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名稱：鄉土教材─東北角海岸特殊鄉土資源調查研究 

主持人：李松德 

執行單位：宜蘭縣利澤國民小學 

 

一、計畫目的： 

東北角海岸由於具有特殊的景觀

資源，已規劃為國家級的風景特定區，

並於民國七十三年六月一日設立交通

部觀光局東北角風景特定管理處，負責

經營管理。 

東北角由於地處東北隅，每年十月到

吹著強勁的東北季風，而夏、秋之間也常

產生侵蝕、搬運和堆積作用，於是形成了

陡險的海岸，藍天白雲，雪白浪花，翠綠

發出一連串的驚嘆號，也不得不佩服大自

藝術品，值得大家去細細品味。 

東北角海岸除了頭城、壯圍、五結地

北走是台灣三大岩石層之沉積岩（其餘為

可見，巧奪天工宛如張大千畫師之手筆，

刻劃出大自然的偉大傑作，這些神奇、特

究的對象。 

「地球祇有一個」，共同愛護大地

是今日教師責無旁貸的重責大任，故

我們透過東北角海岸的地形、地質調

查研究，以提昇教師專業知能及培養

學童愛護環境、珍惜資源、關懷鄉土

之良好態度與習慣。故將本研究之目

的分別臚列如下： 

 1
第二年的三月，有半年的時間都

有颱風來襲，強風、大浪對地層

特殊的地理景觀，奇怪的石頭，

山頭組成了東北角風光，讓我們

然的巧手，真是一件巧奪天工的

區是屬於沙灘海岸外，從頭城向

火成岩和變質岩），崎峋怪石處處

也宛如傑出的雕刻家，一筆一筆

殊的地質、地形景觀，是我們研



1. 配合東北角海岸線的特殊景觀調查研究，融入九年一貫課程理念及能力

指標之教學資源中，作為教師教學參考。 

2. 透過東北角海岸線特殊景觀的教學活動設計及學生學習單之運用，能夠

有效地培養學童觀察推理、分析之能力。 

3. 提昇本校教師專業知識，使教師能自我超越、自我充實，以提昇本校的

科學教育品質。 

4. 藉此調查研究活動，不僅使全校師生能深入了解東北角之特殊地形景

觀，同時對地球科學亦能更深一層的認識，對今日推行九年一貫課程之

「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 

5. 將調查結果提供教師參考，對教師之提昇教學品質，改進教學方法貢獻

甚鉅，亦可協助學童認識自己的鄉土，以培養其關懷鄉土情操。 

6. 將東北角海岸線之鄉土教材，經試教修正後，將研究成果以網頁形式呈

現，將可提升教師之教學效果。 

 

 

 

 

 

 

二、預期成果： 

（一）工作項目 

1. 蒐集東北角海岸線，從宜蘭縣五結鄉

至鄰縣的基隆八斗子地圖，並進行田

野調查。 

2. 了解東北角海岸線之岩石種類及其特

性。 

3. 了解東北角海岸線之地形構造。 

4. 了解東北角之特殊自然景觀（奇特地形）。 

 2



5. 將研究的調查作為教師教學自然領域之資源（指導學童進行研

習）。 

6. 製成校園教學網頁及光碟，有效推廣。 

7. 配合目前九年一貫課程，將此教材融入課程中。 

（二）具體成效 

1. 促使本校師生對自然環境及脆弱的地

質構造轉化為活生生的教材，對提昇

地球科學的知識，將有莫大助益。 

2. 促使師生能重視自然環境，使鄉土教

材及環境教育能落實於國小教育中。 

3. 促進教師進行專題研究，自我充實，自我超越，自我實現，以提昇

教師的專業知能。 

4. 東北角海岸獨具特殊的景觀貢源，其岩石地形是我們探討的教材，

對改進教學方法，提昇教學品質，貢獻甚鉅。 

5. 將研究成果作為教師指導學童進行野外研習，幫助甚大。 

6. 能使師生對東北角海岸地形、地質有更

深一層的認識，並普遍用於教學上。 

7. 提供假日辦理親子科學研習活動之教學

資源。 

8. 將調查結果，彙整成教學資源，製成教

學網頁及光碟，融入九年一貫課程內，對提教學品質影響甚鉅。 

 

三、研究方法與完成程度 

（一）研究方法 

1. 蒐集相關資料。 

2. 研究地圖之蒐集及繪製。 

3. 田野調查。 

4. 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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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行試教、檢討。 

6. 完成教師教學檔案及學生學習單。 

7. 完成學校教學網頁及教學光碟。 

 

（二）完成程度 

本計畫依原訂計畫已完成百分之六十五，其中之資料蒐集，定

點繪製均已完成，目前正進行田野調查及討論。 

1. 東北角海岸之位置 

 

