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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之宣導：公務人員「關懷」作為應懷抱同理心，遵重多元文化，落實人權保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科學中心科普演講
• 對象：購票入館之學校師生及一般觀眾，每場次約可容納80人。

• 地點：本館科學中心地下樓演講廳            

• 請於演講前10分鐘入場，教師及公務人員全程參與者，可核發研習時數。 

日    期 時    間 講　題 講　者

3月23日

13：00∼14：00 彗星的新解與舊知
臺中市天文學會

林士超

14：10∼16：10
漫遊太空—開拓視野的

新旅程
中央大學太空科學所教授

劉正彥

名　稱 日　期 地　點 定時導覽時間

從龍到獸-大滅絕與大演化 102.3.29∼102.9.22 第一特展室 11：00、14：00

茶香台灣特展 102.1.9∼102.6.16 第二特展室 10：00、13：00

千年葫蘆．福祿人間特展 101.12.26∼102.6.2 第三特展室 11：00、14：00

機器人總動員特展 101.11.24∼102.3.3 第四特展室

特展動態

註：特展起迄日期最後修訂時間為2月24日，最新特展日期請參閱網路公告。

3月份週末／例假日專題解說活動

名    稱 內    容 時    間 集合地點／地標

地標展品探索

水運儀象臺 10：00、15：00 水運儀象臺

古菱齒象 9：30、14：00 古菱齒象

話說恐龍 11：00 眾妙之門入口處

大王魷魚 11：00、15：00 大王魷魚

生命科學演示 水母
10：00、11：00、13：00、

14：00、15：00
生命科學廳二樓演示教室

文／陳定羿．圖／陳淑貞

回憶起第一次走進羅東

自然史教育館那天，一進門

就忍不住發出好大的驚嘆聲：

「哇 !  宜蘭竟然有這麼棒的地

方！」各式各樣的昆蟲標本，大

大滿足了我對昆蟲的好奇心，在

這裡也讓我吸收了許多五花八門

的昆蟲知識。

記得兩年前的暑假時，媽媽在網

路上發現了羅東自然史教育館正在

徵求志工，而且還歡迎喜愛昆蟲的

親子同行，媽媽知道後便立刻揪團

找好友們帶著家裡的小朋友一起報

名參加，我們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跟自

然史教育館結下不解之緣。

在這裡，一開始最吸引我的當然是

豐富的昆蟲標本，每一種都讓我看得

目不轉睛！在上完志工訓練課程後，我

們更加了解要成為一位小志工的使命和責任。我們除了要定期維護昆蟲標

本外，也要很用心的上一系列的生態課程，像暑假到臺中科博館的自然探

索，一連串生態課程、桃米生態、慧玲老師安排的解說活動，都增加了我

們在生態方面的專業知識。所以當自然史教育館的特展換成「福蝶」特展

之後，終於到了我們上場表現的機會了，我們小志工們都很努力把握時間

加緊練習，期望可以好好發揮一下。

從沒當過解說員的我們，緊張的心情可想而知，大家把「福蝶」特展開

幕時美鈴博士上課跟我們分享的經驗，加上自己平常上課累積的知識及經

驗，在大家互相壯膽及彼此鼓勵下，完成幾次難得的解說後，緊張害怕的

感覺漸漸消失了！上場時我總把自己當作不是陳定羿，而是一位專業的福

蝶解說員，而且大夥的默契也越來越好，我們這群小小的解說員也意外的

大受好評，因此大家都開心的不得了！

另外，我們在自然史教育館上的生態課程，除了館內特展的導覽解說、

示範、製作標本外，有時也會延伸到戶外，那是我最喜愛的部分！除了可

以親近我最愛的大自然外，最重要的是讓我們有機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收

穫，生態老師沿途精彩的解說導覽，讓大家欲罷不能！偶爾遇到一些不知

名的昆蟲，我們便會拍照回家好好查資料，有些還會帶回家飼養觀察，甚

至等到昆蟲死後，小心翼翼地把牠製成標本，保存在自然史教育館供大家

參觀。在這裡我還學會了怎麼製作昆蟲標本，把自己第一次親手製作的標

本帶回家好好收藏，隔天帶到學校與同學分享，大家都佩服不已呢！

自然史教育館，不但讓我增長了昆蟲知識，更讓我交到了許多志同道合

的好朋友，在這裡我找到了自信心，也得到許多溫暖的鼓勵，感謝這個園

地給了我發揮的舞臺，雖然今年我即將升上國中，但仍希望能繼續跟著它

一起成長茁壯！

活動詳情請見 921地震教育園區網站(http://www.921emt.edu.tw/)，或電洽04-23390906轉907、905 活動

組。

文／詹小霈

一說到地震總讓人感到不安與害怕，怎麼做才能打造一個安全的家

呢？快走一趟921地震教育園區吧！在這裡你將學到許多「小撇步」，透

過簡單的措施，不需重金打造，就可以使你的家加倍安全喔！

活動名稱 活動期間及時間 活動對象 活動內容簡要說明

Eagle Eye
3月1日∼4月30日 開館日

9：30∼15：30
一般觀眾

看一看，找一找，哪兒不同？

地震居家防護我尚知。

DIY – 旋轉陀螺

3月每週六、日

(3月9日、16日除外)

9：00∼12：00

13：30∼16：00

國小以上  一般

觀眾

竹籤膠水瓦楞紙，

捲捲黏黏再調整。

抓準重心動手指，

旋轉陀螺看誰穩？

平日小措施，震時更安全921地震教育園區

文．圖／王明仁                                                             

斑文鳥俗稱黑嘴筆仔，多成群在平地、

郊野稻田、草叢、荒地或竹林間活動。頭、

喉嚨、背、翅膀及尾為深褐色，胸腹部色

淺，成鳥有魚鱗狀斑紋；粗短的鳥喙可以輕

易咬碎種子和穀物。外型很像隨處可見的麻

雀，但叫聲不是嘰嘰喳喳的吵雜聲而是較輕

柔的啾啾聲。

你注意到嗎？科博館園區內也有斑文鳥

棲息，在這裡牠們是「偶而巧遇的稀客」，

想要觀察斑文鳥還需要一點運氣。通常4至5

隻斑文鳥群聚活動，或是三三兩兩斜站在一

根樹枝上休息，或是忙著在靠近水面的地方

找東西吃。

「斑文鳥喜歡吃什麼？」很多人會回

答，平時吃禾本科植物的種子、果實或草

籽，繁殖期間又叼小蟲餵雛鳥以增加蛋白

質。科博館園區沒有稻田或其他禾本科作

物，那斑文鳥來這裡要吃什麼呢？

經過幾次的觀察，終於發現在科博園區

的斑文鳥會吃水中的「水草」。斑文鳥先站

在接近水面的水生植物枝葉上，兩腳利爪抓

穩後，低頭「下腰」，用嘴巴叼起水中一絲

水草，再慢慢像「吃麵條」般吞進肚子裡，

如果你有機會看到幾隻斑文鳥嘴巴都叼著

「綠色麵條」一定會覺得可愛極了。

斑文鳥是臺灣普遍的留鳥，不是保育類

動物，卻往往成為「放生鳥」，抓放之間不

僅容易干擾自然生態，也會造成鳥類非自然

傷亡。斑文鳥雖然是普通鳥類，也應和其他

野生動物一樣被愛惜，自由自在的生活。

斑文鳥吃什麼？我和自然史館的邂逅

擔任福蝶特展解說員

製作標本的小志工

斑文鳥在樹上棲息

彎下身體咬水草

群聚在淺水中覓食

好像吃綠麵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