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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時候，我曾經待在草山一所幽靜的小學

教育實習。學校位於湖底盆地，百年聚落裡老樹蒼

蒼，周遭步道密如蛛網，有時下午沒事找事，有時

放學不急著走，我喜歡沿著溪谷旁的階梯拾級漫步。

小徑曲曲折折，山林濃蔭滿目，穿行過蒸氣裊裊的

浴室，一路下行，盡頭處是龍鳳谷、硫磺谷。

一道分隔硫磺谷與龍鳳谷的稜線

硫磺谷、龍鳳谷是大屯火山群南緣的二個凹陷谷地，大地的鼻息在這裡呼嘯。

這二個凹陷谷地中間有一條狹窄的稜線分隔，叫做「鞍部」。地勢在這裡滑落，十八份熔岩臺地、磺溪山群

峰南北對峙，兩山之間高度最矮，看起來就像馬鞍。

雨水在這裡滑落，鞍部也是「分水嶺」，代表二條河流動態搶水的分水界，雨水向東流是南磺

溪水系，向西流是磺港溪水系。

向那山谷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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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磺谷地質景觀區是古大屯火山的火山口，距
今 250 萬年前曾經猛烈噴發。

與 文 化 國 小 608 學
生在龍鳳谷遊客服
務站前合照。

從泉源路旁向下俯瞰龍鳳谷地熱景觀區。

流動的風也從這裡滑落，鞍部也是「風口」，或叫做「埡口」，別的地方都有高山阻擋，這裡

沒有，成為風的通道。

四面八方的旅人在此交錯，這是「關隘」的最佳位置，也是「交通要道」首選，不管是上草山、

下臺北，往天母、到北投，都要經過這裡。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佳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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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座黝黑的石碑開始說起

這裡真的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十字路口，盛行風、水流、山系、遊人都在這裡相看不厭。臺北市文獻會

就在風雲交會的樞紐點立下了一座「清郁永河採硫處」石碑，這裡是歷史與風華的路口，也是自然與產業

的津渡。

為什麼要立碑誌念？郁永河是清朝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冒險家，肩負著前來磺山採硫的艱鉅任務，在

323 年前，遭遇著橫渡黑水溝的風浪、忍受著肆虐痢疾的威脅、經歷著一次次的颱風與洪峰，採煉的硫磺得

而復失……採硫工作歷時二百多天，出生入死的奇險，讓他大開眼界，也以自然史的細膩筆觸，日記體的

隨興結構，寫下了「裨海記遊」，記錄下當年風土民情與北投硫穴風光。

郁永河的踏查記錄

郁永河以目擊者的角度寫下了硫穴的第一手資料：『造化鍾奇構，崇岡湧沸泉。怒雷翻地軸，毒霧撼崖巔。

碧澗松長槁，丹山草欲燃。蓬瀛遙在望，煮石迓神仙。』

硫磺谷的黃金小丘可以觀察到熱液換質作用形
成的各種火山岩礦。

安山岩受到酸害侵襲，
會層層剝落，形成洋蔥
狀風化，稱為洋蔥石。

氣態的含硫氣體接觸到冷涼的空氣會直接凝華
出針狀結晶的硫磺礦物。

我們帶孩子吟誦著這首詩文，並且搭配著現場實景的教學，讓探險家和大自然為我

們說明硫磺谷的前世今生。

「看到了沒？這就是火山，即使現在不噴發熾熱的岩漿、呼嘯的火山彈，仍然令人

敬畏呀！火山景觀要有幾個條件配合，一是地底下要有攝氏 1000 °的岩漿庫，這是熱源；

二是要有下滲的水源，這是溫泉、蒸氣的材料；三是要有張裂的正斷層，讓加熱的地下水

冒出來，眼前陡峭的山壁就是斷層錯動形成的斷層崖。」

「『毒霧』是什麼？就是鼻子嗅聞到的臭雞蛋味道，含硫的氣體。『碧澗』是什麼？

就是溫泉裡面綠色的火山葉苔與溫泉紅藻，特性是耐高溫、嗜強酸。」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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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的硫磺谷就像一個大鍋子，運用高溫、強酸的熱氣和熱泉來煮石頭。將『灰色』的安山岩內含鐵物質煮出來，最後就剩下『白色』的

