同步方面，在數位學習的環境中教學者與學員之間不必同

步溝通，也可以達到良好的溝通成效。多方互動方面，教學者與學員可以進行群體且雙向的

溝通，除了教學者和學員之間的溝通之外，還包含學員之間的群體溝通。個別化方面，學員

可以依其需要，選擇合適之進度或教材來學習。自動紀錄方面，網路的任何行為或活動都可

以留下紀錄，便於往後查尋與追蹤。而在連結性方面，相關資訊的連結與搜尋，大幅縮短尋

覓資訊的時間，創造知識更高的利用價值(洪明洲,2003)。 

T民國八十八年，行政院鑑於我國網路使用人口已突破三百萬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十

五，但是網路資源內容與品質卻極待充實。於『電子、通訊、資訊策略會議』通過了「國家

典藏數位化計畫」，致力推展國家珍貴文化資產的數位化保存工作( T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2008)。在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補助下，楊懿如等人建置完成「發現後山:蛙蛙世界」

(http://learning.froghome.org/)網站，並於97年度將「發現後山:蛙蛙世界」網站擴大成蛙蛙世

界學習網，進而加以推廣應用(楊懿如，2008)。在國外，NFWF (National Fish and Wildlife 
Foundation) 在1999年首次以網路數位學習的模式應用在兩棲類教學，對象為20名的教育工作

者，T80％參與課程的教育者是第一次使用數位學習課程T，而課程實施後所有的學習者對此課

程表示滿意，並有學習者在上完線上課程後，認為應對當地兩棲類採取保育行動( TMurphyT，

2001)。                                    

    過去有關於數位學習的相關研究多偏重於九年一貫的正規教育，但類似志工的成人數位

學習相關研究並不多，本研究欲了解在使用者(兩棲調查志工為主)的角度下，適合志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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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站應具備甚麼樣的內容，並且期望透過兩棲調查志工的數位課程使用需求及參與兩棲調

查志工培訓學員對課程滿意度調查，建構出適合兩棲調查志工使用的學習網站，並且能提出

未來兩棲調查志工數位學習課程之建議。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目的為了瞭解兩棲調查志工對於數位學習課程的需求及對課程的滿意度，研究對

象為參與兩棲調查志工培訓的學員，包含 2003-2007 年間已經參加過兩棲調查志工培訓的兩

棲調查志工，及 2008 年參與兩棲調查志工培訓的學員，其成員主要為教師、公務員、工程師

及一般學生等。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採立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研究的資料包含被研究者

的基本量化資料，如:性別、年齡、教育背景等作敘述性的量化分析。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來蒐集資料，因此「兩棲調查志工數位課程需求」、「兩棲調

查志工培訓課程滿意度」是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工具。 

1. 問卷架構 

    兩棲調查志工數位課程需求問卷架構依序為個人基本資料、個人使用數位學習經驗探

索、兩棲調查志工研習教材現況調查、數位學習課程需求調查五個部分，正式施測前，為使

問卷的設計更為合適及穩固，先經研究團隊初步討論，再敦請5位專家針對問卷內容建立其效

度的檢測，並將問卷內容中每個題目的適切性予以評定及建議，以確認問題的正確性及填答

的流暢性。  

    兩棲調查志工培訓課程滿意度問卷架構主要依照97年度培訓所開設的課程來設計，培訓

分成現有兩棲調查志工為主的進階班，及首次參加培訓的基礎班，進階班依序為台灣兩棲類

保育網簡介、GPS進階使用與調查棲地環境的辨識、利用蛙蛙世界學習網進行數位課程設計、

青蛙大浩劫-蛙壺菌、環境紀錄與夜間攝影、野外攝影實習六個大題，而基礎班則依序為台灣

蛙類生態、台灣的山椒魚、兩棲動物生態攝影、蛙類野外觀察及辨識方法、兩棲調查工具的

介紹與使用、模擬調查及調查志工隊宣導、台灣常見的蛇類及蜥蜴七個大題，在正式施測前，

為求問卷內容的完整及合適性，由10位專家建立其內容效度的檢測，經過一個禮拜的檢視確

認問題的正確性及填答的流暢性。 

2. 問卷收集 

    在兩棲調查志工數位課程需求問卷方面，研究者於 2008 年 6 月 10 日發送電子郵件與全

台各地的 31 位兩棲調查志工隊長聯繫，徵求每組志工隊長協助其組員填答問卷，同時請求各

志工隊長幫忙發放問卷並且收集寄回，在了解各個志工隊人數後，共計寄出 170 份問卷，研

究者於 6 月 15 日以郵寄的方式將正式的研究問卷寄給全國各地兩棲調查志工隊長。問卷回覆

的截止日訂於 7 月 15 日，回收日數為二十五日，總回收問卷數共計 116 份，有效回收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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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而兩棲調查志工培訓課程滿意度，研究者於 2008 年 7 月 12 日-14 日兩棲調查志工培訓

