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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跨越舊世紀與新世紀，國內在教育方面

的變動不可謂之不大；教師一方面要因應多

元化、領域統整的新教育系統，另一方面又

要思索如何才能帶領學生進入二十一世紀。

傳統上奉行不渝的照本宣科的教法，顯然已

經不能符合時代的需求。

九年一貫課程已在九十學年度自小學一

年級開始實施，預計三年後國中小學全面實

施九年一貫課程。其實施方式，每學期以授

課二十週為原則，每週上課五日，合計200

日；總節數分為：基本教學時數80％及彈性

學習時數20％（學校行事節數、班級彈性教

學時數、學生自我學習活動）；各領域授課

節數：語文領域佔總教學時數20至30％，其

他領域為10至15％；每節40至45分鐘，學

習領域包含必修課程（國小為80至90％國中

為70至80％）和選修課程（國小為10至20

％國中為20至30％）；國語與國文改為本國

語文，將鄉土語言納入正式課程，並自小五

起增設英（外）語。

九年一貫課程的設計，保留部分彈性學

習時數作為空白課程之學習時間供各校進行

學校本位課程之教學，各校可依據其學校所

在社區之特性，與社區家長代表共同討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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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教育目標、學校應發展之特色，選擇或

自行開發設計可以協助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或

發展特色之教材使用。因此，九年一貫課程

實施後，教師須發揮其專業自主能力，負擔

選擇教材或編寫教材的責任。

回歸教師的專業自主權後，究竟要教給

學生什麼（What）？為什麼要教（Why）？

如何教（How）？在何時（Where）、何地教

（where）？這五個「W」的問題，顯然已經成

為教師們終其教育生涯所必須不斷思考、反

省、修正的課題。

邇來教育界有兩大聲音，培養學生的鄉

土思維或是國際觀，到底孰輕孰重？沒有鄉

土思維，如何立足台灣？沒有國際觀，如何

放眼天下？其實，這看似雙頭馬車的教育方

向，事實上是並行不悖的；如果以議題導向

的教學模式來進行，關注的焦點可遠可近，

台灣雖小，可也是國際村的一份子，以現在

台灣與世界互動之頻繁，可以說沒有議題不

可與台灣相關，只看涉獵程度的多寡。

「聖嬰現象」不僅是全球氣候變遷所密切

注意的議題之一，其在經濟、生態、氣候、

地理方面的影響，亦與台灣息息相關。合科

教學的在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下已是勢在必

行，本文提供與「聖嬰現象」相關之自然科各



－31－

淺談聖嬰現象

科概念，可供教師作為設計教學時之參考。

然而，「聖嬰現象」的理論，事實上仍在

