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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於鯉魚潭地區觀光活動日趨活絡，政府與民間單位戮力開發，有關

河川襲奪原始關鍵地貌已岌岌可危，故擬加以重新審視、檢討、建議並開發一套

可長可久之以田野自然景觀為核心之教學模組，乃研究主要精神所繫。 

    本研究含文獻回顧、基礎調查、河川襲奪之主角(古銅文蘭溪、白鮑溪、荖

溪、平和溪乃至文蘭溪等)實地踏查、攝製重要教學露頭及生態，輯成教材和戶

外教學路線，並透過花崗國中和北投、松山兩所社區大學師生做實地戶外教學，

以及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evaluation)，希望編輯成綜合性教學模組，冀推廣

應用，同時精製了教學用模型、GIS地圖等，使遊客中心更具魅力。 

    經研究顯示，白鮑溪、荖溪、文蘭溪皆為構造谷(縱谷)性質，荖溪主流較長，

全段呈倒鉤狀流路，集水區各支流偏北呈樹枝狀，白鮑溪流域面積優於荖溪，主

流長度略短，但平均幅員與塊狀系數皆比荖溪大，表示流域區幾何型態較完整。 

    開發單位訂有管制條例和開發理念進度，但仍有改進空間，尤其兩個搶水灣

和鯉魚潭南北兩處風口，環潭公路土地利用希望有更積極、永續的精神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