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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山地質、岩石探究與課程教材發展 
沈進發、劉道德、易諳峙 

陳宇虹、林坤隆、趙國勝、劉秀華 
臺北縣樹林市武林國小 

壹、背景分析  

「大同山」位於台北縣樹林市西方，

地 質 上 屬 於 山 仔 腳 山 塊 出 露 地 層 之 一 部

份，岩性主要以砂岩、頁岩及砂、頁岩互

層為主，沈積岩中的各種構造如層理、節

理、波痕、結核均十分發達且清楚可見，

並富含許多海膽、貝類、珊瑚、有孔蟲等

淺海相的化石。山區豐沛的雨量也孕育出

肥沃的土壤，植物生長繁茂，成為都市居

民休閒的好去處，也是戶外教學的良好場

所。  

教 育 部 於 民 國 九 十 年 開 始 實 施 的 九

年一貫教育，其基本理念強調「鄉土與國

際意識」並重，包括鄉土情、愛國心與世

界觀的建立。課程實施要點也規定，地方

政府得依地區特性及相關資源發展鄉土教

材，或各校自編合適的鄉土教材，更強調

「在生活的自然情境中」學習，以及發展

「學校本位課程」的重要性。  

本校位於大同山山腳，大同山與學生

之生活及學習息息相關，因此「大同山主

題課程」在本校課程的設計與發展上，一

直和各年級各領域之教學相融合。因此，

本校結合相同興趣理念之教師，實地踏查

大同山，從自然科學領域中最有趣的地層

及地質開始，透過學者、專家的指導、文

獻分析、田野調查、討論和紀錄，期能探

究及研發教師進行戶外教學的相關教材。  

 

一、大同山與台北盆地  
因台北盆地的斷層陷落，所以從大同

山 的 山 頂 眺 望 台 北 盆 地 和 林 口 台 地 ( 圖

一 )，許多陷落的斷崖清晰可見，大同山位

於台北盆地西南方，因此大同山地質的形

成與台北盆地的發育史息息相關。  

 
圖一 從大同山晀望台北盆地和林口台地。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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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盆地位於台灣島的北部，盆地周

邊散布著各種丘陵和山地，是台灣最典型

的盆地之一。盆底高度介於 40 公尺到海平

面下 2 公尺，東南向最高，西北向最低，

由東南向西北平緩傾斜，平均高度約 8 公

尺。台北盆地的成因一直有兩種說法，一

是火山爆發說，一是斷層說。  

（一）火山爆發：因火山爆發岩漿逸出地

盤中空而陷落故形成盆地。  

（二）斷層：因為斷層活動使地盤陷落而

形成。  

 

二、大同山的地理位置  
在行政區域上，大同山大部分屬於台

北縣樹林市，僅有少部分隸屬於桃園縣龜

山鄉境內。周圍設有許多中小學校 (圖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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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大同山及周圍國中小學地理位置  

 

三、大同山概述  
大同山，舊名大凍山〈因為昔時高而

冷〉或九茶山或狗蹄山等。主峰高約 405

公尺。大同山自然風貌保存完善，一直以

來都是樹林地區民眾徜徉森林浴的所在；

近年來，登山步道陸續完成，更吸引了台

北縣南方市鎮居民假日前來遊憩。由於自

然風貌的保存完善，大同山不僅是民眾郊

遊的地點，更是學童觀察自然生態環境的

絕佳戶外教學場所。  

另外，大同山除了是自然觀察的好地

點，在人文景觀方面亦是豐富，尤其是山

上眾多廟宇，包括菩提寺、勝安宮 (王母娘

娘廟 )(圖三 )、南寮福德宮、青龍嶺的南無

地藏王廟、土地公廟以及光明寺、海明寺

等等，不同宗教建築、祭祀的神祇及祭拜

的儀式亦值得探究。  

大同山上有一青龍嶺，在大同山的西

北稜上，海拔高僅 256 公尺，因前往嶺頂

途中稜線像極睡龍伏臥，故得名青龍嶺；

青龍嶺上闢有山林公園，其間林道層巒疊

嶂，途中還可見一條青龍雕塑，乃青龍嶺

上最大象徵。在嶺頂附近可觀察岩石的風

化情形 (封底圖 A)。  

 

 
圖三 勝安宮 (王母娘娘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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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同山的地形與地質  
「大同山」在台北縣形成樹林市一半

以上的坡地地形，平均坡度陡峭，是樹林

市轄境內較具起伏的地區，因本區有順向

坡的存在，所以曾因颱風帶來大量雨水，

造成土壤沖刷及土石坍塌。  

台 灣 本 島 陸 地 在 千 萬 年 前 原 本 沉 在

海底，經過造山運動後隆起為陸塊，所以

地質大多以沉積岩為主，因此大同山的地

質形成也是以沉積為主，另外在海底火山

活動時，岩漿會侵入各沉積岩層，再經過

風化作用後，會有火成岩的出現，所以在

大同山上我們會發現少許的火成岩。而山

子腳山塊分佈之地層以第三紀中新世之沈

積岩地層為主，其間夾雜著凝灰岩，其中

凝灰岩為火成岩。本市地層依形成年代的

遠近有木山層（下部含煤層）、大寮層、石

底層（中部含煤層）及南港層，其中之煤

帶石底層的連續性又較木山層者為佳，故

在光復初期成為本區主要的開採煤層。  

 