期間，針對參與此次培訓的學員進行施測，總計發放 67 份，回收問卷數為 57 份，有效回收

率為 85％。 

3. 問卷分析法 

    本研究以問卷所蒐集到的資料做量化分析，兩棲調查志工數位課程需求問卷的第一部分

個人基本資料、第二部分個人使用數位學習經驗探索及第三部分兩棲調查志工研習教材現況

調查是採用描述性統計來瞭解各題選項因之的分布情形及現況，而第四部分數位學習課程需

求調查則是以「非常重要」、「重要」、「普通」、「不重要」、「非常不重要」五個等距量尺測量，

兩棲調查志工培訓課程滿意度調查以「非常滿意」、「很滿意」、「滿意」、「不滿意」、「非常不

滿意」五個等距量尺測量。兩份問卷皆是以社會性科學統計軟體 SPSS10.0 版本進行統計分

析，並以描述性統計來瞭解兩棲調查志工對於數位課程的需求及參與兩棲調查志工培訓學員

對課程滿意度之程度。 

三、結果與討論 

（一）兩棲調查志工基本資料分析 

    本節針對研究對象的基本資料整理分析並呈現，資料包括性別、年齡、最高學歷、職業、

家中是否連接網路、使用網路的頻率、以及對兩棲類的熟悉度七項，其中年齡的部分為開放

性的自填項目，其餘均為結構性的選項，以下為本研究的基本資料調查結果： 

1. 性別 

    116 份的有效問卷中，兩棲調查志工共有女性 65 人填答，佔總數的 56.03％；而男性則

為 51 人填答，佔總數的 43.96％。 

    

2. 年齡 

   兩棲調查志工的平均年齡為 33.8 歲，將年齡分為六個區間，用以瞭解志工的實際年齡

分佈情形。志工的年齡大部分介於 31 歲至 50 歲之間，總計佔了 66.96％，其中以 31 至 40
歲之間的 40.87％為最多，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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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兩棲調查志工年齡分佈 

 

     

 

 

 

 

3. 最高學歷 

     在最高學歷方面，兩棲調查志工主要為大專院校的專業背景，佔總數的 59.48％，其次

為研究所及以上的 27.58％，而最少的是國中以下的 2.58％。詳細分佈情形如下表 2： 

 

表 2 兩棲調查志工學歷分佈 

 

 

 

 

 

 

4. 職業 

    在職業方面，116 位填答者中，以教師的 55.17％為最多，有 64 位，其次為學生的 15.52
％，佔 18 位，另有 4 位自由業、1 位國營事業、2 位工業等，詳細分佈如下表 3: 

 

 

 

 

    填答人數 百分比(％) 
20 歲以下     11    9.57  
21-30 歲     24   20.87  
31-40 歲     47   40.87  
41-50 歲     30   26.09  
51-60 歲      3       2.61  
60 歲以上      0       0.00  
Missing data      1  
總和      116    100.00  

   

    填答人數 百分比(％) 
高中職    11 9.48  
大專院校    69 59.48  
研究所及以上    32 27.59  
其他     3 2.59  
Missing data     1  
總和     11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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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兩棲調查志工職業分佈 

 

 

 

 

 

 

 

 

 

 

 

 

 

5. 家中是否擁有網路 

    在家中是否擁有網路方面，以有網路的填答者佔大多數，為 87.93％，有 102 位，而無網

路為 12.06％，有 14 位，推測絕大多數的志工有使用網路之能力。  

6. 平均每天上網的時間 

     兩棲調查志工平均每天上網時間在 1-2 小時佔最多數，為 50.96％，詳細分佈如下表 4: 

 

表 4 兩棲調查志工平均每天使用網路時間 

    填答人數 百分比(％) 

低於 1 小時     8 7.69  
1-2 小時    53 50.96  
3-4 小時    24 23.08  
5-6 小時     8 7.69  
6-7 小時     4 3.85  
8 小時以上     7 6.73  
    
Missing data    12  
總和     116 100.00  

 

