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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海岸山脈北段特殊教學資源之調查研究 

 

摘  要 

     

    本研究以花蓮縣海岸山脈北段(臺 11 線沿線)自鹽寮至豐濱地區為鄉土教學

資源調查區，並設計具有探究精神之教學活動。本年度選定新社海階、磯崎海灘、

蕃薯寮鋸切谷、鹽寮海濱、潮間帶底岩為教學場域，進一步地完整建構花東海岸

山脈北段之特殊教學資料庫，期許學生能對豐美多樣的大自然地貌更加認識，也

能在美質地景中得到性靈的陶冶。 

     

    新社海階是海岸山脈北段最具代表性的海階地形，為早期海蝕平台因造山運

動隆升而形成的平坦地形，分成階面與階崖二部分。復興部落位於遺世獨立的山

間盆地中，可觀察球心狀水系，有機耕種的臨海梯田期望達成人與自然之間的均

衡。 

 

    磯崎灣南北二端都是都巒山層火山角礫岩，中間為八里灣層砂頁岩，所以受

到差異侵蝕而內凹，其北側是突出的芭崎，南側是突出的龜庵。硬的石頭形成凸

岬，軟的石頭形成灣澳。 

 

    蕃薯寮盆地形成於蕃薯寮溪下游，成因為較軟弱的蕃薯寮層沉積岩地層，且

蕃薯寮溪下游的曲流發達，有利於側蝕作用的進行。當地人相傳此地原住民，十

分崇尚勇士，因此立下規矩，只要能用竹子撐竿跳過峽谷，大家就尊奉他為酋長。

但峽谷寬度其實難以跳越，有許多青年便因跳不過而葬生谷底。勇士所用的竹竿

插在溪谷邊，日久長成一片茂盛竹林，而有「遺勇成林」之說。 

 

    水璉礫岩是深海沖積扇被板塊擠壓而抬升，可見到許多變質岩類與火成岩類

礫石，屬於沉積岩類的八里灣層水璉礫岩段。此處是海岸山脈水璉礫岩露頭，可

觀察地層淘選不良、反粒級構造，礫石包括了沉積岩、火成岩、變質岩等三大岩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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