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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研究訓練階段 

 一、近二年學校獨立研究課程之規劃 

     獨立研究課程，最早為學校設計提供給資優班的課程，初時以帶領

學生進行科展研究為主，由教師指導學生從課本延伸，找尋研究題材，並

設計相關實驗進行主題的探究，這些通常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投入，是以

除正式課程檢視研究進度外，學生通常得利用假日時間返校進行研究。 

    近二年來，隨著彰化縣辦理獨立研究競賽，始了解獨立研究較科展而

言，更強調與學習的連貫性，強調延伸所學以擬定想探究的主題，並擴大

範圍至全面向，是以除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外，更有人文科學均為其範

疇。這充份給了想進行研究的學生一個好的機會，無論是具有數理學術優

異傾向、語文學術優異傾向又或者是兩者都有的學生一個適合他們展現的

舞台。 

    學校曾延請彰師大特教系教授蒞校進行獨立研究的講座，鼓勵學生人

人均可嘗試參與研究，並於輔導室、設備組及相關領域召集人處備有近年

彰化縣獨立研究得獎成果冊供師生借閱，更於學校首頁闢有獨立研究文件

專案專區，提供獨立研究方法及相關訊息下載。學校熱心的老師亦會主動

詢問，鼓勵學生組隊參與並掌握其進度，使學生能把握暑假期間，投入研

究，今年校內更預定先進行校內初選，以提振參賽的質與量。 

  

 二、學校如何提供該生獨立研究訓練 

    學生的研究及發表能力，將是十二年國教新政策下的一個受重視的環

節。學校為整合科展與近年之彰化縣獨立研究競賽紙本書面（成果冊或光

碟）提供師生借閱，並在網站上闢有科學教育及獨立研究專區提供其他研

究資訊（包含研究方法、如何擬定主題及研究計畫、歷年簡章辦法、得獎

作品等）。教師群中，亦會由有經驗的老師帶動小班群共同激勵，強化學

生參賽的動機及給予正確的指導。感謝本校設備組長規畫實施多場的科展

系列研習，讓學生也可將參加科展研習所習得的研究方法，套用在此獨立

研究。硬體方面，學生無論是在週六、日或暑假期間，均全面開放電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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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E 化教室等電腦設備，供學生使用，並有老師陪同現場指導，雖是漫

漫時日，但也是另類學校的特色。 

 

第二階段、獨立研究階段 

 ㄧ、研究動機 

    某天放學校附經過學近的停車場，聽到裡面傳來了貓叫聲，上前查看

後發現小貓們趴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可憐模樣，組員們猜想著可能是太餓

了，因此趕緊去買食物餵食，看牠們吃得狼吞虎嚥，想必是餓了許久，這

時組員們都提出了相同的想法，便是希望能做點什麼事來幫助牠們，於是

本組想到可以透過獨立研究來呼籲大家重視流浪動物的議題，決定將獨立

研究的主題方向往流浪動物的議題去做研究；希望能藉此讓更多的人了解

流浪動物的現況，進而引起大家對流浪動物的重視，並幫助牠們走出流浪

的命運!這將是本組以此主題為由的目標。 

 

二、擬定研究問題及工作進度表 

   (一)研究問題  

       1.認識流浪動物的經歷與過程 

       2.認識動物權利與電影《十二夜》 

       3.了解動物結紮(TNVR)的定義 

       4.流浪貓狗問卷調查的問題與檢討 

 

 

 

 

 

 

 

 

圖 1.研究問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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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作進度規劃 

       1.選定主題：希望能從生活中去尋找靈感，偶然間發現流浪動物                                                

                   的問題值得關注。 

       2.擬定研究內容：確定主題後，開始小組討論要設定哪些方向去             

                       做研究，最後決定以問卷方式並參考相關文獻 

                       及參訪動物協會及團體蒐集資料彙整。 

       3.彙整研究資料：將參訪及收集來資料加以歸納並繪製圓餅圖分 

                       析結果。 

       4.研究報告分析：從圖面資料及數據分析，以實際了解流浪動物 

                       的現況。 

       5.提出成果：從我們的角度去發現問題，看不同處理方法所呈現 

                   的結果。 

       6.心得檢討：研究過程所遇到的瓶頸，無非是對現況的無奈，希 

                   望我們提出的小小論點，可以引起更多的共鳴。 

      

