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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地質公園解說員 
環境解說的培力問題探討

臺灣地質公園學會

一、前言

台灣地質公園學會推動地質公園解說員

的制度與認證，主要是要因應地質公園成立

後，經營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便是協

助訪客更瞭解各地質公園的特色。同時也透

過提供環境教育的機會，讓參加者，尤其是

下一代的學生們，瞭解該地質公園的特色與

珍貴性，進而培養認識土地的下一代。而這

份工作，更是地方永續發展的契機。

台灣已經有許多單位，有培養解說員、

志工等計畫進行多年。如國家公園、國家風

景區、森林遊樂區等，都有許多經驗。我們

並不瞭解這些單位的實施成效？對該單位的

業務推廣，或解說服務的深度為何？本文主

要希望藉著既有的解說訓練，加以瞭解其特

性，並能對地質公園解說員的養成，有一定

的幫助。

地質公園學會也提出一套解說員訓練課

程，但隨著時代變遷與需求的改變，如何達

到設計訓練課程的目的，有必要隨時修正。

二、問題

在認知推動地質公園解說制度有其意義

後。許多問題因應而生，也可以分為幾個部

份，諸如：

（一） 解說的定義

1. 什麼是解說?

2. 解說的內容為何?

3. 解說的思想基礎為何?

4. 解說在不同領域的使用是否會有執行上

的差異?

5. 什麼是環境解說?

6. 解說與環境解說區別為何?

7. 環境教育與解說的關聯?

8. 環境解說目的為何?

9. 解說如何被執行?

10. 何謂解說資源?

11. 有哪些自然資源可以解說?

12. 有哪些人文資源可以解說?

13. 地方有哪些特色是獨特的、稀有的、     

不可替代的?

（二） 解說員的訓練與角色

1. 為什麼要有解說員?

2. 解說有什麼規則或原則?

3. 人員解說與非人員解說(如解說牌、解說

手冊)的優缺點?

4. 解說體驗的層次為何?

5. 解說員需要有哪些基本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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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培訓練解說員?

7. 解說員訓練的進行方式?

8. 什麼因素影響解說員對訓練的參與度?

9. 是否可以用訓練課程的參與程度評斷解

說員對地質公園的認同?

10. 是否有通用之地質公園解說員訓練系  

統?

11. 地質公園與國家公園系統的區別為何?為

什麼不能用直接引用?

12. 地質公園之解說系統設立基準為何?

13. 如何判斷解說員訓練成效?

14. 是否有專屬教育場所?

15. 地質公園做為環境教育場所之功能為何?

16. 解說員是否需為有薪制?

17. 解說員是否為獨立制?若附屬於組織或機

關、團體，應如何安排?

18. 解說員有什麼工作限制?

19. 身為解說員，其權利及責任範圍?

20. 不同區域的解說員，其訓練方式是否不

同?

21. 不同地質公園解說員，訓練制度是否可

通用?

22. 解說員制度如何建立口碑?

23. 解說員品質如何維護? 

24. 誰可以擔任解說?

25. 解說員在地質公園扮演的角色?

26. 解說員在執行解說時應注意之事項?

27. 解說員須具備什麼條件?

28. 影響解說員學習成效之因素為何?

29. 如何解決影響解說員學習成效之障 礙?

30. 解說好壞與什麼因素有關?

31. 如何評斷解說員品質?

32. 解說員培訓課程有無課程大綱?

33. 解說員專業職能為何?

34. 怎麼訂定專業?

35. 怎麼調查解說員專業職能?

36. 解說員資格如何認證?

37. 如何增進解說成效?

（三） 成效評量

1. 解說員與導遊的不同?

2. 什麼因素吸引人們擔任解說員?

3. 什麼因素影響解說員對解說的投入程度?

4. 解說員投入程度如何評斷?

5. 解說員投入程度對解說場域或遊客有什

麼影響?