發展中，未見成熟，所以教師在發展教材及

教學時，仍須時時注意本議題之最新發展，

以協助學生學習相關最新及最正確之概念。

二、何謂聖嬰現象？

聖嬰現象是熱帶海洋氣候中規模最大的

大氣現象，也是開始研究全球氣候變遷以

來，科學家越來越重視的研究課題，因為這

種大尺度的海洋及大氣變化，會導致全球各

地氣候失調，旱澇肆虐，毀傷人命財物。

大約一百多年前，秘魯漁民在耶誕節前

後，首次發現這種特殊的天氣變化現象，原

本雨量稀少的海岸沙漠，轉為溫暖多雨的天

氣型態，雖短暫使得陸上作物收成增加，但

對於當地經濟命脈的漁業而言，卻會造成魚

類大量減少的致命災害。美國「氣象學辭彙」

對這種特異氣候現象的說明為：「有股沿厄

瓜多海岸南下的暖流，大約在耶誕節前後發

展而成，以西班牙話將其命名為聖嬰（El

Nino），意為耶穌之子。暖流的南下與赤道

降雨帶的南移同時發生，當它到達南緯12度

左右，因為高溫效應，將使得沿岸海域的浮

游生物，及依賴浮游生物為生的魚群大量死

亡」。聖嬰現象的發生，對南美西岸的人們

來說，不是快樂的象徵，而是代表災害的來

臨。

全球的氣候系統會因這一大團發生在東

太平洋赤道附近的暖水團而遭受破壞，太平

洋東西兩岸的氣候平衡機制會失靈。多雨的

西太平洋熱帶地區會發生乾旱，例如澳洲、

印尼、馬來西亞；乾燥的美國西岸及中南美

洲則會大雨不止，洪流遍地；而最為人熟悉

的，「聖嬰」的威力使南美外海的水溫升高可

達4℃，嚴重破壞生態，致使魚群減少。

三、為什麼會有聖嬰現象？

自從1950年代首先有論文討論聖嬰現象

以來，大氣及海洋科學家始終相信，這個現

象的成因是因為盛行於西太平洋，風向向西

的貿易信風及印度季風，這兩股風向的減

弱，使得接近赤道的溫暖水團回流至東太平

洋，當地海水溫度上升，減弱了原本籠罩在

東太平洋美洲沿岸的高壓，而且高溫的海

水，造成下暖上冷的不穩定氣流狀態，因此

降下大雨。這種大氣、海洋互相擾動的理

論，主導了四十多年來對於聖嬰成因的研

究。

另有地質學家華克博士提出聖嬰的產生

與海底火山爆發有關。流體力學者無法解釋

為什麼貿易信風會減弱？海水溫度上升的機

制從何而來？經由南美復活島海底地震的長

期觀測，這位地質學家靈光乍現－－海底火

山爆發會不會是海水升溫的原凶？一群美國

地質學家在1990進行北美西岸洋脊運動的研

究，觀察到一種很重要的現象：在海底火山

爆發的同時，的確會產生大量溫暖的海底噴

泉，而且上升的高度相當接近海水表面。海

底火山爆發說的假設因此成形。華克同時認

為，除了溫度這個直接因素外，來自海底的

熱量上升到海水表面時，會殺死原本冷水中

富含的浮游生物，使得海水的透明度降低，

並因此更易吸收陽光。這種說法也解釋了聖

嬰現象發生時，「漁獲減少」及「海水升溫」

這兩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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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大氣海洋擾動說」是權威？還是