火黏土了，煮出來的鐵質與硫氣結合成『黑色』的硫化鐵，或是與氧氣結合成『褐色』的褐鐵礦，最後再加上硫氣自己凝華結晶而成的『黃色』

的硫磺，就煮出了一鍋火山五色石了！而郁永河煉硫需要的『色質沉重、黑黃不一』的硫土，其實就是黑色的硫化鐵與黃色的硫磺。」

不要阻止風雨

後來，我們帶著孩子們從鞍部，一次次地踏入自然與人文交融的場景。記得有一個五月，「五月行人少」

的五月，我們跟隨著郁永河的腳步，從龍鳳谷步行返校時，恰巧遇到了該年度最滂沱的鋒面雨，撐著傘還是渾

身濕透，如同全身都泡在水中，孩子們後來乾脆玩開了，踩水窪、甩雨珠、潑雨水，在雨中一起淋雨、一起聊天，

這場雨是帶著歡欣的。

猶如弘法大師說過的：「不要阻止雨，應將此身化做雨。」當我們與郁永河同行，翻越歷史迷霧與崇山

沸泉，憑藉著自然史的浸潤，讓我們能看盡千萬年來的大化滄桑，看穿五色七彩的海市蜃樓，我們就能和汩

汩的熱泉同聲，和嘶嘶的怒雷同氣，我們就是無邊無際大自然中的一顆小小的分子，與天地同脈動、與自然

共吐納。在風雨飄搖之際，悄悄地滑落、會心地融入大地之心當中。

勾引出孩子心中的敏感度

有一回來到郁永河碑時，孩子們看到茶斑蛇喊出「蚯蚓」。教學者再次詢問這是蚯蚓嗎？讓孩

子們觀察鱗片，細看蛇信，問蚯蚓會有鱗片嗎？孩子們就能很有信心地齊聲回答：蚯蚓沒有鱗片，

牠是「蛇」。經由探討的過程，孩子便能輕易分辨出蚯蚓和蛇類的諸多不同！

從龍鳳谷步行返校的途中，小男孩驚喜的遇到一隻
紋白蝶棲停在他的手指上，久久不肯離去。

觀察龍鳳池中的綠頭鴨。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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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查到龍鳳谷酸化湖時，湖面有幾隻綠頭鴨優游地划著水，我們一起思考雄性綠頭鴨為了吸

引異性展示漂亮的綠色金屬光澤羽毛，那麼，牠將如何躲避眼光銳利的猛禽？孩子思索後回應「變

色」。哪裡變色？孩子說「羽毛變色」。變什麼顏色？孩子說「跟母鴨一樣的咖啡色」。接著，

教師再拿出野鳥圖鑑讓孩子比對鳥類演化出的「繁殖羽」和「非繁殖羽」等觀念，並且讚嘆著綠

頭鴨「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懂得調適，得意呱呱叫」的生存智慧。

在這樣的旅程當中，我們發現最好的解說其實是親身體驗。我們要做的是多帶孩子到戶外，

讓孩子們自己從發現中進行觀察，以問題來引導思索，而非教學者呶呶講述。讓孩子由親身體驗

中印證，由迷思概念中澄清，就能慢慢地勾引出心中的環境敏感度。停下來，紋白蝶會停在指尖；

靜下心，就能與萬物交心。 硫磺谷龍鳳谷地區立體地圖，北側為十八份熔岩臺地，南側
為磺溪山群峰；東側為龍鳳谷火山爆裂口，西側為硫磺谷火
山爆裂口。由地理形勢可觀察到火山與斷層之間的依存關
係。( 拍攝自龍鳳谷遊客服務站立體地圖 )

