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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學校：台北縣樹林市武林國民小學 

指導教授：市立台北師範學院 許民陽教授 

科學教育研究團隊： 

沈進發校長、劉道德主任、易諳峙組長、陳宇虹老師、 

趙國勝老師、林坤隆老師、孫敏政老師、洪章峰老師 



壹、背景分析： 

本校位於大同山山脈之山腳，「大同山」與學生之生活及學習息息相關，因此在本校

學校本位課程的設計與發展上，「大同山主題課程」一直是與各年級各領域之教學相互融

合、緊密結合（如附件一）。另在三鶯區學校課程區域聯盟中，本校亦負責大同山相關教

學設計與教材之研發。 

但在區域聯盟課程發展當中，我們檢視以往區域中各學校所研發之課程，以大同山為

主之教材著重在生態上的研究發展，對於其土壤研究及地層探討之教材開發，較為不足。

另外在教師自然教學實際踏查中，我們也發現了，大同山脈植被生態與其土壤利用的相關

性，也十分值得探討。 

   基於此，本校本次結合有相同興趣理念之教師，組成研究團隊，針對「大同山地質與土壤」

提出我們的研究計畫。 

 

貳、計畫目的： 

一、 落實科學教育與生活，從生活環境中體驗科學。 

二、 結合既有之自然與科學領域教材，達成課程加深加廣之效益。 

三、 建立大同山脈之土壤、地層及地質相關教材，結合既有之生態教材，補足原本

大同山教材之完整性。 

四、 可藉由教材的開發，加強學童本身對生活科學的體悟。 

五、 藉由教材分享及研討會的過程，達到資源共享與教師成長的目標。 

參、預期成果  

一、 認識大同山岩石及土壤的形成。 

二、 大同山土壤及岩石樣本教具之建立。 

三、 大同山課程教材教案的研發。 

四、 數位化教材 CAI 的研發。 

五、 課程研發與評鑑。 

六、 成果專輯之印製。 

七、 成果發表及研討會之舉辦。 

八、 落實生活與科學教育的結合。 

九、 樹立教學者即研究者之教學專業形象。 

肆、研究方法與完成程度  

一、文獻分析：93.02.01-93.03.31 

(一) 研究報告  

(二) 有關單位之相關書籍和資料  

(三) 坊間書籍  

(四) 網路下載 

二、田野調查及樣本蒐集：93.03.01-93.04.30 

(一) 規劃調查路線及方式  

(二) 踏勘並拍攝地景之照片  

(三) 採集岩石及土壤標本分析  

三、樣本對照與整理：93.03.01-93.05.31 



四、分析及資料彙整：93.04.01-93.05.31 

五、課程教材發展：93.05.01-93.07.30 

六、電腦輔助教材的開發：93.05.01-93.08.31 

七、教材試用：93.09.01-93.10.31 

八、教材修正與評鑑：93.10.01-93.10.31 

九、成果的彙理與分享：93.11.01-93.12.15 

伍、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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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分析： 

第一節：從台北盆地談起 

一、台北盆地發育史 

台北盆地的成因一直有兩種說法，一是「堰塞湖」，一是「斷層坑」。〈Chen and Teng，1990〉 

 〈一〉堰塞湖：因火山爆發造成盆地形成→堵住了關渡出口→沉積→形成平坦地形→後

來缺口斷裂→形成台北盆地。 

〈二〉斷層坑：因為地層活動使地盤先低於海平面→海水侵入→形成平坦地形→地盤上

升→形成台北盆地。 

 

台北盆地形成史如右表。〈胡秀芳等， 2000〉 

時 期 說 明  年（萬年） 

華南古陸塊旁沈積台北最古老地層，大同山的地層多屬此階段形

成。 

3000-400 1.老地層形成 

造山運動產生新莊、崁腳、台北、新店等逆斷層，形成丘陵地形。  >400 

將老地層推出海面。   400 2.台北露出海面 

由古新店溪沖積成舊林口沖積扇（礫石堆積）。   400-280 

中正山首先發難，引發一連串大屯山群火山爆發，造出多座火山。  280-38 3.火山爆發了 

位於大屯火山群西邊之觀音火山噴發。   60-20 

4.台北地區陷落

了 

山子腳斷層陷落形成台北盆地。   10-6 

古新店溪出海口受阻，淹沒新莊泰山一帶，形成新莊湖，並終止

礫石層堆積。 

6 

新莊層沈積兼具鹹水與半淡水貝類化石。   6-3 

5..新莊湖形成 

古新店溪受阻於華江高地，於景美一帶產生景 美層。  6-3 

盆地內溪流向源侵蝕，襲奪基隆河。   3 6.河川襲奪 

盆地內古新店溪向源侵蝕，襲奪大漢溪，形成淡水河河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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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面上升，將低窪的盆地淹成大湖。   1 7.台北湖形成 