「海底火山說」有理？這個科學公案一時之間

還難有定論。原本四年一次的聖嬰發生週

期，如今也越來越不規則，出現的間隔由兩

年到七年都有，也許這兩種理論都不足以完

全解釋，而可能同時是「聖嬰」的催生因子。

更多的科際整合應該是未來聖嬰現象研究的

方向。

四、聖嬰現象會在那些地方、什麼時

候出現？

科學家對聖嬰現象發生週期的預估已經

愈來愈準確，如氣象學家由各項觀測數據，

正確地預測出1998年底的聖嬰是15年來規模

最大的一次，這種異常氣候的預報，有助農

民選擇農作物及各國政府加強防疫的工作。

當南美赤道附近每隔2∼7年，海水溫度

會漸漸升高，通常在11、12月達到高潮，波

及範圍會擴大到全球各地，導致澳洲、非

洲、南亞和美洲赤道地帶氣候出現異常。各

地區的情況是：美國南部及西南部將較往年

潮濕，影響棉花的收成，而加州沿岸出現稍

高的氣溫，破壞地中海氣候型態的園藝果蔬

作物的栽植；澳洲南部變成異常性的高溫多

雨，原本為全球市場重要的小麥產地，產量

必減；非洲中南部及亞馬遜盆地的濕度將升

高，變得更不適人居；巴西的咖啡熱帶栽培

產地，也會因降雨減少而蒙受損失。

對於聖嬰現象的準確預報具有非常多的

好處，例如：農民可在預知明年氣候是否異

常後選擇種植農作物，又如美國南部種植棉

花的農民每逢聖嬰年，就會改種水稻或其他

經濟作物，因為水稻不怕聖嬰現象所帶來的

充沛雨水，而巴西東北部的農民，可在聖嬰

年選擇種植較耐乾旱的玉米和豆類品種。沿

海地區的居民，可在氣象預報某季或來年有

過多的強烈颶風來襲時，加買保險，以防損

失過大。

五、聖嬰現象的影響

1.對氣候的影響

位處赤道地區的國家最先感應到聖嬰的

威力，東部及中部太平洋沿赤道地區降雨異

常性地增加，相反地，西太平洋的澳洲及東

南亞國家則乾旱連年，印度及中南半島也因

西南季風減弱，雨量減少。距離聖嬰原發地

較遠的區域，經由「遙地相關」（Teleconnec-

tion）的大氣變形過程，也會改變中緯度盛行

西風的氣壓場梯度，從而改變其大氣環流，

於是，美國西部及南部地區風暴增加，加拿

大西部海岸氣溫也偏高，遠在東亞溫帶地區

的中國亦不能倖免，出現強烈寒流，華北地

區豪雨成災，華中、華南地區則過度乾燥。

2.對生態的影響

南美洲太平洋沿岸一帶，因擁有湧升流

而成為世界知名大漁場，在聖嬰肆虐的年

份，深層海水無法與上層海水對流，因此，

浮游生物數量減少，鯷魚產量降低，海鳥繁

殖數量減少，原有的食物鏈及生物習性遭受

破壞。海鳥數量減少，加上過多的雨水，累

積在無人島及沿海岸地帶的鳥糞必然減少，

直接影響當地農民的生計。秘魯鯷魚粉是溫

帶畜牧國家非常重要的飼料來源，業者勢必

要尋找其他代替品，轉而向美國大量進口黃

豆，使得黃豆價格飛漲，並且因為使用了大

量的化學肥料，阻絕了鳥糞作為生態能量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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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的可能。

六、那麼，有「反聖嬰現象」嗎？

經由衛星遙感探測圖的初步分析，聖嬰

現象發生之後，熱帶太平洋中段區域會有水

溫快速下降，演變成所謂的「反聖嬰現象」

（La Nino）。兩者的氣候表現完全相反，一

冷一熱，一乾一濕。對於這種現象在北美大

陸的觀測資料較完整，其成因是：遠較平時

強勁的貿易信風，將海面的暖濕氣流強帶到

對流層中部，在海底深處的寒冷水流因而升

上海面，阻斷北美上空冷鋒中的正常氣流，

從而將風暴由加拿大、阿拉斯加等地引向美

國本土。這個低氣壓中心的留滯，將使得熱

帶洋面上的暖氣團有機會導引到中部大平

原，可怕的熱浪（Heat Weaves）就會由佛羅

里達半島、德州，一路推進到新墨西哥州與

亞利桑那州，高達攝氏40幾度的氣溫經常死

人無數。

七、台灣與聖嬰現象

早期的氣象觀測，對於與聖嬰現象密切

相關的大氣氣壓場分布、海面水溫的熱函指

標，觀測數據不夠準確，因此對於這種全球

性氣候異常的研究，所能建構的論述不多。

1998年這次的聖嬰週期，台灣氣象學界才有

大量的觀測活動，也得以建立區域性的聖嬰

現象分析資料庫。

就台灣所處的東亞大氣環流圈而言，暖

冬、過長的春雨期、梅雨季節，也被視為是

受到聖嬰的影響。冬半季，因上升氣流在北

太平洋下降（即所謂的副熱帶高壓帶），這個

高氣壓和北方極地冷氣團之間的溫差非常

大，使得高緯地區的大氣運動吹拂著強烈的

噴射氣流，聖嬰破壞這個大氣環流，極地大

陸冷氣團無法南下，天氣始終晴朗，是謂暖

冬。在春、夏之交，台灣上空受到阻塞型大

氣系統所支配，使得由西伯利亞南下的冷高

壓和太平洋高空間的鋒面滯留不散，形成綿

長的春雨。

根據經濟部水資會的評估，1998年的春

雨量是氣象平均值的 3倍多，春雨下得太

多，會影響下半年和來年的降雨，造成乾

旱。全球降雨量的分布，每個地方一年降多

少雨都不會差太遠，今年雨下得多，明年就

可能會下得少，春雨下得多，下半季就可能

會乾旱。聖嬰現象的週期性肆虐，造成降雨

的時空分布不均，對台灣水庫的蓄水功能，

也可能形成了另一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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