7. 主要上網地點 

    兩棲調查志工最主要的上網地點為家中，佔 51.42％，顯示出家中幾乎都有電腦上網設

    填答人數 百分比(％) 
學生     18 15.52  
軍人      0 0.00  
公務員      6 5.17  
教師     64 55.17  
商      4 3.45  
農林漁牧      2 1.72  
服務業     11 9.48  
其他     11 9.48  
Missing data      0  
總和      11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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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 48.57％的人會在工作地點上網，詳細分佈如下表 5: 

表 5 兩棲調查志工主要的上網地點 

      填答人數 百分比(％) 
家中  54 51.43  
工作場所  51 48.57  
公共場所  0 0.00  
  105  
Missing data  11  
總和   116 100.00  

 

8. 對兩棲類的熟悉度 

    由於施測的對象以兩棲調查志工為主，因此在個人基本資料詢問志工對於兩棲類的熟悉

度，大多數的志工對於兩棲類有點熟悉，佔 78.26％，對於兩棲類完全陌生的則有 5.21％。詳

細分佈如下表 6: 

 

 

表 6 兩棲調查志工對兩棲類熟悉度比例 

    填答人數 百分比(％) 

完全陌生  6 5.22  
有點熟悉  90 78.26  
非常熟悉  15 13.04  
不確定  4 3.48  
  115  

Missing data  1  
總和   116 100.00  

 

（二）兩棲調查志工對於數位課程的需求分析 

   問卷的第二個部分是兩棲調查志工數位課程需求調查，其中分成認知學習領域、情意學

習領域、技能學習領域等三個部分。題目是參考 97 年度兩棲類資源調查研習的課程所設計，

希望引導志工瞭解自己哪一部份需要加強，再從志工最需要加強的部份選出最為需要的數位

學習課程，以作為未來發展志工數位學習課程之參考。 

    表 7 發現志工認為每個課程「重要」及「非常重要」的比例非常高，合計為 71.68％-99.13
％，根據每個課程重要的百分比排定課程需求的順序， 排序 1-3 名分別為「台灣兩棲類辨

識」、「兩棲類生態」、「兩棲類保育」，排序最低的為「兩棲類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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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兩棲調查志工的填答，志工對於認知學習領域課程需求中，有四項課程排在所有數

位學習課程中的前十位，依序是「台灣兩棲類辨識」、「兩棲類生態」、「兩棲類保育」、「兩棲

類生活史」，由分析的結果得知，現階段兩棲調查志工普遍認為自己對於兩棲類物種辨識、兩

棲類的生態、生活史及如何保育兩棲類的能力是有需要的，顯示出多數的兩棲調查志工希望

能瞭解兩棲類的生態，進而瞭解如何保育兩棲類，而不單是侷限在兩棲類物種的辨識。 

在情意學習領域課程需求中，有四項課程排在所有數位學習課程中的前十位，依序是「如

何保育蛙類」、「環境倫理」、「自然體驗的引導與帶領」、「自然體驗活動設計」，由分析的結果

得知，現階段兩棲調查志工普遍認為自己對於如何保育蛙類及以正確的態度看待自然環境的

變化的能力是最為需要的，而「自然體驗的引導與帶領」、「自然體驗活動設計」是屬於實務

課程，這樣的結果顯示出志工除了需要理論的基礎外，也需要學習如何帶領戶外實察的活動。 

    在技能學習領域課程需求中，僅有兩項課程排在所有數位學習課程中的前十位，分別是

「兩棲類野外調查方法」、「環境辨識與紀錄」，這一部份多屬於實際戶外操作的課程，由於數

位學習主要是運用網路傳遞訓練內容，因此要發展能學習領域課程便會受到限制，而發展志

工網路數位學習最終的目的是要讓志工擁有實地野外調查的能力，進而對於環境作長時間的

監測，因此技能學習領域為不可或缺的一門課程。有鑒於此，未來在在進行志工網路數位學

習課程培訓時，將會設計線上數位學習課程與實體課程搭配的混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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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兩棲調查志工數位學習課程需求分析(數字為百分比) 

                                    非     重     普     不     非     課 

                                    常     要     通     重     常     程 

                                    重                   要     不     需 

                                    要                          重     求 

                                                                要     順 

                                                                       序 

 U認知學習領域 

 1. 兩棲類的起源                   16.81   54.87  24.78   2.65   0.00      17     
 2. 兩棲類生活史                   28.95   57.89  13.16   0.00   0.00      10 
 3. 台灣兩棲類辨識                 57.02   42.11   0.88   0.00   0.00       1 
 4. 兩棲類生態                     47.37   50.88   1.77   0.00   0.00       2 
5. 兩棲類保育                     48.25   45.61   5.26   0.88   0.00       3 