貳、田野調查－地層踏查與岩石樣

本蒐集  

大同山的岩石大都是沈積岩，沈積岩

根據沙粒顆粒的大小分有礫岩、砂岩和頁

岩，大同山的岩石大都是砂岩和頁岩，砂

岩顆粒較粗，用手觸摸有沙沙的感覺；頁

岩摸起來較細膩。  

青 龍 嶺 山 頂 視 野 將 台 北 盆 地 的 風 光

美景盡收眼底，但大家卻都忽略了路旁沒

有 生 命 的 地 層 和 岩 石 ， 這 些 我 們 所 忽 略

的，卻會為我們訴說大同山千百萬年的滄

桑史。  

 

一、大同山岩石採集分類表  
武 林 國 小 老 師 根 據 地 質 調 查 圖 (圖 四 )

帶著學生將採集回來的岩石樣本，對照岩

石圖鑑與岩石標本，來確認它的種類（表

一）。所採集的岩石幾乎都屬於沈積岩，標

本僅 7 號與 8 號屬火成岩。由於有火成岩

的出現，所以證明大同山週遭地區，過去

或許曾經有火山活動。另外在大同山裸露

的岩壁上，我們還能看到水平、傾斜的岩

層，有些地區還能發現不少的貝類化石，

因此我們可以推想：早期的大同山的地層

曾經是在海底，後來由於地殼的變動，才

從海底被擠壓抬升到陸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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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大同山地質踏查圖  

 

表一 大同山岩石採樣彙整表  

標 本  
編 號  

種 類  
岩 石  
屬 性  

採 集 時 間  
（ 實 地 探 勘 時 間 ）  

採 集 地 點  判 斷 理 由  

1 頁 岩  沉 積 岩  
93 年 4 月 21 日（ 三 ），

下 午 2 點 。  

福 德 宮 冷

泉 游 泳 池

旁  

1.摸 起 來 較 細 膩 。  
2.與 岩 石 標 本 的 頁 岩 外 觀 與 觸 感 一

樣 。  

2 砂 岩  沉 積 岩  
93 年 4 月 21 日（ 三 ），

下 午 2 點 。  

福 德 宮 冷

泉 游 泳 池

旁  

1.對 照 岩 石 標 本 與 圖 鑑 。  
2.摸 起 來 比 頁 岩 粗 。  

地景 ：水土保持  

地景 ：化石堆  

地景 ：沉積岩化石層、傾斜岩層  

地景 ：冷磺泉  

地景 ：波痕  

地景 ：節理  

地景 ：洋蔥狀風化  

地景 ：有孔蟲化石  

地景 ：煤層  

地景 ：凝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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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一 大同山岩石採樣彙整表  

標 本  
編 號  

種 類  
岩 石  
屬 性  

採 集 時 間  
（ 實 地 探 勘 時 間 ）  

採 集 地 點 判 斷 理 由  

3 砂 岩  沉 積 岩  
93 年 4 月 21 日（ 三 ），

下 午 2 點 。  

大 同 山 南

寮 福 德 宮

附 近  

1.上 面 有 看 到 貝 殼 化 石 。  
2.將 鹽 酸 滴 一 點 點 在 貝 殼 化 石 上 ，

會 產 生 氣 泡 。  

4 頁 岩  沉 積 岩  
93 年 4 月 23 日（ 五 ），

下 午 1 點 。  

福 德 宮 冷

泉 游 泳 池

旁  

1.摸 起 來 較 細 膩 。  
2.與 岩 石 標 本 的 頁 岩 外 觀 與 觸 感 一

樣 。  

5 砂 岩  沉 積 岩  
93 年 4 月 23 日（ 五 ），

下 午 1 點 。  

福 德 宮 冷

泉 游 泳 池

旁  

1.對 照 岩 石 標 本 與 圖 鑑 。  
2.摸 起 來 比 頁 岩 粗 。  

6 砂 岩  沉 積 岩  
93 年 4 月 23 日（ 五 ），

下 午 1 點 。  

大 同 山 南

寮 福 德 宮

附 近  

1.對 照 岩 石 標 本 與 圖 鑑 。  
2.摸 起 來 比 頁 岩 粗 。  
3.先 前 經 驗 判 斷 。  

7 凝 灰 岩  火 成 岩  
93 年 4 月 23 日（ 五 ），

下 午 1 點 。  

大 同 山 南

寮 福 德 宮

附 近  

1.它 的 顏 色 成 灰 白 色 。  
2.對 照 圖 鑑 。  
3. 依 據 調 查 的 大 同 山 地 質 資 料 判

斷 。  

8 凝 灰 岩  火 成 岩  
93 年 4 月 23 日（ 五 ），

下 午 2 點 。  

青 龍 嶺 青

德 宮 附 近  
1.對 照 圖 鑑 。  
2. 依 據 調 查 的 大 同 山 地 質 資 料 判

斷 。  

 

