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驚豔白沙」戶外教育課程示例： 

古榕跨海情 

 
一、 融入領域：社會領域 

二、 核心素養：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

考解決方法。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

感，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境與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

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三、 學習內容： 

Ab-Ⅲ-2 交通運輸與產業發展會影響城鄉與區域間的人口遷移及連結互動。 

Bc-Ⅲ-1 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多元豐富的

文化內涵。 

Ce-Ⅲ-1 經濟型態的變遷會影響人們的生活。 

四、 學習表現：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3c-Ⅲ-3 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3d-Ⅲ-3 分享學習主題、社會議題探究的發現或執行經驗，並運用回饋資訊進行省思，

尋求調整與創新。 

五、 議題實質內涵：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六、 永續發展目標：SDG9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產業發展，並加

速創新。 

七、 學習目標： 

(一) 認識通梁古榕與跨海大橋的歷史背景與景點特色。 

(二) 能進行訪談以瞭解通梁保安宮至跨海大橋橋頭一帶的商店概況。 

(三) 能分組合作完成學習任務，進行榕樹支柱根計算、商店調查等活動。 

(四) 培養仔細觀察與積極大方的學習態度，並展現良好的禮貌與常規，並遵守活動安

全規定。 

八、 教學資源：相機或具備攝影功能的載具，學習任務單。 

 
九、 課程內容(每個學習點課程活動約 40 分鐘，不含交通時間；可依學習需求與課程時

間來選擇與搭配學習活動)： 

(一) 榕樹數來寶 

1. 學習引導：到達通梁保安宮，教師先在廟口「榕樹頭」介紹通梁古榕的歷史，

並介紹榕樹的氣生根及支持根，說明通梁古榕其實只有一棵樹！ 

(1) 鬚狀的氣生根多位於上方，功能除了幫助呼吸外，還可以吸收空氣中水分。 

(2) 古榕的支柱根看起來像樹幹一樣，可支撐範圍廣達 600 平方公尺的樹體。 

(3) 支柱根是由鬚狀的氣生根，向下伸入土壤形成新的樹幹。 



2. 探究實作： 

(1) 通樑古榕到底有多少根支柱根？請學生挑戰統計數量，支柱根的計算可以將

在地面同一區域的算一根。 

(2) 學生分組進行討論，想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比較準確的數出支柱根的數量？ 

(3) 學生進行計算，但教師須提醒學生不可以破壞榕樹與現場環境。 

註：依筆者經驗，如果只用目測計數，很容易在移動位置之後，就被到處林立

的支持根混淆，導致無法數出正確的數量。建議可以運用在地面做標記或編

號(例如貼便利貼或放置小標記物，但計算完需要清理與回收)的方法，避免遺

漏或重複。方法不限，鼓勵學生實踐自己的想法。 

3. 分享討論：學生計算完成後集合，請各組分享計算方法與答案(根據筆者最近一

次計算結果，由於有幾處支柱根的數量不易判斷，答案應該是 100 根左右，支柱

根的範圍從廟口一直延伸到廟前廣場)。 

4. 歸納總結：教師請學生彼此回饋計算方法是否有可以修正的地方？教師給予肯

定與建議。並說明榕樹能生長在此地的生態特性與歷史的意義。 

 

(二) 特產小導遊 

1. 學習引導： 

(1)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保安宮周邊、通梁漁港到跨海大橋橋頭一帶，有許多的店

家與攤販在賣東西。 

(2) 請學生看看店家都賣些什麼東西？大致上有哪些類別？（如：冰品、飲料、

小吃、藝品等）想想為什麼會賣這些東西？ 

2. 探究實作： 

(1) 請學生分組進行調查統計大約有多少店家(含攤販)？販售的東西大概有哪些

類別(可以用冰品、飲料、小吃、藝品等大項來進行分類) ，記錄在任務單上。 

(2) 請學生調查時選擇一項自己最有興趣的，向店家訪談商品的特色(學生可參

考任務單上訪問題綱，或是讓學生自己設計訪問題目)。並用平板或手機錄

製成訪問或介紹的影片。 

(3) 請學生注意記錄和訪問時的禮貌，要尊重店家錄製影片須徵求同意，且不能

干擾店家做生意。 

3. 分享討論：  

(1) 完成活動集合學生，請學生分享通梁保安宮商圈有多少店家？販售商品有哪

些類別？(這個問題不需要精準答案，只要和實際情形不要有太大落差即可。

參考答案為接近 20 家，販售商品可參閱教學參考資料，由學生歸納與統計。) 

