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與前瞻

J場黨集環境智慧的特展

「水水台灣」的正規名稱應當是 「 行政院國 結果是同時辦理展覽 、 展示 、博覽會 、 戶外活動

家科學委員會二00三年科學週 「 水續台 灣的挑戰 及媒體宣導 。 台中科博館 、 高雄科工館 、 屏東海

一河川與海洋尸 , 生館 、 澎湖海生館分別承擔 了地區性的展覽以及

國科會邀集學者擬定展覽的主題內 容，並且 戶外活動 。 台北主展場則決定交由 民間團體承

分頭邀請政府業務主管單位以及學者專家，就展 辨 。 經過招標程序，選定由時報文教基金會承

示看板的內容撰寫成書固初稿 。 在這一階段的工 辨 。 展場幾經轉折，決定在中正紀念堂以及捷運

作中，擴大了參與面 。 柳中明教授負責大氣圈 、 車站分主題辦理 。

邵廣昭教授負責海洋生物 、汪靜明教授負責河流 在國科會、教育部、林業試驗所的支助下，

生態系 、王鑫負責地圖、於幼華教授負責人文 時報文教基金會挑起了大樑 。 積極動員，無眠無

圈，幾位教授和他們的助理、學生等共同 策劃， 休的打拼下， í 水水台 灣 」和民眾見面了 。 兩個

或請政府部門專家協助，或自行研究，完成了近 月的堅持，無比耐心的一步一腳印，在義工們的

三百面看板的基本草稿 。

在國科會的多次研商中，決定動員教育部所

屬的博物館， 以及農委會管轄下的館所 ，並且邀

請民間團體組成夥伴關係，共商科學週的活動 。

境教育成果展示 ，也是我們 動，是落幕了;但是，永績

因應「台灣永續元年」與 台灣的挑戰 ， 仍然存在著 。

「國際淡水年」具體行動力 在200 3的台灣永續元年，

的展現 。 這次全民活動，彙 我們許多長期關懷台灣水環

集了 lOO多位學者專家的環 境的學者專家與時報文教基

境智慧及各相關單位的重要 金會，在行政院國科會的徵

展品，而展覽期間的配套動 召與遴選下 ，投入了一場高

手做活動，是由中小學教師 難度與罕見的大型整合計

及民間團體組成的團隊引導 聲 。 開幕前夕 ，我多次看到

與解說。這些水環境與生態 及參與時報文教基金會余範

資訊 ，將有助於全民在四面 英董事長 ， 會同時報河川保

填海且內佈?可溪的台灣環境 證小組顧問帶領工作同仁，

中，生態學習與永續發展 。 對會場再三檢視與改進， 終

落幕了?今年科學週的活 將中正紀念堂的展場，轉化

協助下， 走完了全程 。 「 水水台 灣」 在現場 、在

報章雜誌上 ，留下了永恆的痕跡。路還很長，

「水水台灣」也還會再處處發芽，繼續展露可愛

的台 灣 ! (作者為台 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教授)

為民眾可親的學習場域 。 相關的教材與教法 。 如此 ，

轉化展場資訊為永續生態亨財才 水水台灣活動的影響層面，

活動落幕了，實證了政 才能可持續的推動 。

府 、 學界 、 與媒體分工合作 筆者有幸參與 、 紀錄，也

的行政效能 ，也彙集了各單 關懷著200 3水水台灣活動

位資源整合的水環境與生態 的經歷過程與教育影響 。 我

資料 。 這些資料，如同珍貴 信念著 ， 今後與水共舞的永

的資源 ; 在時間 、 空間與多 績環境教育與生態文化，在

樣性上 ， 各具特色，而有待 台灣的生態視窗裡，可持續

學界 、 教育推廣者與媒體， 的開幕與精進 。(作者為台

將這是b重要的資料， 整合為 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有系統規劃的資訊 。 我們可 教授/環保中心主任)

以進一步針對不同對象，轉

化、統整並研發水環境教育

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