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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民國 108 年至 109 年教育部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計畫，以南澳南

溪、海岸地區及寒溪聚落為範圍，依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核心素養之精神要旨，

開發出以地質、地形、水文、生態及自然災害為內容的教材架構，為學校本位的

鄉土教育奠下堅實的基礎。 

    依調查結果，本區自然教學資源極為豐碩，並富大地構造意義。約之如下： 

一、南澳南溪的河道變遷，自中、上游的幼年期至中游的曲流、河階，以至於河

口特徵明顯。 

二、本區河床大量出露台灣最古老的片麻岩、綠泥片岩、大理岩、石墨片岩、石

英雲母片岩、變質礫岩等具有代表性之大南澳片岩，顯示出本區地質珍貴

的風貌。 

三、河流與海岸特殊的生成背景，乃至潮曲流、砂嘴、崩積角礫岩、海蝕洞等特

殊地景，環環相扣。 

四、人地關係的和諧共存，從武塔地區及寒溪聚落的部落遷徙與選址考量，可窺

知泰雅人遵循平衡原理的永續和諧概念。 

此外，有關敏感區之分佈及基礎概念，也略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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