(2) 分享訪問店家的影片或心得、以及特別值得分享的資訊。 

4. 歸納總結： 

(1) 教師彙整學生答案，給予學生肯定與鼓勵。 

(2) 教師補充，販售給觀光客的名產如果具有在地特色與背景故事，將更具有特

產的價值。外出旅行時，買名產時也可以把握這個原則。 



(3) 亦可深入討論販賣的商品是否對澎湖的生態或自然環境造成衝擊或影響。 

 

(三) 跨越通梁港 

1. 學習引導： 

(1) 教師帶領學生走到海巡署通梁漁港安檢所旁的“跨海小橋”。 

(2) 教師說明為何會建造這座跨港橋？(與近 10 年前的大倉媽祖文化園區計畫

有關) 

2. 探究實作： 

(1) 教師帶學生走上跨海小橋(如學生人數較多可分組上橋) 。 

(2) 停留在橋上欣賞通梁港區，通過橋梁走到對面的堤岸上 (提醒：在堤岸上要

特別注意學生安全) ，從堤岸上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通梁社區。 

(3) 請學生觀察通梁漁港一帶的建築物，請學生紀錄比較特別的建築物 3 處，並

請學生速記在任務單上。由東到西較明顯、造型較特別的建築物有漁港安檢

所、社區活動中心、跨港橋、保安宮、港區涼亭、社區最高的 5 層樓建築物、

紫色的仙人掌冰店、橋頭的白色特產販售店……等。(刪節號通常用六個點「……」

全篇可參考統一) 

3. 分享討論： 

(1) 集合學生請學生分享觀察與紀錄結果，看看哪處建築物是學生印象最深刻者。

追問是因為建築物的顏色？造型？還是位置明顯的緣故？。 

(2) 請學生發表想法，如此處建築物如何規劃或改變？會更有澎湖的特色、對觀

光客更有吸引力。 

4. 歸納總結： 

(1) 走到漁港外的延伸堤岸上遠眺南邊大倉島，更遠處馬公市重光里的媽祖文化

園區，以及西邊的跨海大橋。 

(2) 引導學生觀察跨海大橋靠近西嶼鄉的橋墩(吼門水道) ，以及在通梁漁港外的

兩個供漁船通過的橋孔(北溝仔) ，預告下一個活動將前往跨海大橋進行。 

 

(四) 大橋探險記 

1. 學習引導： 

(1) 跨海大橋橋頭在觀光季節時人、車眾多，為了安全起見與容易進行觀察，建

議先在通梁公園進行課程引導。 

(2) 教師向學生介紹跨海大橋的歷史，並請學生觀察跨海大橋的長度、特殊的設

計(橋墩、橋孔…等) 。舊橋的橋墩位於現橋的西側，要從公園西側停車場較

容易觀察。 

2. 探究實作： 

(1) 跨海大橋橫跨白沙、西嶼兩島間的水域，包含著名的吼門水道，吼門水道的

急流據說流速達到每秒 3 公尺。另外還有一處水流湍急之處位於通梁漁港外

的橋孔，通梁人稱“北溝仔”。 



(2) 教師帶學生就近觀察北溝仔的海流，如果學生人數較少，可以走跨海大橋的

兩側的人行道，走到北溝仔上方觀察。如果人數較多，推薦可以由通梁漁港

最西側的一條土堤道路，走到盡頭便相當靠近北溝仔的橋孔，可就近觀察。

不管走那一條路線，都要特別注意學生安全，確實走在人行道上，注意往來

車輛並留意觀察時的安全。 

(3) 想想看要如何測量水流的流速？請學生發表觀察看法(較準確的方法可以使

用流速計等儀器，較簡易的方法可以計算漂浮物品從 A 點漂流到 B 點所需

的時間來計算)。但由於安全考量，無法於此處進行實作；教學者可以請學生

觀察水流的方向，然後討論它的成因？是和潮汐、地形有關？還是和東北季

風有關？請學生發表看法。 

3. 分享討論： 

(1) 學生應該很少有機會“走”在跨海大橋上，以及靠近觀察海域的急流，教師

請學生分享初次體驗活動的心得。 

(2) 學生進行分享，教師給予回饋與建議。 

4. 歸納總結： 

(1) 教師總結跨海大橋不只是澎湖的交通要道，也是重要的觀光地標，興建的過

程並不容易，更曾發生過工程意外，值得我們感念規劃者、興建者的努力。 

(2) 拍照記錄與留念，結束本課程活動。 

 
十、 教學延伸 

    如果教學時間許可或想融入有關傳統三合院建築的課程內容，教師可以先帶學

生進入保安宮內參觀，廟內有多面匾額，其中一面清朝道光年間的「德普環澎」匾，

署名的林瑤璞應是通梁興建林家古厝的林氏家族成員。接著可前往保安宮旁的林家

古厝(門牌 47 號)參觀，但令人感慨的是古厝已傾頹，斷垣殘壁不復當年盛景，參觀

時也須注意安全。未來不知其後人或公部門是否會加以整修？或是只能任其傾倒，走

向拆除一路。 

 

