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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個美好-豹山、象山、永春陂踏查
林慧娟/楊翊如

透過Google Meet和Line官方帳號互
動平台，讓學生在疫情停課期間，分組
線上闖關初探四獸山地區。

闖關第一寶，學生依序排列1921年
日治台灣堡圖、1931年瑠公水利組合域
圖、1999年經建版地形圖、2021年衛星
影像後，可發現永春陂是清代永春泉州
人在四獸山山麓建置的灌溉設施之一，
之後與瑠公圳連通，灌溉五分埔的水稻
田。戰後因產業轉型和都市擴張，農田
消失，故陂塘除因礦渣及天然淤塞外，
更多是遭人為填平並轉為他用，其中永
春陂作為軍營及學校用地。

闖關第二寶，學生利用爬樓梯的小
遊戲，找出永春陂常見的鳥類如翠鳥、
五色鳥、紅嘴黑鵯、臺灣藍鵲等，再
以拼圖及填字遊戲，認識松山一坑及舊
台車道的位置，體認先人開礦艱辛。最
後，利用拼圖上密集的等高線分布，推
論此地易發生崩塌及土石流，並了解地
形災害與陂塘消失的關聯性。

闖關第三寶，學生利用藏頭詩與照
片，鳥瞰永春陂濕地公園，並找出都市內
濕地具有調節溫度、防止洪患、觀光遊
憩、生態保育四大功能，了解濕地對都市
環境的重要性。

踏查區一，學生觀察土石流潛勢溪流
防治工程，在學習單上素描記錄；並觸摸
板岩石材標本及現地砂頁岩互層的岩壁，
感受質地的不同，以了解因差異侵蝕而易
發生崩落的現象。接著往上游邁進，步道
沿線有菜園卻僅有殘破空屋，藉此導引出
其為台北市危險聚落第一件搬遷的案例，
並請學生反思居住正義課題。

踏查區二，步行至瑤池宮，觀察步道
沿線彩繪礦工與礦坑的裝置藝術，請學生
推論出現在現地的原因。教師說明石底層
與礦業興衰的關係，並請學生思考礦業發
展與宮廟興起、廢棄的礦渣與危險聚落的
關係。由舊台車道路線改建的陡峭的長階
梯下山，體認先民採礦的不易，並於休息
平台討論活化遺址之策略。

▲永春陂探索(生態保育)--踏查區六：環陂步道。利用感官
體驗永春陂的蟲鳴鳥叫、植物氣味，並認識濕地公園設施的
環保巧思。

▲四獸三寶（線上闖關）--第二寶：煤礦。
以爬樓梯、填字遊戲、拼圖等小遊戲，認識四獸山環境生態
及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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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獸三寶（線上闖關）--第三寶：濕地公園。
以藏頭詩與照片引導學生了解溼地公園的功能。

▲象山漫步(地景欣賞)--踏查區三：六巨石、攝影平台。以六巨石驗
證四獸山易發生崩壞的地形景觀，並至攝影平台瞭望臺北盆地。

踏查區三，六巨石是由高處崩落的巨石所組成，
站上巨石可眺望臺北盆地，但具有危險性，因此禁止
攀爬。不過常有觀光客無視禁制，現場又無人員及法
則可管，藉此機會教育學生在欣賞地景的同時，守法
與自身安全的重要。接著步行至攝影平台，眺望臺北
盆地的都市地景及欣賞遠方由山稜構成的天際線。

踏查區四，石乳園上的鏽染紋是由地表水由上往
下滲透過程中，岩層中含鐵礦物產生化學風化作用形
成漂亮的紋理，一線天亦是崩壞地景，透過穿越石
縫，讓學生感受光影的變化。兩者皆可教育學生在網
美式打卡之餘，也能了解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兼具感
性與知性地記錄旅行所見。

踏查區五，永春陂外圍牆面留有鳥類觀察窗口，
並有台北樹蛙的馬賽克磁磚。入口招牌上及服務導覽
站的馬賽克牆面上，亦有翠鳥、五色鳥、領角鴞、臺
灣藍鵲等生物圖像，可惜牆上台北樹蛙的腳趾數量有
誤，可藉此考驗學生觀察力，並引導學生反思公共藝
術扮演生態教育角色的重要性。

說一個美好-豹山、象山、永春陂踏查
林慧娟/楊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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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陂探索(生態保育)--踏查區六：環陂步道。
利用感官體驗永春陂的蟲鳴鳥叫、植物氣味，並認識濕地公園設施的環保巧
思。

▲說一個美好(導覽工坊)--成果展現：以戶外課程拍攝的照片及蒐集的資料，自
製明信片或參與相關競賽及志工導覽。

說一個美好-豹山、象山、永春陂踏查
林慧娟/楊翊如

踏查區六，步行在環陂步道上，可見翠鳥、白鷺
鷥、紅嘴黑鵯等；可聽到蟋蟀、青蛙合鳴；可觸摸魚
腥草和嗅到特殊氣味，感受自然的奧妙。觀察路燈設
計，以向下投射燈光的方式，避免製造光害；建築則
採用舊軍營的石材造牆，減少拆除產生的垃圾與花
費。近來陂塘遭外來種入侵，引導學生反思可能產生
的問題，並提出解決行動方案。

導覽工坊，學生內化戶外課程所學，並以流利生
動的口語，向同儕導覽四獸山地區。再來，將戶外課
程記錄下的景觀照片，利用公版自製明信片，交由廠
商印製成品，並在其上書寫感受及祝福之語，寄給同
儕或未來高中畢業後的自己。最後，進一步蒐整相關
文獻和圖資，製作線上故事地圖參加全國性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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