向那山谷滑落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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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件教案設計表

課程主題 向那山谷滑落 設計者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

實施年級 國小五、六年級 課程時間 一日戶外教學，小計 8 小時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 實施時間 ■領域 / 科目：自然

總綱核心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領
域
/

學
習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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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境
教
育
議
題

核
心
素
養

環 B3

能欣賞、創作與環境相關的藝術與文化，

體會自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之美，豐富美感

體驗。

學
習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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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習
主
題

環境倫理

學
習
內
容

INe-III-1 自然界的物體、生物與環境間的交互作用，常具有規則

性。

實
質
內
涵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

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十二年國教課綱環境教育議題融入說明手冊參考網址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110811734.pdf

學習活動設計
理念與目標

戶外教學的靈魂有什麼特色？從端坐如儀的教室中走出來，我們認為最好的解說其實是親身體驗。因此我們藉由火山作用、地

熱生態、植被資源來進行活動設計，透過戶外實地體驗、觀察探索來領納自然風光，並加入採硫歷史、溫泉產業等人地互動關

係，讓孩子們對在地產業的變遷脈絡更加認識，因認識產生認同，俾能增長守護家園、愛護環境的情操。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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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路線
特色與規劃

1. 教學路線：

由陽明山國家公園南緣的硫磺谷地質景觀區步行前往龍鳳谷遊客服務站，再下行至龍鳳谷地質景觀區，一探火山地熱精彩

的地景與生態之秘。

教學景點順序如下：1. 硫磺谷溫泉泡腳池、2. 硫磺池、3. 黃金小丘、4. 展望平臺、5. 鞍部涼亭、6. 清郁永河採硫處碑、7. 五
指山層露頭、8. 龍鳳谷遊客服務站、9. 龍鳳池、10. 妙天宮。

2. 活動特色：

(1) 與學子們一同進行「後火山活動地熱區」真實情境的體驗。

(2) 在空間軸上，此區域剛好位於火山邊緣，能實際比對 250 萬年前年輕的火成岩地層與 3600 萬年前古老的沉積岩地層，其

不同的特徵與演育。

(3) 在時間軸上，能參照古今運用火山地熱資源的人地關係，包括了早期採硫記載與現今人工溫泉井、溫泉露頭及溫泉鈣華建

材等不同資源利用方式。

硫磺谷龍鳳谷戶外教學地圖 ( 影像引用自谷歌地圖 ) 向那山谷滑落戶外教學架構圖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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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 學習表現 )

一、活動介紹與引起動機

對大臺北地區 600 多萬人來說，大屯活火山會不會大規模噴發一直是大家心中的隱憂，所以我們有

必要對近在咫尺的火山地熱區有多一些的認識。

而火山對我們來說，其實是利弊參半。除了災難性的危害之外，也帶來了硫磺、溫泉、地熱等自然

資源。帶孩子親近火山地熱區，聆聽郁永河的磺穴冒險故事，可以體驗鄉土環境的真情、善意、美感。

( 由學校步

行到硫磺

谷，路程約

30 分鐘 )
10 分鐘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
〈一〉

活動地點：硫磺谷溫泉泡腳池 活動主題：白磺泡腳新體驗

活動內容：簡易檢測溫泉性質並進行泡腳體驗。

景點介紹：

1. 北投溫泉介紹：北投常見的溫泉由顏色區分，有青磺 ( 氯化物硫酸鹽泉 )、白磺 ( 硫酸鹽泉 )、
鐵磺 ( 碳酸鹽泉 ) 三種，分佈的區域各有不同。

活動實施：

1. 運用工具檢測溫泉特性：以溫度計檢測，學生能夠測出溫度大約攝氏 40 度；以石蕊試紙檢

測，學生能夠得知紅色石蕊試紙不變色、藍色石蕊試紙變色，酸鹼度呈現酸性。

2. 泡腳池體驗：本地區可說是北投白磺的「泉源」，可進行泡腳禮儀指導，讓學生到溫泉泡

腳池體驗泡腳的舒適感。( 學生自由參加 )