海水面相對下降，海水排出，沈積物繼續沈積。   1-0.5 

8.現今台北盆地 海水逐漸退去，沈積物繼續沈積，大致形成今天面貌。   0.5- 

二、盆地週緣之地形〈黃水添， 2002〉 

    台北盆地四周為丘陵及台地所圍繞，依據地形及地質特性可將其區分為東側及南側的新

店丘陵，北側的大屯火山群及西側的林口台地。 

三、地質概況〈黃水添， 2002〉 

    台北盆地在地質史上之演變，由陸地與湖泊循環演變而成今日之盆地，故盆地為一現代

沖積層，即由第四紀沉積物覆蓋於第三紀中世紀岩盤上形成之盆地，林朝棨（1957）根據過

去之鑿井及鑽孔資料，將盆地中之地質由上而下分為現河流濱涵源推積層、台北泥炭層、松

山層、林口層及大南灣層，以三重、新莊一帶為最深，約距地面 250 公尺以下為底岩。 

 

第二節關於大同山 

一、大同山簡述 

大同山，舊名大凍山〈因為昔時高而冷〉、九茶山、狗蹄山等，位於台北縣南方與桃園縣相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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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是觀察自然生態環境的絕佳戶外教學

場所。 

二、行政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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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大同山的地形與地質 

「大同山」在樹林形成樹林市一半以上的坡地地形，平均坡度陡峭，也曾因颱風季節大

量雨水，造成土壤沖刷及土石坍塌。就自然地形來說，大同山屬於山子腳地塊1。 

由於火山活動而形成了台北盆地，接著在大同山這一帶的火山活動停止後，大同山的形

成活動就以沉積為主。而山子腳山塊分佈之地層以第三紀中新世之沈積岩為主，其間夾雜著

凝灰岩，其中凝灰岩為火成岩。 

 

 

 

 

 

 

                                                 圖 1 圖 圖 3 2
1 山子腳地塊位於林口台地稜脈上。其主稜線呈東北──西南走向，主峰龜崙山踞於山塊之中央，海拔高度 

四○五公尺；北有大同山，高度二八四公尺；南有石灰坑山，高度三七四公尺。而山子腳山塊是一座孤立於

臺北盆地西南側，並緊鄰在林口臺地東南崖面之下的穹隆丘陵，又稱為龜崙嶺丘陵，長約九公里，寬約四公

里，全區高度幾乎皆在四○○公尺以下。 



第四節田野調查及樣本蒐集 

大同山的土壤多數由黏土礦物組成，並含有空氣、水分和腐植質，而且有微生物活躍其

中。大同山的岩石大都是沉積岩，沉積岩是一層一層的，因為河流不停的把大量的泥土、沙

礫堆積起來，慢慢固結成岩石。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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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岩是又細又軟的泥土

凝固而成的，所以摸起來較細膩〈胡秀芳等， 2000〉。武林國小老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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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集的岩石幾乎都屬於沉積岩，

僅 7號與 8號屬火成岩。由於有火成岩的出現，所以證明大同山過去曾經有火山活動。在這

次的岩石採集活動中，我們並沒有採集到屬於變質岩的岩石，但這並不代表過去大同山的地

層運動不曾受到變質作用影響。 

 

大同山岩石採集分類表 

編

號 
種類 

岩石 

屬性 
採集地點 判斷理由 

1 頁岩 沉積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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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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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石灰岩 沉積岩 
大同山南寮 

福德宮附近 

1.上面有看到貝殼化石。 

2.將鹽酸滴一點點在石灰岩屑上，有產生氣泡。 

4 頁岩 沉積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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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還有以先前經驗判斷。 

5 砂岩 沉積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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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還有以先前經驗判斷。 

6 砂岩 沉積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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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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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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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圖 4：地質研究戶外教學。



二、冷磺泉 

樹林市有個特殊的自然景觀，就是在大同山上的「冷磺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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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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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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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硫磺泉為酸性，但大同山多為沉

積岩組成，所以其中的成分與硫磺泉混合後，才使現今的冷磺泉呈現鹼性反應。再加上開發

年代晚，所以名氣小。 

 

蘇澳冷泉與樹林冷磺泉之比較 

 蘇澳冷泉 樹林冷磺泉 

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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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岩漿浸入岩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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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山冷磺泉屬樹林大同山系，而大同山

