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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九十九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畫編號：30 

計畫名稱：新烏石港興建對頭城地區自然環境變遷及資源再利用(漂流木)之

研究 

執行單位：宜蘭縣立頭城國民中學 

主 持 人：黃正衛 老師 

電子信箱：cq1680@pchome.com.tw 

一、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  ▓是  □否 
 2.執行重點項目：  
    □ 環境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 科學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之研究發展 
  □ 科學資賦優異學生教育研究及輔導 
        ▓ 鄉土性科學教材之研發及推廣 
  □ 學生科學創意活動之辦理及題材研發 
 3.辦理活動或研習會等名稱： 
       （1）漂流藝術創作展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頭城國中全校師生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全校師生約 1000 人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5 人 
 7.辦理/執行成效： 
        在本次的科教計劃中，與 98 年之計劃最大之不同在於主軸之不 

同，98 年主要以烏石港區的人文變遷為主，本年度以自然變遷設計鄉

土教案，加上以漂流木之藝術創作為課程實施之方向。因為本年度安排

三次漂流木撿拾活動，四次漂流木工作坊或博物館參訪，從學生在參與

課程之學習態度，本年度之主題較吸引學生之學習興趣。唯國中空白課

程時間有限，本研究計劃在執行時無法讓學生同時進行自然變遷課程與

漂流木創作課程，以同學的選擇為前題，此次的研究重點主要為漂流木

藝術創作。 
 



 2 

二、計畫目的 
本研究計劃的方向有二，一發展以烏石港灘區自然環境變遷為主題之 

鄉土教材，二為漂流木之藝術創作。 

自然環境變遷方面，研究計劃團隊希望透過本計劃來瞭解突堤效應後

烏石港灘區動植、物之自然變遷現象，並利用所蒐集資料編輯「一粒沙一

世界~頭城烏石港之自然變遷」鄉土教材。 

漂流木之藝術創作方面，研究計劃團隊希望在合法前提下帶領學生研 

究在烏石港灘區合法檢拾漂流木，並帶領學生了解漂流木之再利用及漂流

木藝術創作。 

 

三、研究方法 

經計劃研究小組之小組會議討論，本研究計劃為蒐集相關資料，利用文

獻蒐集法蒐集海濱動植物及漂流木的相關資料；以地理實察法帶領頭城國中

學生進行地理實察撿拾漂流木；安排漂流木相關參觀活動讓學生認識漂流木

及其藝術創作，最後再讓學生利用撿拾的漂流木，創作屬於學生自己的漂流

木作品。研究方法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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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蒐集法： 

  對本研究議題之相關文獻，利用追溯法，由最新文獻開始蒐集，再由這 

些文獻附的參考文獻去找相關文獻，包括文史資料、相關理論、論文、期刊， 

系統性地組織相關文獻，指出研究主題進行的方向。在進行研究文獻的探討 

時，兼顧研究文獻內容的分析和研究文獻結果的批判！ 

  在本研究計劃中，主要蒐集東北角海濱最常見的動植物種類及漂流木種 

類，以利編製課程。 

（二）地理實察法： 

  在研究區進行實地的調查工作，例如直接體驗當地風土民情、訪問當地

人士、就近觀察地理現象、施行問卷調查或進行土地及地形測量等，目的在

於蒐集與研究相關的一手資料。研究者藉此可以熟悉研究區、尋找問題或研

究題目、蒐集完成研究所需的資料。本次研究使用到地理實察中的觀察法，

又稱參與觀察法，是一種野外實察（field observation）或直接觀察（direct 

observation）研究對象的方法，研究者為了對某一個地區或某一個團體有所

瞭解，而在那個地區或團體內建立和維持多面向的長期性關係，利用就近觀

察與記錄來獲取研究所需的資料。在地理實察的活動過程中，學生可親自體

驗，讓學生有切身感受及發揮其觀察力，不但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維

持較久的學習興趣，更能從中建構正確的觀念。 

在本研究中，主要是到烏石港區進行實地的動植物調查，看是否能找 

到文獻所記載的動植物，籍以瞭解烏石港區的動植物變遷情形。 

（三）參觀活動： 

  校外教學參觀活動，是從教室延伸到校外的課程；是在課程任何階段所

要獲得的一系列直接經驗，這些經驗將增加一個人對環境的瞭解；是一種課

程設計，包含學生、教師、參與工作的校外教學資源發展最適宜的教與學環

境（沈六，1997）。這樣的校外教學，是強調在「學校以外」的資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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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走出學校，在校外的埸所來進行教學活動，可視為校內教學的延伸（林儷

蓉，1999）。 

為讓學生能認識漂流木，瞭解藝術家如何將看起來不起眼的漂流木創作

成有欣賞價值的藝術品，在本研究計劃中，安排參觀五個相關工作坊及展

館。利用課堂外的活動，讓學生學習標流木相關知識，使學生從直接的、實

際的、生活的體驗中學習，進而增進學生與環境、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促

進其認知、情意、技能的發展。 

（四）漂流木藝術裝置創作 

  工藝的起源是基於實用的需求，從生活環境中尋找適合的材料經由人為

的加工以符合所需，當人對這實用的器物有了瞭解，就會加入想像與變造的

能力，藝術品就開始出現。對漂流木而言，原本是流落他鄉的過客，散佈在

海濱，失去其光環及價值，但經學生巧思，卻可創作出令人驚豔的作品。 

  在本研究計劃中，除了讓學生具備漂流木的認知能力，更安排漂流木藝

術創作的課程，讓學生動手創作屬於他們自己的漂流木作品。 

 