  



「古榕跨海情」戶外教育課程 學習任務單 

一、 特產小導遊學習任務 

(一)根據調查，通梁漁港一帶共有多少店家？(        )家 

(二)這些店家有販售那些商品？請寫下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三)這些商品可以分成幾大類？請寫下你們設計的分類： 

類別 商品種類(寫第(二)題的商品數字代號即可) 

  

  

  

  

 

(四) 請挑選一種最感興趣的商品(商品名稱：                )，向店家詢問這項商品的資

訊？並在訪問結束後請組員介紹訪問結果，錄成介紹的影片。 

    訪問題目參考(訪問時可以速記下店家的回答)： 

1.請問您賣這項商品多久了？為什麼會賣這項商品？ 

 

2.這項商品是自己製作的還是買現成的？如果是自己製作的，原料從哪裡來？ 

 

3.您賣的這項商品有和別人不一樣的特色嗎？ 

 

4.客人對這項商品有什麼回饋或是建議嗎？有發生過比較特別的事嗎？ 

 

5.其他問題： 

 

 



「古榕跨海情」戶外教育課程 學習任務單 

二、跨越通梁港 

    通梁村的聚落與觀光區集中在漁港一帶，因此這裡除了住家也有不少店家和公共設施，

請你觀察與紀錄，畫下 3 處最特別的建築物(只需要速寫出外型輪廓，不用上色) 。並從中推

薦一處最有特色的與大家分享。 

 
特色建築 1 特色建築 2 

特色建築 3 我們認為最有特色的是： 

原因是： 

 

 

  



「驚艷白沙」戶外教育課程示例： 

古城現風華  

 
一、 融入領域：社會領域、自然科學領域 

二、 核心素養：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自-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 

三、 學習內容： 

社 Cb-Ⅲ-1 不同時期臺灣、世界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影響臺灣的歷史變遷。 