6. 地質公園之解說員培訓是否以成為環境

教育人員為培訓目標?

7. 旅遊目的為何?

8. 旅遊場域選擇、意義為何?

9. 地質公園有何吸引訪客之處?

10. 地質公園是否可以達到訪客旅遊的目的?

11. 地質公園是否可以提供訪客旅遊的遊憩

體驗?

12. 地質公園主要提供的遊憩體驗為何?

13. 地質公園如何提供環境教育?有哪些重

點?

14. 地質公園旅遊體驗的提供，可否做為社

區參與的方式?

15. 地質公園如何提供解說服務?

16. 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森林遊樂區、

環境教育場所等場域的性質及功能，與

地質公園有何差異?

(1) 法源、管理機關、經費、人力的不

同

(2) 管理面積、土地權屬

(3) 建管、警察權

(4) 任務與主管業務的差異為何?

17. 地質公園的任務、法源、經費、人力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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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地質公園沒有經費、人力資

源，可以解說嗎?

(2) 地質公園解說員如何擔任地質公園 

的大使?協助更多人認識該地質公園

(3) 地質公園如何藉此讓地方永續發展?

(4) 地質公園如何在文資法的架構下，

提供地景保育、環境教育、地景旅

遊的機會?該由誰來組織與經營管理    

?

18. 解說的內容與深度如何決定? 需要顧慮

哪些面向?如何提供解說服務

19. 解說路線的限制?

20. 如何設計解說的進行?包括自然與文化、

生態解說相關之解說?

21. 如何組織時間、地點內容的解說?

22. 如何將文化融入地景執行解說?

23. 解說執行的場所與路線如何決定?

24. 解說執行的場所，其大小、性質差異為

何?

25. 解說人數如何影響解說的執行?

26. 解說場域應注意之事項為何?

27. 如何因應天氣變化?

28. 解說過程中的解說場所如何安排?

29. 解說的工具使用與場所所在的關聯為何?

30. 解說路線如何規劃?

31. 解說過程應注意之事項?

32. 解說過程中如何增進遊客的專注力?

33. 解說時間的長短與解說對象的體力?

34. 解說執行使用的器材為何?(教具/工具)

35. 解說需要的圖文資料?參考資料?

36. 如何擷取、應用網路的解說資料?有哪些

版權問題?

37. 解說材料正確性如何辨識?

38. 解說手冊與解說資源

(1) 解說手冊內容的整理與使用時機為

何?

(2) 解說手冊的製作形式為何?

39. 解說手冊的操作方式為何?

40. 如何設計解說手冊的地圖?

41. 手冊的使用如何讓使用者紀錄並描述?

42. 解說手冊的注意事項為何?

43. 相機如何增強解說的成效?

44. 相片的整理如何增進解說成果?

45. 多媒體工具的使用如何加強解說成效?

46. 多媒體工具的種類?

47. 多媒體工具如何應用?

48. 如何製作多媒體解說材料?

49. 有無解說材料的比較?

50. 3D模型對解說的成效為何?

（四） 遊客

1. 遊客類型分類?

2. 遊客有什麼解說需求?

3. 遊客會想從解說員身上獲得什麼?

4. 解說內容與解說對象有什麼關聯?

5. 什麼因素影響遊客接受解說?如何解決?

6. 解說員的存在對遊客參觀有什麼影響?

7. 如何評量遊客的收穫?

從以上超過100個問題，可以理解解說

員訓練的養成，絕非單靠數十小時的課程，

即可達成。不但須要許多配套措施，也需要

許多人力、物力的支援。然而問題的釐清，

有助於我們理解所需努力的方向與定位。同

時，就終身學習的角度而言，借解說員的訓

練與培力課程，培養自己對解說內容的認

識，會是另外一個學習的機會。

對台灣地質公園解說員制度的推動而

言，上述問題，或許可以讓我們檢討目前的

進展，與未來可以如何推動。應該可以讓我

們往前走好長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