40 分鐘

( 步行至下

一站路程 5
分鐘 )

符 應 學 習 表 現 an-
Ⅲ -1，以及預期成
效 1。

檢測溫泉特性

進行泡湯活動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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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 學習表現 )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
〈二〉

活動地點：硫磺池 活動主題：大屯火山噴發了

活動內容：火山噴發階段與火山地形實景

景點介紹：

1. 大屯火山噴發的條件：包括了地函岩漿流動推移造成的「聚合型板塊邊界」，板塊隱沒後

融熔形成的「岩漿庫」，造山運動形成的張裂，形成地震錯移的「正斷層」。

2. 大屯火山噴發階段：

(1) 第一期：280 ～ 250 萬年前：東側原始丁火朽山及原始大屯山（今大磺嘴一帶）強烈噴發，

形成火山碎屑岩。

(2) 第二期：80 ～ 60 萬年前：竹子山熔岩流岩漿直至富貴角、麟山鼻；七星山、小觀音山也

相繼噴出熔岩流，直至華岡，並生成紗帽山寄生火山。

(3) 第三期：60 ～ 50 萬年前：大屯火山在南方炸裂成中正山；50 萬年前七星山大規模噴發，

熔岩流與碎屑流往西至竹子湖、向南至仰德大道、向東至擎天崗。

(4) 第四期：50 ～ 35 萬年前：後續小型噴發，40 萬年前，烘爐山、面天山形成。

3. 火山地形介紹：站在硫磺池附近看得到的景觀。

(1) 錐狀火山：大屯西峰、大屯主峰、七星山。

(2) 鐘狀火山：向天山、面天山、中正山、紗帽山。

(3) 熔岩臺地：十八份、華岡。

(4) 熔岩丘：尖山。

(5) 火山堰塞湖：硫磺池。

活動實施：

1. 認識大屯火山噴發的條件與噴發階段。

2. 觀察各種火山地形景觀。

30 分鐘

( 步行至下

一站路程 5
分鐘 )

符 應 核 心 素 養 環
B3，與實質內涵環
E-1，以及預期成效
1。

瞭解火山作用的條
件

認識大屯火山噴發
階段

欣賞各種類型火山
的美感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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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頁

M A P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 學習表現 )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
〈三〉

活動地點：黃金小丘 活動主題：煮一鍋五色石

活動內容：認識火山地熱區熱液換質作用

景點介紹：

1. 地質條件：鍋狀封閉「窪地」，硫氣容易聚集；「斷層線」經過，讓火山氣體噴出；富含

硫化氫的氣體，形成「硫氣孔」；潮濕多雨，讓硫氣透過化學作用形成具腐蝕性的「硫酸」。

2. 熱液換質作用：高溫、強酸的環境，進行劇烈的化學風化，將「灰色」的安山岩腐蝕為「白

色」的火黏土。

3. 伴生礦物：「黑色」的硫化鐵、「褐色」的褐鐵礦、「黃色」的硫磺結晶。

活動實施：

1. 解說硫氣孔地質條件。

2. 扮演熱液換質過程：學生每人發下一張貼紙，分別扮演窪地、角閃石、輝石、黑雲母、石

英、長石、硫氣、水蒸氣、氧氣等角色，在老師旁白的指令下，模擬熱液換質過程。首先，

窪地角色先圍成一個大圈，包圍其他的角色；接著角閃石、輝石、黑雲母、石英、長石聚在

一起，它們是安山岩 ( 灰色 )；再來是窪地內噴出又酸又熱的硫氣、水蒸氣、氧氣，繞著安山

岩輕輕拍打象徵化學侵蝕的作用；然後硫氣將含鐵的角閃石、輝石、黑雲母從安山岩中拉出

來，新貼上硫化鐵 ( 黑色 ) 的標籤；氧氣將角閃石、輝石、黑雲母拉出來，新貼上褐鐵礦 ( 褐

色 ) 的標籤；有一些硫氣自己轉換成固態的礦物，新貼上硫磺 ( 黃色 ) 的標籤；安山岩內有許

多礦物都被雨水沖走了，原本堅硬、深色的安山岩內，只剩下淺色的石英、長石礦物，而且

結構鬆軟，一捏就碎，此時已經被置換成火黏土了，新貼上火黏土 ( 白色 ) 的標籤。

30 分鐘

( 步行至下

一站路程 5
分鐘 )