二、樹林之寶~冷磺泉的形成〔大同

山地景踏查 〕  

樹林市有個特殊的自然景觀，就是在

大 同 山 上 的 「 冷 磺 泉 」 (圖 五 )， 它 是 我 們

樹林人的驕傲。但奇怪的是，它好像很沒

有 名 氣 。 因 為 它 既 不 像 蘇 澳 冷 泉 名 聞 世

界，又很難在台灣溫泉資料裡，找到它的

蹤跡。  

 

圖五 福德宮冷磺泉  

世 界 上 泉 水 成 因 和 蘇 澳 冷 泉 一 樣

的，只有義大利和日本有類似的資源，所

以蘇澳冷泉才能名聞世界。蘇澳冷泉的酸

鹼 值 介 於 pH7.2~7.5， 而 大 同 山 冷 磺 泉 介

於 pH7.8~8.0 間。雖然兩者都是鹼性的泉

水，但蘇澳冷泉在溫泉酸鹼值的分類中屬

於 中 性 泉 水 ， 而 樹 林 冷 磺 泉 屬 於 鹼 性 泉

水，由於開發年代晚，所以名氣小。  

 

三、傾斜岩層  
從樹林市保安街二段 45 巷往上走約

200 公尺，即可發現傾斜岩層 (封 底 圖 B)。

此處的岩層，因褶皺的影響，故呈現出傾

斜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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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蘇澳冷泉與樹林冷磺泉之比較表  

 蘇 澳 冷 泉  樹 林 冷 磺 泉  

成 因  

蘇 澳 地 區 豐 沛 的 雨 量，使 得 部 份 雨 水 滲 入 地 下，儲 藏 在 節 理 發 達

的 板 岩 裂 隙 中。後 來 由 於 地 殼 深 處 高 溫 變 質 作 用，或 岩 漿 侵 入 岩

層，而 使 岩 層 內 部 產 生 熱 力 作 用，讓 岩 層 內 部 的 碳 酸 鹽 分 解，而

釋 放 大 量 的 二 氧 化 碳 氣 體。另 外 變 質 岩 中 碳 質 物 的 氧 化 也 提 供 部

分 的 二 氧 化 碳。最 後 這 些 二 氧 化 碳 氣 體 順 沿 岩 石 裂 隙 上 升，而 溶

入 地 下 水，形 成 碳 酸 再 與 周 圍 板 岩 作 用，形 成 大 量 氣 泡。由 於 比

地 下 水 輕 ， 所 以 容 易 上 升 至 地 面 形 成 冷 泉 。  

樹 林 冷 磺 泉 水 質 成 鹼 性

的 原 因 ， 是 由 於 大 同 山

地 層 主 要 以 沉 積 岩 為

主 ， 而 沉 積 岩 的 岩 石 礦

物 多 含 碳 酸 鹽 類 。 這 些

碳 酸 鹽 類 如 果 溶 於 水 ，

會 使 水 質 成 鹼 性 。  

泉 質  中 性 碳 酸 泉  鹼 性 碳 酸 鹽 冷 泉  

酸 鹼 值  約 pH7.2~7.5 約 pH7.8~8.0 

水 溫  約 15~21℃  約 24℃  

地 質  板 岩  沉 積 岩  

水 系  冷 泉 溪  大 漢 溪  

開 發 年 代  於 1928 年 間 日 本 人 發 現  於 民 國 80 年 開 發  

 

四、波痕〔大同山地景踏查 〕  
在沉積物和沉積岩的剖面上，常可見

到波 痕 的 構造 (封 底 圖 C)，這 些 具 有波 峰

和波谷形態的波痕，地質學家稱為「波痕」

或「漣痕」。在現今福德宮添財紀念游泳池

的下方停車場附近，原有很明顯的「波痕」

現象，但可惜的是因停車場的開闢及雜草

樹木的孳長，這兒的波痕現象已不容易觀

察到；但在往青龍嶺柏油路上最後一個轉

彎處附近，有一大片的岩壁，這兒岩壁的

波 痕 現 象 十 分 明 顯 ， 是 觀 察 研 究 的 好 地

方。另外撿起這兒的石塊，對著太陽觀察，

幸 運 的 話 可 以 看 到 許 多 石 英 及 雲 母 (亮 片

狀 )的礦物。  

波痕形成的過程如下：  

1.形成時期：距今約 900~1350 萬年前，泥

沙 被 河 流 沖 刷 而 下 ， 在 海 濱 的 淺 水 處 逐

漸 堆 積 ， 表 面 被 海 浪 輕 輕 推 動 ， 形 成 細

微的波痕。  

2.堆 積 時 期 ： 泥 沙 續 繼 堆 積 ， 夾 在 中 間 的

波 痕 便 被 保 存 下 來 ， 久 而 久 之 形 成 層 面

上有波痕的砂岩。  

3.露 出 時 期 ： 夾 著 波 痕 砂 岩 的 岩 層 因 造 山

運 動 而 被 拱 起 ， 上 面 岩 層 剝 蝕 掉 落 後 ，

便露出中間的波痕現象。  

 

