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九十六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花蓮縣北區常見氣象災害防災預防宣導教材之研究 

主    持    人：劉立軍 

執  行  單  位：花蓮縣立花崗國民中學  
一、 計畫目的  

本研究預計將近年來花蓮的氣象災害，從空間、時間、連續、累積等面

向加以分析；由氣象災害的基本認識、災情分析、防災救災機制，加以討

論，並轉化為生動而有效的教學活動設計，使學生在了解自然災害後，學

習預防之方法，並將此知識深埋在腦海之中，俾其能將此知識運用於未來

的生活裡，建立趨吉避凶的正確價值觀。  
 
二、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校長及校方全力支持，與指導教授合作良好，另商請康武吉先生協助田

野調查。 
 
三、 研究方法 
（一）、 資料蒐集：蒐集與研究花蓮氣象災害的相關資料，包括台灣歷年

氣象    彙編、氣象紀錄年報、台灣與全球氣候變遷之論文報告、氣象衛

星雲圖等，以及報章媒體的報導、公家與私人的影像以及網路披露的訊息。

目的為提供研究的基本知識與資料，並使參與人員熟悉資料搜尋的相關能

力。 
（二）、訪問：因為書面資料，無法呈現當時庶民內心的驚恐與焦急心境，

加上媒體又缺乏後續的報導，因此除了書面資料外，活資料的蒐集可以幫

助我們可以從不同角度剖析災害的各種面向，甚至可以了解許多當時未發

現的災害角落。 
  1、訪問地區：花蓮重大受災區之受災實況。 
  2、訪問對象：學者專家、受災戶或消防單位人員。 
  3、訪問內容：氣象災害形成的機制、災害特性、類型和防災措施等。 
（三）、災區實查：研究人員實地探查各災害區山崩土石流的現況和後續的

整治。以記錄、拍照、錄影、繪圖、實地測量與樣本採集的方式，以求基

礎資料的完整，以供進一步評估經濟開發與環境負荷之相容性。 
（四）空照圖、地圖分析：採用空照圖與地圖表示花蓮近年來氣象災害

所造成的變化，並且以地圖判讀，評估未來再釀災害的可能性。 
（五）、模型製作與實驗分析：利用立體的實體模型幫助研究對象的呈現 



 

    1、準備等高線地形圖數張。 
    2、每隔 25 公尺為一單位選定不同顏色珍珠版。 
    3、依等高線切割形成數塊不同的大小。 
    4、再黏貼成立體模型。 
    5、裝置砂石模擬土石 
（六）、戶外教學：選定典型之災區，實施戶外教學（含教材編擬及評量）。 
（七）、教材試用：將研究過程以影像方式記錄下來，並製作出多媒體教

材，在研究完畢，將結果整理歸納後，交由自然科學老師試用。 
（八）、編輯氣象災害區戶外教學手冊：手冊內容包含實察路線、教學時

間、特定災區、學習單等教材。 
（九）、撰寫計畫報告：將上述步驟，依序完成之後，輯成專案報告及電

子  檔，呈現計畫成果。 
 
四、 目前完成程度 
     1、資料蒐集：蒐集曾造成花蓮重大傷害的颱風豪雨的相關書籍資料、

報章媒體的報導、公家與私人的影像以及中央氣象局、各級政府防災中心、

消防署等單位之相關出版品，加以淘選、編序。 
     2、訪問學者專家災害的各種面向及防患之道、訪談當時災變發生時，

親身體驗的民眾當時感受，以及消防人員救災的經歷等。 
     3、災區實查：實地探查現存災害後的現場拍攝及錄製部分教學實況

存檔備用～本研究將在花蓮北區之自然災害，畫分為四個地理區，由北往

南分別為秀林(含清水斷崖、太魯閣、三棧與佐倉)；花蓮市區(美崙溪流域)；
縱谷帶(白鮑溪和樹湖溪)以及花東海岸，其形成災害之環境及機制各有差

異。 
 
一、秀林地區：本區為台灣最古老的先第三紀變質岩系，大體以結晶石灰

岩、片麻岩、黑色片岩、綠色片岩和矽質片岩(變質砂岩類最多) ，因受歐

亞大陸板塊擠壓力作用，故節理、葉理、斷層、褶皺發達，災害型態以岩

石墜落、滑落、碎石崩或土石流等為主。 
二、花蓮市區：花蓮市區以美崙溪水患最堪憂慮，尤其下游一段至河口一

帶，受花蓮港東、南兩座防波堤的影響，出口受阻。而美崙斷層下降側之

舊市區和河口曲流之洪涵原，逢水必淹，靠幾個抽水站緊急應變。 
三、花東縱谷：縱谷北端災害以源自中央山脈東翼之橫向河群所造成，該

項河流因源短流促，節理、層理、葉理、劈理發達，又常有小型斷錯位移，

若坡面迎風，又遇順向坡谷地，塊狀和碎裂風化極為嚴重，河床中經常可



 

