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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台灣第一個由上而下成立的校犬隊

成立前的催生與準備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是台灣第一個由學校協助教師帶領學生執行校犬方案的

學校，這個由上而下推動的計畫，轉眼已經超過 18 年，目前進入系統化運

作的校犬隊，在當年推動時可是經歷了好幾次的波折。

為
了讓校園守護犬順利在北護校園

中運作，葉明理與她的團隊做足

了準備工作，先是深入了解北護學生屬

性，了解他們想要的是什麼，又透過保

育社辦理北護動保週，讓動保觀念深入

人心，更親自到學校各個處室與各長官

同仁懇談，拉來支持票，最後，經由校

長同意，總算催生出國內第一個由上而

下推動執行的校犬方案。說起當年的酸

甜苦辣，葉明理說：「很辛苦，但，很

值得！」

　　當年北護的學生多是從高職、專科

等技職學校考進來的，學生可能因為家

庭經濟因素，下了課就往打工場所跑，

對下個月的生活費關心程度遠遠高過對

校園週遭的事物。「比起社團活動，個

慘遭社團學生提議撤換
指導老師

曾經被訕笑的校犬計畫

人生存是更迫切的。」葉明理感慨表示：

「因為這些因素，讓北護的社團活動並

不活躍。」

　　雖然參與度低，關心相關議題的學

生仍會投入社團活動，但社團事務光靠

興趣是無法做得好的，還需要幹部間的

相互配合，協力規劃、執行出充實的活

動內容，藉此吸引更多人參與。更重要

的是，還需要有個在一旁提點的指導老

師，在學生遇到問題、盲點時，適時給

予幫助。

　　在正式執行校犬計畫之前，葉明理

就擔任北護的動物保育社指導老師，本

想藉此在校園中盡一份她對生態保育的

心力，也將在動保運動多年的心得傳達

給同學，社團裡的同學的做事方式卻讓

她忍不住發表意見，花更多的時間與學

生溝通，「也不是說指導，而是給他們

一些執行上的建議，」沒想到正面的建

議卻換來負面的提議：「他們覺得我給

了太多壓力，讓他們喘不過氣來，隔年

跟課外組反應說希望換掉指導老師。」

　　這件事情讓一度想透過社團力量來

改善校園浪犬問題的葉明理發現，單單

透過社團運作，無法解決問題。興趣無

法支撐這種沒有強制性的社團活動，對

大多數只想完成學業，畢業後盡快找到

工作、付清學貸的學生而言，社團活動

的確太過奢侈了。

　　「其實，第一次在學校會議上提出

校犬計畫的並不是我，」葉明理回憶：

「當時是周光儀老師率先提出。」原本

想說，就算沒有集體共襄盛舉，至少也

應該會欣然同意，沒想到此話一出，舉

座同事嘩然：「護理學院要成立狗狗自

衛隊喔？」一串笑聲加上帶著嘲諷的

話語，讓周光儀語塞，好不容易鼓起

勇氣提出的構想，竟然得到出乎意料的

回應，不支持也罷，竟然還嘲諷起這件

事，讓她深感挫折，就將此事擱置了。

　　葉明理知道這件事情之後，了解到

校犬計畫落實必須要有妥善的前置作業

並想好後續的配套措施，才不會讓整件

事情變成「笑犬計畫」，「考慮到學校

行政單位執行上的諸多顧慮，我想，可

以從我擔任指導老師的動物保育社開

始。」的確，葉明理最初只是希望能為

學校狗狗做一些事情，至於更具體的執

行方式，也還沒有明確定案。

　　在她當時申請的國科會計畫助理湯

宜之的協助下，保育社辦了一場「校園

動物週」活動，以「流浪動物的生與死」

靜態海報展覽的方式呈現出流浪動物

（尤其是流浪犬），進入收容所之後的

悲慘處境：無人認養的犬隻，時限一到

就是安樂死處理。透過影像呈現動物困

境之外，社團也連續辦了 5 場座談會，

主題包括動物行為訓練的示範、動保團

體的的經驗分享、校內教職員生共識討

論會、動保影片賞析，透過雙向討論，

引發師生員工對校園中的浪犬以至於整

體流浪動物的問題的關心。也針對動物

保護知識態度及行為、學校設置校犬隊

的意願，進行連串的師生意見訪查。

圖：北護的「動物友誼日」活動，邀請師生員

工帶自家寵物到學校互相交流。

動物保護教育在大學校園的實踐
18年的衝突、共榮、與蛻變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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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的活動，將北護校園中一直