                          表 1.工作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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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彙整相關文獻 

   (一)認識流浪動物(我們的故事) 

1.嚕嚕重新找家，嚕嚕是溫馴親人的流浪貓，因    

  為新家的某些因素必須，重新尋找一個不離不 

  棄的家。嚕嚕目前暫住在中途之家，請大家幫 

  幫忙，不要讓他再去流浪浪了! 

 

  圖 2.為故事 1的嚕嚕 

2.我是流浪在新北淡水的龍寶寶，原本我有媽媽 

  和三個兄弟姊妹，其中兩個叫茉莉和百合的姊   

  妹已經找到家了，另外一個被巨大的砂石車給  

  輾過去了，只剩下我這個八字瀏海加囧臉還沒 

  被人領養走，可以給我一個家嗎?   

  圖 3.為故事 2的龍寶寶               

3.我是喬巴，在屋頂上流浪的我，有天遇見好心    

  的姊姊要來帶我媽媽去結紮時，意外發現又生 

  下我和妹妹..姐姐不忍心看我在外面流浪，所   

  以收留了我，但偏偏我是個有疝氣的孩子，所  

  以到現在還沒能要收養我。 

  圖 4.為故事 3的喬巴 

4.我是小湯圓，我本來快樂的過著我的生活，可    

  是有個壞人不知道為什麼，他把我抓住，還擰 

  斷我的左手和左腳，把我放在路旁，偽造成像 

  是車撞到我。我靜靜的躺在路上..不知過了多 

  久，有一群人把我抱起，這是我這一生，第一 

  圖 5.為故事 4的小湯圓 

次感到溫暖，但我不知道這也是我最後一次感受到溫暖，慢慢的..漸漸

的..我的身體一點一滴的逐漸冰冷，我十分想張開我的眼睛，可是為什

麼張不開，我想站起來，我並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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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上述這些故事的主角，帶領大家了解流浪動物所遇見的遭遇，

這裡面有著一聲聲低語與悲歌，呼喚著我們能「看見」牠們、「聽

見」牠們。當然還有許許多多的案例，無非都是希望喚起社會大眾

的關愛。 

 

(二)動物權利相關議題與電影探討 

     1.動物權利，或稱動物解放，是人發起的保護動物不被人類作為占 

有物來對待的社會運動。這是一種非人類本位出發的社會思潮，其

宗旨不僅要為動物爭取被更仁慈對待的權利，更主張動物要享有精

神上的基本「人權」，比如，和人類一樣免受折磨的權利，換句話

說，動物應該被當作人同等看待，而不僅僅被當作人類的財產或工

具，無論在法律層面或是精神層面。一些動物權利主義的批評者認

為，儘管從根本上來說，將動物用於食用、娛樂或科學研究沒有什

麼錯，但仍應立法保障這些動物免受不必要的痛苦。 

     2.電影十二夜中，指出許多流浪動物在未被領養的情況下，且在收

容所(圖 6.)待滿兩個禮拜以上，就必須被安樂死(圖 7.)。這部電

影推出，引起許多人的關住，也漸漸讓大家開始重視流浪貓狗的議

題。在台灣，關進動物收容所的流浪動物倘若無人認養，牠們在動

物收容所生命大約只有短暫的十二天，此電影實地記錄流浪動物在

收容所裡的「血淚過程」。 

 

  

 

 

 

 

 圖 7.為等待安樂死動物    圖 6.為收養所內的貓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8%BF%90%E5%8A%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AC%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AC%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AC%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A2%E4%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7%89%A9%E6%94%B6%E5%AE%B9%E6%89%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81%E6%B5%AA%E7%8B%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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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流浪動物議題，常見流浪貓狗問題包括了： 