五、化石堆〔大同山地景踏查 〕  
大同山福德宮前的化石堆，現在已被

移至一家卡拉 OK 歌唱歌友會小店的圍籬

內，若要觀察，只需跟歌友會老闆打聲招

呼即可，這些化石是當初興建添財紀念嬉

水 池 時 所 挖 出 來 的 廢 棄 石 塊 ， 對 我 們 而

言，卻是與千萬年前生物對話的鎖鑰。石

塊上蘊藏著許多種類的生物化石，這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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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可能是原本生活在淺海裡的海濱生物所

形成的 ，如 ：雙 殼貝類 (封底 圖 D)、海 膽

類 (圖六 )、珊瑚等。  

 
大同山上的化石堆要由這家小店進入觀察  

 
圖六 上半部被磨損的沙錢海膽化石  

 

六、順向坡  
邊 坡 的 傾 斜 方 向 與 地 層 的 傾 斜 同 向

(圖 七 )， 就 可 稱 為 順 向 坡 。 從 山 腳 沿 著 柏

油路往上走至青龍嶺頂，只要你仔細的比

較地層與邊坡的傾斜方向相同與否，就可

發現許多處順向坡的存在。  

 
圖七 觀察地層和邊坡的傾斜是否同向，

就可以發現何處為順向坡  

 

七、節理〔大同山地景踏查 〕  
就是當岩層受到應力擠壓破裂，但破

裂面兩側岩塊無明顯位移即為節理。往大

同山青龍嶺之巓，沿著青德宮旁的小路再

往上爬，是台北縣與桃園縣的交界處，可

發現節理（封底圖 E）。  

 

八、洋蔥狀風化〔大同山地景 〕(封
面圖) 

又稱為球狀風化，它是由於物理及化

學風化作用，使得岩石一層層剝離，形成

球狀或同心圓狀的皮殼狀構造。在大同山

青龍嶺頂節理地層的旁邊，可以看見非常

多這種十分有趣的蔥狀風化的地貌，它的

外 表 就 好 像 洋 蔥 狀 的 結 構 ， 俗 稱 「 洋 蔥

石」。  

 

九、有孔蟲化石、石灰藻化石〔大

同山地景 〕  
從 青 龍 嶺 頂 往 大 同 山 登 山 步 道 方 向

行約三百公尺處，我們在地上發現了幾粒

蜂窩石，經許民陽指導教授仔細觀察，無

意間我們竟在這個地方，發現了許多有孔

蟲 的 化 石 (圖 八 )， 外 形 呈 扁 圓 形 。 另 外 在

旁邊的岩石上，我們也發現了許多的石灰

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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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有孔蟲的外形呈扁圓狀  

 
十、火成岩的出現  

在 大 同 山 青 龍 嶺 頂 因 長 期 的 風 化 作

用，此處的地質較為破碎，其中矗立在山

上的數顆大石頭，和周遭的岩層顏色不一

致，呈灰黑色，質地也十分堅硬，經許教

授 的 觀 察 証 實 了 這 幾 顆 石 頭 是 為 凝 灰 岩

(封 底 圖 F)， 再 經 過 風 化 作 用 後 露 出 地 面

(封底圖 G)。  

 

十一、大同山的土壤與水土保持  
從保安街二段 45 巷往上走約 300 公

尺，即可看到沿途路旁的護坡，因為開山

路 時 就 必 須 挖 山 坡 地 ， 為 了 坡 面 保 護 工

程，開挖後的裸露面應適時完成植生覆蓋

並予以維護，力求儘速覆蓋地表並減低土

壤沖蝕量。若現場並不適合植生或僅靠植

生 無 法 確 保 邊 坡 安 定 時 ， 則 應 視 狀 況 需

要，配合適當的結構體以進行保護工程，

一 般 採 用 坡 腳  (山 坡 與 平 地 的 交 界 處 ) 穩

定工程配合坡面保護工程，利用擋土牆等

結構物於坡腳不穩定處補強，並且另外配

合排水設施，順利將地表逕流排除以免對

於構造物造成破壞。這就是護坡的功能，

護坡形式有很多種，依不同用途搭配不同

的護坡工程。大同山可看到的是：  

（一） 蛇籠 【生 態工法 】 (封底圖 H)： 由

石頭堆疊坡面，再加網子固定住的

護坡工程，它的透水性最好。  

（二）駁坎【傳統工法】(封底圖 I)：在水

泥牆中鑲嵌石塊，以排水管排水 (圖

九 )。  

（三）擋土牆【傳統工法】：用鋼筋水泥砌

成一道牆，透水性最差。  

另外在護坡下面都有排水溝，用來進

行坡地排水，坡地排水是將逕流或滲透至

地下的水分有效的引導，分流或排降至下

游安全地區，使水分的破壞力降至最低，

以 減 輕 或 避 免 災 害 發 生 。〈 胡 秀 芳 等 ，  

2000〉    〔大同山地景踏查 〕  

 
圖九 駁坎的排水管排水  

 