符應學習內容 INe-
Ⅲ -1，以及預期成
效 1。

瞭解熱液換質的交
互作用

向那山谷滑落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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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頁

M A P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 學習表現 )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
〈四〉

活動地點：展望平臺 活動主題：你泡的是真的溫泉嗎？

活動內容：人工溫泉的製作過程

1. 硫磺谷有噴氣沒溫泉：地底溫度高於攝氏 100 度，只有噴氣 ( 溫度高於 100 度 ) 沒有溫泉 ( 溫
度小於 100 度 )。
2. 人工溫泉井：建造一個口字型或多邊形的溫泉井，引入簡易過濾的溪水 ( 無尾崙溪 )，再讓

火山噴氣加熱溪水，便完成了白磺溫泉，再引流到眾家溫泉旅社使用。

3. 噴氣游移：一道噴氣口幾年之後噴氣漸漸衰竭，此時需再鑽探新的噴氣口，建造新的人工

溫泉井。

活動實施：

1. 講解硫磺谷溫泉特色。

活動
〈五〉

活動地點：鞍部涼亭 活動主題：鞍部的五種意義

活動內容：二山交會的鞍部具有自然與人文的多重含意

景點介紹：

1. 在自然方面：二山交會的「鞍部」地形，同時也是「分水嶺」和「風口」。

2. 在人文方面：鞍部常常是著名的「關隘」與「交通要道」。

3. 鞍部舉例：新疆省的「達板城」，北橫的「思源啞口」，南橫的「關山啞口」，陽明山的「小

油坑」。

活動實施：

1. 觀察鞍部地形在自然與人文等方面的意義。

20 分鐘

( 步行至下

一站路程 5
分鐘 )

符 應 學 習 表 現 an-
Ⅲ -1，以及預期成
效 1。

認識人工溫泉的特
徵

20 分鐘

( 步行至下

一站路程 5
分鐘 )

符應學習內容 INe-
Ⅲ -1，以及預期成
效 1。

從地形特色思考人
地互動的影響

向那山谷滑落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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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頁

M A P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 學習表現 )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
〈六〉

活動地點：清郁永河採硫處碑 活動主題：艱辛的採硫史話

活動內容：清朝郁永河北投採硫故事介紹

景點介紹：

1. 黑火藥的比例：硝石 75%、硫磺 10%、木炭 15%。黑火藥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