 

 

 

 

 

 

 

 

 

 

 

 

 

 

從宜蘭縣開始共規畫九個研究點：①五結海邊、②頭城海邊、

③北關、④萊萊、⑤龍洞、⑥鼻頭角、⑦水湳洞、⑧望海巷、⑨八

斗子。 

五結、頭城雖非東北角海岸範疇，但為了讓學童了解宜蘭一帶

的海岸是沙灘與東北角海岸之沉積岩不同，故才列入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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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北角的特殊地理景觀 

東北角海岸位於台灣的東北角，其附近屬於東海海域的一部

份，稍往南方就是太平洋的另外一個緣海─菲律賓海的海域。兩個

海域之間，隔著從琉球群島延伸到龜山島的火山島弧，而且在東北

角海岸之外，東海大陸棚，琉球群島西北的海溝，琉球群島島弧南

側海溝，以及沿著台灣本島東側延伸而來的海底斷崖，匯聚成一團。 

東北角海岸國家風景區位於亞熱帶的季風氣候區內，全年有

雨，氣溫高、海風強。氣候、環境，影響了東北角地區的植被及地

形作用，不僅物理性的風化侵蝕作用雕塑著地形，看不見的化學作

用更是時時腐蝕著岩石，為雕刻大地的侵蝕作用鋪路。 

從東北方向湧到的巨浪，更是日夜不停的撞擊、侵蝕著海岸，

繁盛的生物活動也插上了一腳，加速風化作用的進行。 

 

 

 

 

 

 

東北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的海岸地形又可分成三段。第一段包括

水湳洞到鼻頭角，主要是海蝕平台發育良好、富有小岬小灣的海

岸，海崖逼近海岸。鼻頭角的海岬地形，以及海蝕崖、海蝕平台最

具代表性。在這些地方，岩石海岸的坡腳受波浪長期的侵蝕，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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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面的地方形成海蝕凹壁，凹壁繼續發育，上方崖壁因為失去支

撐而崩落，於是岩壁後退，逐漸形成了海蝕與海蝕平台。除此之外，

海岸上的小地形則包括了蕈狀岩、蜂窩岩、單面山及各種節理相交

形成的幾何圖案等。 

鼻頭角以南到三貂角是第二段，多大型岬灣，例如龍洞灣、龍

洞岬、澳底突岬、福隆海灣、卯澳灣等等。在本段海岸內，大多數

的地區並無海崖逼岸。相反地，沿著海岸線有狹長階地及丘陵地的

分布。福隆更是雙溪河口出海的地方，沙灘發達，是台灣北部品質

最好的海濱浴場。 

第三段海岸從三貂角的萊萊鼻開始，到頭城北方的北港口，長

約 23 公里。本段海岸走向東北，與冬季盛行季風平行，而且露出

的岩層變化單調，因此海蝕地形變化遠較北海岸低微。又因為海岸

線與地質構造線接近平行，因此缺少岬灣地形，海岸地區隆起的景

觀也少見。 

 

 

 

 

 

  

 

 

 

 

3.常見

(1)

 

的特殊景觀 

 海蝕崖、海蝕平台： 

岩石海岸的坡脚受波浪

成海蝕凹壁，凹壁上方的砂

6

長期的侵蝕

岩因為懸空
，在近海水面的地方形

，時間一久便崩落下



來，形成陡峭的「海蝕崖」。如果海浪不斷的沖擊，岩石不停

的崩落，海蝕崖便一直往後退，在海蝕崖前形成平坦寬廣的岩

石面，就是「海蝕平台」。 

 

 

 

 

 

 

(2) 海蝕棚： 

岩石的層與層的距離

密，海水波浪長期沖刷，形

成了一大片平坦而中間有波

浪狀起伏的地形，從遠處望

去像塊洗衣板，稱為「海蝕

棚」。 

 

(3) 岩脈： 

岩漿沿節理侵入岩石之

頁岩層中而成岩脈，如：萊

萊海邊黃褐色之火成岩（煌

斑岩）。 

 

(4) 蜂窩岩： 

凸出於層面的岩石（如

蕈狀石）頭部由於貝類生物

的穿孔，地殼上升後經過風

化作用，出現了密密麻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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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洞洞，像蜂窩一般，被稱為「蜂窩岩」。 

(5) 節理： 

簡單的說就是「岩石的自然

裂縫」，使岩石上形成一條條的

裂痕，有的如格子狀，有的如

豆腐。 

 