自 INc-Ⅲ-10 地球是由空氣、陸地、海洋及生存於其中的生物所組成的。 

自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四、 學習表現： 

社 1b-Ⅲ-3 解析特定人物、族群與事件在所處時間、空間脈絡中的位置與意義。 

自 ai-Ⅲ-2 透過成功的科學探索經驗，感受自然科學學習的樂趣。 

自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察覺彼此

間的關係，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與他人的差異。 

五、 議題實質內涵：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感 

受的能力。 

六、 永續發展目標：SDG7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的，及現代的

能源。 

七、 學習目標： 

(一) 瞭解 1624 年明荷戰爭的大略過程與留在澎湖的史蹟。 

(二) 能展現地圖判讀、測量風向與風力、觀測珊瑚等技能，並完成學習任務。 

(三) 能仔細觀察珊瑚礁生態與雞頭嶼地質地形，發現環境特殊之處。 

(四) 培養仔細觀察與探索的學習態度，並展現珍惜自然環境與古蹟的精神。 

八、 教學資源： 

製作風向計材料、風力計、珊瑚色卡、行動載具、指北針、防滑膠鞋、防曬衣帽、學

習任務單。 

 
九、 課程流程(每個學習點課程活動約 40 分鐘，「前進雞頭嶼」需要 80 分鐘；可依學習

需求與課程時間來選擇與搭配學習活動)： 

(一) 古城找方位 

1. 學習引導： 

(1) 如乘車前往，可在講美村靠近永安橋的縣道西側自行車道標示進入(此處四輪

車禁止進入)，步行約 350 公尺可抵達鎮海城遺址。 

(2) 在遺址入口處有指示牌及景點解說牌，走上遺址也有標示牌，另外還有一塊

字跡已模糊的“雙語石碑”。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解說牌並挑戰破解石碑上的

文字，再適時補充 1624 年明荷戰爭的歷史。 

2. 探究實作： 

(1) 教師請學生眺望四周環境，配合學習任務單，確認當時明軍與荷軍的部署位

置。當時荷蘭人築城據守在風櫃尾蛇頭山，明軍由福建出發，航經吉貝嶼，

並在鎮海澳登陸。 



(2) 由於遺址周圍多是叢生的銀合歡，只有南邊一處樹林缺口可以看見一處聚落。 

(3) 發給學生指北針(亦可使用手機或載具的指北針軟體)與地圖(如學習附件)，請

學生辨識南邊所見區域是風櫃蛇頭山嗎？若不是請利用地圖找出是哪個聚

落？蛇頭山又應在哪個方位？而北邊可以看到那些社區&島嶼？吉貝又在哪

個方向？ 

(4) 學生分組進行討論與操作。 

3. 分享討論： 

(1) 集合學生，請學生發表測量與操作結果，並確認問題答案。 

(2) 蛇頭山荷蘭城堡的方位在鎮海城的西南方約 220 度方位角，從遺址這裡看不

到(所以明軍後來又在距離較近的大城北及馬公武聖廟築城)。 

(3) 南邊看到的聚落方位角為 190 角，應該是東衛到澎科大一帶的建築物。 

(4) 吉貝嶼大約在鎮海城的正北方，從遺址這裡看不到；往北可以看到港子、崎

頭以及東海的員貝、鳥嶼等島嶼。 

4. 歸納總結： 

(1) 明、荷這場衝突發生在距今 400 年前，雖然如今已看不到城堡的原貌，但這

場戰爭促成了荷蘭人前往台灣發展，可說是改變台灣歷史的重要事件，身為

澎湖人也應知道事件的過程與留下的重要史蹟。 

(2) 來到鎮海城遺址，應該拍照留念，不過要拍下那「鎮海城遺址」5 個大字標示

牌可有點難度，可以讓學生試試現在手機與平板普遍都有的「全景」拍照功

能試拍看看，作為活動的趣味性結尾！ 

 

(二) 風電工程師 

1. 學習引導： 

(1) 抵達中屯風力發電站，步行前往距離最近的風機，靠近觀察風機構造，感受風

機的巨大。 

(2) 教師介紹風機的基本構造（基座、塔架、扇葉、轉子等），請學生猜猜看風機

有多高？葉片有多長？(在附近就有台電公司設的解說牌可以找到答案) 

2. 探究實作： 

(1) 風力發電要有風才能發電，雖然目前中屯風力發電站的 8 座風機都已停機等

待拆除，但請學生現場來測一下風向與風速，看看是否達到風機的啟動(切入)

風速？(中屯風機啟動風速為 2.5 公尺/秒) 

(2) 請學生思考如何能較準確的測量風向與風速？請學生發表看法。 

(3) 如果不用其他器材，風向可以透過觀察雲飄動的方向、植物搖動或物品飛動

的方向，當然也可以用身體感受風吹來的方向大略得知。但如果要較準確表

示，就需要使用方位表示，還需要使用相關器材或儀器來測量。 

(4) 教師指導學生分組使用指北針、吸管、牙籤、紙片製作簡易風向計(也可以在

室內先製作好再拿到戶外配合本次課程使用)測量當時的風向。教師可提問

「風機發電時扇葉面對的方向應該如何？」 



 

(5) 風力則使用風速計於現場測試，並從風速數據判斷風力約幾級風？能否讓風

機啟動？ 

3. 分享討論： 

(1) 請各組學生發表操作結果與心得，並核對測量結果是否有差異？ 

(2) 教師給予學生回饋，提醒學生操作時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4. 歸納總結： 

(1) 師生一起討論，風力發電是環保的再生能源，澎湖有非常好的風力發電條件。

但目前仍有一些限制與缺點，期盼未來有更理想的解決方法，也聽聽學生們

的看法。 

(2) 中屯的風機不知何時將拆除？也不知道未來是否會再設置，所以可把握到此

學習的機會拍照留念。 

 

(三) 珊瑚觀察員 

1. 學習引導：要觀察珊瑚礁與前往雞頭嶼，最好挑選大潮，潮差 100 公分以上為

佳，利用乾潮時進行活動。 

(1) 由中屯風力發電站第二支風車的停車場處走下潮間帶。 

(2) 在乾潮水深約到膝蓋的水域，便可發現珊瑚礁，以枝狀珊瑚最多，但死亡情

況也最嚴重；此外可觀察到大型的微孔珊瑚和零星分布的菊珊瑚。 

2. 探究實作： 

(1) 教師發下珊瑚色卡與資料紀錄表給學生，指導觀察及記錄方法。 

(2) 指導學生將珊瑚簡易分類為石珊瑚、枝狀珊瑚、片狀珊瑚和軟珊瑚四大類。 

(3) 學生選擇不同區域進行觀察記錄，以觀察記錄 20 株珊瑚為原則。 

(4) 教師組間巡視，提醒學生注意安全，並且不可踩踏與破壞珊瑚礁。 

3. 分享討論： 

(1) 集合學生請各組分享紀錄結果，在觀察記錄過程中有那些發現？或是觀察到

那些生物？(中屯北邊的潮間帶，目前泥沙淤積情形日益嚴重，珊瑚族群與健

康狀況正受到威脅)。 

(2) 教師說明如果珊瑚的顏色愈深，代表珊瑚體內的共生藻數量愈多，愈健康。

反之如果顏色變淡，代表共生藻數量減少，珊瑚有「白化」的現象，健康出現

問題。 

4. 歸納總結： 

(1) 受到全球暖化、海水增溫的影響，全世界的珊瑚正受到嚴峻的生存威脅；澎

湖地區另外還有淤沙覆蓋珊瑚礁的問題(可持續探討淤沙的原因為何？)，值得

大家一起關心與重視。 

(2) 鼓勵學生參與珊瑚的觀察紀錄，後續這些資料可以上傳到 Coral Watch 網站，

和全世界關心珊瑚健康的人士交流，小朋友也可以為珊瑚的研究盡一份心力。 

 