2. 郁永河採硫的路途：路線經過了福州、廈門、金門、澎湖、臺南、臺北。裨海紀遊一書記

載了當時臺灣的風土人情與硫穴的自然史描摹。

3. 採硫的艱辛與波折：經歷九死一生的險境，郁永河不屈不撓，終於完成任務。

活動實施：

1. 以碑文印證現場實景，進行自然史敘寫賞析。

2. 讓學生討論採硫水路、陸路等不同路徑的差異及風險，呈現郁永河採硫的的艱辛與波折。

活動
〈七〉

活動地點：五指山層露頭 活動主題：臺灣北部最古老的地基

活動內容：沉積岩地層的第一手觀察

景點介紹：

1. 古老地層：臺北盆地內有厚層的現代沖積層，其下有七層古老沉積

岩岩層，最古老的是沉積於 3600—2400 萬年前的五指山層，因為褶皺

及侵蝕作用雙重因素，在硫磺谷斷層崖一側可觀察古老地層露頭。

2. 顆粒最粗的砂岩：五指山層砂岩徑粒約 2mm，材質為堅硬的石英砂，

岩相為海陸混合相。

3. 地質構造觀察：沉積岩層層堆疊，外表「層理分明」；受到造山運

動產生垂直的裂理，稱為「節理」；抗蝕性高的砂岩與抗蝕性低的粉

砂岩有明顯的「差異侵蝕」等構造。

4. 火山角礫岩：由尖角狀的火山碎屑構成，並經火山灰膠結而形成「火

山角礫岩」，顯示大屯火山群猛烈噴發的證據。

活動實施：

1. 講解古老地層的特

性。

2. 觀察地層構造。

3. 比較沉積岩與火成

岩石頭特徵的不同。

20 分鐘

( 步行至下

一站路程 5
分鐘 )

符應核心素養環
B3，與實質內涵環
E1，以及預期成效
3。

瞭解採硫的艱辛歷
程

20 分鐘

( 午餐休息

60 分鐘 )

( 步行至下

一站路程 10
分鐘 )

符應核心素養
自 -E-B3，與學習表
現 an- Ⅲ -1，以及
預期成效 2。

比較沉積岩與火成
岩異同

向那山谷滑落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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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頁

M A P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 學習表現 )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
〈八〉

活動地點：龍鳳谷遊客服務站 活動主題：大屯火山的故事

活動內容：認識大屯火山的大地故事

景點介紹：

1. 地質展板與岩礦標本：龍鳳谷遊客服務站內豐富的解說資料。

2. 生態展板與動物標本：龍鳳谷遊客服務站內豐富的解說資料。

3. 大屯火山的故事影片：需事先預約，並在視聽室欣賞「大屯火山的故事」多媒體影片，片

長 22 分鐘，影片大量運用空拍影像、光達技術，以及最新的火山調查資料，視覺效果佳。

活動實施：

1. 學生透過龍鳳谷遊客服務站內豐富的地質展板、生態展板與岩礦標本、動物標本，認識龍

鳳谷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

2. 學生透過視聽室欣賞「大屯火山的故事」多媒體影片，深度瞭解大屯火山地史演育。

活動
〈九〉

活動地點：龍鳳池 活動主題：硫磺凝華近距離

活動內容：觀察硫磺結晶與洋蔥石特徵

景點介紹：

1. 龍鳳池酸化湖：龍鳳池的成因可稱為「火山堰塞湖」，湖水內有高濃度的酸性物質，亦可

稱作是「酸化湖」，強酸讓湖中植物難以生長，也找不見水棲動物的蹤跡，只在湖面偶見過

境的冬候鳥。

2. 硫磺凝華：一般物體降溫時的物相變化是氣態到液態的「凝結作用」，液態到固態的「凝

固作用」依序出現，但硫磺卻是少數直接由氣態轉換為固態，稱之為「凝華作用」。可觀察

硫磺的針狀結晶，須提醒學生硫氣孔高溫，請勿過度靠近，以免燙傷。

3. 片狀風化：高溫、強酸的環境，不斷侵蝕原本結構緻密的安山岩，安山岩會層層風化、層

層剝落，稱為「洋蔥狀風化」，受侵蝕的岩石稱為「洋蔥石」。

40 分鐘

( 步 行 至 下

一站路程 10
分鐘 )

符應核心素養環

B3，與實質內涵環

E1，以及預期成效

2。

認識大屯火山的豐

富資源

20 分鐘

( 步 行 至 下

一站路程 10
分鐘 )

符應核心素養

自 -E-B3，與學習內

容 INe- Ⅲ -1，以及

預期成效 1。

思考生物適應環境

的方式

向那山谷滑落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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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P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 學習表現 )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
〈九〉