(1)環境衛生：貓狗群聚產生跳蚤、蚊蟲或因排泄物的氣味、在社區

中區中造成住民困擾。   

(2)噪音問題：發情期或是爭搶地盤的貓狗發出的怒吼爭吵聲、在社

區中造成住民困擾。 

(3)人身安全問題：群聚的流浪狗產生地域性、隨機針對路過的人或

是狗咆哮或追逐，造成民眾恐慌。 

(4)公共交通問題：流浪犬貓在路上奔跑遭交通工具追撞或閃躲、可

能造成嚴重公共交通安全問題(圖 8.)。 

(5)疾病防疫：流浪動物常會傳染給人的疾病：寄生蟲與狂犬病。   

 

 

 

 

                 圖 8.為流浪犬源頭管理多元策略宣導圖  

 

 (三)動物結紮-TNVR 

    未結紮的母狗「一胎大概可以生 8 隻，裡面有 6隻是母狗，所以

這 6 隻還可以再生 64 隻，以一隻狗一年可以生兩胎，推論兩年以後

一頭狗可以繁衍出 3136 條的狗。」這是多麼可怕的數據，流浪動物

在台灣顯然是一大社會問題，但是這樣的社會問題，它造成的原因是

什麼？近幾年很多動物團體也一直在努力這個問題，希望連同棄養的

問題一起做到根治(圖 9.&表 2.)。 

 

 

 

 

       

圖 9.動物結紮 vs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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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動物結紮 vs棄養的條件關係 

 

1. 做了 TNVR(圖 10.)後，最立即顯著的改善就是牠們不會發情了，

貓咪不會在半夜「貓叫春」擾 人，公貓也不會噴尿標示地盤，不

管是聽覺還是嗅覺都能感受到這一點；而公狗也不會因為爭奪母

狗而打架，標示領域的亂大小便行為和因發情而生的情緒性攻擊

都會有顯著的減少。在繁殖面，一隻母狗一年可以生產與 14~20

隻幼犬，一隻母貓則是 12~15 隻幼貓，就算考慮幼畜的夭折率，

一整年增長的數量還是相當可觀。如果不結紮的話，過多的貓狗

所製造的環境問題反而會造成居民對流浪動物的反感，不利流浪

動物和人類一起和平共處。狗、貓都是具領域性的動物，在絕育

並注射疫苗後放回當地會有持續排擠外來流浪動的效應，可以讓

當地人與動物相處的問題趨於平衡。而 TNVR 的浪犬、浪貓都是經

評估後適合居住在當地環境的，所以可以營造出一個人與動物的

友善社區(圖 10.)。 

 

     

 

 

                                  圖 10.為 TNVR結果 

     

TNVR vs.棄養  

1.以 6000隻流浪動物來看  

2.在沒有棄養的情況下，每年 TNVR量達原始量 25％  

  25年後流浪動物即可消失  

3.但只要棄養達原先數量 5％  

  TNVR也只能減少到定數，無法徹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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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TNVR的定義(圖 11.) 

     (1)捕捉 Trap/誘捕(Catch)  

        設法捕捉流浪動物 

     (2)絕育 Neuter 

        不論是公母皆進行全面絕育 

     (3)疫苗 Vaccination            圖 11. TNVR為定義 

        注射狂犬病疫苗 

     (4)釋放 Release             

        剪耳標記後放回原地生存   

    

   3.當個好主人(圖.12)         

      在做獨立研究時，本組知道了其實領養動物並     

     非我們所想的這麼簡單，於是本組提出了一個    

     論點，就是「很多人都愛寵物，但愛是有方法   

     的」。例:曹啟鴻說，狗被馴化數千年，DNA 中    

     就帶有愛人的天分，他希望將來各項飼主責任， 圖 12. 