參、課程教材發展（表 3）  

地球科學是研究地球環境的科學，也

是自然科學中最切身、契合環境的科學；

因此在國小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

活科技」學習領域：第三階段「地層、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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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和土壤」的相關教材單元，對兒童來說

應 該 可 以 是 一 個 豐 富 有 趣 的 戶 外 教 學 活

動；另外在各版本的教科書裡，其編輯目

標 也 都 是 希 望 教 師 能 利 用 學 校 附 近 的 山

區、河谷和高地等露頭，帶領兒童透過實

地觀察、測量、討論和紀錄，發現地層的

變化、岩石的特徵及大自然的美景，所以

其教材的選擇宜來自周圍的環境，製作成

教學媒體，如此才能改進教學，提高教學

效果。  

大同山位於本校學區，也是著名的健

行地點。在進行自然與科技學習領域『次

主題：110 組成地球的物 質（岩石、水、

大氣）、210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320 地層

與化石、512 資源的保育與利用』等教材

內容要項下，我們藉由一般自然科學知識

的探索並結合社區大同山資源，實際至大

同山進行岩石地層與生態等的觀察，使學

生了解到「教育即生活」的真諦與大同山

的生態環境，進而觀察人與環境的互動，

除了建立基本的知識，更可以培養尊重生

命與愛鄉愛校的情懷。  

 

肆、電腦輔助教材的開發  

網路教材設計規畫書：大同山歷險記 

一、評估與分析  
1.主題：大同山歷險記   

2.學 習 對 象 ： 台 北 縣 樹 林 市 武 林 國 民 小 學

五年級學生  

3.需求分析：  

（1）對象分析：  

台 北 縣 樹 林 市 武 林 國 小 五 年 級 之 學

童。年齡層：11～12 歲。認知階段：以皮

亞 傑 （ J. Piaget） 關 於 認 知 發 展 階 段 的 說

明，11 至 12 歲之兒童處於「形式運思階

段」。在此階段，認知之發展從具體逐漸過

渡至抽象，比較能理解並使用相互關聯的

抽象概念。在思維方式上，具有三個特徵：

假 設 演 繹 推 理 ； 命 題 推 理 ； 組 合 推

理。  

訊息處理風格：喜歡透過觸覺和「動

手」活動進行學習。喜歡在教材中有大量

正面增強手法。喜歡主動學習。語言能力：

統一使用的語言為「國語（繁體中文）」，

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均可；百分之九十五

對於「閩南語」可以聽、說。百分之五對

於「客家語」可以聽，但說的能力不足。  

從生理特徵分析：男女生都有。比例

各占百分之五十。健康良好，對於一般性

活動均可參與。少數具有氣喘疾病，不能

進行較劇烈之運動；但對於學習活動之進

行，沒有特別的影響。從態度特徵分析：

需要經常受到鼓勵與肯定，如透過動態視

覺刺激（如：電腦多媒體），學習效果較佳。

喜歡多種刺激同時作用的學習，喜歡嘗試

新的事物及創作，學習者樂於「動手」來

學習，因此可增加練習及觀察部分。  

從社會特徵來分析：喜歡和同學齡學

生一起學習。需要得到同年齡同學經常的

贊同。喜歡向同年齡同學學習。給予上台

發表的機會，以得到同年齡同學的贊同，

建立個人學習的自信與學習成就。遊戲的

感覺，是學童最喜歡的。  

（2）資源分析 (表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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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北縣樹林市武林國小五年級自然與科技領域教學設計表【以第八單元：岩石與

礦物為例】  

週
次 

主
題 

分 段 能 力 指 標  學 習 目 標  教 學 活 動 重 點  
節
數 

教 學 

資 源 

評 量 

方 式 

議
題 

十
四 

 

1-3-1-1 能 依 規 劃 的 實 驗 步

驟 來 執 行 操 作  

1-3-4-1 能 由 一 些 不 同 來 源

的 資 料，整 理 出 一

個 整 體 性 的 看 法  

1-3-5-2 用 適 當 的 方 式 表 述

資 料 (例 如 數 線、表

格 、 曲 線 圖 ) 

1-3-5-3 清 楚 的 傳 述 科 學 探

究 的 過 程 和 結 果  

1-3-5-4 願 意 與 同 儕 相 互 溝

通，共 享 活 動 的 樂

趣 

3-3-0-4 察 覺 在「 以 新 觀 點 看

舊 資 料 」或「 以 新

資 料 檢 視 舊 理 論 」

時，常 可 發 現 出 新

問 題 

3-3-0-1 能 由 科 學 性 的 探 究

活 動 中，了 解 科 學

知 識 是 經 過 考 驗

的 6-3-3-1 能 規

劃、組 織 探 討 活 動  

1. 能 了 解 觀 察 大

同 山 地 層 分 組

活 動 的 路 線 及

重 點 。  

2. 透 過 實 地 觀

察 、 紀 錄 ， 發

現 與 日 常 看 到

不 ㄧ 樣 岩 石 地

層 。 

3. 能 確 實 將 觀 察

的 重 點 完 整 記

錄 在 學 習 單

上 。 

 