活動地點：龍鳳池 活動主題：硫磺凝華近距離

活動內容：觀察硫磺結晶與洋蔥石特徵

活動實施：

1. 討論冬候鳥如何兼顧求偶、避敵二種需求的自我調適之道。

2. 觀察硫磺凝華的物相變化作用。

3. 認識岩石化學風化的類型。

活動
〈十〉

活動地點：妙天宮 活動主題：鈣華結晶細細看

活動內容：碳酸鹽泉沉澱形成的鈣華

景點介紹：

1.碳酸鹽泉：陽明山地區大多是硫酸鹽泉，僅湖底盆地、龍鳳谷等區域有碳酸鹽泉，溫度較低、

水中鐵質氧化後呈現黃色，稱為「鐵泉」。

2. 鮞狀結晶：碳酸鹽泉在降溫的過程中產生還原反應，水中的碳酸氫鈣會結晶為碳酸鈣，稱

之為「鈣華」。妙天宮建廟時就地取材，使用了不少鈣華作為建材，可觀察鈣華中猶如小魚

卵狀的「鮞狀結晶」。

3. 包裹體：鈣華層層堆疊，也將溪流中的枯枝落葉、安山岩包裹在岩石中，枯枝落葉等有機

體分解後留下孔洞，安山岩則成為鈣華中的「包裹體」，顯示此為在地採集的石材。

活動實施：

1. 認識碳酸鹽泉與其他溫泉的不同之處。

2. 觀察鈣華結晶的特徵。

3. 由包裹體推論各種事件的先後關係。

20 分鐘

( 步 行 至 下

一站路程 10
分鐘 )

符應核心素養

自 -E-B3，與學習內

容 INe- Ⅲ -1，以及

預期成效 1。

思考生物適應環境

的方式

20 分鐘

( 步 行 返 校
路 程 約 40
分鐘 )

符應核心素養
自 -E-B3，與學習表
現 an- Ⅲ -1，以及
預期成效 2。

能從眼前的事物進
行概念推理

向那山谷滑落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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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頁

M A P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 學習表現 )

三、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1. 賓果遊戲：學生畫出 4*4 的十六格空格，輪流講述一個今天學習到的名詞或概念，找一個空格填入。
教師抽點學生回答問題，答對者可以挑選一個名詞圈選，最早連成 4 條直線者獲勝，喊出「賓果」。

2. 踏查記錄：教師鼓勵學生將今日戶外教學所見所思記錄下來，以第一手觀察的角度敘述此行的收穫、
思考及感受。

3. 教學省思
(1) 與夥伴教師一起進行戶外教學，第一站到第五站由一位教師主講，第六站到第十站由另一位教師負
責。二人同行，一前一後，相互支援，戶外教學原本就要以團隊的方式瞻前顧後、彼此支援、見賢思齊。
這樣的合作模式是很棒的。
(2) 在戶外運用觀察到的現象讓學生以思考原因的模式進行教學活動，例如發現步道中的一隻螳螂，靠
近時牠緊張的從欄杆上跳了下來。為什麼不飛？學生觀察後說因為牠沒有翅膀。為什麼這隻螳螂沒有
翅膀？學生想了半天，後來得知因為牠是小寶寶 ( 若蟲 )，覺得莞爾。這樣經過思考的歷程更能展現環
境教育的可貴性。
(3) 富有好奇心的孩子，他們有能力自己判斷與解釋許多自然現象，而這過程有賴一步一步的觀察、體
驗與引導。我想，這些細節也印證了學習是需要重複的、需要類似情境的重現與連結，螺旋式的加深
加廣主題概念的。
(4) 感謝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熱情地、細膩地舉辦環教路線徵文活動，並在活動中給予我們莫大的
鼓勵與增能，在教案設計工作坊中能與來自四面八方的熱血老師們共同觀摩、交流與切磋，是今年新
冠疫情期間一趟最美好的學習之旅；也要特別感謝吳美麗教授逐字逐句地再三指點環教教案、評點教
學設計，將個人原本疏漏不文的草稿煥然一新，彰顯出素養導向的時代性，讓我們朝著教師專業的目
標再往前行，是近期社交距離中一段最充實的精進之旅。

20 分鐘

向那山谷滑落 文化國小 楊志文、徐愛婷、洪文徽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