四、研究成果 

（一）完成「一粒沙一世界~頭城烏石港之自然變遷」鄉土教案 

利用文獻探討及實地踏查蒐集相關資料後，以心智地圖繪製教案概念

圖，再邀請學校兩位資深自然學習領域教師，一起討論資料蒐集的形式及方

向，著手蒐集適合之教案素材。並經由小組討論轉化教案素材，設計成適合

國中生學習的子題單元，除有 PPT 多媒體教學檔案與相關的圖片外，另外

還包括實地踏查活動。最後構思教案的教學內容，由計劃研究小組共同設計

教案。 

為求教案之效度，再廷請專家學者對教案作效度審查，並依專家學者審

查意見修改案，最後完成「一沙一世界～頭城烏石港的自然變遷」教案。教

案概念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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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一世界 

自然變遷 

蘭海生態錄 

堤來自變遷 堤在故我思 

探索堤世界 

 

 

 

 

 

 

 

1. 蘭海生態錄：主要瞭解頭城海岸線常見的動、植物種類及分布。符    

合社會學習領域能力指標 1-4-1 及 1-4-2；海洋教育能力指標 4-4-6、

5-4-3 及 5-4-7。 

2. 堤來自變遷：主要瞭解突堤效應對海岸線造成的自然變遷現象，以

及突堤效應後烏石港區常見的動、植物種類及分布。符合社會學習

領域能力指標 1-4-1 及 1-4-2；海洋教育能力指標 4-4-6、5-4-3 及

5-4-7。 

3. 探索堤世界：實地踏查，調查突堤效應後烏石港區的動、植物種類

及分布。符合社會學習領域能力指標 1-4-1 及 1-4-8；海洋教育能

力指標 1-4-6、1-4-7 及 4-4-6。 

4. 堤在故我思：省思突堤效應對烏石港區的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變遷，

能省思烏石港區的自然變遷所造成的影響及烏石港區的利用與自

然環境變遷的問題。符合社會學習領域能力指標 1-4-2 及 1-4-8；

海洋教育能力指標 4-4-6 及 5-4-7。 

（二）帶領學生完成「漂流木」裝置藝術創作 

  從引起學生學習動機開始，以漂流木的香味及創作藝術作品之欣賞，再

帶領學生到海邊撿拾漂流木、參觀漂流木創作工作坊，進而讓學生動手創

作，從創作概念的構思、雕刻的學習、機具的認識，最後完成創作並舉辦漂

流木藝術創作展，學生由原本對漂流木的誤解，到最後對漂流木的愛不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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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代表本課程活動的成效。 

 

 

 

 

 

 

 

 

 

 

 

 

 

 

 

 

 

 

 

 

 

 

 

 

 

 

 
五、討論及建議 

（一）本計劃內容太大，本次無法全部執行完畢，對本計劃有興趣者可接續

進行 

學校的課程設計原本就是安排得很滿，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進行國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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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領域課程以外的教材。本次計劃感謝教務處安排綜合課以配合計劃之執

行，但要把計劃內容的「烏石港區自然變遷教案設計並帶領學生實地進行課

程活動」，以及「漂流木藝術創作課程活動」，兩者都全部執行完畢，實有

時間上之不足，最後與研究小組討論，並讓學生投票選擇的結果，學生全部

選擇漂流木課程。 

因此，本次之研究計劃在「烏石港區自然變遷教案設計並帶領學生實地

進行課程活動」部份，只有進行教案之設計，無法帶領學生進行課程，此為

本計劃執行之缺憾。若有興趣之研究者，可繼續自然變遷鄉土課程之設計及

實行教學活動。 

（二）漂流木撿拾不易，有興趣之研究者可於漂流木之旺季，合法撿拾合適

之漂流木 

漂流木是在夏季有風災、水災或颱風時，才由大水將漂流木由山林帶至

山下或海濱。本次計劃在執行過程中，雖有帶領學生到烏石港區撿拾漂木流

木三次，研究團隊也多次到烏石港區及其他海濱撿拾，也請學生利用假日時

間由家長陪同撿拾，但能撿拾的漂流木數量有限，故學生在創作時，沒有更

多的漂流木以供創作，是學生感到最可惜的事。 

因此，建議對漂流木藝術創作有興趣之研究者，應在有漂流木之旺季，

合法撿拾合適之漂流木，以利創作之進行。 

（三）校外教學的時間難以安排，課程設計時應將實施校外教學的難易度列

入考慮 

誠如第一點所述，安排七大領域之外的課程有難度，更不用說安排半天

或一天的校外教學及參觀課程，在本次計劃執行過程中，共安排四次校外教

學，都是克服許多難度方能成行。故在此建議計劃中含有校外教學活動時，

應多方考量。 

 


