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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自然災害、防災教育及特殊教學資源之開發研究 

 

摘  要 

     

    本研究係民國 104 學年度(1040801—1050731)教育部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

計畫之一，其主要內容涵蓋自然災害及特殊教學資源二者。南澳地區因濱臨蘇花

斷崖及颱風路徑常經路線，所以氣象災害所造成之山崩、土石流及為嚴重，爰以

蘇花公路及南澳南溪集水域為例說明。 

    特殊教學資源則以地質、地形、植物、昆蟲生態為主體，並衍生引入人地交

互作用所形塑之史蹟文化(漢本文化)之自然背景，由時間、空間、連續、累積等

面向加以解析，試轉化為生動、活潑之教學活動設計，為方便田野(戶外)教學過

程流暢，本研究以交通易達、安全無虞，以及教學資源豐富為主要依據，按金洋

社區為軸心，分別規劃南澳南溪集水域、蘇花公路沿途海岸、漢本文化遺址，以

及神秘湖等四個區塊路線，分站說明自然災害及特殊教學資源之分布、特性和運

用。 

    本研究經研究小組仔細踏查，得出以下重要景點： 

一、南澳南溪與金洋部落：澳尾橋(一組 S形曲流、南澳南溪河道)、橫山曲流(腱

狀丘、流槽切割、環流丘、回春谷、雲母土指)、無名溪曲流(反向坡、曲流)、

那山那谷河岸(河道觀察、岩性觀察、曲流成因)、腱狀丘曲流(曲流、劇場河

階、流槽切割、腱狀丘)、金洋公園(順斜河)、宜 57 線 0K+400(新建橋梁、

野溪整治)、仲岳溪河階(劇場河階、岩相觀察)、簡易便橋(取水口、巨礫)、

南澳古道口(植物觀察)等。 

二、蘇花公路自然災害：大坑橋(大坑橋崩塌、植生護坡)、9 號省道 149.8K(眺

望和平溪扇洲、邊坡穩定工程、岩類、層態)等。 

三、漢本文化層遺址：漢本遺址(崖坡臺、文化層)、漢本海濱(原住民選址原則、

海濱岩類)等。 

四、神祕湖：管制柵欄、林務局管理站、步道上之小支流及巨礫褶皺、湖濱及湖

水中植物群、步道盡端(簡易氣象站)之地形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