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 ★蝙蝠保母出任務

課程屬性 自然與環境 課程編號 1141-12048

授課老師 徐昭龍

最高學歷/ 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相關學經歷/ 中央研究員動物研究所助理

台灣蝙蝠學會秘書長

現職/ 台北市蝙蝠保育學會研究員兼總幹事 高雄市蝙蝠保育學會理事長
中華鯨豚協會理事 雪霸學家公園義務解說員
台北市內湖社區大學、台南社區大學自然生態講師

上課時間 每週六整天 第一次上課日期 2025年04月12日（星期六）

課程理念

關於這一門課：

1.為什麼想開這門課？希望帶領學員共同學習甚麼

台南社大 蝙蝠保母出任務 ---夜空中的小英雄培訓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自然環境卻日益惡化，導致全球生物多樣性日益消失，生態保育是全人類
必須重視的課題。自然環境中的野生動物種類眾多，至目前為止我們對台灣這塊土地上許多物種
都還不是很清楚，尤其是調查不易且容易被人類忽略的夜行性動物。
蝙蝠和我們的生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每天傍晚是他們出現的時候，一直到清晨才回去休息，從
海邊、魚塭、農田、住家附近、公園、校園、山區、森林，到處都有他們的出入，生態上他們幫
我們吃了非常多的蚊蟲，也有幫一些植物授粉。
他們很厲害，是唯一會飛的哺乳類動物，而且是會變溫的哺乳類動物，有的有大眼睛可以夜間看
很清楚，有的是用超音波，透過超音波型塑出立體空間，對應生活環境的不同，也有各種不同的
長相，有的像小狗、有的像米老鼠、有的像兔子，有的像是豬....各有各的超於人的能力，也因
此自古來蝙蝠是我們人文歷史上，信仰中五福的代表 : 長壽、富貴、康寧、好德和善終。

然這些年來都市的開發及生活形態的轉變，我們對於生活邊的蝙蝠已陌生、淡忘、不瞭解，對於
周邊的環境到底還有沒有蝙蝠？有哪些種的蝙蝠完全不知道，大家忘了他，甚至恐懼他，因為不
了解，所以大家也就越來越不知。為了培養大家具有這方面的知識，我們以輕鬆的方式帶領學員
進入夜行性動物：蝙蝠的世界，同時學習營造棲地的再造，為臺灣的生態保育培養更多的種子。

從介紹到操作及實際參訪，為使課程活潑，增加戶外欣賞蝙蝠的走讀活動。
大家可以認識蝙蝠與我們的關係及在自然界中的重要性。
給予大家正確的知識，不再覺得蝙蝠是陌生動物或害怕蝙蝠。
認識棲地維護之重要。

2.修此門課需具備什麼條件？



1.喜歡蝙蝠即可，願意傍晚抬頭看天空，願意推廣新的賞蝠、甚是蝙蝠觀念的朋友。
2.願意付出時間照顧落難小蝙蝠的朋友均可。
3.戶外交通自理，或與朋友共乘。

3.上課的方式是怎麼進行的？學生可以有什麼收穫？  	

1.從介紹到操作及實際參訪，為使課程活潑，增加戶外欣賞蝙蝠的走讀活動。
2.大家可以認識蝙蝠與我們的關係及在自然界中的重要性。
3.給予大家正確的知識，不再覺得蝙蝠是陌生動物或害怕蝙蝠。
4.認識棲地維護之重要。
※【課程中老師可視學員的需要與學習進度，保有調整課程的權力】

4.如何取得學分？（評量方式）

推廣活動，無學分。

5.備註&推薦書目

台灣蝙蝠圖鑑

使用教材| 含戶外保險

教 材 費| 100 元

招生人數| 30 人（若非課程特殊需求，每班招收人數至少 35 人。）

學分收費| 0 學分 300 元（1 週課程/一次上課 7 小時）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1 2025-04-12
整天

認識蝙蝠 一.9:50~10:00 報到。
二.10:00~12:00 
     1.蝙蝠基本知識：種類、生態習性、重要性等。
     2.蝙蝠與人類的關係：正面影響、常見迷思破解。
     3.蝙蝠保育現況：面臨的威脅 。
三.12:00~13:30 自行覓食
四,13:30~15:30 
     4.社區蝙蝠保育行動介紹
     5.蝙蝠保母志工工作介紹
    
6.如果我要製作蝙蝠屋：材料選擇、施工方式、定期檢查。
五.15:30~17:00
整理、戶外移動至指定地點。(視實際狀況調整地點及內容)
六.17: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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