(四) 前進雞頭嶼 

1. 學習引導： 

(1) 教師向學生介紹位於中屯島北邊約 1 公里遠的雞頭嶼，請學生觀察其方位與

外型特徵。 

(2) 教師向學生說明逢大潮時，利用乾潮可以步行前往雞頭嶼，但最好要請有經

驗、曾走到雞頭嶼的人帶領較安全。 

2. 探究實作： 

(1) 教師帶領學生前往雞頭嶼，盡量走在露出水面的潮間帶，並掌握行進的速度，

提醒學生注意安全。一路上可觀察潮間帶的環境變化，以及發現了那些生物？ 

(2) 抵達雞頭嶼，教師簡介雞頭嶼是「火山頸」的地形，外型呈錐狀。接著請學

生分組尋組「閃電岩脈」在哪裡？ 

(3) 確認岩脈位置，教師簡介岩脈的形成原因，從此處有岩脈及火山頸，都可以

證明雞頭嶼這裡是千百萬年前熔岩噴發的地方。 

3. 分享討論： 

(1) 請學生分享探索雞頭嶼及涉水走到雞頭嶼的收穫與感想。 

4. 歸納總結：教師給予學生肯定與回饋，特別是即使是澎湖人，曾到過雞頭嶼的

人也不多，學生今天完成了一件特別的、了不起的挑戰。 

(1) 教師強調澎湖基本上是千百萬年前的火山島嶼，島嶼的珊瑚礁很多則是因為

環境環境適合珊瑚礁生長。 

(2) 把握難得到雞頭嶼的機會，教師幫學生拍照留念，學生如有拍照工具，也可

以互相拍照，留下與雞頭嶼的合照。 

(3) 結束課程之後，可以利用學生拍的照片和學習附件製作「登島證明書」，作

為課程學習成果。 

 

十、您還可以這樣教~教學延伸與變化 

澎湖歷史上有所謂的四大戰役，即本次課程介紹的 1624 年明朝與荷蘭的風

櫃圍城戰、1683 年清朝與明鄭政權的澎湖海戰、1885 年清法戰爭澎湖之役與 1895

年清日甲午戰爭澎湖之役。鼓勵學生課後閱讀相關資料，或參考本縣戶海中心網

站的「湖西好鄉戶外教育學習路線教學參考資料」，認識其他戰役的過程與相關史

蹟(如參訪甲午戰爭澎湖之役的日軍登陸紀念碑) ，讓學生更了解澎湖的歷史。 

 

  



「古城現風華」戶外教育課程 學習任務單 

一、古城找方位 

    現在我們位於鎮海城遺址，請辨識南邊看到的建築物是位於風櫃的蛇頭山嗎？如果不是，

請運用地圖找出看到的是哪裡？蛇頭山又在哪個方位？鎮海城的北邊可以看到那些社區&島

嶼？吉貝又在哪個方向？請利用地圖與指北針找出答案。(圖上旗幟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旗幟) 

 



「古城現風華」戶外教育課程 學習任務單 

二、 風電工程師 

(一)參考下圖製作簡易風向標，配合指北針，測量到的風向為(           )風。 

(二)利用簡易風力計，測量到的風速為(         )公尺/秒。相當於(          )級風。 

(三)如果風機啟動風速至少需要 2.5 公尺/秒，請問這個風力能讓中屯的風力發電機啟動嗎？  

    □可以   □不可以 

             

利用吸管、紙片和珠針製作簡易風向標 

三、 珊瑚觀察員 

    珊瑚觀察（CoralWatch）是昆士蘭大學的非

營利公民科學計畫，2002 年 CoralWatch 開發一

套珊瑚檢測方式－「珊瑚健康色卡」，使用方法

如下： 

1. 隨機選擇一株珊瑚，並找出顏色最淺的區域。 

2. 旋轉圖表，對照找出和色卡上最相近的顏色。 

3. 利用「資料紀錄表」記錄下顏色代碼。 

4. 再選擇該株珊瑚顏色最深的區域，並記下相

對應的色卡顏色代碼。 

5. 記錄珊瑚種類，透過珊瑚生長形狀簡易分四

個選項。 

6. 選擇其他的珊瑚重複上述動作，一次調查至

少記錄 20 株以上。 

7. 透過 coral watch 官網將資料上傳。 

本段圖文修改自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網站 

蒲氏風級表 

https://coralwatch.org/
https://tmec.ntou.edu.tw/p/406-1016-72683,r919.php?Lang=zh-tw