活 動 一 ： 山 中 居 民  

＊ 我 所 認 識 的 大 同

山 。 

小 朋 友 發 表 對 大 同

山 生 態 的 印 象 ( 大

同 山 的 動 植 物 )。  

＊ 教 師 說 明 此 次 參 訪

大 同 山 的 重 點 。  

觀 察 重 點 在 於 大

同 山 的 岩 石 地 層 和

土 壤 。  

＊ 教 師 介 紹 觀 察 的 方

法 與 技 巧 。  

教 師 拿 出 大 同 山

地 圖 ， 介 紹 這 次 活

動 的 路 線 。  

教 師 將 學 生 分 組 ，

說 明 到 大 同 山 是 以

組 別 為 單 位 進 行 觀

察 ， 每 組 觀 察 二 個

不 同 的 地 點 。  

活 動 二：大 同 山 的 戶 口

調 查  

＊ 教 師 帶 領 小 朋 友 至

大 同 山 登 高 。  

＊ 小 朋 友 觀 察、記 錄 看

到 的 岩 石 地 層，寫 在

學 習 單 上 。  

＊ 小 朋 友 撿 拾 不 同 的

石 頭 。  

3 大
同
山
的
地
圖 

1.口 頭 發 表 

 

 

2.學 習 單 

 

 

3.實 做 評 量 

資
訊
教
育 

環
境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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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主
題 

分 段 能 力 指 標  學 習 目 標  教 學 活 動 重 點  
節
數 

教 學 

資 源 

評 量 

方 式 

議
題 

十
五 

八
、
岩
石
與
礦
物 

1-3-1-1 能 依 規 劃 的 實 驗 步

驟 來 執 行 操 作 。  

1-3-1-2 察 覺 一 個 問 題 或 意

見 常 可 由 不 同 的

角 度 來 觀 察 而 看

出 不 同 的 特 徵  

1-3-3-1 實 驗 時 確 認 相 關 的

變 因 ， 做 操 控 運

作 。 

1-3-4-4 由 實 驗 的 結 果 ， 獲

得 研 判 的 重 點 。  

1-3-5-4 願 意 與 同 儕 相 互 溝

通，共 享 活 動 的 樂

趣 。 

1-3-5-5 傾 聽 別 人 的 報 告 ，

並 做 適 當 的 回 應 。 

2-3-6-2 認 識 房 屋 的 結 構 與

材 料 。  

5-3-1-2 知 道 細 心 、 切 實 的

探 討，獲 得 的 資 料

才 可 信 。  

6-3-1-1 對 他 人 的 資 訊 或 報

告 提 出 合 理 的 求

證 和 質 疑、創 造 思

考 。 

6-3-2-1 察 覺 不 同 的 辦 法 ，

常也能做 出相同 的

結果。 

6-3-2-3 面 對 問 題 ， 能 做 多

方 思 考，提 出 解 決

問 題 方 法 。  

6-3-3-1 能 規 劃 、 組 織 探 討

的 活 動 。  

7-3-0-2 能 安 全 妥 善 的 使 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器

具 。 

1.透 過 觀 察，知 道

日 常 看 到 的 岩

石 外 表 各 有 不

同 。 

2. 能 從 實 際 操

作 ， 學 會 岩 石

是 由 不 同 的 物

質 所 組 成 ， 這

些 物 質 各 具 有

不 同 特 性 。  

3.能 藉 由 分 析，知

道 組 成 岩 石 的

物 質 是 各 種 礦

物 ， 有 些 岩 石

上 還 有 化 石 的

成 分 。  

4. 能 藉 由 蒐 集 資

料 ， 學 會 人 們

日 常 生 活 上 怎

樣 利 用 岩 石 或

礦 物 的 方 法 。  

活 動 一 ： 美 麗 的 岩 石  

＊ 岩 石 有 哪 些 不 同 ？  

1、 分 組 發 表 所 蒐 集

到 的 石 頭 有 哪 些

不 同 ？  

2、 觀 察 台 灣 常 見 的

岩 石 標 本，它 們

有 哪 些 特 徵 ？  

＊ 實 驗 － 稀 鹽 酸 和 岩

石 的 反 應  

1、 分 組 討 論 為 什 麼

有 些 岩 石 碰 到 稀

鹽 酸 以 後，會 起 泡

泡 呢 ？  

 

3 1. 蒐

集 岩

石 及

礦 產

用 途

資 料 

 

2. 放

大 鏡 

 

3. 有

關 化

石 和

礦 物

資 料 

 

4. 各

種 不

同 的

岩 石 

 

5. 稀

鹽 酸 

 

6. 塑

膠 滴

管 

1.口 頭 發 表 

 

 

2.習 作 

 

 

資
訊
教
育 

環
境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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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校內資源 SWOT 分析  

項 目  硬 體 設 備  軟 體  人 力  

Superiority 

（ 優 勢 ）  

1.校 內 有 兩 支 單 投 影 機、乙 部 筆 記

型 電 腦，提 供 教 師 借 用 於 課 堂 中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使 用。2.每 間 教 室 均 有