被忽略的人與動物關係議題，拉到檯面

上倡議，並藉由與相關處室長官同仁的

討論，來解消大家的疑慮、激發大家面

對、認識與思考可能的解決辦法。「我

認為，『北護動物週』最重要的成果是

透過議題討論，將個人層次的愛心行

動，提升到全校的公共議題層次，逐步

邁向校內處理校園動物的公共政策制定

與法制化。」校園動物週的舉辦，讓校

犬計畫的推動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相對於舉辦活動邀請師生員工來關

心動保議題，更需要主動去找出關心議

題的人。「學校裡關心狗狗的人一定不

少，只是需要把他們找出來。」葉明理

想到，每次有狗狗發生問題，諸如校園

浪犬追著學生跑、捕狗隊來校園抓狗

等，學校總教官一定會出面處理，相對

於漠不關心或者反對校園狗狗問題的其

他行政單位，總教官是關心狗狗問題的

人，於是她去找了總教官。

　　這時，讓校犬計畫制度化的想法已

經在葉明理心中萌芽，學校既然會有源

源不斷的流浪狗進來，破壞學校環境、

擾亂校園秩序也驚嚇到教職員學生，反

過來思考，利用狗天生的地域觀念，將

流浪狗訓練成可以驅離外狗的校犬，就

　　2002 上半年，葉明理與湯宜之、

吳瑩鴻、萬宸真、楊雅琳等 4 位助理討

論後，決定要向學校提出正式成立校園

守護犬的試辦計畫。試辦可不是試試而

與總教官談出萌芽計畫

寵物治療概論選修課程

定調特色進入提案階段

能有效減少校園中的浪犬數量，受過訓

練的狗也不致於對來往的師生員工帶來

出其不意的驚嚇。「透過這種方式驅離

流浪狗，不但可以改善校園環境，也可

以改善師生因流浪狗攻擊人的事件而生

的負面觀感。」跟總教官談過校犬計畫

的可行性後，教官也樂見有對校內流浪

狗問題作出改善動作，十分樂意配合。

　　事實上，不僅找總教官談，學務

處、總務處等單位，都是葉明理拜訪的

對象，「因為，校犬既然是學校內的組

織，就必須取得校內相關單位的支持，

日後的相關飲食醫藥以及訓練經費，才

能由學校編列，避免支持校犬的學生為

了狗狗還得去募款。」

　　長年關心動物保護議題的葉明理，

擁有美國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護理

行政哲學博士學位的她，同時也在美國

取得了動物輔助治療師（2000 年）及

服務犬訓練師（2006年）執照，更是「台

灣狗醫生協會」及「台灣動物輔助治療

專業發展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學生時

代曾積極投入流浪動物議題，多年的經

驗讓她體認到，從末端去救護流浪動物

的同時，也要從源頭問題來解決。

　　「流浪狗永遠都救不完，」葉明理

認為：「從前端積極去改善與提升人與

動物的關係，減少動物被遺棄的可能，

也是幫助動物的方式之一。」動物對人

們的幫助很大，單是狗狗，就不止看門

顧家的功能，比起玩賞寵物犬，諸如牧

羊犬、獵犬等工作犬，協助人類完成各

種工作的歷史更已有千百年。

　　從國內外的經驗顯示，狗狗在醫療

系統中透過專業的輔助課程安排，對於

幫助自閉兒、失智老人以及其他各種病

症的患者的恢復，已經取得實際成效數

據。護理學院培育的學生，未來多會在

醫療體系中就業，面對無數人的生老病

死，除了專業知識之外，更需要的是對

生命的關心與尊重，以及有效的實踐能

力，尊重生命是不應該分人或動物的。

　　「在學院內開設『寵物治療』相

關課程，除了提升人與動物關係，我

也期望，能夠讓學生了解，透過完善的

培訓以及配套措施，肆虐校園的浪犬，

也可以成為有用的治療犬。」葉明理

自 2001 年在北護開設的「寵物治療概

論」，不僅成為國內大專校院教授動物

輔助治療之濫觴，也為後來正式成立校

犬隊後的發展，帶出指標作用。此外，

葉明理也在課程中加入動物保護及動物

福利的內容，讓醫護學生有機會培養愛

護生命的基本素養。

圖：葉明理將「寵物治療」議題，帶入學院課

程中，讓學生了解動物可以為人類帶來哪

些效益。

圖：2002 年 10 月，北護校園守護犬試辦計畫

正式執行，優漢與小黑是創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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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既然要做，就得先有人去學習訓犬