 
本資料紀錄表引自 Coral Watch 網站 



「古城現風華」戶外教育課程 學習任務單 

 

   

登島證明書 
登島證書第        號 

 

 

(插入照片處) 

(可以和閃電岩脈合拍) 

 

 

恭喜                 

於        年     月     日 

完成由 中屯島 步行登陸 雞頭嶼 的挑戰 

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特頒此證明書  以資證明與紀念 

希望你持續挑戰  登上更多未曾到過的島嶼 

見證人簽章：                



「驚艷白沙」戶外教育課程示例： 

鳥嶼好自然 

 
一、 融入領域：自然科學領域 

二、 核心素養： 

自-E-A3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續探索自然。 

自-E-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知道如何欣賞美的事物。 

三、 學習內容： 

INb-Ⅲ-6 動物的形態特徵與行為相關，動物身體的構造不同，有不同的運動方式。 

INc-Ⅲ-11 岩石由礦物組成，岩石和礦物有不同特徵，各有不同用途。 

INd-Ⅲ-10 流水及生物活動，對地表的改變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四、 學習表現： 

pc-Ⅲ-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例如：攝影、錄影）、繪圖或實物、

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ai-Ⅲ-3 參與合作學習並與同儕有良好的互動經驗，享受學習科學的樂趣。 

an-Ⅲ-1 透過科學探究活動，了解科學知識的基礎是來自於真實的經驗和證據。 

五、 議題實質內涵：戶 E7 參加學校校外教學活動，認識地方環境，如生態、環保、地

質、文化等的戶外學習。 

六、 永續發展目標：SDG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七、 學習目標： 

(一) 認識鳥嶼的潮間帶生態與主要的地質地形景觀。 

(二) 能完成不同區域潮間帶的生物採集，並觀察生物的特徵。 

(三) 能配合書面資料進行地景的實地觀察，進而認識地景的特色。 

(四) 學習過程能遵守課程規定與安全規範，並培養團隊合作的學習態度。 

八、 教學資源：望遠鏡、相機或攝影器材、防滑鞋、防曬(風)衣著、手套、夾子、觀察箱、

學習任務單。 

九、 課程流程(摩西來分海課程 80 分鐘，其餘課程活動約 40 分鐘，不含交通時間；可依

學習需求與課程時間來選擇與搭配學習活動)： 

(一) 潮間帶尋寶 

1. 學習引導： 

(1) 教師選擇鳥嶼一處潮間帶進行課程，為了減少課程場域移動時間，如果還要

進行摩西分海課程，推薦選擇西潮間帶，如果要繼續進行地質考察團或鳥窩

探險隊，推薦選擇北潮間帶。 

(2) 學生分組，教師說明潮間帶的分區(a-f)環境特性，並提醒潮間帶生態探索注

意事項，並請各組抽任務卡(如學習附件，教師可配合學習場域挑選任務卡)，

決定探索區域及採集的生物物種，採集過程注意不可傷害到牠們。 

2. 探究實作： 

(1) 教師發下採集用具(手套、夾子、觀察箱…等)學生進行採集活動。 

(2) 學生採集機率較高的物種如下： 

a. 礁岩區螺類：種類極多，是採集難度最低的物種，但要注意提醒學生採集

特徵差異愈大者愈好。 



b. 礁岩區其他生物：如陽隧足、大駝石鱉、藤壺、牡蠣…等。石鱉、牡蠣等

物種採集較不易，建議學生尋找其他物種。 

c. 潮池區：魚類以鰕虎魚最多，蝦子以太平洋長臂蝦(透明蝦)、槍蝦類較多。 

d. 泥沙區：泥沙區貝類以海瓜子簾蛤、厚殼縱簾蛤、歪簾蛤等較常見。 

e. 珊瑚區：蟹類以光手滑面蟹、短槳蟹、肝葉饅頭蟹等較常見。 

f. 潮上區：此區生物種類較少，以耐旱的海蟑螂、玉黍螺等為主。 

3. 分享討論： 

(1) 結束採集活動請學生集合，各組依據任務卡上指示進行報告分享。 

(2) 學生若不知道物種的名稱也沒關係，能報告其特徵、棲地與採集方式即可。 

4. 歸納總結： 

(1) 教師給予學生肯定，並彙整說明生物各有其適合的棲地，也因此構成了潮間

帶豐富多變的生態。 

(2) 請學生將採集到的生物野放回其棲地。 

 