網 點，且 校 內 無 線 網 路 正 式 啟 用 ，

有 利 於 網 路 多 媒 體 教 材 的 利 用 教

學 。  

武 林 國 小 有 不 少 資 訊 專

長 教 師 ， 對 於 個 別 適 性

教 材 有 開 發 與 產 出 。  

教 材 使 用 的 學 年 團 隊 ，

本 身 對 於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都 有 興 趣 與 經 驗 。  

Weak 

（ 劣 勢 ）  

1.電 腦 設 備 等 太 差，多 媒 體 內 容 過

於 龐 大 或 複 雜 時，呈 現 會 有 延 遲 的

現 象。2.普 遍 於 課 堂 進 行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時，顯 示 的 部 分（ 單 槍 投 影 機

可 供 借 用 的 數 量 ）， 明 顯 不 足 。  

適 合 本 次 主 題 的 校 本 科

學 教 育 教 材 ， 並 沒 有 相

關 軟 體 資 源 。  

1. 教 師 自 製 網 路 多 媒 體

能 力 與 經 驗 不 足。2.教 師

以 電 腦 從 事 融 入 教 學 ，

感 受 到 較 傳 統 麻 煩 且 費

時 的 人 數 明 顯 偏 高 。  

Opportunity 

（ 機 會 ）  

1.資 訊 教 室 汰 換 之 電 腦 設 備，擬 撥

至 各 班 ， 可 逐 步 達 到 「 班 班 有 電

腦 」， 提 供 更 多 個 別 化 學 習 的 機

會 。  

武 林 國 小 為 台 北 縣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初 級 」 種 子

學 校 ， 可 進 行 軟 體 研 發

的 支 援 及 試 用 、 評 估 的

角 色 。  

有 教 師 於 資 訊 科 技 領 域

在 職 研 究 所 進 行 進 修 ，

有 教 授 可 指 導 與 支 援 。  

 

（3）任務分析（圖二十）：  

 大同山歷險

地貌 地層 岩石 

台地 盆地 傾斜地層 水平地層 化石 風化 

林口台地 

A 

台地地形 

K 

台北盆地

A 

盆地地形

K 

成因 

K 

景觀 

K 

成因 

K 

景觀 

K 

海生物化石 

K 

大同山成因的可

能性 

鱗狀風化 

K 

塊狀風化 

K 

波痕現象正斷層 

成因 

K 

景觀 

K 

成因 

K 

景觀 

K  

K= 認知（knowledge）。    A=情意（attitude）  

圖二十 學習任務概念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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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與發展  

1.內容架構：  

大同山

歷險

地貌 地層 岩石 

台地 盆地 

 

傾斜地層 水平地層 化石 風化 

 

林口台地 

台地地形 

台北盆地

盆地地形

成因 

景觀 

成因 

 

景觀 

 

海生物 

化石 

大同山成因

的可能性 

鱗狀風化 

塊狀風化 

正斷層 波痕現象

成因 

景觀 

成因 

景觀 

 

 
（續接下頁：第 33 頁） 

 

勘誤部分  
第 276 期 3 月份，更正如下：  
目 錄 與 第 16 頁 標 題 原 誤 植 為 『 TIMSS2003 國 小 二 年 級 科 學 測 驗 試 題 』， 更 正 為

『TIMSS2003 國小四年級科學測驗試題』  
英文目錄  
TIMSS 2003 Grand 4 released items of science in Chinese 網底字更正為 grade 
 
第 277 期 4 月份，更正如下：  
目 錄 與 第 33 頁 標 題 原 誤 植 為 『 TIMSS2003 國 小 二 年 級 數 學 測 驗 試 題 』， 更 正 為

『TIMSS2003 國小四年級數學測驗試題』  
英文目錄  
TIMSS 2003 Grand 4 released items of mathematics in Chinese 網底字更正為 grade 
 
第 278 期 5 月份，更正如下：  
英文目錄  
TIMSS 2003 Grand 8 released items of science in Chinese 網底字更正為 grade 
 
第 279 期 6 月份，更正如下：  
英文目錄  
TIMSS 2003 Grand 8 released items of mathematics in Chinese 網底字更正為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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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架構：  

 

教材（大同山） 

片頭動畫 

主要項目選單 

及顯示介面 

武林國小 

大牛山場景

測驗（回到未來） 

 

 

 

                    錯誤累計達 

兩題 

 

 

                    錯誤累計達 

兩題 

 

 

 

錯誤累計達 

兩題 

 

 

錯誤累計達 

兩題 

 

片頭動畫 

及說明 

測驗（線性） 

Test01 

測驗（線性） 

Test02 

測驗（線性） 

Test….. 