U情意學習領域 

1. 自然體驗的引導與帶領           40.35   48.25   11.40  0.00   0.00       8 
2. 環境倫理                       36.84   53.51    8.77  0.00   0.00       7 
3. 自然體驗活動設計               33.33   54.39   12.28  0.00   0.00       9 
4. 如何保育蛙類                   50.00   42.11    7.89  0.00   0.00       5   
5. 人與蛙類                       42.98   43.86   12.28  0.88   0.00      11 

U技能學習領域 

1. 兩棲類野外調查方法             49.12   44.74    6.14  0.00   0.00       4   
2. 環境辨識與紀錄                 45.61   45.61    8.77  0.00   0.00       6 
3. 夜間攝影                       29.82   50.88   18.42  0.88   0.00      15 
4. 調查資料上傳、登錄及管理       24.56   57.89   15.79  1.75   0.00      12 
5. 調查資料分析與應用             29.82   50.00   16.67  2.63   0.88      16 
6. 調查器材使用                   31.86   51.33   16.81  0.00   0.00      13 
7.  GPS 進階使用                  30.09   51.33   17.70  0.00   0.88      14 
 
 

 （三）兩棲調查志工培訓滿意度調查 

   在兩棲志工培訓滿意度中，兩棲志工對於所有的課程選擇「滿意」、「很滿意」及「非常

滿意」的比例均超過 90％，另有 5.77％的人對於「台灣的山椒魚」課程不滿意、2.00％的人

對於「兩棲動物生態攝影」課程不滿意，以及 6.82％的人對於「台灣常見的蛇類及蜥蜴」課

程不滿意，而所有課程沒有任何一項是被認為「非常不滿意」的。詳細分佈如下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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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兩棲調查志工培訓滿意度調查(數字為百分比) 

                                        非     很     滿     不     非      

                                        常     滿     意     滿     常      

                                        滿     意            意     不      

                                        意                          滿      

                                                                    意      

                                                       

U基礎班 

1. 台灣蛙類生態                      62.00   30.00    8.00   0.00   0.00 
2. 台灣的山椒魚                      34.62   42.31   17.31   5.77   0.00 
3. 兩棲動物生態攝影                  22.00   52.00   24.00   2.00   0.00 
4. 蛙類野外觀察及辨識方法            52.00   34.00   14.00   0.00   0.00 
5. 兩棲調查工具的介紹與使用          29.17   50.00   20.83   0.00   0.00 
6. 模擬調查及調查志工隊宣導          32.61   41.30   20.09   0.00   0.00 
7. 台灣常見的蛇類及蜥蜴              34.09   43.18   15.91   6.82   0.00 

U進階班 

1. 台灣兩棲類保育網簡介              28.57   50.00   21.43   0.00   0.00 
2. GPS 進階使用與調查棲地環境的辨識  30.77   53.85   15.83   0.00   0.00 
3. 利用蛙蛙世界學習網進行課程設計    50.00   35.71   14.29   0.00   0.00 
4. 青蛙大浩劫-蛙壺菌                 21.43   78.57    0.00   0.00   0.00 
5. 環境紀錄與夜間攝影                57.14   35.71    7.14   0.00   0.00 
6. 野外攝影實習                      42.86   57.14    0.00   0.00   0.00 

 

 

（四）綜合討論 

1. 兩棲調查志工背景 

    台灣網路資訊中心(2008)調查結果發現，台灣地區 25-36 歲的民眾上網率為 96.95％，根

據問卷回覆的結果，兩棲調查志工的平均年齡約為 33.68 歲，主要分佈的區間以在 31-40 歲

之間最多(40.87％)，落在高上網比例的年齡層。而在教育程度上，兩棲調查志工主要為大專

院校的學歷背景，佔了 59.48％，其次為碩士程度以上的 27.59％，顯示出皆有一定的教育水

準，根據台灣網路資訊中心(2008)調查結果指出，教育程度越高，其上網及使用寬頻的比率

皆相對愈高。由以上志工背景資料推測，志工運用網路來進行數位學習可行性相當高。 

    另外在兩棲調查志工的性別比例上，研究的結果顯示，全台的兩棲調查志工以女性較多，

男女的性別比例約為4：5，根據台灣網路資訊中心(2008)調查結果發現，台灣地區12歲以上

民眾上網比例，男性為70.20％，女性為66.80％，男性是高於女性的。基於兩棲調查志工女性

比例較高，因此未來在開發網路數位學習課程時，有必要針對女性的部分加以宣導，提高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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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志工的上網率，希望未來在網路數位學習課程的推動上，能有更多的兩棲調查志工願意使