(二) 摩西來分海 

1. 學習引導： 

(1) 本活動需利用大潮(一般在農曆初一及十五的前後)退潮時前往，可由鳥嶼漁

港出入口“金鳥”地標附近的潮間帶出發，往澎澎灘方向行進。 

(2) 由於本活動需步行較長距離，除了防滑鞋，防曬(風)衣著外，也需要攜帶飲水

補充水分，若想觀察燕鷗生態，建議可攜帶雙筒望遠鏡。 

2. 探究實作： 

(1) 前往澎澎灘的沿途，請學生觀察一路上的生態環境，看看有何物種？更能夠

直接感受到海砂、珊瑚碎屑(砱仔) 堆積在此處對地形的影響。 

(2) 如果走到澎澎灘以北的潮間帶，發現到珊瑚礁，也可以進行「古城現風華」課

程的「珊瑚觀察員」活動，指導學生觀察與紀錄珊瑚的顏色，評估珊瑚的健康

情形。 

(3) 若走到澎澎灘，注意勿進入燕鷗保護區，可在非管制區利用望遠鏡觀察燕鷗

生態，看看有幾種燕鷗棲息在這裡? 

3. 分享討論： 

(1) 配合觀察活動，於沿途潮間帶、珊瑚礁及澎澎灘定點集合，學生進行發表分

享，教師予以補充介紹。 

(2) 請學生分享本活動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或最特別的發現。 

4. 歸納總結： 

(1) 教師介紹澎澎灘的形成原因，以及鳥嶼西側潮間帶的環境改變。 

(2) 活動過程教師應注意潮汐時間，掌握出發與回程時間。走到澎澎灘是難得的

體驗，記得沿途以及到達澎澎灘時多拍些照片留念。 

 

 



(三) 地質考察團 

1. 學習引導： 

(1) 教師帶領學生走到鳥嶼拇指山及三層肉地層一帶，說明課程學習重點，要認

識鳥嶼的特殊岩層、拇指山、岩石與礦物。 

(2) 學生分組，教師發下學習任務單，請學生配合任務單上的說明，進行觀察與

了解地質地形的特色。 

2. 探究實作： 

(1) 學生進行觀察活動，教師除了適時講解補充，也要提醒學生活動的安全，例

如不可太過靠近岩層，不可任意攀爬…等。 

(2) 請學生利用學習任務單認識地景特色，組員之間互相練習實地介紹。 

(3) 學習任務單上的蒙脫石可讓學生自行找找看，增加活動的趣味性與挑戰性。

(蒙脫石在拇指山東邊的“石獅子”可以發現) 。 

3. 分享討論： 

(1) 集合學生，請各組推派代表介紹、分享本次課程學習的特殊地景，看看學生

能否談到最關鍵的特色。 

(2) 提醒教學者，地質地形牽涉到許多專有名詞與較複雜的概念，小學生只要能

用自己的方式介紹出特色即可，可鼓勵他們多著墨於澎湖地景之美與自己的

學習感受。 

4. 歸納總結： 

(1) 教師歸納，地質地形的學習，是靠現有證據來推測千萬年前的事件，就像科

學家靠化石來研究古生物的生態。靠「定年」來掌握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是

一門重要的功課。教師並歸納岩層形成之後，靠著風化、侵蝕等外營力作用，

形成了澎湖多樣化的地貌。 

(2) 鼓勵學生多走訪澎湖奇特的地景，並一起珍惜、守護這些景觀。 

 

(四) 鳥窩探險隊 

1. 學習引導： 

(1) 教師介紹鳥嶼地名的由來(可以在拇指山這邊說說有關小白沙嶼、南面掛嶼、

三層肉地層的黑貓精故事)，其中有一說指地名由東邊海崖的鳥窩而來。 

(2) 整隊準備前往東崁鳥窩(須利用退潮時前往)，請學生特別注意行走的安全。 

2. 探究實作： 

(1) 抵達鳥嶼東北角的海蝕平台，找到鳥嶼的「鳥窩」位置。 

(2) 請學生觀察鳥窩附近的環境，教師介紹過去鳥窩上方有個半圓形的岩塊，但

如今已崩塌，只剩下底部的海蝕洞。 

(3) 此處的玄武岩多為倒臥狀柱狀節理，並呈現放射狀的結構，代表此處是熔岩

流出的地點，玄武岩柱直徑較細，顏色黝黑質地緻密，結構千變萬化。請學

生配合學習任務單上的圖片按圖索驥，探索觀察。 

 