測驗（線性） 

Test..N 

錯誤過場動畫 

獎勵狀列印 

是 

否 

離開 

關閉視窗

否 

標高點 

登山步道

山間步道

山頂涼亭

寬明泳池

舊礦坑 

45 巷口

山頂人家

山下人家

墓園 

 

常駐功能：  

 離開 音效開關 回主地圖 置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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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策略：  

以先前之教學內容、教學目標及學習

者的分析，就 Leaner、Task、Context 三個

部 分 ， 作 為 適 合 採 取 的 策 略

（ Generative-Supplantive） 三 個 分 析 的 項

度：  

項 目  程 度  
適 合 採 取 的 策 略  

Generative-Supplantive 

Learner 

Prior Knowledge 先 備 知 識  低  S 

Aptitude（ IQ）  高  G 

Cognitive Strategy 理 解 能 力  高  G 

Motivation 動 機  高  G 

Anxiety  焦 慮  低  G 

Task 

Complex/Simple 複 雜 /簡 單  複 雜  S 

Ill-structured/well defined 模 糊 /清 晰  清 晰  G 

Dangerous 危 險 性  有  S 

Context 

Time 少  S 

Goals same for most Learner 是  S 

從以上的分析，整體上，此教學策略

以 More Generative 的方式來安排，教學活

動的部分，以學習者自主發揮探索為主；

然就給予先備知識及統整認識概念的部分

教學，則以 More Supplantive 的方式安排

為輔。  

 

三、網路多媒體教學的運用與反思  
網 路 多 媒 體 教 材 的 優 點 是 可 以 突 破

學習時空的限制，缺點是只能傳達較單一

的、標準化的訊息。對情境教學的詮釋、

傳達有一定的困難，無法完全取代教師的

課堂教學活動。然而電腦準確、快速處理

資料的能力，遠非人力可及。因此，如何

結合二者的特性，各取所長，使教學活動

發揮最好的效果，在教學上有極大的發揮

空間。  

情境教學是從教學的需要出發，教師

依據教學目標（主題）安排以形象爲主體、

富有感情色彩的具體場景或氣氛，激發和

吸引學生主動學習。達到最佳教學效果的

一種教學方法。研究兒童認知發展理論的

基礎上産生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爲，知

識不是通過教師傳授獲得的，而是學習者

在一定的情境即社會文化背景下，借助其

他 人 (包 括 教 師 和 學 習 夥 伴 )的 幫 助 ， 利 用

必要的學習資料，通過建構的方式而獲得

的。因此教學策略採「情境教學模式」，在

教學設計上不僅考慮教學目標分析，還要

考慮有利於學生建構的教學情境。並把情

境 安 排 看 作 是 教 學 設 計 的 最 重 要 內 容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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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材本身的性質，在設計教材多

媒體便以情境教學模式來設計，並安排練

習式的小測驗，用以檢視學習者本身的學

習狀況。就教材安排上，主要有下列幾個

要項：  

1.直觀情境的設計：  

利用多媒體具有文本、圖形、動畫、

視訊圖像、聲音等多種媒體集成的特點，

把教學內容展現在學生面前，讓學生通過

外部多種刺激迅速感知教學內容，把教學

內容變爲更爲具體，提高教學效率。  

2.問題情境的設計  

提問是傳統課堂教學的重要手段。然

而．課堂提問只能照顧到個別學生．不利

於全體學生的主動參與。多媒體電腦的交

互 作 用 及 個 別 化 CAI 工 具 解 決 了 這 個 問

題 ， 有 利 於 激 發 每 一 位 學 生 的 學 習 積 極

性，可以使學生按照自己的基礎水平、學

習興趣選擇所要學習的內容並參與到相應

的問題  

目前完成開發之教材，已建置在本校

校網供學童學習。  

（http://www.wles.tpc.edu.tw/datung）  

 

伍、結語  

「後現代隱含著不確定感，每個人像

個飄動的浮根，心裡偶有不安與失落，因

此『追根』究底是現代人心靈深處最大的

渴望。」  

樹林是個地靈人傑，充滿人情味的好

所在，而大同山除地質、地層的多樣性外，

它的自然生態豐富，動植物種類繁多，四

季各有不同風貌，此外大同山更有年輕一

代學子不知的礦坑、冷磺泉，它就像一座

知識的寶庫，蘊藏著豐富的教學資源，我

們期盼孩子能深刻地與這塊土地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相貼近，本校科學教育團隊透

過多次的研討、文獻探究、田野調查以及

人物專訪，讓大同山地質、岩石探究納入

學校鄉土課程教材。  

另 外 網 路 及 多 媒 體 教 材 的 運 用 是 可

以突破學習時空的限制，增加教學活動的

效果，其在教學上有極大的發揮空間，藉

由模擬實境以排除在部份地區實地踏查所

可能產生的危險因素，以及因之耗時，而

對其他課程產生排擠作用。因此，本研究

除相關地質知識的探究外，CAI 數位教材

的研發也是我們研發的重點。  

本計劃能有如此豐碩的研究成果，要

特別感謝市北師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主任許

民陽教授的指導，他在實際踏查中親切的

指導說明，其專業令人折服；在計劃指導

中逐字推敲修正，其用心令人感動。同時，

也感謝本校所有參與研究的老師們，因為

您們的辛勞才有了如此甜美的果實。  

「教育，是一種擁抱，一種對土地的

親吻。」我們期盼這只是一個好的開始，

藉本研究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老師加入

我們的團隊；未來我們將持續探究大同山

的植物、動物、人文等資源，讓教學與生

活結合，將生活融入教育，關注周遭環境。

實踐教育即生活的理念，落實「本土化」

的教學理想，也希望各位教育先進不吝給

予我們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