系是屬中古世紀之死火山。 

冷磺泉係屬於火山脈系之產物，其前身

是「硫磺溫泉」，而硫磺需高溫高壓方可溶

解於水中。 

冷磺泉是因受地層變化，而將硫磺溫泉

壓縮儲存於封閉之岩層，經過長期時間而形

成特有的水脈。之後，地層變化而自然湧出

地表，或人工挖掘而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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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質石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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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課程教材發展 

ㄧ、九年ㄧ貫課程綱要分析：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教材內容細目分析王美芬（2000）

剖析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有以下幾點特色：（1）能力本位的學

習（2）反學科本位的課程（3）科學素養的擴增（4）增加生活科技的教材（5）增加六大

議題的教材（6）統整課程（7）學校本位（8）彈性化課程（9）多元化評量取代紙筆測驗。 

    根據教育部92 年02月27日審定完成的「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綱要，有關地層與岩



石分類的概念內容要項。 

【表】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教材內容細目年級分配及主要內容 

課題 1：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主題 11：地球的環境 

九年一貫課程教材內容細目 

次主題 學習階段  

82 年自然課程標準一～六年級教材綱要 

岩石的組成與性質  

3d.觀察並知道岩石主要是由各種不同礦物組

合而成。 

【五年級】土地：火山噴出的泥漿凝固後成岩石。地層中含

有許多礦物、岩石等資源，可以利用。 

3e.知道不同礦物各具有明顯特性。 【五年級】土地：礦物具有可辨認的特性。 

110 組成

地球的物

質（岩石、

水、大氣） 

3f.知道不同岩石可利用來作不同的用途（例

如做建材、煉取材料等）。 

【五年級】土地：地層中含有許多礦物、岩石等資源，可以

利用。 

課題 1：自然界的作用◎主題２：改變與平衡 

九年一貫課程教材內容細目 

次主題 學習階段  

82 年自然課程標準一～六年級教材綱要 

土壤、砂石的變化  

2a.藉由觀察及經驗，察覺土壤、砂石會發生

變化，例如堆積或流失。 

【三年級】土地：水流侵蝕山石搬運泥沙至海洋。  

【五年級】水的三態及水循環：河水可侵蝕河岸、山坡，搬

運泥沙。 

【五年級】土地：搬運至海洋的泥沙，沉積後可成地層。 

2b.察覺生物的活動也會改變環境（例如樹根

崩裂圍牆、有機肥）。 

【二年級】土地：地表的沙土是農作物的生長地方。  

【六年級】土地：認識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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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作用  

3a.知道土壤是岩石風化後和動植物遺留的

有機質等所組合的微粒。 

【二年級】土地：地表的沙土是農作物的生長地方。  

【六年級】土地：認識水土保持。 

 

3b.知道地表變化主要是由各風化、侵蝕、和

沉積等作用所造成。 

【三年級】土地：水流侵蝕山石搬運泥沙至海洋。  

【五年級】水的三態及水循環：河水可侵蝕河岸、山坡，搬

運泥沙。 

 

二、課程設計活動： 

設計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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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課程教材與活動設計 

(1) 我們的大地 

(A) 礦物篇：大同山的礦物⋯⋯ 

(B) 岩石篇:我們生長的地球，是由最內層的地核(由鐵與鎳組成)、中間會流動的

地函(大部分是岩漿)以及最外層我們生長活動的地殼所組成，而地殼最主要由

岩石構成，其其實地球上所有的岩石，幾乎主要都是由五六種的礦物所組成

的，它們之間組成的比例不同， 就會形成不同的岩石。ㄧ般來說，岩石分為

三大類:(1)沉積岩(2)火成岩(3)變質岩。以下就是各種岩石的種類 

大同山的岩石組成:、、、、、 

(C)土壤篇: 土壤─地表風化的岩石碎屑，經不同長度時間的氣候、水文、生物與人的作用，

形成的疏鬆物質。按照其形成方式，可以分成兩種。 

▲ 碎屑沈積土壤是由下面的"母"岩構成物所形成的。 

▲ 被"搬運"來的土。 

土壤的形成因素 

影響成土作用的因素─(1)母岩(2)氣候(3)地形(4)生物(5)時間 

第六節：電腦輔助教材的開發 

ㄧ、資料蒐集。 

二、教材資料分析。 

三、教材實作：網路教材。 

參考文獻資料（略）  

 

肆、檢   討（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研究時程過短。 

二、研究成員的異動。 

三、樣本及地貌採樣的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