見數噸至數十噸之巨礫崩落，若豪雨驟降，因該集水區溪谷坡降大，河川

係數高，故山洪一發不可收拾，以岩石墜落、岩屑崩移、岩塊滑動、土石

流等災情最頻見。其中白鮑溪發生於搶水河下側，樹湖溪則在河口沖積扇

央附近。 
三、花東海岸：花東海岸災情較為複雜，但是大多數為地質構造、地形和

氣候及海蝕作用有關。  
(1)地質構造；位於斷層崖下和不整合構造順向坡底側都易罹災，如磯崎大

崩、跳浪隧道附近  
(2)水璉礫岩和大港口泥岩地區；崩積作用和泥流發達，如 13 號至 15 號橋

一帶。  
(3)多條河流匯流之封閉型山間盆地、沖積錐；此種災害以河岸兩側階崖崩

阻改道、階面淹水、土石流等較為常見。新設之復興部落及為顯例  
(4)鋸切谷之谷口；因東海岸河谷回春下切，故中上游風化崩塌迅速，落石

或泥沙常會淹沒或撞及台十一線橋樑，谷口之沖積錐每每需整治清除。 
(5)海岸後退：本區海岸雖因板塊碰撞而隆起，但是氣候暖化，海準上升。

加上坡浪、海流侵蝕而呈後退，亦即華倫亭所謂之隆起侵蝕退夷海岸，如

橄欖樹腳、磯崎、石門一帶，其中以濱線索後移、退縮、階崖崩移等最為

常見。 
 
五、 預期成果  
1、本研究使教師有一套完整的氣象災害及防災的教學參考資料，可及時應

用於教學上；本研究以鄉土教材方式呈現，使理論和實例扣合，達到教材

生動化、教法活潑化、評量多元化以及概念生活化之防災課程目標。 
 
 2、本研究除呈現大氣氣象變化的本質外，特別強調過程與技能，運用各

種圖表，包括天氣圖、大氣循環圖、衛星雲圖、颱風結構與行徑路線圖等，

冀能引出學生觀察、比較、分析、歸納、研判與推斷等能力。 
 
 3、本教材可使學生正確認知自然災害發生之機制、區域差異及災害類型，

建構災害之預防、搶救、善後等基本概念，進而在經濟開發與自然保育間，

做價值判斷，期能建立愛護環境、珍惜資源及永續共存的正確態度。 
 
 4、本教材在自然科學老師試用後，對於研究的修正，俾使教材更為淺顯

易懂，作將來進一步加深加廣研究的基礎，或是作為將來推廣至社區的藍

本。所編輯的戶外教學手冊，可為本校、鄰校甚至社區校外教學的應用。 



 

 
 5、本研究成果可作為教育當局、消防單位、各災區鄉鎮公所以及縣內各

級學校之重要基本參考資料。 
‧ 台灣東部因為海陸板塊縫合帶，又當東北季風及颱風並經路線，故災

害之機率與規模較他區為高。  
‧ 花蓮地區不同地理區孕育不同之災害類。大體而言，北部秀林鄉為先

第三季大南澳片岩帶岩石堅硬構但是構造線發達，且為懸谷斷崖地

形，花蓮市美崙溪下游人口密集，洪患嚴重殆與斷層、工程設計有關。  
‧ 縱谷河谷風化淤積加上大坡降，沖積扇流域游移，東海岸因為都巒山

火山角礫與八里灣蕃薯寮層砂頁岩抗蝕力差異，加上強風海流，故而

發各類災情。 
‧ 防災工程之消波塊、護坡與離岸堤、梳子壩等皆係治標而不治本，且

效果不彰破壞景觀 
 
六、 檢   討   
1.台灣東部因為海陸板塊縫合帶，又當東北季風及颱風並經路線，故災害

之機率與規模較他區為高。  
2.花蓮地區不同地理區孕育不同之災害類。大體而言，北部秀林鄉為先第

三季大南澳片岩帶岩石堅硬構但是構造線發達，且為懸谷斷崖地形，花蓮

市美崙溪下游人口密集，洪患嚴重殆與斷層、工程設計有關。  
3.縱谷河谷風化淤積加上大坡降，沖積扇流域游移，東海岸因為都巒山火

山角礫與八里灣蕃薯寮層砂頁岩抗蝕力差異，加上強風海流，故而發各類

災情。 
4.防災工程之消波塊、護坡與離岸堤、梳子壩等皆係治標而不治本，且效

果不彰破壞景觀 
 
建議： 
1.經費請盡速核撥開支亦請按部訂標準，以免一國多制。 
2.住宿民宿不易拿到收據，請依據往例以法定半數核銷，以為實情。 
3.研究人員工作辛苦，收入微薄，東部窮縣請不要再列自備款，以免籌措

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