(6) 斷層： 

岩層受應力作用而產生破裂，造成破裂面兩側的岩石作用

相對的移動，稱為「斷層」。 

(7) 海蝕洞： 

   岩石受到海水侵蝕，掏空鬆軟岩層，形成岩石中的大洞，

稱「海蝕洞」。 

(8) 褶皺： 

   係因斷層作用時所造成，像海蝕平台的上面可見彎曲的

痕跡。 

(9) 背斜地形： 

   岩層因受地殼運動的影響，造成褶皺現象，兩翼向下，

褶皺的岩層向中心凸出，如：龍洞之背斜地形，其地層約為東

北方向，向西北傾斜，往南走可見地層傾斜越來越小。 

(10)露頭： 

在岩層中十分明顯的凸出，係褶皺造成之特殊地形，龍洞

之露頭為懸崖地形。 

(11)海蝕凹壁： 

    岩層承受猛烈的風浪，使得地層中的頁岩被侵蝕掏空而凹

了進去，像是牆壁上陷進去一大塊，就是海蝕凹壁。鼻頭角一

帶的海蝕凹壁上方的砂岩因為懸空，時間一久便崩落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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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階地： 

    在鼻頭角海蝕崖上方的斜坡上是一片草地，這片草地呈台

階狀，像樓梯般一層層的堆積上去，稱為「小階地」。 

(13)蕈狀石： 

    是屬於海蝕平台上的特殊地形，因為地層硬度不一，上層

是含石灰質的砂岩較硬，下層不含石灰質較軟，經海水的侵

蝕，下層侵蝕厲害，結果成為上粗下細的石柱，形狀像一個個

的蘑菇，成為蕈狀石，如鼻頭角。 

(14)差異侵蝕： 

    地層之硬度不一樣，上層較硬，下層較軟，經長期海水侵

蝕作用，下層受侵蝕較厲害，稱「差異侵蝕」，如：鼻頭角、

水湳洞、八斗子等地。 

(15)豆腐岩： 

    在海蝕平台所看到的特殊地

形，岩石受到風化、侵蝕作用，形

成的節理線十分明顯，海蝕平台上

切割出一塊塊像豆腐的岩石，稱

「豆腐岩」，如：鼻頭角。 

(16)生痕化石： 

    在砂岩的岩層上可見到生物爬行留下來之痕跡，稱為「生

痕化石」，如：鼻頭角、水湳洞、望港巷、八斗子等處可見生

痕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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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泥裂： 

    在岩石上可見到比節理細小，而且呈不規則的小裂痕，可

能是當沉積物沉積當時，因乾燥發生龜裂，如：鼻頭角之海蝕

崖。 

(18)漣痕： 

    在砂岩層層壁上所見到的水流作用所造成的波痕，稱「漣

痕」。 

(19)正斷層： 

    岩層因受力而產生破裂，使破裂面兩側的岩石相對移動，

如果斷層向左傾斜，左邊的岩層向下陷，是正斷層，如：鼻頭

角即可見到明顯之正斷層。 

(20)海蝕溝： 

 在岩層中可見相當深如水溝的海蝕溝，是因海水沿岩層

節理侵蝕擴大而成的，是十分奇特的地形景觀。 

(21)海膽化石、沙錢化石： 

  可見到分布於砂岩中之化石，心型成一燈籠狀的為海膽

化石，扁平型稱為沙錢化石。如：水湳洞一帶處處可見。 

(22)交錯層： 

可見到岩層上有一水平紋理的層面，另外又發現斜交的層

面，可以明顯看出過去水流的方向，如：鼻頭角一帶。 

(23)層間礫岩層： 

    可見到長條狀砂岩所構成之礫岩層夾於塊狀的砂岩中，就

是層間礫岩層。 

(24)海膽化石密集層： 

    水湳洞一帶可見到海膽化石密集於砂岩層中。 

(25)鈣質砂岩差異侵蝕： 

    水湳洞即可見到鈣質砂岩，因含的鈣質分布不均勻，被侵

蝕後成為蜂窩狀，而下層為含有生痕化石之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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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壺穴： 

    海水挾帶小石礫在岩層旋轉打轉，向下侵蝕，使岩層上出

現一圓形凹洞，即為壺穴。如：望海巷可見壺穴。 

(27)珠石： 

    望海巷處可見一壺穴中有一凸出圓石，即為珠石，可能是

砂岩內夾有圓形石灰質結核，抗蝕力強，不容易被侵蝕。 

(28)砂岩、頁岩交互層： 

    是差異侵蝕地形之一，岩層中可見砂岩及頁岩、砂岩抗侵

蝕能力強，頁岩易被風化侵蝕陷入。如：八斗子、鼻頭角等地。 

(29)單面山： 

    由於地層的傾動，造成岩層傾斜，傾斜的沉積岩在海蝕平

台上，受到海浪侵蝕及風化作用，留下上層較硬的砂岩，日久

之後，上層的砂岩因懸空而崩落，形成不對稱的山形，稱為「單

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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