技能，日後才能有效管理校犬，「校犬

要發揮功能，就不能停留在『養在學校

的流浪狗』階段，一定要經過訓練，發

揮應有的效能。」吳瑩鴻率先表示願意

到三峽的訓練所學習訓犬課程。

　　剛好，在 2002 年暑假，學校裡有

工程施工，有機會可以讓校園中懼怕大

型機具、噪音的流浪狗暫時退出校園，

事不宜遲，他們在徵詢訓練師的意見

後，決定要在學校工程結束前將當時校

園內不願主動離開又不願親近人，無法

收編為校犬的浪犬做捕捉與送養，如此

一來，當工程完成後，就可以進行收養

與安置適合擔任校犬的浪犬。

2002 年下半年，在當時的北護校長鍾

聿琳鼓勵下，葉明理完成建置北護校園

守護犬的規劃評估，初期的規劃案有幾

個特色：

1. 校園不是收容所，校犬必須要有功能

　　在校園動保週活動的問卷評估中顯

示，北護師生多半能夠接受仁民愛物的

觀念，但對動保議題相對陌生，對校園

守護犬是否可以成功替代以捕捉移除流

浪動物的方式，也令他們將信將疑；加

上將來施行後的責任歸屬以及經費支

持，在學校處室單位間也互有推託，

因此師生認為北護不能單靠愛心救助流

浪動物，應該要落實人犬互利共生的目

的，而校犬不僅要親善師生，還得負起

驅趕外犬守護校園的功能。

2. 由上而下的運作方式

　　北護以護理學生為主，以技職訓練

為目的的學生，一向不熱衷公共議題，

加上當時其他高教體系，學生經常因為

飼養校犬問題而與學校對立，且北護社

團與學生自治能力不強，為減低校內衝

突與阻力，校犬計畫一開始即定調為一

個由上而下、由學校協助教師帶領學生

推動執行的方案。

3. 協助校犬以校為家、自然而然守護家園

　　當時一般大專院校學生多因愛護貓

狗而出手相助，缺乏有效的管理策略與

環境，這種做法不但無法解決問題，更

容易衍生出衝突。北護校犬計畫中，最

重要的部分即是強調為校犬建設基本的

住宿環境，專人定時定量定點的生活管

理，每年定期的健檢與預防針注射更不

可少。而聘請專業訓犬師教導巡視校

園、親善師生與驅趕外犬的技巧，則是

讓校犬以校為家，自然而然守護校園的

關鍵。

4. 選擇適合的流浪犬擔綱

　　校犬除了要負起驅趕外犬的任務

外，另一個重要特質就是要親人，因

此親善且具學習潛質的狗狗才能擔此重

任。

5. 組織學生團隊

　　學校內飼養動物，要有制度與效

能，就必須要有專責的動物照顧員，

師生有上下班及寒暑假，照顧校犬卻是

全年無休的工作，需要有組織的照護人

力，因此招募志工成了最重要的課題。

計畫中規劃了服務時數認證、績優志工

獎勵、入住宿舍優先權等誘因。

6. 接受政府輔助

　　北護校犬計畫也申請加入北市府推

動的校園守護犬計畫中，一方面可以提

升合法性，爭取校內師生支持，另一方

面，也可以獲得醫療、飼料與照顧技術

的協助。

　　校長鍾聿琳上任之初，就以「天人

合一、尊重生命」為治校理念之一，校

犬計畫提供一個無需捕捉撲殺，就能解

決校內人犬衝突，並彰顯治校理念的方

案，因此獲得校長的支持，更在校務會

議上獨排眾議，以試辦一年的折衷方案

通過校園守護犬計畫。

　　2002 年 10 月，學校裡原就養著的

母犬「小黑」，加上前文「教育部創意

學子計畫」其中一隻因體型太大不易送

養的公犬「優漢」，正式成為「北護校

園守護犬試辦計畫」的創始成員，也為

日後 10 多年北護師生的生命教育課揭

開了序幕。

熊爸（王昱智，右 2）18 年來，一直協助北

護校犬隊訓練工作。

( 右 ) 板橋計畫時的助

理湯宜之，在優漢重病

時來探望

( 左 ) 社團課程請熊爸

（王昱智）來教學生訓

犬技巧。

2006 年夏天，校犬隊志工在校園內舉辦「認識校犬

大作戰」活動，增加師生員工對校犬的認識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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