3. 分享討論： 

(1) 集合學生，請學生分享探索觀察心得；教師給予補充與回饋。 

(2) 教師引導學生往南觀察，往南有壯觀的垂直柱狀玄武岩，還有另外一處懸空

的鳥窩，不過必須由海上比較方便欣賞。 

4. 歸納總結： 

(1) 教師補充鳥嶼不只島上有豐富的潮間帶生態以及地質地形景觀，還有鄰近的

玄武岩自然保留區，各島嶼的生態，都是發展觀光業的資源，也因此鳥嶼成

為本縣夏季的觀光重鎮之一。 

(2) 教師掌握好潮汐時間，結束課程並收隊回到鳥嶼島上。 

 
十、您還可以這樣做~教學延伸與變化 

    由鳥嶼北岸往北遠眺，可以看到一座外型神似富士山的「南面掛嶼」，南面掛

嶼距離鳥嶼約 500 公尺，退潮時也可以直接步行前往，如果覺得走到澎澎灘時間

太久、挑戰較大，也可以考慮改為前往南面掛嶼。這座島嶼是白沙鄉內年代最古老

的島嶼，若能登上南面掛嶼遠眺四周，東海各島嶼盡入視野，景色十分怡人(如果

有登島，也可以參考運用「古城現風華」課程的學習附件，拍照製作「登島證書」

給初次登島的學員)。 

 

  



「鳥嶼好自然」戶外教育課程 學習任務單 

一、潮間帶尋寶任務卡 

A.礁岩區 

 
請採集 5 種外形有明顯差異的螺類，並且說

明它們的差異在哪裡？ 

A.礁岩區 

 
請採集 3 種不屬於螺、貝、蝦、蟹的生物，

並且說明牠們棲息在哪裡？有什麼特徵？ 

B.潮池區 

 
請採集棲息在潮池的魚類和蝦子各 1 種，並

介紹如何發現牠們的？牠們有何特徵？ 

C.泥沙區 

 
請採集 2 種棲息在泥沙區的貝類，並介紹如

何發現牠們的？牠們有何特徵？ 

D.珊瑚區 

 
請採集 2 種棲息在珊瑚區的蟹類，並介紹如

何發現牠們的？牠們有何特徵？(注意採集時

不要被螃蟹夾傷，也不可以破壞珊瑚礁) 

E.潮上區 

 

請採集 2 種棲息在潮上區的生物，並且說明

牠們棲息在哪裡？有什麼特徵？ 

 



「鳥嶼好自然」戶外教育課程 學習任務單 

二、地質考察團 

    請配合著圖文介紹，實地觀察圖上的地質地形景觀，並找出景觀的特色跟同學介紹！ 

 
“三層肉”岩層 

 
拇指山 

    澎湖群島的「澎湖層」，主要地層特徵為

一至三層的玄武岩熔岩流，最多可達四層，兩

層玄武岩層間夾帶著砂岩、泥岩…等沉積岩。

鳥嶼北岸，在拇指山西邊的地層可以觀察到

明顯的玄武岩與沉積岩互層，當地人給了

“三層肉”的暱稱，這處地層也是屬於澎湖

層的結構。 

解說見證人：(           ) 

    「拇指山」是座單面山的地形。單面山是

指一邊陡峭、一邊斜緩的山，這種地形是由於

岩層傾斜排列，上層的岩層比較硬，下層的岩

層比較軟，造成山的兩邊風化侵蝕速度不同，

而形成一邊陡一邊緩的特殊地景。 

    拇指山的上層是「玄武岩」，下層是「火

山碎屑岩」，岩層傾斜十分明顯，是在澎湖其

他地方不容易觀察到的景觀。 

解說見證人：(           ) 

 
火山角礫岩 

 
蒙脫石 

    火山碎屑岩是火山噴發的熔岩渣、火山

灰堆積形成的岩石，按照碎屑顆粒大小可分

為「集塊岩」、「火山角礫岩」和「凝灰岩」三

類。集塊岩一半由大於 10 公分的火山集塊組

成；火山角礫岩主要由大小不同的熔岩角礫

組成；凝灰岩主要由小於 2 毫米的火山灰組

成。拇指山下層是屬於哪一種火山碎屑岩？ 

解說見證人：(           ) 

    「蒙脫石」是種礦物，澎湖群島的玄武

岩在噴發後期受到熱水和雨水的作用，使得

部分玄武岩轉化成膠狀的蒙脫石，填充在岩

縫中或是玄武岩和火山碎屑岩的交界處。蒙

脫石顏色呈紅褐色或黃褐色，由於顆粒極細

所以觸感滑潤，蒙脫石有很強的吸附性，用

途很多，在鳥嶼也找的到喔！ 

解說見證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