用網路數位學習的課程。 

    至於在兩棲類熟悉度上，受訪者中，多數的志工在2003-2007年已參與過兩棲調查志工培

訓，研究結果卻顯示，兩棲調查志工選擇「非常熟悉」的比例僅有13.04％，由此可以發現傳

統的培訓模式可能無法滿足志工的需求，因此有必要開發屬於志工的網路數位學習課程，使

志工能不受時空的限制，任何時間、地點都可以進行學習，以增進志工對於兩棲類相關的知

識技能，進而達到兩棲類保育的目的。 

2. 兩棲調查志工網路使用狀況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兩棲調查志工平均使用網路的時數約為每天二個小時以下，比例約

為50.96％，87.93％兩棲調查志工家中已有安裝網路，因此最常在家中使用寬頻網路上網率可

達51.43％。由於未來發展網路數位學習課程時間可能為期數週，上課及施測的地點可能是在

自己家中的電腦，運用網路來進行。由以上志工網路調查結果推測，未來在舉辦兩棲調查志

工網路數位學習課程時，應有不少的志工加入數位學習課程。 

     

四、未來課程之建議 

 

    依據本研究之結果，研究團隊提出線上數位學習課程與實體課程搭配的混成課程，課程

時間為期四週，前三週為線上課程，第四週為野外觀察的實體課程，上課方式包括：線上觀

看錄影帶、網路作業、學習單、課後討論、線上評量等，以下分週敘述： 

（一）第一週：數位課程  主題：蛙類生態與保育 

    第一週的數位課程主題為蛙類生態與保育，在上課之前先針對學員實施前測，前測完畢

後即開始當週的課程，第一單元為「認識蛙類生態」，第二單元為「蛙類之保育」。在認識蛙

類生態部份，課程分為「有趣的蛙類生活」、「台灣蛙類生態」兩個小節，每小節為 60 分鐘，

在蛙類保育部份，課程分為「北台灣的蛙類保育」、「青蛙生態大浩劫-蛙壺菌感染」兩個小節，

第一節北台灣的蛙類保育時間為 30 分鐘，第二節青蛙生態大浩劫-蛙壺菌感染時間為 50 分

鐘，上課方式為上線觀看錄影帶，課程結束後，進行線上測驗以評量學員的學習成效。 

（二）第二週：數位課程  主題：台灣蛙類及棲地辨識 

    第二週的數位課程主題為台灣蛙類及棲地辨識，本週課程分為兩個單元，第一單元為「台

灣蛙類辨識」，第二單元為「認識蛙類棲地環境」，在台灣蛙類辨識部份，課程分為「台灣蛙

類辨識」、「蛙類辨識輔導」兩個小節，第一節台灣蛙類辨識時間為 120 分鐘，第二節蛙類辨

識輔導時間為 60 分鐘，在認識蛙類棲地環境部份，課程分為「蛙類棲地辨識」、「完成『蛙類

的習性生活』學習單」兩個小節，第一節課蛙類棲地辨識時間為 40 分鐘，第二節完成『蛙類

的習性生活』學習單時間為 20 分鐘，上課方式為上線觀看錄影帶，課程結束後，進行蛙種與

棲地辨識線上評量。 

（三）第三週：數位課程  主題：蛙類調查方法與調查器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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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週的數位課程主題為蛙類調查方法與調查器材介紹，課程分為兩個單元，第一單元

為「兩棲類調查器材介紹與使用」，第二單元為「兩棲類調查方法」，在兩棲類調查器材介紹

與使用部份，在兩棲類調查器材介紹與使用部份，分為「兩棲調查工具與模擬調查」、「夜間

調查器材準備」兩個小節，第一節兩棲調查工具與模擬調查時間為 40 分鐘，第二節夜間調查

器材準備時間為 60 分鐘，上課方式為上線觀看錄影帶。在兩棲類調查方法部份，分為「完成

『賞蛙要領、聽蛙來講古』兩份學習單」一個小節，時間為 60 分鐘上課方式為學員自行上網

填答，課程結束後，進行志工調查器材使用線上評量。 

（四）第四週：實體課程 

    第四週的課程主題為戶外實體課程，課程分為「GPS 進階課程」、「野外模擬調查課程」、

「資料上傳」、「夜間野外觀察」四個單元。課程結束後，請學員上線做後測問卷，以評估這

四週的數位學習課程是否具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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