                     

 

  也可以成為存在在民眾 DNA 中、理所當然的一部 

  份，並呼籲飼主為寵物進行登記。」給予寵物適 

  當的運動空間外，飼主還有許多影響公共衛生、 

  寵物安全的責任須完成，「狗與鹿」的插畫家 

  James 說，很多人會覺得有些事不是那麼重 

 圖 13.為照顧寵物方式 

要，但是那是社會責任的一部份，例如他自己的父親就一直覺得為何要撿

狗大便，他在外也常看到飼主遛狗不繫牽繩，這時候他都上前去當那種

「很討厭的人」，告訴飼主一定要繫牽繩，就算是乖巧不會亂跑的小型犬，

也可能會被突如其來的喇叭聲嚇到衝上馬路(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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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分析-流浪動物問卷  

      

    Q1請告訴我們你是哪個年齡層的人 

圖 14.問卷年齡分布  

由圖 14.可發現: 

1.40~50歲占 57.9% 

2.30~40歲占 16.2% 

3.國中生占 11.3% 

4.20~30歲占 8.9% 

     

    Q2請問您在路上遇到流浪貓狗會怎麼處理? 

     

    Q3 請問您知道『動物結紮』的意思嗎？  

 

圖 16.動物結紮 

 

 

由圖 16.可發現: 

1.完全知道占 61.7% 

2.完全不知道占 2% 

3.大概知道的人占 36.4%        

     

 

圖 15.處理方式 

 

 

由圖 15.可發現: 

1.視而不見占 75.1% 

2.會先送到附近收容所占 6.6% 

3.會先帶回家安置占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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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請問您會幫家中的寵物(貓狗)結紮或植入晶片嗎? 

圖 17.會結紮或植入晶片 

由圖 17.可發現: 

1.會選擇將寵物結紮占 39.2% 

2.動物結紮和植入晶片都會占 38.8% 

3.動物結紮和植入晶片都不會做占     

  10.3%。 

     

 

     Q5請問您會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去擁有寵物？  

 

圖 18.如何擁有它 

 

 

由圖 18.可發現: 

1.會選擇以領養方式占 59.9% 

2.用購買方式占 21.1% 

3.再則為親戚朋友所送養 

     

 

     Q6 承上題，請問您家中的寵物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取得的？ 

圖 19.由何管道取得寵物 

由圖 19.可發現: 

1.其中有 31個人利用購買方式 

  獲得寵物 

2.多數人是在動物收留所領養 

3.其次是親戚送養 

4.沒養過動物占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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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 請問您有去過任何動物收容所嗎？ 

 

圖 20.是否去過收容所 

 

 

由圖 20.可發現: 

1.去過動物收容所占 12.6% 

2.沒去過動物收留所占 87.4% 

      

     Q8 請問您對於動物收容所有什麼看法？ 

         1.絕大部分的人認為這是個有愛心、很善良的地方。 

         2.極少數人認為環境髒亂或不仁道。 

      

     Q9 請問您對於流浪動物有甚麼印象? 

         1.大部分的人都認為流浪貓狗很髒、不衛生。 

         2.其次覺得浪貓狗們很可憐，無家可歸。 

 

     Q10請問您在看到集資救流浪動物的活動時，會有什麼想法？ 

圖 21.參與集資活動 

 

 

由圖 21.可發現: 

1.會幫忙分享的占 71.7% 

2.會參與集資占 16.2% 

     

 

 

 



 

 

 

12 

 

 

     Q11請問您是否支持將「過多」的流浪動物安樂死? 

圖 22.安樂死的看法 

 

 

由圖 22.可發現: 

1.不支持安樂死的占 55.1% 

2.支持的占 44.9% 

 

 

五、研究成果與討論     

(一)流浪動物這個議題，充斥著整個世界，各國對其作法各有不同，(表

2.)為整理目前各國對流浪動物問題的看待與處理。歐美國家相對

與亞洲等國家更重視「動物權」，他們會由根本的教育著手，從小

就懂得如何尊重生命及負責任的態度，有些國家還需要安排主人和

畜養動物一起受訓上課並了解相關規定才能取得執照，甚至有些還

需替畜養的貓狗繳納稅金，連搭車都要繳交車資呢，同等於享受人

該有的權利也必須付出相當的義務，這些作法卻是我們望塵莫及的。 

 

 

 

 

 

 

 

 

       圖 23.德國街頭上有一種極為方便的浪浪餵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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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各國對流浪動物的處置與作法 

 

中國 

1.「屠狗制」2004 

2.「一戶一狗政策」2009廣州 

3.較殘暴手段處理 

韓國 1.吃狗肉為百年傳統 

2.消極放任政策 

 

美國 

1.植入晶片 

2.法律上較積極嚴格 

3.受猶太及基督聖經的宗教角度 

 

瑞士 

1.飼主上相關課程，並和狗受訓，才能取得飼養資格 

2.替狗繳稅 

3.享受人有的權利，也要使用狗付費 

 

德國 

1.節育、打疫苗 

2.從小教育孩子，也教育寵物 

3.法律規定棄犬者處高達台幣 90萬罰款 

                                

                

  (二)流浪貓狗問卷調查的問題與檢討 

1.透過這次的問卷調查，本組認為民眾對於流浪貓狗—動物收容所

及相關協會都好像都不太了解，本組整理(表 3.)供各位參考，雖

然社會上很多人都說會善待動物，但我們不應該只是嘴上說說，

而是應該用實際行動去關懷流浪動物，以平等的權利對待牠們，

施予牠們更多的愛和照顧。 

2.本組希望藉由這個問卷調查，了解一般民眾對流浪動物的看法，

並整理其資料以供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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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次問卷對象為 40-50 歲居多，也許是中年人口比較理智有將近

75％以上在發現流浪動物時都視而不見，只有不到 5％會帶回安

置，而且都是較年輕的族群，可見不同年齡看待流浪動物的觀點

有很大差異。 

4.多數人都知道動物結紮，有將近 80％以上均會施作，10％左右不

會施作。 

5.在此次問卷將近 200 多位的對象中發現，竟然高達 100 多位(半

數以上)沒有養過動物，可見大家對飼養動物還是很陌生的，因

此沒到過動物收容所的高達 87.4％，但提到如果真要擁有寵物，

則半數人以上多會採取領養。 

6.絕大部分的人都對動物收容所有好感，認為那是個對流浪動物很

好的去處，但卻有部分人也覺得收留所裡的動物太多了只會衍發

細菌孳生，環境骯髒而造成傳染病。 

7.就因為如此，提出是否支持將過多的浪貓狗們安樂死，竟有半數

的人不支持，因為很多人都認為將動物安樂死是一件殘忍、不仁

道的事情，但支持的人卻說要考量後面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及終

結動物的痛苦為主調；但是相對地只要我們願意善意地對待並提

供善意的環境，相信動物們就不會奏上被安樂死的命運了。 

 

                  表 3.台灣流浪動物的相關機構 

  

圖 24.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 

1.推動動物平權教育。 

2.推動動物權、動物福利相關議題與修       

  法工作。 

3.關懷弱勢家庭中動物與兒童處境。 

4.推動人與動物互為主體和諧關係。 

5.培力社會大眾成為動物守護者。 

6.激發多元領域之創作，為動物發聲。 

7.推動動物平權工作之國際交流。 



 

 

 

15 

 

 

 

 

圖 25.全國動物收容系統 

1.讓流浪動物能透過網路的方式被養。 

2.收容公告。 

3.寵物送養媒合。 

4.台灣公立收容所。 

 

 

 

 

 

 

 

 

圖 26.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五大自由 Five Freedoms 

1.免於飢、渴的自由；能取得乾淨的水   

  與食物保持健康與活力。 

2.免於身體不適的自由；能居住適合的  

  環境，包括遮蔭與舒適的休息空間。 

3.免於痛苦，傷殘，疾病的自由；能得  

  到快速的健康檢測與治療。 

4.發展動物自然行為的自由；能擁有足 

  夠的空間環境條件和適當的動物。 

5.免於恐懼與心理創傷的自由；能免於  

  精神受迫。 

 

 

 

圖 27.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 

成立於 2012年，是一非營利、非政府

的民間組織，以溫柔、堅定的力量「為

牠們發聲」。我們最終的目標是：「有

一天，街頭不再有受苦受難的生命。」 

 

 

 

 

圖 28.流浪動物之家基金會 

宣導尊重生命及愛護動物的觀念，督促

政府以人道方式解決流浪動物造成的社

會及環境問題，提升台灣國際形象，使

動物免於流浪及虐待，直到街上沒有流

浪動物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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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鑑與檢討 

(一)研究動機~帶來的省思 

我們常在路邊可以隨意看見流浪的動物，難免都會有些惻隱之心，

第一眼的感覺也許會報以同情的眼光，但絕少會主動伸出援手來幫

助牠們，以致街頭流浪動物數目與日俱增，本組希望能透過這份的

報告，分析現況並探究其原因，提供主政者一些不同的角度與觀點，

並喚起社會大眾對流浪動物的包容與愛護。 

  (二)擬定正式計畫、研究問題及工作進度表~遭遇的困難 

    在研究初期階段時，曾有一次就在餵貓食時，因擔心牠們的嘴

巴會被飼料的蓋子割到，於是想將蓋子撕起來，結果被貓以為是要

搶食食物，所以手就被貓的爪子劃傷了；也曾因為要帶領牠們越過

街道時被路過汽車按喇叭嚇得六神無主。 

    研究中遭遇最大困難莫過於團體之間的合作，因為在進行獨立 

研究時還須兼顧課業，組員要協調共同研究時間均有限，而且偶爾

也會有意見分歧，但最後還是透過不斷溝通協調，才讓整個報告更

完整。 

 (三)彙整相關資料~解決問題的精神 

    本組從會議開始到擬定計畫書，因為不熟悉相關內容及現況，

因此花了很多時間在蒐集資料，才慢慢地勾勒出整體的內容與方向。 

    透過這次的研究，本組也學會如何在遭遇問題時，利用網路資

源、圖書館查詢或透過師長的詢問來解決問題；另外問卷調查也是

一個新鮮的嘗試，讓我們可以聽到更多不同的聲音，反應更多不同

的意見，讓研究更有價值。 

(四)資料分析~看出端倪 

    本組希望能藉由這次問卷調查得知如何妥善處理流浪動物問題，

在問卷的數據中也看出了許多可以提供給各位參考的論點，其中不管

是結紮或者是領養，甚至是棄養等，都出自於「人」的問題，很多時

候我們都知道該怎麼做，只是都不願意去正視去面對，因此，最後還

是得從「人」開始著手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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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成果與討論~讓他們與環境的平衡共存 

    在研究關於流浪動物的過程時，不斷看到許多流浪動物的悲歌，

有許多的流浪動物被殘忍地對待，但多數的人還是選擇漠視。因此，

本組首要的目標是希望可以讓街頭流浪動物減少，不要放牠們在外面

自生自滅、挨餓受凍，供牠們有一個安定的家，讓流浪動物之詞可以

在未來的環境中消失，更希望能提倡一個與牠們平衡共存的生活環境，

另外也呼籲如果有能力照顧的人，請適時伸出手來收養牠們；但如果

心有餘而力不足者，就請不要領養了，否則只是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

題。 

(六)評鑑與檢討~渴望看見希望 

   「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取決於他們的人民與政府如何對待其他

生命！」這是十二夜電影裡的主軸，也是我們沉重的呼喚。 

    台灣是個科技進步、民主自由且重視人權的國家，但卻仍沒有提出更

具體的法律來保護這些流浪動物，我國動物保護法內容雖然詳盡，但政府

因未能徹底的執行，流浪動物問題想要解決恐怕難上加難，目前除了順利

找到飼主外，皆失去牠們基本生存的權利，但起碼讓動保議題能夠被正

視並持續被關注。 

   在「一位溫柔善良的太太和她的 100 隻狗」一書中提到了和我們一

樣的心聲，「這些狗兒為何會流浪到此？對於這些無家可歸的狗兒，住在

學校裡是最好的嗎？」我們不知道好不好？但，還是希望牠們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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